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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栀子属植物根和茎形态组织学的比较鉴别

杨雄志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  宁波

摘要 目的  开发与利用栀子属植物药源 研究中药栀子根和茎形态组织学的鉴别特征 ∀方法  对栀子属三种植物的根和茎

药材来源性状 !显微进行了较详细的比较鉴别 ∀结果  通过三者形态组织学的比较 确定了三者鉴别要点 取得了较满意的

结果 ∀结论  栀子属三种植物根和茎形态组织学的特征可作其药材鉴别的科学依据 ∀

关键词 栀子 根 茎 形态组织学 比较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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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ΕΨ Ω ΟΡ ∆ Σ: Γαρδενια ≤ ∏ √

  栀子为茜草科常绿植物 全国分布较广 是一味常用中

药 其最常用的药用部位是果实 ∀在中医临床应用中 具有

清热 !泻火 凉血之功效 能治疗热病黄疸 !失眠 !淋病 !消渴 !

出血等病证 ∀栀子的根 !叶 !花还有解毒 !祛风 !清肺 !利尿等

其他功效 ≈ ∀据报道 栀子属的种类及变种等多达 个

其中水栀子 Γαρδενια ϕασµ ινοιδεσ • ÷ 2

多作化工食品等着色剂 但水栀子中含栀子苷高于栀子

倍多 其利胆和抗炎作用比栀子更显著 ≈ ∗ ∀重瓣栀子 又

名白蟾 Γ. ϕασµ ινοιδεσ∞ √ φορτυνιανα 多为

盆景或观赏植物 虽不结果 但资源很丰富 ≈ ∀ 年版

5中国药典 6作为正品入药的栀子仅有栀子 Γαρδενια ϕασµ ι2

νοιδεσ Ελλισ.一种 ∀又据民间和临床报道 栀子根可用于治疗

急性传染性肝炎 效果显著 ≈ ∀而我国现有乙肝病毒 ∂

感染数目和现状均不容乐观 国内暂无特效药 ∀为了充分发

挥栀子根治疗急性传染性肝炎的特点 又能更好地充分利用

与开发栀子 如水栀子 !重瓣栀子 的宝贵资源 首先对栀子

属三种植物的根和茎的化学成分作了预试和薄层色谱分析

其结果说明均含有栀子有效成分栀子苷 ∀因此 进一步对此

三种植物的根和茎作了较全面的形态组织学比较鉴别 为其

药材鉴别及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1  来源鉴别

1 1  实验材料

本实验材料采于江西中医学院药用植物园 经鉴定为茜

草科 ∏ 植物栀子 Γαρδενια ϕασµ ινοιδεσ∞ !重瓣栀

子 Γ. ϕασµ ινοιδεσ ∞ √ φορτυνιανα 及水栀子

Γ. ϕασµ ινοιδεσ • ÷
≈ 的根和茎 ∀由

江西中医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曹岚讲师鉴定 ∀

1 2  植物形态

1 2 1  栀子 常绿灌木 高达 ∀叶对生或三叶轮生 有短

柄 革质 椭圆状倒卵形至倒阔披针形 上面光亮 下面脉腋

内簇生柔毛 托叶鞘状 膜质 ∀花大色白 气芳香 单生枝顶

花部数常 ∗ 数 萼筒呈倒圆锥形 有翅状直棱 雄蕊与花

冠裂片同数 子房 室 胚珠多数 生于 ∗ 个侧膜胎座上 ∀

果肉质 外果皮略革质 熟时黄色 有翅状直棱 ∗ 条 种子

多数 花期 ∗ 月 果期 ∗ 月 ∀

1 2 2  重瓣栀子 主要不同点为叶脉明显 叶常略皱不平

坦 雄蕊退化成花瓣 无果 ∀

1 2 3  水栀子 主要不同点为果大 长圆形 长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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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高 ∀

