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份药材中有 3份不符合规定标准。而当丹参用于

治疗心血管疾病时 ,隐丹参酮亦是其主要活性成分

之一 ,其在药材中含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通过对 12份样品中丹参酮 Ⅱ A和隐丹参酮的含量

进行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为 0. 867,两种有效成分

的含量基本相关。当丹参酮 Ⅱ A的含量大于 0. 20%

时 ,隐丹参酮的含量应大于 0. 029% ,以此作为丹参

药材的定量标准 ,从而更为有效的控制丹参及其制

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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蒺藜与混淆品软蒺藜的鉴别

陈伟启 ,李晓燕

(山东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 济南　 250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一部收载的

蒺藜为蒺藜科植物蒺藜 Tribulus terrestris L.
[1 ]
的

干燥成熟果实。最近我们在对一些医疗单位进行药

品检查时 ,发现一种蒺藜的混淆品 ,经笔者鉴定为蒺

藜植物中亚滨藜 Atriplex centralasiatica Il jin
[2, 3 ]
的

干燥果实 ,称软蒺藜。 现将二者比较鉴别如下:

1　性状鉴别

1. 1　蒺藜:完整的果实由 5个分果瓣组成 ,放射状

排列呈 5棱状球形 ,直径 0. 7～ 1. 2 cm ,常分裂为单

一的分果瓣。小分果呈斧状或橘瓣状 ,长 0. 3～ 0. 6

cm,宽 0. 4～ 0. 5 cm ,厚约 0. 3 cm ,黄白色或黄绿

色 ,背部弓形隆起 ,中间有纵棱及多数小刺 ,上部二

侧各有一粗硬刺 ,长 0. 4～ 0. 6 cm ,成“八”字分开 ,

基部有 2个稍短的硬刺 ,二侧面积较薄 ,有网状花

纹或数条斜向棱线。果皮坚硬。分果 1室 ,内有 3～

4粒种子 ,呈长卵圆形稍扁 ,有油性。味微苦、辛。

1. 2　软蒺藜: 其胞果外被 2片宿存苞片 ,直径

0. 4～ 1. 4 cm,土黄色或浅绿色。果苞有 2种类型 ;

一种呈扁平扇形 ,有 3条放射状隆起的主脉及网状

细脉 ,无刺状突起 ;另一种果苞基部具珊瑚刺状突

起 ,但不刺手 ,苞片上部无刺 ,呈扇形 ,边缘波状或稍

成淡黄棕色至深棕色 ,一侧有喙状突起。果皮及种皮

均薄 ,剥去后内有油质的胚与胚乳。 气微酸咸

(图 1)。

图 1　蒺藜和中亚滨藜的果实

2　紫外光谱鉴别

蒺藜和软蒺藜粗粉各 0. 5 g ,置 50 mL三角烧

瓶中 ,各加无水乙醇 30 mL,摇匀 ,密塞 ,冷浸 2 h,

中间振摇 2次 ,滤过 ,取 10 mL置 25 mL量瓶中 ,

加无水乙醇至刻度 ,以无水乙醇作空白 ,用岛津

UV-160A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扫描 (图 2)。

1-蒺藜　　　　 2-软蒺藜

图 2　蒺藜与软蒺藜紫外吸收光谱

3　小结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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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蒺藜与软蒺藜科属不同 ,在外观性状上明显区

别 ,表现在蒺藜为聚合分果 ,软蒺藜为胞果。果刺的

长短与形态是主要鉴别特征。

3. 2　紫外光谱中可以看出蒺藜 204. 6, 233. 4 n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软蒺藜在 203. 8 nm波长处有

最大吸收。表明 2种药材所含成分不尽相同 ,也可

达到鉴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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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参参芦的鉴别

屠梅芳
 

(浙江省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 温岭　 317500)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 Panax ginseng C. A.

