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出版社 Β

2 黄兰珍 张嘉珍 苏美凤 中药口服液制剂澄清与过滤的工

艺研究 中成药 Β

3 李汉保 谢虞升 任海祥 等 壳聚糖澄清法代替醇沉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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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倪健 任天池 甲壳质用于中药提取液的澄清 中草药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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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胡伪品 碎叶山芹的生药学研究

李水福  朱筱芬  陈琴鸣 丽水 浙江省丽水地区药品检验所 丽水市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对浙产前胡伪品碎叶山芹进行产地调查和鉴别 ∀方法 采用生药学研究和理化分析法 ∀结果 前胡及

其伪品碎叶山芹的原植物形态 !性状 !显微特征及理化性质均有差异 可资鉴别真伪 ∀结论 碎叶山芹不可作前胡

药用 ∀

关键词  碎叶山芹 前胡 生药学鉴别

Πηαρµ αχογνοστιχαλιδεντιφιχατιον οφ Ραδιξ Πευχεδανι ανδ ιτσφοργερψ2Ραδιξ Οστεριχι

≥ ∏ ∏ ≥ƒ ∏ ÷ ∏ ÷ƒ ≤ ± ≤ ± Λισηυι Πρεφεχτυραλ Ινστιτυτιον φορ ∆ρυγ

Χοντρολ Λισηυι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

√ ΜΕΤΗΟ∆ ¬° ∏ ¬ ∏ 2

Ρ ΕΣΥΛΤΣ × ¬ ° ∏ 2 ¬

2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ΚΕΨ Ω ΟΡ ∆Σ  ¬ ¬ ° ∏

  前胡为常用中药 按5中国药典6 年版规定为

伞形科植物白花前胡 ° ∏ ∏ ∏ ∏ ⁄∏ 和

紫花前胡 ° ∏ √∏ ¬ 的干燥根 ∀但我

地收购和使用前胡时 经常发现一种性状近似的伪品

经与省专家亲赴产地调查及采制标本后鉴定 系同科

植物 碎 叶 山 芹 ∏ ∏ ¬

∀为了便于今后鉴别真伪 笔者试从原植物形

态 !药材性状 !显微特征及理化方面进行生药学鉴别研

究 现报道如下 ∀

1  原植物形态

见表 ∀

2  药材性状

呈类圆锥形 有分枝 稍弯曲 直径约 长 ∗

∀根头部稍细 残留纸质至厚膜质叶鞘残基 ∀表

面灰黄色 具不规则沟纹和横环纹 ∀质柔软或硬脆 折

断面疏松 形成层附近有浅棕色环带 木质部黄白色

气微香 味苦 ∀

3  显微特征

根 直径约 的横切面 木栓层为 余列细胞 ∀

韧皮部宽广 散有众多油室 油室直径多为 ∗ Λ

韧皮射线较平直 ∀形成层环不清楚 ∀木质部导管较稀

疏 放射状排列 近形成层处有一木化细胞群断续成环

见图 ∀

4  理化鉴别

4 .1  ∂ 法  取两种正品前胡和碎叶山芹粉末各

各两份 分别加乙醚或乙醇各 浸泡过夜 过滤 取

滤液稀释至 ∗ Π 碎叶山芹比前胡浓 倍

用岛津 ∂2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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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前胡与碎叶山芹的鉴别要点

