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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电子显微镜是 1964 年以后迅速发展的一种新型电

子光子仪器 ,成像原理类似于电视摄影显像方式 ,利用细聚

焦电子束在样品表面扫描时激发产生的某些物理信号来调

制成像。扫描电镜样品制备方法简单 ,放大倍数可以从 20

倍连续调节到 20 万倍 ,景深较大 ,成像富立体感。近年来 ,

鉴于扫描电镜在立体、清晰、多观察角度等方面均较普通光

学显微镜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使得其在中药显微鉴定领域

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笔者利用各种检索方法 ,对 20

余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查阅 ,现就扫描电镜在显微鉴定

领域中的应用作一介绍。

1 　叶类中药的鉴定

扫描电镜主要用于观察研究样品表面特性 ,在叶类中药

的显微鉴定中应用较多。曾明等 [1 ]应用扫描电镜观察国产

葛属药用植物的叶表面 ,发现葛属 8 种、1 变种植物叶上、下

表皮的角质纹理、密度 ,附着物 ,垂周壁、平周壁及气孔形状

等特征均各不相同 ,说明种间有一定的鉴别特征 ,可作为葛

属植物间显微鉴定的依据。冯毓秀等 [2 ]应用扫描电镜观察

12 种香茶菜叶的特征 ,它们的角质层纹饰 ,非腺毛形状、大

小、密度、着生状态以及表面雕纹 ,腺鳞细胞的组成及形状等

均有不同 ,可以作为鉴别指标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还确定了

香茶菜等叶上的多细胞非腺毛中间细胞呈溢缩状是由于非

腺毛中相邻两细胞扁侧的方向互相垂直所致 ,体现了成像富

立体感的优越性。张敏等[3 ]以扫描电镜观察八角莲及其近

缘植物叶表面特征 ,发现不同种八角莲植物及其近缘属植物

叶上、下表皮角质层厚薄、角质纹理及气孔角质纹理等特征

各不相同 ,可加以鉴别 ,为其中药鉴定提供了依据。邹联新

等[4 ]运用电镜扫描技术对九里香属 9 种植物叶表面的微细

特征进行了比较观察 ,结果显示九里香组表皮细胞垂周壁界

限模糊 ,两面无条索状纹饰 ,棕茎组表皮细胞垂周壁界限清

晰 ,多少具条索状纹饰 ,并以此区别点为依据 ,通过电镜观察

将大叶九里香归入九里香组 ,而四数花九里香与豆叶九里香

不宜合并 ,此研究证明扫描电镜对九里香属植物的分组和分

种以及生药学鉴定有重要的价值。

2 　果实、种子类中药的鉴定

扫描电镜主要通过观察果皮、种皮表面特征来鉴定果

实、种子类中药 ,此方面研究报道也较多。蔡逸平等 [5 ]对 11

种枳壳、枳实商品药材表面进行电镜扫描观察研究 ,根据其

非腺毛的有无、气孔的凹凸情况、角质纹理以及蜡被的形态

等种间特征加以区别 ,并列出电镜扫描特征分种检索表 ,为

鉴定该类药材的形态特征进一步提供了鉴定根据。郭艳文

等[6 ]用扫描电镜观察茺蔚子及其混淆品共 10 种样品的果实

