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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
,

随着科技水平 的不断提高及仪

器分析技术的迅猛发展
,

中药鉴定技术也在不

断发展
。

各种理化方法已成为中药鉴定的重要

手段而发挥作用
。

本文对十年来各种理化方法

在中药材鉴定中的应用作一总的回顾
。

1 色谱法 九十年代初
,

薄层色谱在 中药材

鉴定中的应用极为普遍
。

它是利用 中药成分经

薄层板层析后产生分离及分离后各组分相对位

移值(Rf )的不同而进行鉴定的一种方法
。

由于

方法简便
、

设备易得
,

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
。

据初步的文献检索
,

用薄层色谱法鉴别的中药

材 已超过 500 种
。

近年来
,

更先进的色谱技术

在 中药材鉴定中得到应用
,

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

当属裂解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
。

裂解气相

色谱具有操作简便
、

样品无需化学前处理
、

提

供信息量大等优点
。

该方法将样品放人裂解器

内
,

在一定条件下将样 品加热使之瞬间裂解
,

生成可挥发的小分子物质
,

立即被载气带人气

相色谱系统的分离柱
,

分离后在记录仪上获得

重复特征的裂解气相色谱
。

裂解气相色谱具有

指纹性质
,

可以客观地反映不 同中药材所含化

学成分的差异
,

通过分析对比
,

可准确地鉴别

中药材 真伪〔
’75 一 ‘刻

。

而高效液相 色谱用于 中

药材鉴定具有重现性好
、

流动相选择性广
、

色

谱柱 可 反 复 使 用 等 特 点
,

近 年 来 发 展 很

快〔98
一 ’国

。

特别是 三 维高效液相 色谱法 的应

用
,

更把中药材鉴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

2 光谱法 紫外光谱和红外光谱法作为中药

材鉴定的辅助手段
,

近年来发展较快
。

紫外光

谱法用于中药材鉴别具有快速简便
、

重复性好

等优点
,

特别适用于 中药易混 品种的鉴别
。

该

方法的理论依据是
:
每种 中药都有其特有的成

分
,

经分离提取后
,

在提取物 中不 同种药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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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有成分得到了富集
,

其化学成分的差异变

得明显和突出
,

因此就能显示特征的光谱
。

也

就是说
,

光谱特征的差异能直接反映中药材化

学成分的差异
。

伪 品在外观上以假乱真
,

但化

学成分的组成和含量与正品相差较大
,

在紫外

光谱上 必有 所 反 映
,

据 此 可 鉴 别 中药 材 真

伪〔‘
一

刘
。

如果 中药亲缘 相近而紫外光谱不易

区别
,

可采用导数光谱法进一步提高分辨率
。

红外光谱鉴定中药
,

具有特征性强
、

准确度高

等优点
,

可避免一般鉴定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

性
,

尤其对缺乏外部形态特征的药材及树脂
、

动物胆类药材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

红外光谱鉴

别中药材的关键是要把具有差异的化学成分富

集起来
,

使其表现在红外光谱上
。

所以样品的

前处理十分重要
。

依照溶剂的使用情况
,

它可

分为直接粉末法
、

溶剂提取法
、

分离处理和梯

度萃取法
。

只要化学前处理适当
,

不同药材间

化学成分的差异就一定在其红外光谱上有所反

映
,

从而达到鉴别中药材真伪的 目的〔83
一 ”7〕

。

3 X 射线衍射法 衍射法是研究物质的物相

和晶体结构的主要方法
,

当某一物质进行衍射

分析时
,

该物 质被 x 射线照射而产生不 同程

度的衍射现象
,

物质的组成
、

晶型
、

分子内成

键方式
、

分子的构型等决定该物质产生特有的

衍射图谱
。

如果该物质是一混合物
,

所得衍射

图是各组分衍射效应的叠加
。

中药组成复 杂
,

包括有机和无机物的多相体系
。

由于不同药材

成分各不相同
,

它们的衍射图谱各有特征
,

据

此可用于 中药材真伪的鉴别
。

该技 术具有 简

便
、

快速
,

样 品用量少
,

所得 图谱信息量大
,

便于比较等优点
。

此法可用于某些易混药材的

鉴别
,

特别适用于已破碎甚至成为粉末的药材

的鉴别 (’56
一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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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差示扫描量热法 差示扫描量热法对中药 传信息
,

