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豆种脐部位栅状细胞

刀豆种皮部位栅状细胞及支柱细胞

刀豆中种皮部位/ 0字形细胞

图 1  刀豆显微图

常春油麻藤种子脐部位栅状细胞

常春油麻藤种子种皮部位栅状细胞及支柱细胞

常春油麻藤种子中种皮部位/ 0字形细胞

图 2  常春油麻藤显微图

3  紫外吸收光谱

取刀豆和常春油麻藤种子粉末各 精密加入甲醇

称重 放置 超声振动 分钟 加甲醇补足重量

滤过 用岛津 ∂ 型分光光度计在 ∗ 波长范

围内扫描∀结果为 刀豆 吸收峰为 常春

油麻藤种子 吸收峰为 ! ! ! ! 两者

有明显区别∀

4  讨论

刀豆与常春油麻藤种子的主要区别点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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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豆 常春油麻藤种子

药材性状
表面淡红色或红紫色∀ 种脐

短 位于种子的一侧

表面棕至黑棕色 种脐长

环绕种子周围达一半以上

子叶黄白色 味淡 有豆腥味 子叶灰白色 气微 味淡

显微特征

横切面

种脐部位第二列栅状细胞

的光辉带以外的细胞壁

颜色较深

种脐部位最外一列栅状

细胞的颜色较深

两列栅状细胞间无明显分界 两列栅状细胞间具明显分界

表皮下有 列支柱细胞 表皮下有 列支柱细胞

收稿日期

蛇床子及其伪品旱芹果实的理化鉴别

史建玲 李 琦 张春雨 博乐市 新疆博州药检所 博乐市 新疆博州质量与计量检测所

  蛇床子为伞形科植物蛇床 ≤ ∏

≤∏ 干燥成熟的果实∀ 具有温肾壮阳!散寒祛风!燥湿杀

虫的功效∀近来 笔者在检验工作中发现一种伪品 经鉴定为

伞形科植物旱芹 ∏ ∏ √ √ ∏ ⁄≤ 的干燥果

实∀ 蛇床子及其伪品旱芹果实的性状鉴别已在5中国现代应

用药学6 年 月第 卷第 期中报道过 本文采用薄层

色谱及 ∏√ 光谱对其进行了理化鉴别∀

1  材料与仪器

1 1  材料

蛇床子及蛇床子素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旱芹

果实为抽检检品 由博州药检所中药室史建玲鉴定 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 试剂均为分析纯∀

1 2 仪器

≤ ×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型超声波

清洗器∀

2  方法与结果

2 1 薄层色谱鉴别

取蛇床子及旱芹果实粉末各 分别加乙醇 超

声处理 滤过 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蛇床子素加乙醇

制成每毫升含 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吸收上述三种

溶液各 Λ 分别点于以 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

胶 薄层板上 以石油醚 ε ∗ ε Β 乙酸乙酯 Β 为

展开剂展开 展距约 时 取出 凉干∀ 置紫外光灯

下检视荧光斑点 结果蛇床子在与对照品相应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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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显相同的蓝紫色荧光斑点 旱芹果实在相同的条件下

仅在原点有一个浅黄色斑点∀

2 2  紫外光谱鉴别

取蛇床子及旱芹果实粉末各 分别置 容量瓶

中 加乙醇适量 超声处理 分钟 放置至室温 加乙醇至刻

度 滤过∀ 取上述两种提取液 以乙醇为空白对照 在波长

∗ 范围内分别测定其紫外光谱∀蛇床子在

!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旱芹果实在 !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

3  讨论

薄层色谱表明 蛇床子在与对照品蛇床子素相应的位置

上显相同的蓝紫色荧光斑点 旱芹果实在相同的条件下 仅

在原点有一个浅黄色斑点∀

∏√ 光谱表明 二者峰形及最大吸收波长完全不同∀

由此可见 两者的理化性质差异显著 旱芹果实不能混

充蛇床子药用∀

收稿日期

反相离子对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河豚毒素

张 虹 柳正良  黄蓓琳 王洪泉 上海 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甘泉医院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摘要 目的 建立了反相离子对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河豚毒素含量的方法∀方法 选用 ≥ ⁄ ⁄≥ 色谱柱 ≅

Λ 以 √ √ 醋酸液为流动相 流速为 检测波长为 ∀结果 河豚毒素线性范围 ∗ Λ

回收率为 ≥⁄ 日内精密度为 日间精密度为 最低检测限

∀ 结论 方法准确!快速!简便 可作为迅速确定河豚毒素含量的测定方法∀

关键词 河豚毒素 反相2离子对2高效液相色谱法

∆ετερµ ινατιον οφ τετροδοτοξιν βψ Ρ Π−ΙΠ−ΗΠΛΧ

∏ 2 ∏ ∏ 2 ∏ • ± ∏

• ± Γανθυαν ηοσπιταλ Μεδ ιχαλΧολλεγ ε οφ Τονγϕι 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ανγ ηαι Χολλεγ ε οφ Πηαρµ αχψ Σεχονδ

Μιλιταρψ Μεδ ιχαλ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ανγ ηαι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2 °2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Λ √ √ ∏

√ Ρ ΕΣΥΛΤΣ × ¬

∗ Λ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2 °2 ° ≤

图 1  × × ÷ 的分子结构式

  河豚毒素 ¬ × × ÷ 是豚毒鱼类及其他生物

体内含有的一种生物碱 其分子式为 ≤ 分子量为

分子结构如图 ∀

× × ÷ 对兴奋膜的 离子通道具有高度专一性作用

己成为神经生理学!药理学!肌肉生理学等方面广泛被应用

的工具药∀ 国内学者潘心富等已有报道对 × × ÷ 药用开发的

报道∀但 × × ÷ 生理活性极强 毒性也极强 安全域值也极低

迄今尚无准确精密 × × ÷ 含量的测定方法≈ 从而限制了它

在临床方面的应用∀ 目前国内外对 × × ÷ 的检测有小鼠生物

检测法!核磁共振法!电泳法和液相色谱法等≈ 其中 ° ≤

应用较多 但其方法为柱后衍生化法 即在柱后加强碱 在沸

水或油浴中使 × × ÷ 衍生成能发荧光的物质 用荧光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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