表面 ,依据其果顶部非腺毛的有无、果实不同面的表面纹饰、

果棱纹饰等特征进行鉴定 ,提供了各品种鉴别特征 ,解决了

茺蔚子与伪品因外形相似而不易区分的鉴定困难。巴雪青

等[7 ]应用扫描电镜对中药紫苏子进行果皮表面、断面及种皮

表面的扫描观察 ,发现果皮及种皮表面的雕纹是光镜观察时

极富特性的结构特征 ,可作为粉末显微鉴定的重要指标。许

欣荣等[8 ]用扫描电镜对麦芽的外表面的稃片、硅质细胞、栓

质细胞、胚芽等进行了观察 ,为麦芽的显微鉴定特征作了有

益的补充。张淑华等[9 ]利用扫描电镜对几种易混种子类中

药进行观察 ,在种皮细胞形状、垂周壁特征、外壁纹理等方面

均发现了显著区别。褚小兰等 [10 ]对 5 种地锦草种子形态进

行电镜扫描观察 ,发现其表面横棱数量、形态及细胞表面纹

理可作为区别种间的重要特征 ,为地锦类药材的鉴别方法提

供新的鉴别依据。

3 　花类中药的鉴定

扫描电镜在花类中药的鉴定研究中也很多见 ,主要是通

过对花粉粒的观察来进行显微鉴定。康廷国等在对 4 种洋

金花药材进行显微鉴定中发现 ,白花曼陀罗与毛曼陀罗的花

粉粒及曼陀罗与紫花曼陀罗的花粉粒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

不易分辨 ,但在扫描电镜下通过观察花粉粒极端网状纹理的

有无以及不规则网状雕纹的粗细不同而容易区别 ,可作为 4

种洋金花药材的显微鉴定参考依据。李峰等 [11 ]用扫描电镜

对 5 种地榆属植物的花粉进行了形态鉴别 ,发现 5 种植物的

花粉形态、孔沟数量、雕纹形态等均较为接近 ,而种间差异主

要在形态大小、孔膜明显与否以及有无不规则块状突起雕纹

等方面 ,为地榆药材的基源鉴别及纠正种名误定提供了新的

证明和依据。殷军等[12 ]用扫描电镜对东北延胡索及其近缘

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观察 ,发现花粉粒在形状、大小、外壁

纹饰、内膜纹饰、萌发沟的长度及宽度等均有区别 ,认为花粉

粒的特征可以用于区别延胡索类植物。陈林姣等 [13 ]用光学

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中药溪黄草 4 种基源植物的花粉形态

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研究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样品的花粉形

态相似 ,而扫描电镜下每种花粉粒在外壁纹饰、萌发沟等方

面都可见明显差异 ,认为这些微观特征对于该属形态相近的

分类群的鉴别具有分类价值。同样 ,张静敏等在研究长白山

蜜源植物花粉形态中 ,亦发现在扫描电镜下 ,当花粉粒外壁

放大到 5 000 倍时 ,即便是同一种纹饰中也显示出较大的差

异性 ,并根据观察的结果将网状纹饰进行了细致划分。由此

可见 ,扫描电镜景深大 ,不受样品大小和厚度限制的特点 ,使

其在研究花粉外壁纹饰上显示出普通光镜无可比拟的优越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35 卷第 8 期 2004 年 8 月 　　　　　　·附 13·

