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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XREDEREMAREP bARESZHME, CHRARBKSARBADE 
末 对 人 畜 均 比 较 安 全 ,在 施用 中 不 会 发 生 严重 的 中 毒 事故 ; 它 与 现行 的 化 学 农药 相 比 , 实 
有 无 可 比拟 的 优点 。 如 喷洒 在 作物 上 容易 分 解 ,能 避免 留 有 残 毒 的 危险 ,适宜 于 果蔬 类 食 
用 作物 。 此 外 ,不 少 植物 杀 末 剂 还 有 刺激 生长 的 作用 ,有 利于 作物 产量 的 增加 。 我 国 野生 
植物 资源 丰富 ,对 其 进行 研究 开发 与 应 用 ,对 减轻 环境 污染 和 促进 农业 丰产 都 具有 重大 
的 意义 。 作 者 在 负责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项 目的 国内 沙漠 植物 杀 虫 剂 研究 课题 期 间 , 对 杀 
束 植 物 进 行 了 广泛 深入 的 研究 , 现 将 其 整理 成 书 。 

本 书记 载 了 杀 虫 植物 101 种 ,每 种 杀 虫 植物 包括 :中 文 名 植物 学 名 、 别 名 、 植 物 形 态 、 
分 布 与 生境 、 药 用 部 位 、 药 材 形状 、 显 微 鉴别 、 理 化 分 析 、 化 学 成 分 .采集 加 工 、 配 制 方法 与 
防治 对 象 。 每 种 植物 均 附 有 参考 文献 。 所 有 植物 都 有 插图 , 书 中 还 编 有 拉丁 学 名 索引 ,中 

文 名 、 拉 丁 学 名 对 照 及 拉丁 学 名 、 中 文 名 对 照 。 本 书 内 容 翔 实 、 丰 富 ,是 一 部 实用 性 强 的 工 

具 书 。 
本 书 可 供 农 药 生 产 ,应 用 ,检验 ,教学 ,科研 单位 以 及 广大 农业 寺 物 保护 工作 人 员 使 

用 ,也 可 供 农业 院 校 师 生 和 广大 农业 生产 者 参考 。 

客观 地 说 ,该 书 之 成 果 , 实 为 众多 科学 家 所 创 ,作者 只 不 过 是 结合 自己 的 工作 实践 和 

经 验 体会 ,将 这 些 成 果 作 了 较为 系统 的 叙述 。“ 我 们 从 他 人 的 花丛 中 采集 一 束 ,而 连结 花 

束 的 线 都 是 我 们 自己 的 。 "虽然 书 中 浸 融 了 作者 不 少 思考 和 心血 ,但 不 有 要 和 失误 之 处 在 所 
难免 ,还 望 读者 和 各 方面 的 专家 学 者 批评 匡 正 ,以 期 再 版 时 修订 ,使 其 日 径 完善 。 

在 成 书 过 程 中 ,承蒙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给 分 院 图 书馆 李 仲 光 研 究 员 、 张 爱 军 | 丁 凡 | 等 同志 
惠子 资料 ,并 得 到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给 生态 与 地 理 研 究 所 沈 观 晃 研 究 员 、 阿 布 都 克 里 木 萨 依 提 
高 级 工程 师 的 指点 以 及 新 疆 科 技 卫 生出 版 社 ( 改 )、 中 国 科学 院 新 疆 化 学 研究 所 图 书 资料 
室 的 关心 和 支持 ,在 此 ,向 他 们 表示 由 衷 的 谢意 。 

本 书 较 多 引用 了 有 关 文 献 和 书刊 的 部 分 内 容 , 在 这 里 说 向 文献 和 书刊 作者 致 以 真 信 
的 谢 忱 。 

1999 年 1 月 



本 

——) 

a5 
2 a 

四 

多 

‘ a 

f 和 “al 
' ci aA 

jee ata 
iy, T= 3 Va 
. 

