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种萆 类药材原植物叶表面扫描电镜观察

赵维良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叶表面特征鉴别绵萆 !粉萆 !山萆 !龙萆 等 种萆 类药材原植物 ∀方法

取上述 种原植物叶用扫描电镜常规制片法制片 置扫描电镜中观察摄影 ∀结果 上述 种原植物表面特征有明

显差异 ∀结论 用扫描电镜观察叶表面特征的方法可鉴别上述 种药材的原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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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绵萆 !粉萆 !山萆 和龙萆 皆来源于

薯蓣属 ⁄ 萆 组 ≥ ≥ 植物

的根茎 它们除用作药材外 其所含的薯蓣皂甙元

是我国半合成甾体激素类药物的主要原料 ∀

该组药材的原植物在鉴定时 其繁殖器官不易采集齐

全 仅据地下茎鉴别既感不十分可靠又感采挖费时 而

叶最易得 ∀因此 我们借助扫描电子显微镜 对其叶表

面特征进行研究 以期发现可用于原植物鉴定的依据 ∀

1  材料及方法

1 1  实验材料

材料均采自浙江 且每种皆分别采自两县 均经作

者鉴定 ∀ ≠ 绵萆 ⁄ ± ÷

∏ • ≈ 开化县杨林乡 ⎯ 仙居县溪上

乡 α 粉萆 ⁄ √ ∏

° ° ≤ × × 奉化市溪口镇 ⎯ 仙居县溪

上乡 α ≈ 山萆 ⁄ 临安市顺溪乡 α

天台县华顶山 ⎯ …龙萆 穿龙薯蓣 ⁄

临安市龙塘山 α 天台县华顶山 ⎯ ∀

1 2  实验方法

分别取上述每种植物雌株和雄株中部干燥叶 分

别小心剪取上 !中 !下部含主脉的部位 置 #

磷酸缓冲液 中 于超声仪中超声清洗后置软化

液 甘油 乙醇 Β 中软化 分别以 ƒ 和

戊二醛 以磷酸缓冲液配制 并含 蔗糖 固定

以上各步换溶剂时皆用磷酸缓冲液漂洗干净 继以

及无水乙醇梯度脱

水 每级 唯无水乙醇中为 再以醋酸异戊

酯 乙醇 Β 过渡至醋酸异戊酯 二氧化碳临界点干

燥 真空溅射法喷镀金属膜 用日立 ≥ × 型扫描

电镜在 ∂ 下观察 并对典型特征选择最佳图象进行

摄影 ∀

2  实验结果

四种萆 类药材原植物的雌雄株叶表面经观察

结果同一种雌雄株的特征相同 而不同种间特征有明

显的区别 现描述如下 描述参考文献≈ ∗ ∀

2 1  绵萆 近轴面非腺毛分布于叶脉及叶片 以叶

脉为多 表面光滑或具与其长轴平行的条状突起角质

层纹饰 腺毛偶见于叶脉及叶片 图 ! ! ∀

远轴面表皮细胞外壁遍布粉屑状物 主脉呈多数粗条

状突起 非腺毛主要分布于叶脉 叶片上少见 形状粗

短或细长 表面隐约可见与其长轴平行的细条状突起

的角质层纹饰 腺毛叶脉上未见 叶片上少见 气孔保

卫细胞旁具粉屑状物和少量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图 ! ! ! ∀

2 2  粉萆 近轴面非腺毛多 有时 ∗ 个聚集分布

于叶脉 叶片上未见 其上有时可见与其长轴平行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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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腺毛极少见 图 ∀远轴

面表面细胞上遍布粉屑状物 主脉呈多数粗条状突起

非腺毛多 单个或 ! 个聚集分布于叶脉 叶片上少见

表面光滑或具细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多为单细胞

偶可见多细胞 腺毛未见 气孔保卫细胞旁遍布粉屑状

物 图 ! ! ! ∀

2 3  山萆 近轴面非腺毛未见 腺毛亦少见 图

∀远轴面表皮细胞上具细条状近平行分布的角质层

纹饰 主脉上具多数瘤状突起 常如山脉连绵状 其上

密布细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非腺毛未见 腺毛较

多 仅分布于叶片 灯泡状 其基部具条状突起的角质

层纹饰沿表皮细胞外壁向四周辐射 气孔保卫细胞旁

具条状突起角质层纹饰向四周平行射出 图 !

! ! ∀

2 4  龙萆 近轴面非腺毛长短不一 叶脉上较多 叶

片上略少 其上可见少数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腺毛

偶见于叶脉及叶片 灯泡状 基部具条状突起的角质层

纹饰沿表皮细胞外壁向四周辐射 图 ! ! !