2  性状鉴别

2 1  根的鉴别

2 1 1  栀子根 呈圆锥形或圆柱形 略弯曲 有分枝 长短不

等 直径 ∗ ∀表面灰黄色或棕黄色 有细长纵皱纹

及圆点状支根痕 ∀外皮易脱落 呈不规则形 ∀质柔韧 不易

折断 ∀断面不平坦 黄白色 纤维性强 微香 味苦 ∀

2 1 2  重瓣栀子和水栀子的根较大 外皮一般不脱落 其他

与栀子根的性状基本相似 ∀

2 2  茎的鉴别

2 2 1 栀子茎 呈圆柱形 直径 ∗ 常二叉分枝 表面

灰黑色 节间较明显 有残存叶柄痕或支根痕及膜质托叶鞘 ∀较

易折断 断面不平坦 纤维性较强 黄绿色 气清香 味苦 ∀

2 2 2  重瓣栀子和水栀子的茎较粗 多呈黑绿色 纤维性较

弱 其它与栀子茎的性状基本相似 ∀由于三者根和茎的性状

区别不十分显著 特对三者进行了显微鉴别 ∀

3  显微鉴别

3 1  横切面

3 1 1  栀子根 木栓层由 列细胞组成 略有脱落 细胞壁

较薄 ∀皮层细胞大小不一 类圆形或类方形 草酸钙方晶 !柱

晶 !簇晶存在于薄壁细胞中或散在 ∀中柱鞘外侧有不规则的

石细胞环带 由 ∗ 列细胞组成 细胞类圆形 !类方形或长

圆形 ∀韧皮部较窄 细胞排列紧密 韧皮射线不明显 ∀形成

层不明显 ∀木质部宽广 约占 由导管 !纤维和薄壁细胞

组成 导管多角形 大小不一 略呈径向排列 木射线明显 由

∗ 列薄壁细胞组成 ∀见图 ∀

3 1 2  重瓣栀子根和水栀子根的横切面显微鉴别见表 和

图 ≤ ⁄∀

图 1  三种栀子属植物根横切面 ≅

Φιγ . 1  ≤ ∏ √ ≅

木栓层  皮层  草酸钙柱晶  2≤ 石细胞群  2 ⁄草酸钙簇晶  草酸钙方晶  石细胞环  韧皮部  木射线  导管  

木薄壁细胞  木纤维

 ¬ ∏ ∏  ⁄ ∏ ∏ ¬ 2≤  ∏ ∏

¬    ¬  ∏  2 ¬  2¬

∞ ≤ ∞ √ ∏ ⁄

• ÷

表 1  三种栀子根横切面鉴别比较

Ταβ 1  × √ √

品名 栀子根 重瓣栀子根 水栀子根

相

同

点

≠木栓细胞 列 细胞排列紧密 细胞壁薄 栓内层有裂隙 细胞大小不一 呈类圆形 !类椭圆形或类方形 草酸钙方晶 !柱晶存在于

薄壁细胞中或散在 ≈韧皮部较窄 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韧皮射线不明显 …形成层不甚明显 木质部宽广 放射状 由导管 !纤维

和薄壁细胞组成 导管略呈径向排列 木射线由 ∗ 列薄壁细胞组成 ∀

不

同

点

≠皮层有草酸钙方晶 !柱晶或草酸

钙簇晶 裂隙较少 ∀

中柱鞘外侧有 ∗ 列石细胞排

列成明显的石细胞环 ∀

≠皮层极为发达 裂隙大而多 内无草

酸钙簇晶 但有散在的石细胞群 ∀

中柱鞘外侧有 ∗ 列石细胞排列成

断续的石细胞环 ∀

≠皮层细胞中有草酸钙柱晶或草酸钙簇晶 裂隙少 ∀

中柱鞘外侧有 ∗ 列石细胞排列成石细胞环 ∀

≈木质部下 段处 纤维明显增加 纤维束 ∗

列排成明显环状 ∀

3 1 3  栀子茎 取植株上部茎做横切片 可见木栓层由 列

细胞组成 几不脱落 细胞排列紧密 壁薄 ∀栓内层薄壁细胞

内有草酸钙方晶和柱晶 ∀皮层较窄 细胞大小不一 类圆形

或类椭圆形 草酸钙方晶 !柱晶 !簇晶存在于薄壁细胞中或散

在 ∀皮层与韧皮部之间有不规则的石细胞环带 由 ∗ 列

细胞组成 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韧皮部较窄 细胞排列紧

密 韧皮射线不明显 ∀形成层不太明显 ∀木质部宽广 约占

呈放射状 由导管 !纤维和薄壁细胞组成 导管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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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不一 略呈径向排列 木射线明显 由 ∗ 列薄壁细胞组

成 ∀髓部较小 ∀见图 ! ∀

3 1 4  重瓣栀子茎和水栀子茎横切面的显微鉴别见表 和

图 ≤ !⁄∀

图 2  三种栀子属植物茎横切面 ≅

Φιγ . 2  ≤ ∏ √ ≅

木栓层  草酸钙簇晶  草酸钙柱晶  草酸钙方晶  皮层  2 ⁄石细胞环或 2≤石细胞  韧皮部  导管  木纤维  

木薄壁细胞  木射线  髓  草酸钙簇晶

 ¬ ∏ ∏  ∏ ∏ ¬  ∏ ∏ ¬  ⁄

≤   ∏  ¬  2 ¬  ¬   2 ∏

∏ ¬

∞ ≤ ∞ √ ∏ ⁄

• ÷

表 2  三种栀子茎横切面鉴别比较

Ταβ 2  × √ √

品名 栀子茎 重瓣栀子茎 水栀子茎

相
同
点

≠木栓细胞 列 排列紧密 皮层裂隙多 有大量草酸钙方晶和簇晶 ≈ 韧皮部较窄 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韧皮射线不明显 …形