ne 

aa 

HUOABVARMAARGS pA hd he o> x RRsat Be Rene Pt ae 

2: seme 人 (MEKY MEERA pee: : 
k2 RHE RS MAGA HBL AM, WSDL 二 
eT EH Oe Sweat re, AACE RE WO ta 
AY PARADE: write aia, Padi We 

$a nie PRE RVR Ht He aR, rere V2 pena 

| | BOR KAN, re 
UR MAK, BI, RPM, RAS EE A + 101 abe 
an x sie e: 人 ee, WAI sae eal 

SPOR TARAS TH, Be CRAM pe 

biased en tee Ament OERSY, TH 
i 

- ‘, 

ee Phe HE A mee: + % *, ith aa 4 
Sh eel 5 2 tek 3 ho 

 aehew 5 (euapres et Tre at RSE ghee: : 

SRR; leit +rs db Dh.e A Patt Baia s&s Tt? 

a's dh HA Se eh, ah OA te Fi That +R" ee 

a K Ra A WS TE eahvcih 1 ee eB $a 
Sear FHA RA et RR Boe RR EAS HR 
chs amne AAR ieee. ph gly ae 

ai isha st Si AE Pees 中 NP) 5 50 A Ph ’ 

ee Se ee ee 

, A i ss ts Var = , it ~~ . 
— a 4 a pT tt oh SE or Fe FP fn3) jm (a SOQ Co (ee 

fi 



Preface 

Using plants to kill insect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ntrolling 

the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pest in the agriculture cultures. Its advan- 

tages are; most of the insect-killing plants are comparitively safe to the hu- 

man and domestic animals, there will not be serious poisoning accidents 

when applied, so, when compares with the chemical pesticides, it really 

possesses the advantages that other pesticides cannot match,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be very adequate to apply to the vegetables and fruits these 

edible cultures; besides, not a few of the insect-killing plants possesse the 

functions that can stimulate the plant growth, this can benefit the increas- 

ing the yield of culture. The wild plant resources of our country are very 

rich, so,to carry on a systematic scientific research, exploitation and ap- 

plication on them, may decrease the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pro- 

mote the agricultural bamper-harvest, all have the important meanings. 

The author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in researching this subject of domestic 

desertic insect-killing plants dose which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tific Funds item, during this researching period, the author spent a 

wide and profound studies on the insect-killing plants, now , the research- 

ing results are putting into publication. 

In this book, a 101 sort of insect-killing plants are recorded, each 

sort of insect-killing plant is managed with its chinese name, botanic 

name, author’s name, plant morphology, distribution and babitat, posi- 

tion of applying the medicine, shape of medicine, microscopic determina- 

tion, physical-chemical analysis,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method of 



eae TO OS SS SS = 

making-up and also the object of controlling. There attached also the refer- 

ence literature to each plant, All the plants have their figures and com- 

piled with chinese names and it’s corresponding Latin plant names and the 

reference books. 

This is a book that has the full and accurate contents, it’s really an 

instrumental book . 

This book can be applied to those agricultural medicine production 

inspectio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and numerous agricultural 

plant-protectors, an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 

gricultural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vas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orkers .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results of this book are created by numer- 

ous scientists, the author only does the works of his own working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and made up a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all these results, 

although there immersed a lot of considerations , and hea:t-blood of the au- 

thor in this book, but he thinks there may still exists some faults or mis- 

takes that might had not been able to avoid, therefore, the author sincerely 

hopes the readers, experts and scholars give their critiques for the correc- 

tion of the future editions, and improve this book be more perfect. ,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the author had received helps of 

enormous materials from professor Li zhong-guang and comrades Zhang I- 

jun, from th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njiang 

branch, and also under the help and direction from professor Shen guan- 

mian and senior engineer Abdu-Kerim-Sayiti of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 

gy and Geography; besides, there are also the concerns and supports that 

come from Xingjiang Science-Technology and Hygiene Publishing House, 

Xingjiang Institute of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office, here,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sincere thankful- 

ness . 

