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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根据不同种类中药材来选择 ⁄ 提取方法 ∀方法  根据作者对各种药材鉴定的实践经验 结合国内外有关代

表性的论文 进行归纳和整理 ∀结果  分析了不同 ⁄ 提取方法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结论  根据药材种类 !贮存时间 选取

合适的提取方法和适当的样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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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材的鉴定标准从最初的性状鉴别 逐渐增加了显

微 !理化 !色谱 !光谱等方法 ∀但是对一部分药材仅这些方法

是难以达到鉴定目的 ∀ ⁄ 分子标记技术可以用于解决中

药材鉴定中的难题 目前国内外运用分析药材中 ⁄ 的技

术鉴定一些动植物药材已有大量报道≈ ∗ ∀我们在运用分

子标记技术对各种药材进行鉴别时 感到能否从药材中提得

⁄ 是分子技术的关键 ∀由于商品药材多数经过加工处

理 ⁄ 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解 植物药材中的多糖等

次生物质 动物药材中的蛋白质 会影响 ⁄ 的提取和 °≤

的扩增 药材贮存时间的长短 药材的种类不同 如叶与根茎

类药材 动物药材中的骨甲类与肌肉和分泌类 ⁄ 的提取

方法相应有所不同 ∀本实验根据我们对不同类药材分子鉴

定研究的实践≈ ∗ 探讨不同药材 ⁄ 的提取方法 目

的是为生药分子鉴定的普及应用提供参考资料 ∀

1  植物药材 ∆ΝΑ的提取

1 1  ≥⁄≥ 十二烷基磺酸钠 法

参照文献≈ 的方法并稍作改进 ∀取适量样品干药材初

步捣碎后 在液氮中研成粉 置 的离心管中 加入 ⁄

提取缓冲液 # 脲 # ≤ #

× 2 ≤ # ∞⁄× 蔗糖 酚

及 ≥⁄≥ 混匀 ε 水浴保温 其间

倒转数次 ∀离心去除未消化沉淀 取上清 加入等体积的酚2

氯仿 Β !氯仿分别抽提一次 加 体积 #

和 倍体积无水乙醇沉淀 乙醇洗涤二次 晾干 加入适

量 × ∞或 溶解 ε 保存 ∀

1 2  ≤ × 十二烷基溴化氨 法

参照文献≈ 的方法并稍作改进 ∀取适量样品干药材初

步捣碎后 在液氮中研成粉 置 的离心管中 加入在

ε 水浴中预热的 ≅ ≤ × 提取缓冲液 #

≤ # × 2 ≤ # ∞⁄×

≤ × 使用前加 # Β2巯基乙醇 轻轻

混匀 在 ε 水浴保温 ∗ 取出冷却至室温 加入氯

仿抽提一次 乙醇沉淀 乙醇洗涤 晾干 加入适量 × ∞或

溶解 ε 保存 ∀

花叶类药材由于纤维含量少 ⁄ 相对较多 取

的样品量 用 离心管抽提 ∀根茎类药材由于含纤维

和贮藏物质等较多 需较多样品量才能提取到需要的 ⁄

因此可用大的离心管 或 抽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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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方法通过我们的实践比较 ≥⁄≥ 法过程稍繁

琐 而 ≤ × 法经我们改进后 取消了第一步的饱和酚2氯仿

的抽提 !第二步的 酶的消化 只进行一次氯仿抽提 因

为最后的 × ∞溶解的 ⁄ 溶液 我们使用 ⁄ 纯化试剂盒

纯化 能够去除色素 !多糖 !小片段的 等物质 所以简化

了抽提过程 费时较少 效果很好 图 ∀而以往抽提 ⁄

时 通过重复饱和酚 氯仿这一抽提过程 以去除色素 !多糖

等物质 但每重复一次抽提 ⁄ 相应的就会减少 而且并

不能彻底去除这些物质 对 °≤ 扩增非常不利 详见讨论 ∀

图 1  中药材白花蛇舌草正伪品 ×≥2 区 °≤ 扩增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 ⁄ ° 松叶耳草 ≤ 伞房花耳草