不同种生物体含有不同的 D NA 序列
。

材进行热谱扫描
,

以热焙值的大小作为定性指 同种生物体既有相同的 D NA 序列
,

保 持同种

标进行鉴别
。

该法具有准确度高
、

精度好等优 生物的遗传性状 ; 又有其多态性
,

使同种生物

点
,

近年来 已陆续有应用报道〔1“
一 ’喇

。

内各个体千差万别
。

由于这种核昔酸序列是相

5 电泳法 不 同的 中药所含蛋 白质的种类
、

对稳 定 的
,

可 以利 用现 代生 物 学 技 术 构 建

数量是不 同的
。

用电泳技术对中药蛋白质进行 D NA 指纹图
,

D NA 指纹 图具有高度 的个体特

分析
,

是近 年来迅速 发展起来 的一种 鉴定方 异性
,

故其在中药材鉴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法
。

一般采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把中药样品 价值〔‘70
一 ‘川

。

限制性 内切酶 片段长度 多态性

所含的蛋白分开
,

染色后可看到不同的蛋 白质 (R H 尸)是最 常用 的指 纹图构建方法
,

但方法

谱带
,

通过分析谱带数 目
、

宽窄
、

位置及染色 费时 费 力
,

应 用 受到 限制
。

随机 扩 增 多 态

深浅等
,

可获得相 当多 的反映样 品差异的信 D NA (R APD )标记
,

可以在特异 D NA 序列 尚不

息
,

从而达到鉴定的 目的〔lo7
一 ’周

。

清楚情况下
,

检测 DN A 多 态性
,

它为 中药材

6 分子生物学方法 近年来 随着分子生物学 鉴定提供 了一种非常可靠的方法
,

具有极好的

技术的不断发展
,

人们认识到核昔酸序列含有
,

应用前景
。

生命有机体构建
、

维持和繁殖生命所必需的遗 理化法在中药材鉴定中的应用列于下表
。

表 一些中药材的理化鉴别

方法 鉴定的中药品种

紫外光谱法 蜂蜜及其掺伪品〔
’〕

、

黄琴与甘肃黄芬图
、

厚朴及其伪品黄祀阁
、

半夏闭
、

溪黄草阁
、

3 种海金

沙阁
、

6 种筱契叶闭
、

肉从蓉与管花 肉从蓉[sJ
、

连翘与金钟花回
、

苏木及其伪品〔‘们
、

鹿茸与鹿
角tll 〕

、

巴戟天及其混淆品〔’2〕
、

肉桂及其混淆品三枉乌药树皮〔‘3〕
、

浙江儿种常见伪品厚朴〔‘
4 〕

、

鹿茸血及鹿血〔’5〕
、

冬葵子和简麻子〔
‘6 〕

、

槐花及混伪品刺槐花〔
‘7 〕

、

青箱子及 6 种混淆品〔
’8〕

、

射
干及混淆品莺尾〔

‘9 〕
、

桔梗及其伪品长柱沙参根〔洲
、

太子参及其伪品宝铎草(zl 〕
、

瓜篓类药
材 〔侧

、

走马胎及其混伪品〔川
、

土获荃及其混伪品〔川
、

虎杖及其伪品博落回根〔25j
、

射干及其混

淆品(白射干
、

川射干
、

扁竹根 )t蒯
、

苍耳子及其伪品偏基苍耳子 L27)
、

河北产红景天属植物LZSJ
、

紫金牛属 5 种药材 〔别
、

肉丛蓉与盐生肉从蓉〔刘
、

棚寄生与扁枝懈寄生山〕
、

姜科 17 种果实类药

材 〔32j
、

蛇床子
、

漪萝子及其伪品毒芹子〔刘
、

皂角刺及其伪品野皂夹刺 〔34j
、

砂仁及其伪

胆结石与牛黄〔36j
、

紫金皮
、

紫荆皮
、

紫薇皮
、

木模皮
、

地枫皮咖〕
、

克氏威灵仙与软灵仙

口
尸日

L男

〔35 〕
、

人
〕
、

白前

及混淆品龙须菜〔列
、