There are many partial contents that are adopted from related litera- 

tures, periodicals, therefore,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also his pro- 

found and honest thankfulness to those author of literatures and periodi- 

cals. 

the author, professor, 

Jiang Chu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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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F AARP Oleaceae 植物 女 贞 子 Ligustrum lucidum Ait. 。 

别名 An See ea AK, se RA BPR 

MAA BATA, IA 10m, 树 干 单 直 或 二 三 干 同 出 ,基部 呈 灌 木 状 , 梳 条 斜 展 成 

广 卵 形 的 树冠 ; 树 皮 灰色 ,光滑 不 裂 开 。 叶 对 生 , 革 质 , 卵 形 长方形、 椭圆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基部 圆 形 或 广 枢 形 ,顶端 长 尖 , 全 缘 , 无 毛 , 上 面 深 绿色 ,有 光泽 ,下 面 淡 绿色 , 具 深 缘 细 

圆 点 ;叶柄 上 面 有 槽 ,无 毛 。 圆 锥 花序 项 生 ,有 时 无 总 柄 ,花序 及 花 均 无 毛 , 最 下 的 区 如 寻 

党 的 叶 , 第 二 对 苞 较 小 , 披 针 形 ,小 区 三 角形 或 卵 状 长 方形 ; 花 柄 短 或 几 无 柄 ; 花 苯 钟 形 , 浅 

4 裂 ,裂片 半圆 形 ; 花 冠 白 色 , 简 部 与 苯 等 长 ,裂片 4, 长 方形 ,顶端 尖 , 略 长 于 简 ; 雄 蕊 3 枚 ， 

生 于 简 口 ,花丝 与 花冠 裂片 等 长 ,花粉 讲 丁 字 状 着 生 。 椭 圆 形 , 子 房 上 位 ,球形 ,2 室 , 每 室 

含 2 胚珠 ,柱头 2 裂 。 浆 果 长 圆 形 或 倒卵形 ,顶端 圆 ,乌黑 色 , 具 1 种子 。 花 期 夏季 。 

(图 1) 

人 aS a 

0 3 

yy bc Bsa", ss 

Soe ES: 
DA 

图 1 Ligustrum lucidum Ait.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河北 河南 山西 山东 ` 江 苏 ̀ 浙 江 、 安 徽 、. 江 西 、 福 建 、 台 湾 、 湖 

北湖 南 广 东 \ 广 西 、 陕 西 ̀  甘 肃 . 云 南 、 贵 州 . 四 川 等 省 区 。 生 于 温暖 潮湿 的 地 区 或 山坡 向 
PAL, AA BE Beak HH BESS 

药 用 部 位 ”果实 ( 女 贞 子 )。 



药材 性 状 ” 多 数 果实 呈 椭 圆 形 或 肾 形 ,长 径 4~ gmm, 短 径 2.5 ~ 4mm。 表 面 黑 紫色 或 

棕 黑 色 , 皱 缩 不 平 , 基 部 有 果 梗 痕 或 具 宿 苯 及 短 醒 。 外 果皮 薄 , 中 果皮 稍 厚 而 松软 ,内 果皮 

木质 , 显 黄 棕 色 ,表面 有 数 个 纵 棱 。 横 切面 子 房 2 室 , 每 室 有 种 子 1 枚 , 另 一 常 不 发 育 。 种 

子 椭圆 形 ,一 侧扁 平 或 微 变 曲 。 商 品 中 尚 有 少数 果实 每 室 具 两 个 种 子 ,其 果实 呈 宽 椭圆 

形 , 不 弯 , 长 径 7~ 10mm, 短 径 5 ~ 6mm, 表 面 皱 缩 较 少 ,种 子 呈 椭圆 形 ,两 种 结合 面 略 平 。 

气 微 , 叶 微 酸 涩 。 以 粒 大 饱满 \ 色 黑 紫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果 实 横 切 面 外 果皮 为 一 列 细胞 ,外 壁 及 侧 壁 加 厚 ,其 内 常 含油 滴 。 中 果皮 

