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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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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匀 ε 水浴保温 过滤 ∀滤液加盐酸调至

∗ 继续在水浴上保温 直到黄芩苷全部析出 过滤

用蒸馏水将沉淀洗至中性 抽滤 ε 干燥 得黄芩苷

粗品 ∀

将粗品研细 加蒸馏水 用 溶液调至

∗ 使其溶解 加适量活性炭 水浴上保温 过

滤 ∀滤液加盐酸调至 ∗ 加入与加酸后的溶液相

比的等体积 乙醇 在水浴 ε 保温半小时 至沉淀

析出 放置 减压过滤 沉淀再用少量乙醇洗涤 抽干

ε 干燥 得黄芩苷 称重 计算提出率 ∀

3  绘制标准曲线

取黄芩苷标准溶液 Λ 按文献≈ 方法操作

在分光光度计上测出最大吸收波长 并在 Κ ¬

处测定吸收度 以 乙醇作空白 在黄芩苷浓度 ¬

为 和 下分别

测得吸收度 为 和

∀用最小二乘法经线性回归 可得 ¬

∀

4  样品液的制备

将超声法 !煎煮法所提得的纯黄芩苷样品各精称

分别用 乙醇配成黄芩苷浓度为 Λ 的供

试液备用 ∀

5  实验结果

5 1  煎煮时间对黄芩苷提出率的影响

精密吸取煎煮不同时间的供试液各 放入

量瓶中 以 乙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以 乙醇作

空白 于分光光度计上波长为 处测其吸光度 由

回归方程式中计算出测得值 按下式

黄芩苷含量
测得值

样品重 ≅
≅

计算出黄芩苷百分含量 再求出黄芩苷的提出率 ∀结

果见表 ∀

5 2  超声提取时间对黄芩苷提出率的影响

精密吸取超声提取不同时间的供试液各 放入

表 1  煎煮时间与黄芩苷提出率的关系

提取时间 吸收度 测得值 含量 提出率

量瓶中 并以 方法稀释 测其吸光度 计算出

测得值 !黄芩苷含量和提出率 ∀结果见表 ∀

表 2  超声提取时间与黄芩苷提出率的关系

提取时间 吸收度 测得值 含量 提出率

5 3  超声频率对黄芩苷提出率的影响

精密吸取不同频率超声各提取 的供试液

放入 量瓶中 以 方法稀释 并测其吸光

度 计算出测得值 !黄芩苷含量和提出率 ∀结果见表 ∀表 3  超声频率与黄芩苷提出率的关系

超声频率 粗黄芩苷重 吸光度 测得值 含量 纯黄芩苷得量 提出率

6  讨  论

6 1  由表 看出黄芩苷的提出率随煎煮提取时间的延

长而提高 但煎煮时间再延长 其黄芩苷提出率增加很

少 以煎煮时间 为宜 ∀

6 2  由表 数据看出 从中药黄芩中用超声提取黄芩

苷 其提出率随提取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到一定时间

再延长 其提出率增加不多 但其含量有一极限值 ∀原

因是超声提取时间越长 粗品中杂质越多 在同取

中 其含量低 故含量随提取时间有一极值 ∀由上说

明 超声提取以 为宜 ∀ 6 3  从表 详细数据看

出 在同一提取时间下 超声频率不同 其黄芩苷成分

的提出率也不同 但用超声法提取都比煎煮法提取

时的提出率都高 ∀其原因是超声能产生空化效应 具

有粉碎 !搅拌等特殊作用 使黄芩植物组织在溶剂中瞬

时产生的空化泡的崩溃 而使组织中的细胞破裂 以利

于溶剂渗透到植物细胞内部 使细胞中的黄芩苷成分

进入水溶剂之中 加速相互渗透 !溶解 以增加黄芩中

的主要成分黄芩苷在水中的溶解度 ∀故在超声的作用

下 无需加热也可增加黄芩苷成分的提出率 ∀还可看

出黄芩苷成分的提出率随超声频率的增大而减少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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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低频超声空化效应强 所以尤以频率为