Mey. 的根。多年生草本 ,根茎短 ,直立 ,每年增生一

节 ,通称“芦头” ,芦上密布许多茎痕 ,称为“芦碗” ,是

人参生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特征。在人参鉴定

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中有栽培的园参和天然

野生的野山参 2种 ,本文主要对野山参的参芦的形

态进行了一些研究 ,现总结报道如下。

1　野山参的芦

野山参是由野生人参种子所生 ,一直在自然环

境下自然繁殖生长 ,种子通过鸟类传播 ,非人为干

预。在野外生长多年的人参称为“野山参”亦称为“纯

山参” ,通常叫“山参”。 野山参的芦是一段复杂的多

变的整体 ,自上而下常常依次可分为“圆芦” (又称

为雁脖芦 )、“堆花芦”和“马牙芦” 3部分 ,整个芦称

为“三节芦”。亦有因年限较少 ,堆花芦部分不明显而

称为“二节芦”。

典型野山参的“芦”细长 ,一般长 3～ 9 cm ,可分

为 2段或 3段以上 ,通常把野山参的紧接主根的那

段相对细长的脖子称为“雁脖芦” ,因参龄长远其芦

碗逐渐消失 ,相对平滑或呈痕迹状态 ,故称“圆芦” ,

即芦的圆滑部分。圆芦上端是“堆花芦” ,其上螺旋排

列着芦碗 ,并常常抽出丁 (不定根 )。因这些芦碗拥

挤着堆在一起故名。堆花芦再上方是“马牙芦” ,其上

芦碗清晰 ,多呈马牙状。凡同时具有圆芦 ,堆花芦 ,马

牙芦的芦称为“三节芦”
[1 ]
,仅具有圆芦和马牙芦或

圆芦和堆花芦的称为“二节芦”。 工作中常见有单一

堆花芦或单一马牙芦 ,而从未见过单一的圆芦的野

山参。

小年龄的野山参 ,芦形明显细长 ,芦碗界限不清

晰。大年龄的野山参 ,常有 2～ 3个或更多个的地上

茎 ,呈丛生状态 ,长短不一 ,形态复杂多变 ,有的芦多

节而分支 ,却“分支芦” ,还有大芦碗上又长出一串或

几串小芦称为“子母芦”。

野山参最典型特征是圆芦 ,圆芦表面的状态很

复杂 ,并非全部是光滑的 ,常常带有各种形态的芽

痕 ,芦碗明显 ,不过与堆花芦和马牙芦部分相比 ,相

对平滑。不论圆芦本身的样子如何 ,野山参的圆芦部

分总是不难分辨的 ,原因是圆芦上一般没有丁 ,而紧

接其上的堆花芦则常常有丁 ,以丁为界 ,把圆芦与堆

花芦和马牙芦部分区分开。

2　移山参的芦 [2 ]

2. 1　移山参:移山参是指那些一直在自然环境下生

长 ,但有不同程度的人为干预或受到外来因素损伤

的山参 ,包括“丁变山参”。野山参的遗传基础是纯粹

在无人干预的条件下繁殖出来的。所为人为干预 ,即

发现野生人参 ,后经采挖或移动 ,又被放回原处或别

处 ,多年后再次挖出的货。移山参的参芦呈弯钩状与

野山参的芦有几点不同: ①芦碗分布不连续或形态

不连贯。 ②芦的生长方向出现骤然转向 ,称为“回脖

芦”或“转芦”。 ③后期的芦碗骤然放大 ,芦呈上粗下

细 ,这些是由于幼时移动土壤变松所致。

2. 2　丁变山参:系纯山参在遭到动物践踏 ,鼠咬 ,火

烧或病虫灾等伤害后 ,致使主根或根茎受损。此时不

定根 (丁 )迅速生长 ,代替主根 ,使成了极不典型的

山参。其芦的特征为芦短碗密 ,无明显圆芦 ,极少见

典型的“三节芦” ,这种参芦上无丁 ,时有少许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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