为 12 ~ 25 列 薄 壁 细胞 ,内 果皮 处 有 7 ~ 12 个 维 管束 散在 。 种 皮 最 外 为 一 列 切 向 延长 的 表 

皮 细胞 ,长 68 ~ 108pm, 径 向 60 ~ 80um, 常 含油 滴 。 向 内 为 薄 壁 细胞 ,棕色 ,胚乳 较 厚 ,内 有 

FAT.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本 品 粉末 约 0.5g, 加 乙醇 Sml, RIES TP UE. RRS, SRAM PR 

于 , 滴 加 三 氯 化 匀 氯 仿 饱 和 溶液 RF BRE. (SAR RZ) ae 

(2) 取 本 品 粉 末 2g, 加 乙醇 20ml, 温 浸 半 小 时 后 过 滤 , 取 滤 液 2ml, BAAN FAS 

醇 , 残 酒 加 无 水 硫酸 钠 1~2 粒 ,直接 加 热 ,产生 气泡 及 丙 烦 醛 的 白色 气体 ,有 刺激 性 特 臭 。 

(检查 油脂 类 化 合 物 ) 

2. 东 层 层 析 法 

(1) 女 贞 子 皂 了 起 元 薄 层 层 析 。 样 品 制 备 : 取 样品 粉末 Seg, Hl 7% TARA CBE - 7K (1:3) 

溶液 50ml ,加 热 回 流 2 小 时 , 放 冷 后 ,用 氯仿 提取 三 次 (50ml、25ml、 25ml)。 和 毛 仿 液 以 水 振 

摇 洗 涤 后 ,用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 滤 过 。 和 氧 仿 液 蒸 干 ,以 甲醇 inl 溶解 ,吸取 10J 点 样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鸟 ) , 湿 法 铺 板 , 于 LOST 1 小时。 展开 剂 :氯仿 - 乙醚 (1:1), 展 距 

18cm。 显 色 剂 :硫酸 -水 (1:1) 喷 雾 ,于 OS CHIE FE 

(2) 女 贞 子 总 脂 酸 甲 酯 薄 层 层 析 。 样 品 制备 :取样 品 粉末 100g,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石 

油 醚 提出 总 油 。 取 油 2g 依 常 法 用 0.5M KOH 乙醇 液 80ml 皂 化 后 ,得 总 脂肪 酸 。 用 290k 
硫酸 - 甲醇 溶液 (1:5)30ml 回流 2 小 时 ,进行 甲 基 化 ,得 总 脂肪 酸 甲 酯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 

硅胶 G( 青 岛 )10% 硝 酸 银 (3:10) , 湿 法 铺 板 ,于 LOS CHAE 1 小时。 展开 剂 : 葵 , 展 距 18cm。 

显 色 剂 :0.2% 的 2,7 二 和 氯 荧光 素 乙 醇 液 喷 后 在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观察 , 显 4 个 黄色 斑 

点 。 由 下 而 上 分 别 与 亚麻 酸 、 亚 油 酸 、 油 酸 \ 棕 榈 酸 的 甲 酯 斑点 一 致 。 

化 学 成 分 “果实 含 臭 蚂蚁 醛 了 下 、 女 贞 子 起 (Nuzhenide) . 7+ BR K ( Oleuropein) .4 - 羟 

ZE — B - ACHE - B- D — BAH (4 - Hydroxy -B- phenylethyl -8B-D-=-glucoside)、 齐 墩 果 

酸 a- 甘 露 醇 及 脂肪 酸 。 果 皮 含 齐 墩 果 酸 (Oleanolic acid) . Z BEELER MR | BE FR RR ( Ursolic 

acid) 。 种 子 含 脂肪 油 14.9% , 油 中 棕榈 酸 与 硬 脂 酸 为 19.5% , 油 酸 、 亚 油 酸 等 为 80.5% 。 

本 文 作者 层 析 结 果 表 明 ,油脂 肪 酸 以 亚 油 酸 为 主 ,其 次 为 亚麻 酸 、 油 酸 及 棕榈 酸 。 未 见 有 

硬 脂 酸 。 



CHs 

Oleanonic acid Ursolic acid 

采集 加 工 “” 栽培 品 种 或 野生 品种 都 在 冬季 摘 取 成 熟 果 实 FPA VE a 

Jali.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1g 女 贞 子 ,Sml 水 , 冷 浸 72 小 时 , 杀 虫 效果 48.3% 。 