的超声提取的提出率为多 ∀

6 4  利用超声提取黄芩中的黄芩苷 在提取时 应设

法使酶失活 以避免黄芩苷被酶化 影响黄芩苷提出

率 ∀其原因是用超声提取无需加热 会使黄芩根中的

黄芩苷易被酶解而变成水不溶性的黄芩素 通过氧化

而变成绿色 以影响黄芩苷的提取 ∀

6 5  黄芩苷成分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考查超声与煎煮两种方法所提取的黄

芩苷是否有差异 用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其氢谱 用紫外

分光光度计测其频谱 结果表明两种提取法所得的黄

芩苷图谱一致 说明超声提取法没有改变黄芩苷成分

的结构 ∀

黄芩根中所含成分复杂 本文用超声法提取仅对

黄芩苷成分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对其他成分的影

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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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蛙油的生药学鉴定

胡  谦 温州 浙江省温州市药品检验所

  哈蟆油是一种名贵中药材 具有补肾益精 益阴润

肺的功效 ∀民间常作为滋补强壮剂 现代药理研究证

实有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降低血脂 镇咳祛痰 !

抗衰老 !抗疲劳等作用≈ ∀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

规定哈蟆油为蛙科动物中国林蛙 √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 ∀以往药材市场

上常以蟾蜍科动物中华大蟾蜍 ∏ ∏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伪充≈ 包括鲜剥品和干剥品

二种 ∀文献也报道有以金钱蛙 !黑斑蛙 !泽蛙 !草蛙等

混充≈ ∀ 年以来 温州市场多次出现一新异品种

根据原动物特征和有关文献资料 鉴定为蛙科动物黑

龙江林蛙 ∏ ∏ 雌蛙的干燥输卵管

现报道如下 ∀

1  原动物特征 形状与中国林蛙相似 ∀雌蛙体长 ∗

皮肤粗糙 呈黑褐色和黑色 ∀背侧褶在颞部成曲

折状 ∀背侧褶及背部疣上或附近多有黑色斑点 鼓膜

上的三角形黑色斑点大而显著 ∀四肢背面有黑横纹 ∀

咽 !喉及腹部有鲜艳的朱红色与深灰色花斑 四肢腹面

间有少量朱红色小点 ∀

2  原药材性状 呈不规则的扁片状 长约 ∗ 厚

约 ∗ ∀表面黄白色至淡黄色 稍有脂肪样光

泽 摸之稍有滑腻感 ∀在温水中浸泡体积可膨胀 易散

碎 水易混浊 ∀气微咸腥 味微甘 嚼之有粘滑感 ∀

3  膨胀度测定 将该样品和中国林蛙油 正品 均破碎

成直径约 碎块 于 ε 干燥 称取 每一样

品同时测定三份 依据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膨胀

度测定法测定 开始 内每 振摇一次 然后静置

倾去水液 读取样品膨胀后的体积 计算 结果见

表 ∀

表 1  膨胀度测定

次数 正品 样品

平均值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规定膨胀度检查结果不

低于 可见样品膨胀度检查结果是合格的 且与正品

相近 ∀

4  与中国林蛙的主要区别 见表 ∀

5  小结与讨论 根据原动物的形态特征 !药材的性状

及膨胀度的测定结果 可见该样品基源接近于中国林

蛙类 ∀黑龙江林蛙油与中国林蛙油的主要区别点是形

小 !扁 !水浸后易散碎 水混浊不清 气微咸腥 ∀原动物

腹部有鲜艳的朱红色花斑 间有朱红色小点且产油量

少 质量差 ∀哈蟆油的基源在5中药志 6 年版 !

5中药大辞典6 !5中国药典6 年版一部及卫生部药

政局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编的5中药材手册6

年版 等书中收载为中国林蛙和黑龙江林蛙两

种 ∀但5中国药典6 年版 ! 年版 ! 年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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