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淀粉粒　2-草酸钙针晶　3-导管

图 2　水田七粉末图

6　小结与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 我们认为此药材鉴别的突出特

征为:药材常在叶着生处呈肾形弯曲;横切面薄壁细

胞均呈棱角分明的多边形, 且排列紧密,细胞间隙很

小(此点与一般材料不同) ; 淀粉粒形态多样,复粒较

多,大小悬殊,脐点有多种形状; 具粘液细胞,内含针

晶束。

由于该药材的有效成分尚未完全明确, 无标准

品作对照,因此,紫外吸收光谱的吸收峰仅供鉴别时

参考。

新挖出的块茎上带有大量的不定根, 此不定根

能否不去除而与块茎一并入药呢?为此,我们作了不

定根与块茎的紫外扫描比较,经紫外光谱显示, 不定

根没有两个明显吸收峰,且谱线也相差甚远,说明两

A-块茎　B-不定根

图 3　水田七紫外吸收光谱图

者在化学成分上确实存在着差异, 不便同等作药用。

这为水田七用药部位的专一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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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谱法鉴别厚朴及其伪品救必应

樊小容�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广西 南宁　530031)

摘　要: 目的　建立厚朴及其伪品救必应的紫外光谱鉴别方法。方法　采用中药鉴别紫外谱线组法进行实验。结果

厚朴及其伪品救必的紫外谱线组图像、最大吸收峰数目及峰位值具有明显差异。结论　本法简便,准确、灵敏,可用

于鉴别厚朴及其伪品救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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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ing Magnolia off icinalis from its imitation Ilex rot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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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T 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ident if ication o f Magnolia of f icinalis Rehd. et Wils.

( M agnoliaceae) f rom its im itat ion the Il ex rotunda T hunb. ( Aquifoliacea) . Methods　 By UV spect ropho-

tometry. Results　The UV spect ra o f the tw o herbal drugs gave differ ent max imum absorption peaks both

in number and intensities. Conclusion　The method w as both simpl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to dis-

tinguish one from the other .

Key words : Magnolia of f icinalis Rehd. et Wils. ; Il ex r otunda T hunb. ; U V spectrophotometry

　　紫外光谱鉴别中药材具有特征性强、取样量小、

简便、快速、准确等特点,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中药

材的鉴别研究。本文根据中药紫外谱线组法的原理

和依据[ 1] ,应用紫外谱线组法对厚朴及其伪品救必

应进行比较鉴别, 报道如下。

1　仪器、试剂与材料

1. 1　仪器: U V-1601PC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

津)。参数:原阶紫外光谱, 波长范围 400～200 nm;

狭缝: 2 nm; 扫描速度: 快速, 量程范围- 0. 7～

4ABS。

1. 2　试剂:无水乙醇、氯仿、石油醚为 AR 试剂。

1. 3　材料:厚朴为南宁市药材公司购进, 经南宁市

药品检验所鉴定为木兰科植物厚朴 Magnolia of f ic-

inal is Rehd. et W ils. 的干燥树皮;伪品救必应为市

场购进,经广西中医学院刘寿养教授鉴定为冬青科

植物铁冬青 I lex rotunda T hunb. 的干燥树皮。

2　方法与结果

2. 1　方法:准确称取厚朴与救必应粗粉各 4份,每

份 2 g ,置 50 mL 碘量瓶中, 分别加入蒸馏水、无水

乙醇、氯仿和石油醚各 20 mL, 密塞,室温放置,浸泡

2. 5 h, 过滤, 根据滤液情况作一定稀释, 置 1 cm 石

英比色杯中, 以相应溶剂作空白对照,在紫外分光光

度计上扫描。

2. 2　结果:厚朴紫外谱线组谱线最大吸收峰数目及

峰位值见表 1。救必应紫外谱线组各谱线最大吸收

峰数目及峰位值见表 2。
表 1　厚朴的四溶剂浸泡液紫外谱线的图谱峰位值

浸泡时间

(h )

浓度

( mg/ m L)

�H2
O

max

( nm )

�EtOH
max

( nm )

�CHCl
3max

( nm )

�Petmax

( nm )

2. 5 H2O( 5) 365. 40 328. 20 393. 20 365. 40

EtOH( 10) 360. 80 306. 20 379. 20 360. 60

CHCl 3( 10) 278. 80 282. 60 359. 00 341. 40

Pet ( 100) 204. 40 231. 80 347. 60 326. 20

294. 40 305. 40

285. 40 270. 00

234. 80

224. 60

表 2　救必应的四溶剂浸泡液紫外谱线组图谱峰位值

浸泡时间

( h )

浓度

( mg/ mL )

�H2Omax

( nm )

�
EtOH
max

( nm)

�
CHCl

3max

( nm)

�Petmax

( nm )

2. 5 H2O( 5) 365. 40 365. 40 374. 80 365. 40

EtOH( 10) 360. 60 360. 60 352. 80 360. 60

CHCl 3( 10) 339. 00 331. 60 343. 60 334. 40

Pet ( 100) 334. 80 328. 20 294. 40 331. 60

321. 80 306. 20 286. 20 305. 40

314. 80 283. 60 263. 00

310. 80 247. 80 258. 20

293. 40 235. 80 238. 20

282. 60

236. 80

3　讨论

3. 1　紫外光谱的特征是由化合物的结构所确定, 不

同品种、不同溶剂,其峰形、峰位、导数光谱峰的振幅

高度比各不相同,可用来区分鉴别中药材。在使用紫

外光谱鉴别中药材时发现, 一些亲缘关系较近的药

材,由于成分相差不大,用通常的紫外光谱法难以达

到鉴别的目的, 则可采用多溶剂紫外光谱法, 即分别

检测数种不同极性溶剂提取液的紫外吸收,通过综

合比较其图谱的差异,亦可获得较好的鉴别效果
[ 2]
。

3. 2　从以上结果来看,同种药材, 虽然溶剂不同, 但

其紫外谱线图像具有相似性, 尤其是蒸馏水、无水乙

醇和石油醚这 3条谱线。不同种药材,其最大吸收峰

数目明显不同, 峰位值也多数不同,偶尔有相同的峰

位值,其光谱峰的振幅度度也明显差异。纵观紫外光

谱的全貌, 厚朴及其伪品救必应的 4种溶剂浸提液

的紫外谱线组图像、最大吸收峰数目和峰位值均有

明显差异, 各具有特征性, 具有非常明显的鉴别指

标,达到了鉴别药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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