× 纤花耳草 ⁄ 白花蛇舌草 ∀ 蛇胆的基因组 ⁄ 和 ≥ 基因片段 °≤ 扩增结果电泳图 左为基因组 ⁄ 右为

°≤ 扩增产物 ∀

Φιγ 1  °≤ ×≥2 ∏ ⁄ °

≤ × ⁄ ∏ ⁄

°≤ ≥ ⁄ °≤

2  动物药材 ∆ΝΑ的提取

2 1  蛋白酶 法≈

取捣碎的样品药材适量 用提取缓冲液 ≅

× 2 ≤ ≅ ∞⁄× ≅ ≤

≥⁄≥ 蛋白酶 ≅ ε 水浴消化 饱和

酚 !酚2氯仿 Β !氯仿各抽提一次 加 体积 #

和 倍体积无水乙醇沉淀 乙醇洗涤二次 晾干

× ∞溶解 ε 保存 ∀

2 2  加酶洗衣粉法≈

取捣碎的样品药材适量于离心管中 与 普通家用

加酶洗衣粉和 超纯水混合后 在 ε 水浴过夜消

化 酚2氯仿2异丙醇 Β Β 抽提 加 和无水乙醇沉

淀 ⁄ 乙醇洗涤 晾干后溶解 ∀

图 2  蛤蚧的线粒体 ≥ 基因片段鉴定电泳图 上为阳性对照 下为位点特异性 °≤ 鉴定结果 号药材为正

品 详见文献≈ ∀ 鳖甲的基因组 ⁄ 和线粒体 ≥ 基因片段 °≤ 扩增结果电泳图 上为 °≤ 扩增结果 下为基

因组 ⁄ ∀

Φιγ 2  χ ∏ ∏ ≥ ° √

∏ ∏ 2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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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肌肉类药材如海龙 !蛇类 !蛤蚧 !蛤蟆油等 在消化

