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血 !痰饮 !积聚为病 哮喘逆气 骨蒸痞结 瘫痪痈疽

等疾 灸之立起沉疴 ∀0本世纪 年代才有艾叶煎剂治

疗慢性气管炎或肺结核喘息症状的报道 ∀ 年代用蒸

馏法提取艾叶油 制成胶丸或糖衣片治疗慢性气管炎

或哮喘 ∀虽然在 年代对艾叶油的药理作了一些研

究 但一直未作详细的公开报道 ∀本实验对艾叶油的

药理作用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整理 证明了艾叶油

在支气管扩张 !镇咳和祛痰方面的药理作用 ∀此外 我

们还证明了艾叶油能抑制致敏豚鼠气管 ≥ ∏ 2⁄ 反

应 降低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的豚鼠气管收缩 ⁄

值 抑制大鼠被动皮肤过敏反应以及 2羟色胺引起的

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反应 抑制豚鼠肺组织

释放过敏性慢反应物质 ≥ ≥2 拮抗 ≥ ≥2 对豚鼠回

肠的收缩 待发表资料 ∀ 年代本实验室曾经对艾叶

油中分离的几个主要单体 Α2萜品烯醇≈ !葛缕醇≈ !Β2

丁香烯醇≈ 等进行了平喘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结果表

明它们均有较强的平喘和抗过敏作用 其作用机制与

升高气道平滑肌 °水平和降低 °水平 抑制过

敏介质释放 拮抗过敏介质作用 抑制肥大细胞释放介

质 抑制气管平滑肌细胞 ≤ 内流等有关 ∀艾叶油及

其主要成份均不引起豚鼠离体心脏收缩幅度增大和频

率加快 在离体气管平滑肌试验中 用艾叶油或其主要

成份反复处理 不会产生耐受性反应 ∀由于不通过 Β2

肾上腺素能激动产生支气管平滑肌扩张作用 因此没

有 Β2肾上腺素能激动剂样心率加快及骨骼肌震颤等不

良反应 ∀经长期临床应用 不良反应报道甚少 因此是

一个安全有效的哮喘和慢性气管炎治疗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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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白矾佛手的鉴别

高玉其  何士良 平湖 浙江平湖市药品检验所 平湖 浙江平湖医药总公司

  佛手为常用中药 近年来 由于临床用量逐渐增

大 价格不断上涨 ∀笔者发现从浙江省长兴县药材公

司流入我地的佛手饮片有掺杂现象 ∀经鉴定 系掺入

多量白矾细粉 ∀本文就掺白矾佛手饮片的性状及理化

鉴别要点作如下报道 ∀

1  性  状

形态特征基本同佛手 ∀但手摸之 手指即有滑腻

感 ∀光亮处观察 可见饮片表面有较多具玻璃样光泽

的细针状无色透明晶体 皱折处尤多 放大镜观察 可

见少数晶体长达 ∗ ∀质柔韧 气微香 舌舔之

味极涩 ∀

2  鉴  别

取供试品 剪成 左右的碎粒 置坩锅中 缓

缓炽热至完全炭化 再升高温度至 ε 炽烧 取出

放冷 ∀所得灰分加 ≤ 液 溶解 过滤 滤液作

供试液并分成 份 ∀另取佛手对照品 同法制成对

照液 ∀

2 1  钾盐鉴别试验

取供试液 份 用 试液调至中性 再加

四苯硼钠溶液 滴与醋酸数滴 即有白色沉淀生

成 ∀对照液管需加入 四苯硼钠溶液 滴以上时

才显白色浑浊 ∀

2 2  硫酸盐鉴别试验

取供试液 份 加氯化钡试液 滴 即显白色浑浊

放置片刻后可见白色沉淀 ∀对照液管在加入氯化钡试

液 滴后显黄白色浑浊 久置无沉淀 ∀

2 3  铝盐鉴别试验

取供试液 份 加 溶液 搅拌 离心

沉淀 倾取上清液过滤 滤液用 ≤ 试液调至

酸性 ∀加氨试液数滴即有白色胶状沉淀生成 滴加茜

素磺酸钠指示液数滴 沉淀即显樱红色 ∀对照液管无

胶状沉淀生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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