Ξ 收稿日期 :2003210227



性。

4 　动物药的鉴定

近年来 ,扫描电镜在动物药的鉴定研究中的应用也屡见

报道 ,多用于观察研究动物皮毛及其制品、昆虫表面结构、蟾

蜍腺体的开口及其分泌等。杨小平等 [14 ]同时用光镜及扫描

电镜对乌梢蛇及其伪品进行了鉴别研究 ,在光镜下观察鳞片

均有相似之处 ,但在扫描电镜下发现几种蛇的鳞片表面纹理

的细微结构 ———刺状纹饰结构有显著差异 ,可作为鉴别真伪

乌梢蛇药材的依据。卢慧卿等在光镜下观察加透明剂处理

后的珍珠粉和珍珠层粉 ,仅可见呈分散状态的文石小板 ,而

在扫描电镜下可见珍珠粉的文石小板呈类圆形颗粒状 ,珍珠

层粉的文石小板呈类梯形等具有直边不规则的结晶状 ,二者

差别显著 ,为鉴别提供了参考依据。倪荷芳 [15 ]用扫描电镜

观察麝香的结构 ,麝香腺囊腺泡细胞分泌物和麝香囊皮脂腺

分泌的皮脂 ,在麝香囊腔内形成呈堆叠团块状 (云团状) 物

质 ;安徽、陕西、广西省区原麝、林麝所分泌的麝香电镜结构

相似 ;伪品中熟麝肝与劣质品香囊口的皮脂和麝香有相似

处 ;麝血与麝香结构差异明显 ,认为扫描电镜能准确可靠地

鉴别麝香与伪劣品且可信度更高。另有刘惠敏等 [16 ]应用扫

描电镜识别真假燕窝 ,镜下特征有显著差异 ,表明该方法简

便可行 ,为燕窝药材的鉴别提供了参考。

5 　全草类中药的鉴定

常崇艳等[17 ]应用扫描电镜对全草类中药卷柏属 8 种植

物的微形态学特征首次进行了观察 ,在营养叶的叶表面、叶

缘、气孔带的有无和宽窄、气孔的亚显微结构以及大小孢子

囊排列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对比 ,认为卷柏属植物的一些

微形态特征有高度的种间专属性和稳定的遗传性 ,可以作为

卷柏分类、药材鉴定的依据和标准。

6 　地衣类中药的鉴定

巴雪青等[18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 ,对产自东北的 6 种马

勃的孢体粉末进行了比较 ,发现在孢子形态、大小、孢壁形

态、孢子柄的有无及形态、孢丝分枝形态、孢丝大小等方面的

特征均有差异 ,可作为马勃类药材分种鉴定的可靠手段 ,为

合理用药提供鉴别依据。

7 　其他应用

肖翔林等应用扫描电镜对贯众的鳞叶进行了观察 ,发现

电镜下贯众药材鳞叶表面的纹理等微细特征均有明显不同 ,

丰富了可资区别的鉴定特征 ,为贯众类药材的鉴定开拓了新

的方法。郑俊华等[19 ]用扫描电镜观察和比较了中药材生石

膏和煅石膏的形态结构 ,发现生石膏具有清晰、规则的晶体

结构 ,而煅石膏则呈无定形不规则的颗粒块状 ,这是由于炮

制后结晶水的损失改变了它们的形态结构 ,而这一特征在扫

描电镜下很易鉴别。使用扫描电镜观察植物细胞中的结晶

体和淀粉粒的方法也已建立 ,有报道 [20 ]在观察大多数单子

叶植物中的晶体时发现 ,长而多的针晶束先端部分的显微特

征是不同的 ,这对原植物的鉴定和生药的研究均有显著意

义。

8 　结语

扫描电子显微镜在中药显微鉴定领域的应用已比较广

范。扫描电镜景深大、分辨率高 ,可以观察到药材表面的微

细结构 ,它的观察结果为很多药材的显微鉴定提供了新的鉴

别依据 ,同时也证明了扫描电镜是中药显微鉴定研究中极为

有利的工具 ,值得继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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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的药用价值

刘桂敏 Ξ

(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 ,天津 　300070)

　　魔芋为天南星科 ( Araceae) 魔芋属 ( A morphophallus

Bl1ex Decne1)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块茎 ,在我国有较广泛的分

布。我国有 18 个魔芋品种 ,具有药用价值的有 5 种 :魔芋

A 1 rivieri Durieu、疏毛魔芋 A 1sinensis Belval、南蛇魔芋

A 1 dunnii Tutcher、东川魔芋 A 1 m airei Lévl1、疣柄魔芋

A 1 ri rosus[1 ] 。具有药理作用的是从魔芋块茎中提取的杂多

糖魔芋葡甘露聚糖 ( KGM) 。由于 KGM 具有吸水性、凝胶

性、黏结性、低热可食的特性 ,在食品加工、日用化学、保健品

等都有广泛的应用。

1 　调血脂作用

陈黎等[2 ]对魔芋的降血脂作用进行了研究。高血脂组

小鼠每天喂高脂溶液 ,低聚糖组在高血脂溶液中加入 30 %

魔芋低聚糖 ,结果低聚糖组小鼠血清中甘油三酯 ( TG) 较高

脂组降低 29 % ,总胆固醇 ( TC) 降低 32 % ,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 HDL2C)升高 35 % ,与高脂组比较 P < 01001 ,降脂作用

