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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山茱萸的真伪鉴别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性状鉴别!× ≤ ! ∂ 光谱∀结果 二者有显著差异∀结论 三种方法均

可用于山茱萸的真伪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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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 ∏ ≥

∏ 的干燥成熟果肉∀ 具有补益肝肾!涩精固脱之功

效≈ ∀近年来 由于临床用量增多 药材紧俏 价格不断上升

因此 伪品或掺假现象严重∀ 如曾发现有人用葡萄皮及泰山

山萸肉充当山茱萸≈ ∀ 笔者近期在安徽亳州药材市场采购

药时又发现一种山茱萸的伪品 经鉴定为楝科植物苦楝

的干燥成熟果皮 经染色而成∀ 为保证临

床用药的安全有效 我们对山茱萸及其伪品进行了性状!薄

层层析及紫外导数光谱鉴别 以警示购药者∀

1  材料!仪器与药品

1 1  材料 熊果酸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山

茱萸样品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 ∏ ≥

∏ 的干燥成熟果肉∀ 伪品为楝科植物苦楝

的干燥成熟果皮∀ 两种样品均购自安徽亳州药

材市场 原植物由我校中药鉴定教研室周凤琴教授鉴定∀

1 2  仪器与药品 日本岛津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山茱萸及其伪品的性状鉴别见表 ∀

2 2  薄层层析鉴别

取山茱萸及其伪品粉末各 置具塞三角瓶中 分别

加乙醚 超声处理 滤过 滤渣分别加乙醚

超声处理 滤过 合并两次滤液 挥去乙醚 残渣加无

水惭醇 溶解 制成样品溶液供点样用∀ 另取熊果酸对照

品 加无水无醇制成每 含 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

液∀取样品溶液各 Λ 对照品溶液 Λ 分别点于同硅胶 2

≤ ≤ 薄层板上 以环己烷Β 氯仿Β 醋酸乙酯 Β Β

为展开剂展开 展距 取出 晾干 喷以 硫酸乙醇

液 热吹风加热显色∀结果见图 ∀山茱萸在与对照品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的紫红色斑点 并另有五个大小不等!颜色不

同的斑点∀而其伪品在与对照品相应的位置上无斑点∀与样

品相比 斑点的数目 位置及颜色亦不同∀说明二者所含化学

成分不同 不能混用∀

表 1 山茱萸及其伪品的性状鉴别表

山茱萸 伪山茱萸

来源 山茱萸科山茱萸 ≤ ∏

≥ ∏

果肉

楝科苦楝

的的染色果皮

形状 不规则片状或扁筒状 皱

缩或破碎不完整 长 ∗

直径 ∗

不规则碎片或扁圆形囊

状 完 整 者 直 径 ∗

表面特征 紫红色或紫黑色 具光泽

偶含长枕形果核 两端具

宿萼痕或果柄痕

染色果皮红色或深红色

无核 果皮有明显光泽 内

表面残留松软果肉

质地 果皮薄 柔软不易碎 果皮厚 革质 有韧性

气味 无臭 味酸!涩!微苦 气特异 有酸臭气 味微苦

水浸泡 不变色 水液红色 果皮渐变为红

黄色

2 3 紫外光谱分析

取山茱萸与伪品粉末各 分别加石油醚 ∗

ε !甲醇!氯仿各 密塞 超声处理 过滤∀取上

述各提取液稀释适当倍数 分别以石油醚!甲醇!氯仿溶剂为

空白对照∀ 石油醚!甲醇提取物在波长 ∗ 氯仿提

取物在波长 ∗ 范围内测定其零阶导数和二阶导

数光谱 结果见表 ! 图 !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图 1 山茱萸及其伪品的薄层层析图

山茱萸 苦楝子果皮 ≥ 熊果酸

紫红 暗红 橘黄 棕黄 棕褐

表 2 山茱萸与其伪品的 ∂ 零阶导数光谱特征峰值

山茱萸 苦楝子果皮

石油醚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氯仿提取物  

表 3 山茱萸与其伪品的 ∂ 二阶导数光谱特征峰值

山茱萸 苦楝子果皮

石油醚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氯仿提取物   

  

 

 

图 2 山茱萸及其伪品的 ∂ 零阶导数光谱图

山茱萸 苦楝子果皮

石油醚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 氯仿提取物

图 3 山茱萸及其伪品的 ∂ 二阶导数光谱图

山茱萸 苦楝子果皮

石油醚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 氯仿提取物

山茱萸与其伪品苦楝子果皮石油醚提取物!甲醇提取物

的零阶导数光谱在 ∗ 范围内均有差异∀此外 山茱

萸的石油醚提取物在 ∗ 有吸收 而苦楝子果皮在

此范围内无吸收∀山茱萸与苦楝果皮石油醚提取物与氯仿提

取物的二阶导数光谱在 ∗ 范围内均无重叠 山茱

萸的甲醇取提物在 处为峰谷 而苦楝果

皮在 处为一强峰 因此 零阶和二阶导数

光谱均可用于二者的鉴别∀

3  小结

实验表明 采用性状鉴别!× ≤ ! ∂ 光谱等三种方法对

山茱萸及其伪品苦楝子果皮进行鉴别 结果具有显著差异

可用于二者的真伪鉴别∀况且 苦楝子果皮内服量过大 可有

恶心!呕吐等副反应 甚至中毒死亡≈ ∀ 因此 苦楝子果皮决

不可作为山茱萸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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