∀远轴面表皮细胞上遍布 / 丫0状 !/ ×0状或不规

则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叶脉呈多数粗条状突起 非腺

毛极多 主要分布于叶脉 粗细不一 其上可见条状突

起的角质层纹饰 腺毛于叶脉 !叶片均极少见 ∀气孔保

卫细胞旁具条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向四周辐射 图

附图  四种萆 类药材原植物叶扫描电镜特征

绵萆 近轴面叶片非腺毛 ≅ 近轴面叶脉非

腺毛 ≅ 近轴面叶片腺毛 ≅ 远轴面粉屑状物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远轴面叶脉及非腺毛 ≅ 远轴面气孔

≅ 粉萆 近轴面叶脉非腺毛 ≅ 远轴面

粉屑状物 ≅ ! 远轴面叶脉及非腺毛 ≅ 远

轴面气孔 ≅ 山萆 近轴面叶片 ≅ 远轴

面角质层纹饰 ≅ 远轴面叶脉 ≅ 远轴面腺毛

≅ 远轴面气孔 ≅ 龙萆 近轴面非腺毛

≅ ! 近轴面叶脉非腺毛 ≅ 近轴面叶脉非

腺毛 ≅ 近轴面腺毛 ≅ 远轴面叶片非腺毛及

角质层纹饰 ≅ 远轴面叶脉及非腺毛 ≅ 远轴

面气孔 ≅

! ! ∀

根据上述结果 得该四种萆 类药材原植物叶扫

描电镜特征检索表

 两面主脉均无非腺毛 远轴面主脉具瘤状突起 山萆,

 两面主脉均具非腺毛 ∀远轴面主脉无瘤状突起

  远轴面具/ ×0状 !/丫0状或不规则状突起的角质层纹饰

龙萆, , , , , , , , , , , , , , , , , , , , ,

  远轴面遍布粉屑状物

   叶脉非腺毛单个分布 绵萆, , , , , , , , , ,

   叶脉非腺毛单个或 ∗ 个成束分布 粉萆, , ,

3  讨  论

把扫描电镜用于叶类药材鉴定或植物学的研究以

往多有报道≈ ∗ 且效果颇佳 ∀本实验用扫描电镜对

薯蓣属四种萆 类药材的原植物叶进行观察 结果能

成功地区别该四种原植物 ∀所以用该法鉴别薯蓣属萆

组药材的原植物具有实际意义 ∀除上述四种外 浙

江省萆 类药材原植物尚有福萆 福州薯蓣 !白萆

纤细薯蓣 !细萆 细柄薯蓣 !盾叶萆 盾叶薯

蓣 等四种 其叶表面扫描电镜观察特征待继续研究后

另行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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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提取黄芩苷成分的实验研究

郭孝武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应用声学研究所

  黄芩苷 是从唇形科植物黄芩根中提取分

离出来的一种黄酮类化合物 ∀依据药理研究证明黄芩

苷是黄芩根中所含的主要有效成分 其含量约 ∗

∀具有清热解毒 利胆 !保肝 !抗炎 !抗变态反应

等药理作用≈ ∀临床上用于治疗肺热咳嗽 !烦渴 !热病

烦燥 !湿热泻痢等疾病≈ ∀目前黄芩苷提取大都采用

水煎煮提取法 但因加热时间长 既耗蒸气多 且生产

效率又低≈ 因此 为了避免加热影响 提高得率 本文

利用超声波产生的强烈振动 !空化 !粉碎 !搅拌等特性

对黄芩苷提取工艺进行了研究 以提取黄芩苷的水煎

煮法作对比实验 并对其成分进行定量比较 ∀

1  试剂与仪器

黄芩 ≥ ∏ 干燥根 购自西

安市小寨中药店 粉碎成 目粉状 黄芩苷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提供 超声波发生器 频率

和 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日立

型 核磁共振波谱仪 瑞士 ≤ 型 试剂均为分析

纯 ∀

2  实验方法

称取黄芩细粉 每份 加 倍量水 分别用不

同频率的超声处理 和 或煎煮

随时补充水 以维持液面高度

和 过滤 滤液加盐酸调至 ∗ ε 水浴保温

待黄色沉淀完全析出后 过滤 ∀在沉淀中加蒸馏

水搅拌 逐加 溶液调整至 ∗ 待沉淀溶

解后 再加入与加碱后的溶液相比的等体积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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