
2. 3. 3　薄层色谱: 分别取上述 2种浸液浓缩后 ,点

于 CMC-Na( 0. 5% )的硅胶 H板上 ,以石油醚 -氯仿 -

乙酸乙酯 ( 1∶ 5∶ 1)为展开剂展开 ,展距 12. 7 cm ,

晾干后在紫外分析仪 ( 365 nm )下观察 ,结果见图 4。

3　讨论

3. 1　在显微和性状鉴别中 ,买麻藤的横切面和粉末

特征的鉴别意义较大。 其中横切面的石细胞分布和

形态 ,异型维管束的存在 ,粉末中的石细胞、管胞、具

缘纹孔导管、方晶等特征 ,性状中的茎节膨大 ,切面

棕色环及放射状排列的小孔等鉴别特征明显。

3. 2　在理化鉴别中 ,显色反应显示买麻藤有生物碱

存在 ;光谱测定中醇浸液和氯仿浸液的光谱均可作

为鉴别的辅助手段。在 TLC鉴别中 ,可供鉴别的斑

点较多 ,所以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3. 3　在对买麻藤科买麻藤属植物的生药学研究中 ,

我们已经对小叶买麻藤的研究结果作了报道 [3 ]。 发

现其鉴别特征与买麻藤的主要区别在于: a)买麻藤

具有异型维管束而小叶买麻藤没有。 b)买麻藤的导

管为具缘纹孔导管而小叶买麻藤为单纹孔导管。 此

外 ,从光谱扫描和薄层色谱图 (图 5, 6)也可以看到

两者有较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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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肉苁蓉的生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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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兰州肉苁蓉进行生药学研究。方法　性状、显微、 TLC和 UV光谱鉴别。结果　详细描述了兰州肉

苁蓉性状 ,显微特征 ,并绘制了显微特征图 ,建立了 TLC和 UV鉴别方法。 结论　为该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鉴别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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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肉苁蓉具有补肾壮阳 ,润肠通便 ,降压等多

种功能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 《中国药典》 1995

年版收载的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苁蓉 Cistanche de-

sert icola Y. C. M a等的肉质茎。近年来由于大量采

挖 ,资源遭受破坏 ,有的已频临灭绝 ,列为国家二级

保护植物。寻找新的药源已势在必行 ,为了合理的开

发 ,利用肉苁蓉属植物 ,我们对兰州肉苁蓉 [ 1]

C . lanzhouensis Z. Y. Zhang 从药材性状、组织、薄

层、紫外光谱进行了研究 ,为兰州肉苁蓉的开发利用

提拱了鉴别依据。

1　材料的仪器

兰州肉苁蓉 C . lanzhouensis Z. Y. Zhang采自

兰州地区。苁蓉 C. deserticola Y. C. M a市售 (本所

中药室鉴定 )。日本岛津 UV -2401 PC分光光度仪。

硅胶 G薄层板 ,青岛海洋化工厂。 所用试剂均为分

析纯。

2　生药鉴定

2. 1　药材性状:本品为圆柱形 ,直立或微弯曲 ,有的

有分枝 ,有的基部带不定根 ,长 5～ 70 cm ,直径 0. 5～

2. 5 cm。表面黄褐色至棕褐色 ,幼枝色较黄 ,粗糙 ,密

被覆互状排列的肉质鳞叶 ,每环 5～ 9片 ,卵形 ,顶端

钝 ,茎上部为宽卵状皱纤形 ,部分残缺不全。质坚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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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折断 ,断面不平坦 ,棕褐色至灰褐色 ,维管束浅黄

