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川泽泻道地产区彭山谢家镇科技示范区试

验,结果表明:川泽泻和建泽泻的基源是不同的,弄

清了川泽泻基源; 在川泽泻种质繁育研究上,形成了

科学的繁育技术, 提早了种子的成熟时间, 满足了川

泽泻生产的用种要求; 川泽泻比建泽泻的生产周期

更短; 更能充分利用土地, 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

所形成的免耕种植和稻草还田生产技术, 是一种高

效的生产措施,是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的措施;对川泽

泻常见病虫害和有效成分作了一定的研究,但仍需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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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和季节对滇白珠木脂素苷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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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研究产地和季节对滇白珠木脂素苷 ( LG ) 含量的影响, 为开发提供依据。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色谱柱为 Krom asil C18 ( 0. 4 cm×25 cm) ,流动相为甲醇-乙腈-水 ( 30∶5∶65) , 波长 220 nm, 外标法。结果　LG 含

量在滇白珠内分布规律是: 根> 茎> 叶,只有楚雄林下样品茎高于根。采自海南、广东、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的 9

个地点的样品中,根中 LG 含量 ( mg / g ) 最高的是海南 2. 15, 其次是贵州 2. 00, 云南楚雄和昆明样品仅 1. 42 和

1. 44。根中 LG 含量在 9 月 (果期) 以前仅 1. 438 mg/ g, 比 11 月低 24. 4%。结论　海南和贵阳样品 LG 含量最高,

但结合生物量考虑, 选云南大理和广西金秀的资源更合理。不同季节滇白珠 LG 含量变化规律是: 花期 ( 6～7 月)

和果期 ( 8～9 月) 根中含量较低,因此采根应避免花果期。而茎则花果期含量较高, 故采茎应选花期。如采收全株

8 月最适宜。

关键词: 滇白珠;木脂素苷; 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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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of lignan glycosides in Gaultheria leucocarpa var. yunnanensis in different

productive area and during different growt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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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T o study the content of lig nan glyco sides ( LG) in Dian Bai Zhu [ Gaulther ia leuco-

carpa var . yunnanensis ( F ranch. ) T . Z . Hsu & R. C. Fang ] f rom different pr oduct ive area and grow th peri-

od,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development o f the plant . Methods　T he LG content in Dian Bai Zhu w as

determined by HPLC w ith Kr omasil C18 column ( 0. 4 cm × 25 cm) , mobile phase is methanol-acetonit rile-

w ater ( 30∶5∶65) , determinant w avelength is 220 nm .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LG content in

most plants w as ro ot> stem > leaf . T he only LG content in Chux iong samples is stem > root . The com-

parison of the LG content in nine samples fr om Hainan, Guangdong, Yunnan, Guizhou and Chongqing

suggested that the LG content in the r oot of the plant fr om Hainan w as the highest , 2. 15 mg/ g ; the LG in

sample f rom Guizhou w as the second, 2. 00 mg / g ; the LG in samples f rom Chux iong and Kunming is the

least as 1. 42 mg/ g and 1. 44 mg / g , respect iv ely . T he LG content in root w as 1. 438 mg/ g before Septem-

ber w hich w as less than that in November by 24. 4%. Conclusion　T he taking resources f rom Dal i, Yun-

nan and Jinx iu, Guangxi as medicine are appropriately considered their biomass, though the LG content in

the plants from Hainan and Guiyang w as the highest . T he plant roo t should be harvested af ter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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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 LG content in r oot is relat iv ely low before this month; the stem should be har vested during

flow er ing and fruit period ( f rom June to September) , the w hole plant is best harv ested during August .