白花前胡 紫花前胡 碎叶山芹

归属 前胡属 当归属 山芹属

原植物形态 叶质 纸质 坚纸质 纸质

叶裂回次 ∗ ∗ ∗

末回裂片 菱状卵形 基部楔形 边缘有粗

锯齿

椭圆形或长卵形 基部下延 边

缘锯齿较密

阔卵形 !卵形或卵状披针形 基

部广楔形成楔形 边缘具 ∗

深缺刻及粗大的牙状齿

茎生叶 与基生叶相近似 较小 顶端叶

片简化 但叶鞘宽大

茎上部叶逐渐退化 至顶部成为

仅有 裂 甚至不裂的细小叶

片 紫色叶鞘膨大成兜状

向上叶渐简化为了深裂至浅裂

最上部叶甚小 叶柄完全成鞘

叶鞘线状披针形

花 白色 紫色 白色

果 分生果的侧棱翅狭而厚 成熟后

自合生面不易分开

分生果的侧棱翅宽而薄 成熟时

自合生面易于分开 果皮较厚

表面平整

除果皮薄膜质 表面不平整外

其余同紫花前胡

根头 多有茎痕及纤维状叶鞘残基 有的有残留茎基 其周围常有膜

状的叶鞘残基

同紫花前胡

药材性状  表面 棕褐色或灰黄色 棕色至黑棕色 灰黄色

断面 淡黄白色 射线放射状 皮部占

根总截面 Π 以上

类白色 射线不明显 皮部占根

总截面 Π 以下

类白色或皮部淡黄色 近形成层

处有一浅棕色环 皮部占根总截

面 Π 以下

气味 气芳香 味微苦辛 有香气 味微甜后苦 香气较弱 味苦

显微特征  韧皮部
宽于木质部 散有较多油室 射

线略弯曲 前端形成喇叭口

与木质部近等宽 油室众多 射

线较平直

与紫花前胡近似

木质部 有少数油室 可见木纤维 无油室和木纤维 除近形成层处有木化厚壁细胞

环带外 余同紫花前胡

理化鉴别  ∂ 谱    乙醇液

≈Κ ¬  乙醚液

× ≤ 法  硅胶 2≤ ≤

    石油醚2乙酸

    乙酯 Β

两种药用前胡多为浅蓝或蓝紫色荧光点 仅在点数和位置稍有差异 有多个黄色至橙黄色荧光点 还

有一个浅粉红色荧光点

注 小峰

图 1  前胡及其伪品碎叶山芹根横切面显微特征简图

白花前胡 紫花前胡 ≤ 碎叶山芹 木栓层 韧

皮部 射线 油室 形成层 导管 木质部

纤维群 裂隙 木化细胞环带

范围内扫描 结果见图 ∀

4 .2  × ≤ 法  取上述乙醇提取液 水浴加热挥去

溶剂 用 氯仿溶解残渣 点样 Λ 于硅胶 ≤ ≤2

薄板 青岛产 型硅胶 常法湿铺 ε 干燥

即得 上 用石油醚2乙酸乙酯 Β 展开至 ∀置三

图 2  前胡和碎叶山芹乙醇液紫外吸收光谱

白花前胡 紫花前胡 碎叶山芹

用紫外线分析仪 上海顾村 下观察 波长光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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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显示的荧光点 结果见图 ∀

白花前胡 紫花前胡 碎叶山芹 黄色荧光 蓝

色荧光 浅粉红色荧光 蓝紫色荧光

5  小结与讨论

5 .1  两种前胡与碎叶山芹样品均于 年 月采于

浙江省龙泉市凤阳山 由浙江省药品检验所林泉主任

技师鉴定 ∀由于紫花前胡在5中国植物志6第 卷第

分册中已从前胡属转至当归属 拉丁学名改为

∏ √ ƒ ≥ √ 因此 这 种植物应分

别隶属同科不同的 个属 原植物形态 !药材性状 !显

微特征和理化特性上亦有所不同 见表 ∀

5 .2  药材碎叶山芹的鉴定需借助显微和理化的方法

它的横切面显微特征是木质部近形成层处有一木化细

胞群断续排成的环带 ∂ 谱中波长 和 两

处有特征峰 × ≤ 图中有多个黄色至橙黄色荧光点 还

有一个稍置数分钟即显浅粉红色的荧光点 ∀

5 .3  正品前胡的显微特征与5中药志6≈ 和5中药鉴定

学6≈ 稍有差异 主要是白花前胡木质部有纤维群 而紫

花前胡则未见 ∀ × ≤ 谱与5中药志6异处为正品未见暗

黄色或黄色荧光点 ∀另外 正品前胡的 ∂ 谱 特别是

乙醇液在 ! 处的特征峰 可供制定前胡质量

标准参考 ∀

根据本文作者研究结果 碎叶山芹与前胡的鉴别

要点见表 及图 ∗ ∀

致谢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赵维良 !林泉等同志帮助

采制 !鉴定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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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称总量与分帖量是中药调剂的核心

芦柏震 杭州 浙江省肿瘤医院

  中药调剂称总量不准确和分帖剂量不均匀是个普

遍存在的现象 也是老大难问题 ∀随着病人自我保护

意识的增强 因为剂量差异而出现投诉逐渐增多 对于

医院来说 配出去的药品均应该是合格商品 更何况经

过医药专业人员调剂后的中药是防病治病的特殊商

品 而不单纯是个斤两多少的问题 ∀某市技术监督站

一次中药调剂剂量检查中 一剂药量出现十样重

有二剂超过处方剂量 ≈ 某省技术监督局在一次

突击检查中发现中药配量上下偏差起伏较大 !失准严

重 有报道个别医院的中药配量合格率不到 当病

人发现自己用来治疗疾病的药竟是短斤缺两如此严

重 哪还敢吃

1  称总量与分帖量不准的危害性

称总量与分帖量的准确 是中药调配的关键 所谓

称总量是指一张处方中 一味药的总剂量 分帖量是一

张处方中每贴之间分配的剂量 ∀祖国医药对方剂中药

物的用量有着比较严格的规定 ∀单方中红花少量活血

养血 大量则破血 ∀黄连少量健胃 重用则清热泻火而

败胃 ∀复方如张仲景的小承气汤 !厚朴三物汤 !厚朴大

黄汤三方同样由厚朴 !枳实 !大黄组成 小承气汤重用

大黄 主要作用在于泻热攻下 厚朴三物汤重用厚朴

主要在于行气除满 厚朴大黄汤重用厚朴大黄 主要作

用在于开痞通便 用于治疗水饮停于胸胁咳引作痛的

支饮症 ∀ 5金匮6中小半夏汤与生姜半夏汤同由半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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