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3  紫外吸收光谱图

实验样品 丹参对照药材

3  小  结

3 1  经过以上几方面的生药学鉴定 证明此丹参伪品为菊

科植物牛蒡的根 其外观虽仿造得与丹参饮片酷似 但其原

植物来源不同 性味功效迥异 不能混淆使用 ∀

3 2  应用显微特征 薄层色谱及紫外吸收光谱等方法 能客

观准确地把伪品与正品加以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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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黄与一种伪品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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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黄为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 × ∏ !东方香

蒲 × ° 或同属植物的干燥花粉 ∀始载于5神

农本草经6列为上品 ∀具有止血 !化瘀 !通淋的功效 ∀适用于

吐血 !衄血 !咯血 !崩漏 !外伤出血 经闭痛经 脘腹刺痛 跌扑

肿痛 血淋涩痛等症 ∀蒲黄为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收载

品种 系常用中药 ∀笔者最近在抽样检查中发现一批与蒲黄

性状非常相似的品种 经过仔细观察并进行一系列的理化鉴

别 确定为伪品 现将检验过程介绍如下 ∀

1  性状比较

蒲黄为黄色粉末 ∀体轻 放水中则飘浮水面 ∀手捻有滑

腻感 易附着手指上 ∀气微 味淡 ∀

伪品为鲜黄色粉末 ∀体轻 放水中飘浮水面 ∀手捻滑腻

感较强 易附着手指上 ∀气微 味特异有沙粒感 ∀

2  理化鉴别

2 1  取蒲黄及伪品各 . 加乙醇 温浸 滤过 ∀取滤各

加镁粉少量与盐酸 滴 结果蒲黄溶液渐显樱红色 ∀伪

品溶液不显色 ∀

2 2  取蒲黄及伪品各 . 温浸 滤过 ∀取滤液 加三氯

化铁试液 滴 结果蒲黄溶液显淡绿棕色 ∀伪品溶液不显

色 ∀

3  显微鉴别

蒲黄粉末黄色 ∀花粉粒类圆形或椭圆形 表面有网状雕

纹 具一萌发孔 不甚明显 ∀另具花粉襄内壁细胞 表面观略

呈条状 细胞界限不明显 有不规则螺状纹理 ∀

伪品粉末鲜黄色 ∀无花粉类 纤维成束或单个散在 壁

厚 两端常断裂成分枝状 ∀具较多无色透明的不规则块状结

晶物 ∀

4  薄层色谱比较

取蒲黄与伪品粉末各 分别加甲醇 冷浸 滤

过 滤液供点样用 ∀吸附剂 硅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 铺板

ε 活化半小时 ∀展开剂 乙酸乙酯2丙酮2水 Β Β ∀

点样量 样品各 Λ ∀展距 ∀紫外光灯 下观

察 ∀结果蒲黄呈现 个淡黄色荧光斑点 伪品呈现 个亮橙

黄色荧光斑点 ∀结果见图 ∀

图 1  蒲黄与伪品的 × ≤图

蒲黄 伪品

5  小结与讨论

5 1  应用性状比较 理化鉴别 显微鉴别及薄层色谱比较能

将蒲黄的主要特性与伪品加以区别 ∀

5 2  伪品性状虽与蒲黄相似 但蒲黄主含花粉 而本次发现

的伪品显微鉴别未见花粉粒 可作蒲黄的主要鉴别依据 ∀但

此伪品究竟是何物 有待进一步鉴定 ∀

5 3  蒲黄为中药临床常用品种 以前只发现用草蒲黄代替

蒲黄药用 以次充好 ∀出现伪品尚属首次 本文为真伪鉴别

提供了依据 可确保蒲黄的临床疗效 望能引起同行们的注

意 ∀

收稿日期

## ≤ ° ƒ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