Key words: Gaulther ia leucocarpa var. yunnanensis ( Franch. ) T . Z . Hsu & R. C. Fang; contents of lig-

nan g lycosides ( LG) ; HPLC

　　滇白珠 Gaul theria leucocarp a var . yunnanensis

( F ranch. ) T . Z . Hsu & R. C. Fang 是治疗风湿病的

民族药 [ 1～3] , 其质量标准被《贵州省中药材质量标准

( 1988版)》收载[ 4] ,但仅限形态结构鉴别和普通试

剂显色。张治针提出 4 种木脂素苷 ( LG) 含量作滇

白珠质量评价指标并建立了高效液相检测方法[ 5]。

作者进一步研究了滇白珠素 A ( D1 , D 2, D 3, D4 ) 等

木脂素苷作质量标准的合理性[ 6] ,建议以 D 1, D 2, D4

的总含量为滇白珠质量评价指标。依据是: ( 1) D 1,

D2 , D 3, D4属同类化合物,提取方法相同, 以一类化

合物作指标比单体更全面, D3因含量微少而略去。

( 2) 单一 D1 , D2或 D 4在样品间变异较大、不稳定,用

D1 , D2 , D4总含量更客观。本研究采用改进的高效液

相方法分析了滇白珠 LG 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植

物不同部位中的含量。

不同季节样品分别于 1999 年 6月 19日、7月

18日、8月 30日、9月 3日、10月 3日、11月 4 日采

于广西靖西县。不同地区样品采于海南东方市尖峰

岭、广东韶关市乳阳、云南昆明市祁盘山、大理市苍

山、楚雄市紫金山、贵州贵阳市、重庆市南川市金佛

山,样品经马小军研究员鉴定,存于北京大学药学院

生药生物技术室。

1　仪器与试药

244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Waters 公司) ,

486紫外检测器 (美国Waters 公司) , ZFQ 85 A 旋

转蒸发仪 (上海医械专机厂) , KQ-250D 型超声波

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波仪器厂)。

甲醇、乙腈 (色谱纯, 北京化工厂) ,水为重蒸馏

水。滇白珠木脂素苷对照品由张治针博士提供, 为木

脂素苷 D 1, D2 , D4 (简写为 LG) 纯度> 99%。D1为

( + ) -lyoniresinol-2 �-O-�-L -ar abinopy ranoside; D2

为 ( - ) -5′-甲氧基异落叶松树脂醇-2�-O- �-D -吡

喃木糖苷; D 3为( - ) -异落叶松树脂醇-2 �-O- �-D -

吡喃木糖苷; D 4为 ( + ) -lyoniresinol-2 �-O- � -D -

glucopy rano side。供试滇白珠采自贵州、广西、昆明

和海南,经马小军研究员鉴定,凭证标本存于北京大

学药学院生药生物技术室。

2　方法与结果

2. 1　色谱条件:色谱柱: Kromasil C18 ( 0. 4 cm×25

cm) ,流动相:甲醇-乙腈-水 ( 30∶5∶65)。检测波长

220 cm ,流速 0. 7 mL/ min,柱温室温,外标法。

2. 2　标准曲线: 精密称取标准品 D 1, D 2, D4各 6. 3,

2. 0, 2. 7 mg 分别溶于 50, 10, 10 mL 甲醇溶液中,

定容, 摇匀。分别取 D1 2 mL, D 2 2 mL, D4 1 mL 定容

于 10 mL 容量瓶。

分别吸取 D1 , D2 , D 4混合对照液 4. 0, 8. 0,

10. 0, 12. 0, 16. 0 �L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测峰面

积。以 D 1, D 2, D 4的混合标准液进样量 (�g) 为横坐
标 ( x ) ,峰面积为纵坐标 ( y ) ,峰面积对浓度进行回

归计算。D1 , D 2, D 4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Y= 13. 30+

538. 52X , Y = 24. 56+ 578. 91X , Y= 81. 70+ 503. 11

X。r 值分别为 0. 999 7, 0. 999 9和 0. 999 9。线形

范围分别为 0. 01～0. 40 �g , 0. 03～0. 13 �g, 0. 02～
0. 09 �g。
2. 3　精密度与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吸取 D1 , D2 ,

D 4混合对照液 5 �L 进样 6 次, D 1, D 2, D 4的 RSD 分

别为 0. 66%, 0. 69% 和 0. 57%。精密称取已知含量

的干燥滇白珠粉末 4 份,各 1 g, 加入一定量标准品

D 1液,加入 30% 甲醇液 100 mL, 90 ℃ 回流提取 2

h, 过滤,取滤液,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5 �L, 测定峰
面积, 计算供试液的含量, 结果加样回收率为