肉桂及桂皮类药材〔划
、

白前及其混淆品老瓜头阳 〕
、

丹参及紫丹参〔侧
、

花

椒及其伪品芫婪果实〔刊
、

桃儿七
、

威灵仙
、

龙胆〔侧
、

苍耳子及其混淆品(东北苍茸
、

刺苍茸 )〔刊
、

芜丝矛与欧葺丝子〔侧
、

黄荃与滇黄答〔刊
、

延胡索与全 叶延胡索〔侧
、

桑 电牢及伪 品〔侧
、

匙羹

藤 L划
、

青果口
」、

拳参类中药
L
划

、

乌菱与东北菱即 J 、

白扁豆与棍淆品金甲豆
L
州

、

王不留行及其两
大种种混淆品阶〕

、

墨早莲及混淆品元宝草〔刘
、

海风藤及伪品山药〔刘
、

地枫皮及混伪品假地枫皮
、

八角树皮t5s 〕
、

乌药〔到
、

瞿粟壳和丽春花果实〔浏
、

鹿仙草{6l 〕
、

海风藤及混淆
大黄属药用植物〔胡

、

冤丝子及其混伪品芸苔子〔叫
、

紫斑牡丹皮与牡丹皮 [65

品地血香〔胡
、

24
〕
、

柿蒂与劣品帽柿

蒂 〔“ 品(鹅绒藤根皮 )C胡
、

桑白皮及伪品刺桑皮〔侧
、

沙苑子及其伪 品〔胡
、

土模
皮与广东土模皮吻〕

、

两面针及伪品恤飞
、

山奈及伪品苦山奈比〕
、

鸭拓草及其混淆品饭包草勿〕
、

五味子及伪品鸡树条果〔侧
、

黄岑
、

木根黄等比〕
、

麦冬
、

短草山麦冬
、

湖北山麦冬饰〕
、

五味子及混

伪品刺玫果〔刊
、

荆芥穗
、

紫荆芥穗恤〕
、

蛇床子及伪品早芹果实咖〕
、

溪黄草及混淆品〔侧
、

冤丝子
及混淆品咖〕

、

侧柏叶
、

柏树叶〔侧

红外光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石膏
、

透明石膏与方解石 [83 〕
、

新疆产 4 种肉从蓉〔叫
、

桔梗与伪品霞草根〔洲
、

不同产地白芍与赤

芍 〔囚
、

南北五味子〔刘
、

不同产地
、

品种当归〔侧
、

人参与西洋参〔州
、

五种贝母药材〔刘
、

鸡内金
、

鸭
内金

、

鹅内金队〕
、

4 种甘草〔叫
、

苍耳子与东北苍耳子〔州
、

葛根及同属植物〔州
、

禹余粮比〕
、

功劳
木及同属植物〔蝴

、

熊胆〔列

葛根及其混乱品种〔蝴
、

桑寄生及其混淆品〔州
、

救必应〔
‘
网

、

毛冬青〔
’
0lj

、

苦丁茶〔
’
侧

、

喜树籽〔
’叫

、

龙胆〔1以〕
、

熊胆 tl仍 〕
、

岗梅〔
’伪〕

电泳法 蛤纷及其伪品〔
‘
o7J

、

酸枣仁尽很淆品积棋子 〔’叫
、

四种维药〔1明
、

乒种水蛙〔
‘1

蚁
、

蝮蛇毒〔
“

叹
、
山药

及混伪品 L‘’Z J 、

海马
、

海龙类 L” 3 J 、

6 种茎藤类药材 L’‘4 J 、

鞭类中药
‘” 。J 、

乌骨鸡
L’‘。」、

紫苏子
L川 , 、

熊
胆〔

‘
闭

、

草劳子及其混淆品〔‘明
、

蔓荆子
、

千金子
、

鸦胆子及女贞子〔’划
、

冤丝子
、

紫苏子和白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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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方法 鉴定的中药品种

子〔
’
川

、

17 种果实种子类药材〔
‘
川

、

小茵香与漪萝子〔
‘
川

、

韭菜子和 葱子〔
’
川

、

蛇床子及其混淆
品〔

’万〕
、

砂仁及其混淆品〔
‘
26)