较为明显。王忠霞等[3 ]对大鼠进行魔芋降血脂试验 ,高血脂

组喂 100 %高脂饲料 ,试验组饲喂 90 %高脂饲料和 10 %魔芋

精粉 ,结果发现高脂组肝脏体积大、边缘钝、色泽灰黄呈明显

脂肪肝状 ,试验组肝脏颜色形态接近正常对照组。另有研究

观察到大鼠饲料含 5 % ,10 %魔芋能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固醇 (LDL2C) 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VLDL2C) 的作用。同时发现 LDL2C 与 TC 的比值及与

HDL2C 比值明显下降 ( P < 0101) , HDL2C 与 TC 比值上升

( P < 01001) 。对魔芋降血脂的过程人们进行了许多探讨 ,

KGM 为β2D 甘露糖以 2∶3 或 1∶116 的摩尔比以β21 ,4 糖苷

键结合构成 ,在主链甘露糖的 C3 位上存在着通过β21 ,3 键

结合的支链结构。其可用含高活性甘露糖酶工程菌水解为

低聚糖 ,经还原糖测定和色谱法鉴定为二糖或三糖的异构

体[4 ] 。魔芋的降血脂作用源于魔芋低聚糖 ,但不排除魔芋中

存在其他成分也有降血脂作用 ,若用一定质量的魔芋低聚糖

与同等质量的魔芋精粉两组对照便可判定。由于魔芋低聚

糖难消化 ,摄入人体后不易被消化液中的酶分解 ,进入大肠

后被双歧杆菌利用 ,促使双歧杆菌大量增殖。双歧杆菌通过

控制新形成的 LDL2C 接受器和影响羟基甲基戊二酸单酰辅

酶 A 还原酶的活性控制胆固醇的合成从而降低 LDL2C 含

量。低聚糖还可以与胆酸结合 ,降低了胆酸在肝循环的浓度

从而迫使胆固醇向胆酸方向转化 ,低聚糖与胆酸的结合物排

除体外阻止胆酸再吸收 ,间接降低了胆固醇。魔芋可降低血

清 TG和 TC 水平 ,升高 HDL2C 水平 ,说明魔芋对高脂血症

有重要的防治意义。

2 　降血糖作用

茅彩萍等[5 ]用魔芋精粉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模型进

行了试验 ,结果在给药两周末显著降低模型大鼠的空腹血糖

值 ,糖耐量能力明显增加。魔芋精粉可使四氧嘧啶糖尿病大

鼠的胰岛结构逐步恢复和改善 ,降血糖作用在一定给药浓度

范围内呈一定的量效关系。

刘红[6 ]进行了 KGM 对肥胖及糖尿病小鼠的治疗作用

的研究 ,试验表明 KGM 能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的

血糖。受试鼠的进食量、饭量及尿量接近正常小鼠 ,“三多”

症状得到明显改善。魔芋精粉无明显刺激分泌胰岛素的作

用 ,是通过改善糖代谢环境产生降糖作用的。可减轻四氧嘧

啶对胰岛细胞的损伤 ,改善受损细胞的功能 ,使糖尿病的症

状得到缓解。

3 　改善肠道功能清宿便的作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产生宿便 ,废物在肠道长期堆

积产生毒素 ,引起多种疾病 ,加重糖尿病、高血压、影响美容

甚至引发癌症。崔熙等[7 ]的试验说明白魔芋可促进排便和

缩短排便时间。由于 KGM 有极强的吸水性 ,可吸水膨胀 80

～100 倍 ,可增加粪便的含水量 ,软化大便。KGM 还具有凝

胶性、黏结性、可形成黏稠的溶胶 ,有润肠作用 ,减少肠道内

有害物质的重吸收。另外 ,魔芋低聚糖可使大肠内双歧杆菌

大量增殖。双歧杆菌是无任何毒性的菌群 ,具有明显的免疫

调节作用 ,产生短链脂肪酸刺激肠蠕动 ,把致癌的脱氧胆酸、

石胆酸突变异原物质及其他废物迅速排出体外 ,清除宿便。

使人体处于正常代谢状态 ,可见魔芋的肠道保健作用极为突

出。

4 　减肥作用

低热量是 KGM 的特性之一。袁秉祥等[8 ]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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