色 ,排列成近圆环状 ,有时中空。气微 ,味微苦。

2. 2　显微特征:茎 (直径 1 cm )的横切面:表皮细胞

一层 ,扁圆形 ,含棕红色色素 ,外被较厚的一层角质

层 ,皮层宽广 ,由薄壁细胞组成 ,薄壁细胞类圆形 ,细

胞间隙小或无 ,外侧有叶迹维管束散在。中柱维管束

外韧型 ,近环状排列 ;木质部导管放射状排列 ;髓部

细胞大而细胞间隙小或不明显。 薄壁细胞内含淀粉

粒 ,以单粒为主 ,球形 ,类球形 ,直径 51～ 85μm,脐

点明显 ,点状、裂缝状、人字状 ;复粒较少 ,为 2复粒

(图 1)。

1-茎横切面　　 2-淀粉粒

图 1　兰州肉苁蓉横切面简图

2. 3　 5种肉苁蓉性状检索表
1　干燥肉质茎圆柱形或扁圆形 ;断面维管束排列成波状或

星状圆环

2　表面密被肉质鳞叶 ,每环鳞叶 10片以上 ,鳞叶先端常

碎断 ,无光泽 ,断面维管束排列成波状圆环

　 3　干燥肉质茎扁圆柱形 ,长 5～ 60 cm,宽 1～ 12 cm,断

面维管束排列成深波状圆环 ,在放大镜下观察每一点

状维管束韧皮部外侧维管束鞘呈尾状延伸……苁蓉

C. deserticola Ma.

3　干燥肉质茎呈圆柱形或扁圆柱形 ,长 4～ 20 cm,宽

7～ 30 cm;断面维管束排列成波状环纹 ,在放大镜下 ,

点状维管束韧皮部外侧的维管束无尾状延伸……盐

生肉苁蓉 [2]C . salsa ( C. A. Mey. ) G. Beck.

　 2　表面密被肉质鳞叶 ,每环鳞叶 4～ 9片 ,常较完整 ,断

面维管束排列成星状圆环或近圆环状

　　　 4　每环鳞叶 4～ 6片 ,断面维管束排列成星状圆环

……沙苁蓉 [2]C . sinensis G. Beck.

　　　 4　每环鳞叶 5～ 9片 ,断面维管束排列成近圆环状

……兰州肉苁蓉 C . lanzhouersis Z. Y. Zhnag.

1　干燥肉质茎呈仿锤形 ,断面维管束散生……管花肉苁

蓉 [2]C. tubelosa ( Schr enk. ) R. Wight.

3　薄层层析

3. 1　样品溶液制备: 取兰州肉苁蓉、肉苁蓉各约 1

g ,研细 ,加乙醇 20 mL,超声提取 20 min,滤过 ,滤

液蒸干 ,残渣加乙醇 2 mL使溶解 ,供点样用。

3. 2　薄层色谱: 分别吸取上述两种溶液 2μL,点样

于硅胶 G板上 ,以Ⅰ 正丁醇 -冰醋酸-水 ( 4∶ 1∶ 1) ,

Ⅱ氯仿 -甲醇 -水 ( 13∶ 7∶ 2)下层液为展开剂 ,展开 ,

晾干 ,喷 10%硫酸乙醇液 105℃加热约 5 min,置紫

外灯下观察荧光图谱 (见图 2)。

A-肉苁蓉　　 B-兰州肉苁蓉

Ⅰ -正丁醇 -冰醋酸 -水 ( 4∶ 1∶ 1)

Ⅱ -氯仿 -甲醇 -水 ( 13∶ 7∶ 2)下层液

图 2　兰州肉苁蓉薄层色谱图

　　结果:展开剂Ⅰ 兰州肉苁蓉有黄色、紫色和淡红

色斑点 ;肉苁蓉有 2个棕黄色斑点及一个棕色斑点 ,

淡红色斑点不明显 ;两者其余斑点均为淡黄色斑点。

展开剂Ⅱ 2个主斑点相同 ,其余斑点略有差异。

4　紫外光谱

分别称取兰州肉苁蓉、肉苁蓉各约 2 g ,加石油

醚 20 mL,超声提取 20 min,滤过 ,滤液分别在 200～

400 nm范围内进行扫描 ,记录紫外吸收光谱及一阶

导数光谱 ,结果见图 3。

A-紫外吸收光谱　　 B-一阶导数光谱

1-兰州肉苁蓉　　 2-肉苁蓉

图 3　兰州肉苁蓉紫外吸收光谱图

5　小结

5. 1　肉苁蓉近年来研究较多 ,但对兰州肉苁蓉的生

(下转第 1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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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是 Ile,全长 65个氨基酸 ; 2)从头部提取的 HV-1,其活

性仅为口部的 22% , N 端是 Va lVal,与 HV-2差 9个氨基

酸 ; 3)从身体其他部位提取的 HV-3,其活性近乎于零。

HV通过和凝血酶直接结合而发挥抗凝血作用 [2]。凝血

酶是血液凝固、止血过程和血栓形成的中心酶之一。 它专一

性地水解纤维蛋白原上的 Agr-Gly键 ,使之转变成纤维蛋

白 ;纤维蛋白相互作用会进一步形成血栓。凝血酶由 A, B两

条链构成 ,有几个结构域: ( 1)活性部位位于 B链 Ser-195;