成层不甚明显 木质部放射状 导管略呈径向排列或呈径向排列 木射线由 ∗ 列薄壁细胞组成 ∀

不

同

点

≠皮层窄 薄壁细胞有的含有棕黄色块状物 ∀

中柱鞘外侧皮层可见 ∗ 列石细胞组成

不规则的石细胞环带 ∀

≈木质部发达 约占 多由导管 !纤维及薄

壁细胞组成 ∀

…髓较小 不含草酸钙簇晶 ∀

≠皮层较宽 ∀

近中柱鞘外侧皮层石细胞散在 ∀

≈木部窄 由导管 !纤维组成 木质部束

仅由 ∗ 列导管及纤维组成 ∀

…髓部宽广 约占 细胞较大 少有

草酸钙簇晶 ∀

≠皮层宽 ∀

石细胞环带由 ∗ 列细胞组成 ∀

≈木部宽 约占 由导管及纤维组成 ∀

…髓部较宽 约占 薄壁细胞内含有

较多草酸钙簇晶 ∀

 

3 2  粉末

3 2 1  栀子根 粉末棕黄色 ∀ ≠ 石细胞及含晶石细胞类圆

形 !类方形或类圆锥形 直径 ∗ Λ 细胞壁厚薄不一 含

晶石细胞胞腔内草酸钙方晶直径约 Λ ∀ 薄壁细胞内草

酸钙方晶直径 ∗ Λ 草酸钙簇晶直径 ∗ Λ 草酸

钙柱晶直径约 Λ ∀ ≈ 薄壁细胞链珠状 ∀ …网纹导管直径

∗ Λ ∀ 木纤维直径 ∗ Λ 长 ∗ Λ 斜向

镶嵌状排列 ∀见图 ∀

3 2 2  重瓣栀子根和水栀子根粉末的显微鉴别见表 ∀

3 2 3  栀子茎 粉末黄绿色 ∀ ≠ 石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直

径 ∗ Λ 壁多厚 含晶石细胞类圆形或类方形 直径约

Λ 壁厚 胞腔内草酸钙方晶约 Λ ∀ 薄壁细胞内草酸

钙方晶 !柱晶直径 ∗ Λ 草酸钙簇晶直径 ∗ Λ ∀

≈薄壁细胞中有众多棕黄色块状物 ∀ …螺纹导管直径约

Λ ∀ 木纤维直径 ∗ Λ 长 ∗ Λ 斜向镶嵌

状排列 ∀其粉末特征见图 ∀

3 2 4  重瓣栀子茎和水栀子茎粉末显微鉴别比较见表 ∀

4  讨论

4 1  通过对栀子属三种植物根的形态组织学比较鉴别 三

者主要鉴别点是栀子根的外皮多巳脱落 重瓣栀子和水栀子

根的外皮一般不脱落 ∀三者直径 ∗ 大小相似 显

微鉴别中 栀子皮层中石细胞的排列成环数只有 ∗ 列 而

重瓣栀子和水栀子根皮层中石细胞的排列成环数高达 列

水栀子根的木质部下 段处 纤维明显增加 纤维束 ∗

列排成明显环状 粉末鉴定可见栀子根的薄壁细胞呈链珠

状 木栓细胞少见是因为其外皮多已脱落 ∀而后两者木栓细

胞多见是因外皮一般不脱落 ∀另外 后两者的木质部发达

木纤维较多 以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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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都表明含有效成分栀子苷 可为其药材鉴材别及开发利

用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见图 ∀

图 5  三种栀子属植物的根和茎的薄层层析图

Φιγ 5  × × ≤ 2 2

√

栀子根  栀子茎  重瓣栀子根  栀子苷  重瓣栀子茎  

水栀子根  水栀子茎

2  2  2  2

 2  ≥ ∏ 2  

≥ ∏ 2

4 4  三种栀子属植物的根和茎在性状 !特别在显微均存在

明显差异 可根据药材根木栓层的脱落情况 !石细胞环带的

列数 木质部的发达和纤维束是否排成明显环状程度 粉末

中薄壁细胞是否呈明显链珠状等特征来区分三者 茎的粗

细 皮层宽窄及石细胞散在或成环带 !木部和髓部宽窄程度

髓部草酸钙簇晶的有无或多少及晶鞘纤维的存在与否等特

征可用来区分三者 ∀从而为三种栀子属植物根和茎药材质

量标准的规范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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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工艺研究

钱叶 吕不望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工艺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进行优选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多糖含量 ∀结果  粉

碎度 !提取次数和加水量因素对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有显著性影响 ∀结论  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为将药材粉

碎至粗粉 加水 倍量 提取 次 每次 ∀

关键词 石斛 正交试验 石斛多糖 紫外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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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2

  石斛为兰科植物环草石斛 !马鞭石斛 !黄草石斛 !铁皮石 斛或金钗石斛的新鲜或干燥茎 为一常用补阴药 具有益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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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