前需进行紫外杀菌处理 充分捣碎 可以用 离心管微

量抽提 ∀含有脂类较多的动物内脏器官如蛤蟆油 消化前取

适量用不含蛋白酶 和 ≥⁄≥的缓冲液浸泡 在消化缓冲液

中 ≥⁄≥含量需稍多加一些 有利于脱去脂类 但不能太多 否

则会影响缓冲系统中的 值 酚2氯仿抽提时将不分

层≈ ∗ 图 ∀

骨甲类药材如龟甲 !鳖甲 !鹿茸和塞龙骨等 这类药材由

于 ⁄ 含量稍少 样品量需增大 一般用大的离心管

或 抽提 ∀在消化前还需进行脱钙处理 ∀方法是取骨

甲约 ∗ 用解剖刀细心将表面一层刮去 家用洗涤剂

和超纯水清洗后 烘干 在离 • 紫外灯 处正反面各

照射 ∀用铜药臼捣成粉末 转入 离心管中 ∀加入

约 倍体积的 ≅ ∞⁄× ε 脱钙

其间换 次 ∞⁄× 溶液 ∀离心倒去 ∞⁄× 溶液 加入

提取缓冲液 成分同上述肌肉提取 进行消化≈ 图

∀

动物胆汁等分泌类药材 在消化前同样需进行必要的处

理 ∀如干蛇胆用双蒸水浸泡 其间更换水数次 使其软化

并洗去表面污染物 乙醇浸泡蛇胆 用流水浸泡 以除去酒

精及表面污染物≈ 图 ∀

3  注意点

⁄ 的提取必须做到 首先植物药材必须破坏细胞壁

以便释放细胞的物质 ∀干药材先初步捣碎 然后用液氮研磨

成粉末 动物药材由于没有细胞壁 捣碎后可直接消化 ∀其

次必须破坏细胞膜 使 ⁄ 能够释放到抽提液中 ∀使用去

污剂可以达到此目的 常见的如 ≥⁄≥或 ≤ × ∀同时去污剂

和 ∞⁄× 可以使内源性的核酸酶变性 ∞⁄× 可以螯合镁离

子 镁离子对大多数核酸酶是必须的协同因子 从而保护

⁄ ∀最后尽量减少剧烈震荡 以免造成大片段 ⁄ 的断

裂 ∀

由于大多数商用洗衣粉都含有去污剂 酶 如蛋白酶 !脂

酶等 和螯合物 如 ∞⁄× 也是最常用的 用加酶洗衣粉法

能快速提取 ⁄ 并且不象其他缓冲系统 洗衣粉没有有害

成分 因此既经济又简便快捷 ∀

4  讨论

以上几种方法提得的药材 ⁄ 与新鲜组织提取的

⁄ 不同 一般都需要用 ⁄ 产物纯化试剂盒纯化 ∀因为

其中常常含有大量的 蛋白质 多糖 植物药材 ⁄ 还

含有鞣酸 !色素等次生物质 这些很难与 ⁄ 分开 ∀大多数

的蛋白质可以通过变性和沉淀来去除 用酚 !氯仿 异丙醇抽

提 ∀中药材中多糖是相当多的 与 ⁄ 一起沉淀象凝胶一

样 很难去除 并抑制随后 °≤ 中 ⁄ 多聚酶的活性 ∀通

过 ⁄ 纯化的方法可以去除这些物质 如一次不能去除 可

多次重复纯化 ∀

任何提取方法应注意保证 ⁄ 的长度和产量 同时提

取过程应该尽量快速 !简便和便宜 还要避免使用有害化学

物质 ∀目前市场上已有 ⁄ 提取试剂盒 这种试剂盒比较

适合新鲜的植物叶和动物肌肉类 ⁄ 的微量提取 由于中

药材的特殊性 ⁄ 有大量降解 有时要根据药材本身的特

点 如植物药材的根茎 动物药材的骨甲 胆囊等 药材的提

取量要有所不同 同时试剂盒的价格也很昂贵 因此实际中

并不太适用 ∀

药材的选择要注意避免霉变 !虫蛀 以防 ⁄ 的污染 ∀

另外 还应注意从中药材提取的 ⁄ 用 Λ 点样电泳 在紫

外灯下检测 有时并不能看见 ⁄ 但并不意味着没有

⁄ 可以继续 °≤ 扩增 将 ⁄ 模板适当增多 只有不能

°≤ 扩增 才能确定没有提到 ⁄ ∀总之 中药材 ⁄ 的

提取 要根据药材种类 !贮存时间 选取合适的提取方法和适

当的样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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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蓣新技术栽培研究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湖北省/金桥工程0项目

颜益志 湖北民族学院中医药研究所 湖北  恩施

摘要 薯蓣为药食两可植物 长期以来沿用传统栽培法 产量低 !成品质地差 !成形不好 ∀现利用现代农业技术 结合薯蓣本身

的植物特征和生长习性进行栽培试验 采用深耕 并使深层变疏松和增加利水层 地浅表层追肥等技术 产生了可喜的成果

其栽培产量经技术部门测定比原传统栽培技术平均提高 千克 亩 最高亩产达 千克 亩 且质地好 !成形好 ∀

关键词 薯蓣 新技术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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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εω τεχηνολογψ οφ πλαντινγ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Τηυνπ

≠ ≠ 2 (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Στυδψ Χεντερ οφ Ηυβει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 Νατιοναλτιεεσ , Ενση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

∏ ∏ ∏ ∏ ∏

∏ ∏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 ¬ √ ∏ ∏

∏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薯蓣 ∆ιοσχορεα οπποσιτα × ∏ 又名山药 为薯蓣科薯

蓣属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 ∀以块茎入药 ∀属药食两用品 入

药可替代中药光条 能补脾肺 益精气 可治脾虚滞泻 !久痢 !

虚痨咳嗽 !遗精 !带下 !小便频数 ∀作食物则可直接煮食 ∀

提取其营养成分可制成各种营养食品或食品添加剂 ∀还可

作为化工医药原料 如薯蓣皂苷元可供合成/可的松0等 ∀近

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物结构的变化 味美且对

人体具保健作用的山药越来越受到更多消费者和商家的青

睐 ∀

1  薯蓣的分布及生长习性

薯蓣主产于河南 !湖南 !江西 !广东 !广西 !湖北等省区

其生长要求温暖气候 ∀在鄂西地区 月发芽出土 由母根供

应养分 在母根养分逐渐减少时发生新根茎 新根茎的须根

主要集中在根与茎连接处 为新生长部分主要营养器官 ∀到

! 月份开花前后新根茎生长最快 地上部分经霜即死 地下

部分不耐冻 ∀如有 个月生长期 根茎即相当肥大 ∀

2  栽培方法

本栽培方法实验点选在海拔 海拔的利川市团堡

镇 ∀试验点 亩 ∀第二年推广面积 余亩 ∀土质介于

黏壤土与砂壤土之间 ∀

2 1  利川市团堡镇的地理及气候特征

该试验点土壤为富含腐殖质的黑油砂或红油砂土 ∀土

层深厚 土质疏松 排水良好 ∗ 气候为亚热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 经纬度为东经 β χ 北纬 β 月平均

气温 ∗ ε 月平均气温 ∗ ε 全年平均气温 ∗

ε ∀活动积温 ∗ ε 生育期 ∗ 年降雨

量 ∗ ∀日照年平均日照时数 以上 无霜

期 ∗ ∀

2 2  选地 !整地及基肥的使用

首先选择有一定的坡度的土地 ∗ β防止积水 在

栽培的前 年进行冬耕 因为薯蓣的生长地冬天的温度都在

零度以下 冬耕极有利于病虫害的防治 ∀ 冬耕的深度在

∗ ∀栽培前将土壤深耕 !细耕 ∀经过在不同土质的土壤

里进行的平行试验发现 稍微黏重的土壤 只要不积水 也能

生长 但产品的成型不太好 且产品粉性较差 产量较低 ∀还

要注意避风 因为薯蓣的地上部分比较发达 而且生长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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