( 2)位于活性部位附近的底物结合槽 ; ( 3)由碱性氨基酸组成

的纤维蛋白原识别部位 ,又称阴离子结合外部位 ( anion-

binding exosite, ABE)。

HV的 2个结构域通过不同的机制分别和凝血酶相互

作用 ,抑制其活性。其 C端长链通过和凝血酶的纤维蛋白原

识别部位结合 ,拮抗凝血酶对纤维蛋白原的识别。 凝血酶 B

链中的 7个 Lys残基参与此影响 ,彼此间通过离子作用和疏

水作用相互作用 ,而 HV的 N 末端核心结构域通过和凝血

酶的活性部位结合而抑制它的催化活性。 实验还表明 , HV

同凝血酶活性部位和结合部位的结合具有协同性 [3～ 5 ]。

临床实验结果也表明 , HV的抗栓作用不需要其它因子

的作用 ;又不会引起出血等副作用。其效果超过小分子肝素。

因此被认为是 2010年前最强的可逆性凝血酶直接抑制剂。

全球约有 20亿美元市场销售量 [6]。

2　水蛭肽蛋白质工程

由于天然 HV的药用价值及来源稀少 ,欧美日等国的科

研人员相继采用 DNA重组技术研制抗栓药 HV。 1986年

Har rey等通过构建相关 cDNA文库、应用一个 48 bp控针克

隆了其编码基因 ,以 ptg927为载体 ,λPL为启动子 ,在宿主

大肠杆菌中表达有活性的水蛭素。此后 , Fo r tkamp小组等对

水蛭素的表达及结构改造都做了许多工作。 值得指出的是 ,

Ma ragano re等人工合成了对凝血酶有专一性抑制作用的水

蛭肽 ( hirulog ) ,活性比 HV高 2倍。 国内也有几个研究小组

采用化学合成基因定点突变改造水蛭肽 [7, 8]。 显然对 HV的

结构改造有可能产生更好的抗栓药。

另一方面 ,天然 HV Tyr-63连接 -SO3 H基团 ,而迄今为

止 ,重组 HV Tyr-63缺少磺基。这个变化对其稳定性甚至活

性有一定影响 ,因此进一步改造重组 HV仍有必要。

3　应用 DNA重组技术挖掘传统中医药宝库

从水蛭到重组抗栓肽蛋白质工程 ,可以说明将现代一些

科研手段、实验技术和直观思维方式等引入传统中医药研究

中 ,无疑会带来一些好处。

3. 1　从分子水平阐明了中草药药效的物质基础 ,这对于中

草药走出国门 ,尤其被“西洋人”接受大有益处。

3. 2　对于一些来源稀少的药用多肽 ,采用 DN A重组技术 ,

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 ,又可以做到价廉物美。

3. 3　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羚羊角单味 (有效成分可能是角

蛋白 )可退高热 ,麝香中一个小肽抗炎能力是氢化可的松的

36倍 ,但羚羊、麝都属于保护动物。若采用 DN A重组技术生

产其中的药用蛋白则可以保护这些野生动物。

3. 4　使传统中医药研究进入新时代。 传统中医药学是华夏

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尽管中

医药讲究整体、注重平衡 ,复方成分复杂 ,但它的精髓很可能

是 21世纪医药研究的热点之一。对此 ,我们理应给予更多的

关注。 尤其是那些有明确疗效的多肽或蛋白的创新研究 ,应

当得到社会或政府的有力支持。

近年来 ,我国不少省市把发展医药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

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理由相信应用 DN A重组技术挖掘传

统中医药宝库 ,未来 5～ 10年内会有若干个国家一类新药问

世 ,显然这是我国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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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研究未见报道。本文对兰州肉苁蓉的药材性状 ,

显微特征进行了描述 ,并绘制了横切面简图 ,列出了

肉苁蓉属 5种植物的性状检索表。

5. 2　本研究表明:兰州肉苁蓉与肉苁蓉有相同的成

分 ,但又有一定差异 ;兰州肉苁蓉是否可替代肉苁

蓉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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