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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牛牛黄的质量。 方法　采用经验、显微、薄层色谱鉴别及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含量。结果　鉴别与含测检验显示 ,含有胆酸、胆红素、去氧胆酸及胆固醇。结论　新疆阿勒泰哈萨克牛牛黄与其

它品种一样 ,完全有可供药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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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黄为牛科动物牛 Bos taurus domest icus

Gmelin干燥的胆结石。据外形可分为胆黄、管黄、粒

黄 ,其统称为牛黄。我国的牛黄主要有产于辽宁、吉

林、黑龙江的“东牛黄” ,西北陕甘地区的“西牛黄” ,

北京、天津、内蒙古的“京牛黄”
[1 ]
。 牛黄是我国的名

贵药材之一 ,具有清心开窍、豁痰定惊、清热解毒之

功能 ,而哈萨克族牧民就有用当地“哈萨克牛”的胆

结石 ,治疗抽搐、惊痫、中风、口舌生疮等症 ,疗效显

著 ,已为哈萨克族民间用药之习惯 [2 ]。 哈萨克牛在

《新疆通志畜牧志》 [ 3]有详细记载 ,是新疆古老的黄

牛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在阿勒泰山以南的阿勒泰地

区、塔城地区和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等地。由于黄牛

改良工作的普及 ,目前未经改良的哈萨克牛仅存于

较边远的阿勒泰山牧区。现将“哈萨克牛”牛黄做几

种简便易行的质量鉴定。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Nikon ALPHAPHOT-2YS2显微镜 ;

AE240双量称电子天平 ,三用紫外线分析仪 ; TU-

1221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京通用仪器设备厂。

1. 2　对照品:胆酸、去氧胆酸、胆固醇、牛磺胆酸、牛

磺去氧胆酸、胆红素及牛黄对照药材 ,均由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1. 3　试样与试剂: “哈萨克牛”牛黄 ,由当地采购 ;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经验鉴别 [4 ]

2. 1　眼看: 多呈卵形 ,少数管状 ,直径 0. 6～ 2. 5 cm;

表面金黄色至棕黄色 ,体轻 ,质松脆 ,细腻而有光泽。

2. 2　口尝:用舌尖舔之 ,味先苦而后甘 ,有清凉感 ,

口嚼不粘牙和无渣粒感。

2. 3　染甲法: 将少许牛黄粉末用水湿涂抹指甲上 ,

指甲即被染成黄色 ,擦去后指甲仍留有黄色光泽。

2. 4　水试法:取小块牛黄放入盛有水的无色透明杯

中 ,可见吸水而变湿 ,但不变形。

3　显微鉴别 [ 5]

取本品粉末少许 ,用水合氯醛试液装片 ,不加

热 ,置显微镜下观察:不规则的团块由多数黄棕色小

颗粒集成 ,遇水合氯醛液 ,色素迅速溶解 ,并显金黄

色 ,但久置后变绿色。

4　薄层色谱鉴别

4. 1　方法: 取哈萨克牛牛黄粉末 20 mg ,加甲醇 1

mL,振摇 ,浸渍 5 h ,取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取牛

黄对照药材 20 mg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另取胆

酸、去氧胆酸、胆固醇、牛磺胆酸及牛磺去氧胆酸对

照品分别加甲醇制成每 1 mL各含 1 mg的溶液作

为对照品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试验 ,吸取上述溶液各

2μL,分别点于硅胶 G薄层板上 ,以展开剂 ( 1)甲

苯-冰醋酸 -水 ( 10∶ 10∶ 0. 8)和 ( 2)甲苯-醋酸乙酯-

冰水醋酸 ( 10∶ 3∶ 0. 5)分别上行展开 ,展距均为 8

cm ,取出 ,晾干 ,喷以硫酸乙醇溶液 ( 3→ 10) ,在 105

℃烘 5 min,置紫外光灯 ( 365 nm)下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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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26℃　空气湿

度: 30%

S1-牛磺胆酸　 S2-牛

磺去氧胆酸　 S3-胆酸

S4-去氧胆酸　 S5-胆

固醇　 6-对照药材

7-供试品

图 1　哈萨克牛牛

黄薄层色谱

4. 2　结果: 哈萨克牛牛黄色谱

中 ,与对照品 ( S1～ 5 )及对照药材

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

光斑点 ;在与对照药材相同 ,在

胆固醇斑点的下方显一个红色

的特征斑点 (图 1)。

5　胆红素和胆酸的含量测定

5. 1　胆红素: 对照品溶液、标准

曲线的制备及供试品的测定均

按《中国药典》 [5 ] 2000年版 (一

部 ) p 52牛黄项下的方法依法检

验。

结果以吸光度为纵坐标 ,浓

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得

回归 方程为 Y = 11. 012X -

0. 026 28, r= 0. 999 7(n= 5)。在

533 nm波长处测得供试品 (哈萨

克牛牛黄 )的吸光度 ,代入回归

方程计算 ,得胆红素的含量为

46. 8% RSD= 0. 51% (n= 5)。

5. 2　胆酸:对照品溶液、标准曲线的制备及供试品

的测定均按《中国药典》
[5 ]

1995年版 (一部 ) p 56牛黄

项下的方法依法检验。

　　结果以吸光度为纵坐标 ,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

准曲线 ,得回归方程为: Y= 0. 767X - 0. 012 7, r=

0. 999 9(n= 5)。在 605 nm波长处测得供试品 (哈萨

克牛牛黄 )的吸光度 ,代入回归方程计算 ,得胆酸的

含量为 15. 2% ,RSD= 1. 47% (n= 5)。

6　小结

从以上传统的经验鉴别结合现代的显微、薄层色

谱鉴别及含量测定的结果可得出 ,新疆阿勒泰哈萨克

牛牛黄同样含有胆酸、胆固醇、去氧胆酸、胆红素等有

效成分 ,这与“东牛黄”、“西牛黄”和“京牛黄”无差异 ,

而且胆酸和胆红素的含量均不低于《中国药典》 [ 5]规

定的值。但由于产地、品种及形成年限的不同 ,故在大

小、颜色上可能会有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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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角及伪品的凝胶电泳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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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羚羊角及伪品山羊角、绵羊角、黄羊角、藏羚羊角进行凝胶电泳鉴别研究。方法　应用连续解离系
统的十二烷基硫酸钠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 (简称 SDS-PAGE)对羚羊角及伪品进行了电泳图谱的比较。 结果　

电泳图谱 ,各样品间具有不同的蛋白质成分 ,并可依此差异进行鉴别。 结论　本方法具有重现性好、操作简便且经
济的特点 ,可用于羚羊角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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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羚羊角为常用名贵药材 ,其来源为脊索动物门 哺乳纲牛科动物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Linna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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