、

哈士蟆油与蟾蛛输卵管〔’刘
、

蛇毒〔’28J
、

乌梢蛇及其混伪品〔
’
刘

、

20

种贝母药材〔‘划
、

5 种胶类药材(鹿角胶
、

龟板胶
、

海龙胶
、

阿胶和杂皮胶)t
’3 ,〕

、

牛芬子及其混伪
品〔‘32j

,

鹿鞭〔‘川
、

青箱子及三种垠淆品〔
’
州

、

冬虫夏草及其伪品〔
‘周

、

紫河车及握淆品 (猪
、

牛
、

羊

胎盘 )L’划
、

何首乌及 5 种混伪品仁‘列
、

哈蟆油及伪品 L‘38J
、

猪
、

牛
、

羊三种蹄甲L‘39J
、

4 种营蒲和 3

种地丁〔’创
、

4 种蒙药(柳瓜子
、

波簿尽子
、

黄精
、

玉竹 )[
’
州

、

鹿翅与牛鞭〔{钾
、

燕窝及其伪品〔
’
刊

、

黑种草子与 骆驼蓬子
L’
44J

、

当归
L‘
43J

、

补骨脂与 曼陀 罗 子
L‘
刽

、

水蛙
L‘
4IJ

、

半 夏及其混 淆 品 虎

X 射线衍射法

差示扫描量热法

掌〔148 〕
、

车前子及其伪品荆芥子〔】叫
、

杏仁与桃仁〔1刘
、

5 种动物类药材〔151 〕
、

青箱子及其混淆
品〔

‘
52]

、

乌梅及其混杂品〔
‘
53j

、

10 种动物药材〔‘川
、

20 味种子与果实类药材〔‘州

天麻
·

黄柏
、

何首乌
、

巴戟天〔1义〕
、

结石类药材〔15
7〕

、

禹粮石〔
, , 8〕

、

珍珠 (, , 9 〕

乳香
、

没药和白胶香〔1创
、

穗本属药材〔
‘
6lj

、

商陆类药橄〔
‘
胡

、

七种框子〔
‘

叫
、

关黄柏与川黄柏〔
‘
叫

、

女贞子及其握淆品
L‘固

、

阿胶 L‘闻
、

珍珠粉和珍珠层粉 L‘67]
、

唬拍和松香〔’洲
、

索马里乳香和埃塞

俄比亚乳香L’洲

分子生物学方法 溪黄草属植物〔’刘
、

木蓝属生药〔’川
、

蒲公英
、

土公英〔
‘
侧

、

鸡内金〔
1
川

、

苦地胆〔
l
侧

裂解气相色谱法 当归
、

薄荷和丁香〔
’
司

、

ro 种花椒〔‘76 〕: 山药〔’773
、

牡丹皮〔
‘
侧

、

当归
、

姜黄
、

茅苍术
、

小茵香等〔
’
侧

、

菠葵科药用植物[l刻

注 :
此表中未列出薄层色谱法鉴定的中药材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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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

小儿支气管哮喘的中药治疗

广东省妇幼保健 院 (广州 51 00 10) 陈凤媚

支气管哮喘是小儿时期常见的一种呼吸道

慢性疾病
,

临床表现主要有哮喘反复发作
,

日

久不愈
。

随着空气污染的 日益严重
,

小儿支气

管哮喘的发病率有上升的趋势
。

而单用西医治

疗很难根治
,

本人根据 自己的临床经验
,

运用

中医辩证治疗
,

以急则治其标
、

缓则治其本的

原则
,

对 4 6 例小儿支气管哮 喘进行系统的纯

中药治疗及随访
,

疗效确切
。

现总结如下
。

I 急则治其标

}
.

1 小儿哮喘发作的病机要点 小儿脾 胃薄

肠
,

饮食不能自调
,

过食生冷或过饱均可导致

牌失健运
,

水谷 不 能化为精微
,

反而 酿成 痰

浊
,

上贮于肺
,

形成伏痰
。

另一方面小儿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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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赋不足
, ’

肾气不足
,

肾元不 固
,

摄纳失常
,

则气不归元
,

致气逆于肺而为喘
。

加之小儿肺

气薄弱
,

卫外不固
,

气候变化
,

寒温失调
,

均

易感受外邪
,

都可成为哮喘发作的主要 因素
。

外感触动 了伏痰
,

以致痰阻气道
,

失于宣肃
,

肺气上逆而发病
。

由于痰邪久伏
,

一触既发
,

故反复不 已
。

因小儿具有
“

稚 阴未长
”

和
“

六气

之邪
,

皆从火化
”

的生理病理特点
,

故无论外感

寒邪
,

也极易化热
,

因此小儿哮 喘发作期多 为

实证
、

热证多见
。

现代医学认为哮喘是一种气

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

由于气管粘膜上皮组织中

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

上皮纤毛细胞受损
,

坏死

或基底膜免疫蛋 白沉积增厚形成伪层
。

或大量
.

6 0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