98. 88%, RSD= 2. 6% ( n= 4)。

2. 4　样品测定:精密称取粉碎后过 40 目筛的干燥

样品各 2 g ,加入 30%甲醇 100 mL,回流 2 h,过滤,

取滤液备用,按上述色谱条件吸取样品 5 �L 进样
计算含量。

2. 4. 1　不同分布区样品根、茎、叶 LG 含量比较

(图 1)。

1-根　　2-茎　　3-叶

图 1　不同地区滇白珠质量比较

　　样品中根 LG 含量 ( mg / g ) 最高的是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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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其次是贵阳样品 2. 00, 楚雄和昆明样品仅

1. 42 和 1. 44。从图 1可以看到 LG 在体内分布规

律是:根> 茎> 叶,只有楚雄样品茎高于根。

2. 4. 2　不同季节根、茎、叶中 LG含量变化 (图 2)。

1-根　　2-茎　　3-叶

图 2　根、茎、叶 LG 含量变化

　　生长季 LG 含量动态分析显示,根中 LG 含量

在花期 ( 6～7 月) 和果期 ( 8～9 月) [ 7]较低, 8 月和

9 月仅 1. 631 和 1. 438 mg / g ,比 10 月和 11 月低

14. 3% 和 24. 4%。

3　讨论

分析发现 LG 在滇白珠植物体内分布规律是:

根> 茎> 叶,与民间倾向使用根而不是全草的事实

一致。如仅考虑指示成分 LG 含量,最佳产区应选海

南和贵阳, 但两地资源的数量较少, 综合来看, 选择

云南大理和广西金秀的资源更合理
[ 7]
。

在不同季节滇白珠根、茎、叶中 LG 含量变化规

律是: 在花期 ( 6～7月) 和果期 ( 8～9 月) 根中含

量较低,因此采根应避免花果期。而茎则花果期含量

较高,故采茎应选花期。如采收全株 8月最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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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白皮与易混淆品种红外光谱指纹谱的分析

孙静芸
�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摘　要: 目的　建立正品桑白皮与易混淆品种的红外光谱指纹谱。方法　采用红外光谱指纹谱分析法。结果　不同

来源的正品桑白皮的指纹光谱基本归纳为 3 类, 混淆品种为 5 种类型。归纳其指纹谱特征, 以共有的 ( 1 627±7)

cm- 1吸收峰的透射率 ( T s) 为基准, 在指纹区 ( 1 026±5) cm - 1处的吸收峰为特征吸收峰, 它的透射率为 T i, 求出

相对透射率为 T r ( T r= T i/ T s)。结论　T r< 1,特征吸收峰单峰者为正品桑白皮。T r> 1,特征吸收峰单峰或 T r<

1,特征吸收峰双峰者为混淆品种。

关键词: 桑白皮;混淆品种; 红外光谱;指纹谱

中图分类号: R282. 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2) 04 0355 04

Identification of root bark of Morus alba and its confusable species by IR-fingerprint
SU N Jing-yun

　　( Zhejiang Academy of TCM , Hangzhou Zhejiang 310007, China)

Abstract: Object　T o establish the IR spect rometr y f ing erprint of the cert ified root bark of Morus al-

ba L. ( RBMA) and its confusable species, so as to ident ify them. Methods　T he infrared spect rometr y

w as used. Results　Three types of f ing erprint w ere obtained from cert if ied RBMA fr om dif ferent produc-

tiv e area and f iv e types of f ing er print obtained from confusable species. T hese spect ra w er e analy zed and

the t ransmit tance of ( 1 627±7) cm
- 1
of f ingerprint area w as taken as the standar d absorbed peak ( Ts) and

the t ransmit tance of ( 1 026±5) cm
- 1

of f ing er print area as the char acter ist ic obsorbed peak ( COP, T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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