2.1g 女 贞 子 ,3ml 水 , 热 煮 15 分 钟 , 杀 虫 效 果 对 菜 青 虫 10% , 棉 蚜 33.3% © 
3. 原 粉 对 菜 蚜 杀 虫 效果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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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蛙 光 

FH3t 8 Compositae 植物 千里 光 Senecio scandens Buch. et Ham. 。 

AZ ”九里 明 , 九 领先 ,一 扫 光 ,九里 香 ,九里 光 , 九 龙 光 , 千 里 及 ,黄花 草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 生 草本 ,长 2 ~ Sm。 根 状 荃 粗壮 圆柱 形 awe, FESR 

根 及 少量 须根 。 葵 圆柱 形 细 长 ,曲折 稍 呈 "之 "字形 上 升 , 上 部 多 分 枝 , 有 毛 Jae. 

椭圆 状 三 角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7~ 10cm, 宽 3.5 ~ 4.5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橡 形 至 截 形 , 边 

缘 具 不 规则 缺 刻 状 齿 ,或 呈 微 波状 或 近乎 全 缘 , 有 时 稍 有 深 裂 ,两面 均 有 细软 毛 。 秋 季 开 

花 , 头 状 花 序 生 于 枝 端 ,成 圆锥 状 伞 房 花 从 。 总 苞 片 1 层 ,基部 有 小 苞 片 1 层 ,总 苞 片 披 针 

Fae AE , 花 黄色 , 边 花 舌 状 ,长 约 9mm, 宽 约 2mm, 先 端 3 HB; 中央 花 管状 ,长 约 

6.5mm, 先 端 5 裂 。 瘦 果 圆 简 形 ,长 约 3mm, 有 细毛 , 冠 毛 长 约 7mm, 白 色 。( 图 2)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四 川 ̀  江 西 \ 广 西 广 东海 南 \ 云南 等 省 区 。 生 于 河滩 、 林 边 灌 

AA. BRA BROS a EF IB]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显 微 鉴别 ”本 品 粉 末 淡 棕 褐色 ,花粉 粒 球形 ,直径 22 ~ 29um, HMA HI, KA 3um, A 

3 个 萌发 孔 。 冠 毛 多 碎 断 ,边缘 细胞 先端 突出 成 刺 状 。 纤 维 成 束 , 壁 厚 , 木 化 。 木 薄 壁 细 

胞 类 长 方形 , 壁 稍 厚 , 纹 孔 明显 。 非 腺 毛 多 细胞 , 常 断 裂 , 直径 10 ~ 50um, 于 叶片 上 较 多 

见 。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初 步 分 析 : 含 黄酮 化 合 物 . 酚 性 物质 ̀  有 机 酸 及 靶 质 0.36% 。 花 含 毛 
Big & ( Flavoxanthin ,CdoHs503 ) 及 菊 黄 素 (Chrysanthemaxanthin, CoHs503 ) 。 

H; CHs3 

Hs CH CH CH HG<cB 
¢ fetaieca ctampeerpcetins 

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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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enecio scandens Buch. et Ham. 

采集 加 工 ” 夏 秋季 枝叶 茂盛 \ 花 将 开放 时 采 收 , 割 取 地 上 部 分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FH ike, SEDI Ske 过 滤 ,滤液 喷雾 施用 ,防治 蚜虫 。 

2. 在 有 蛆 的 姜 中 按 20 色 的 用 量 加 入 其 浸 液 ,4 天 内 杀 虫 率 达 91% ~ 100% 。 

3. 将 的 碎 的 植物 , 按 5D IMMA MARS OKA 12 ~ 24 小 时 平均 杀 虫 率 

达 100% 。 

SX 

C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423 

(2) 广州 市 药检 所 .农村 中 草药 制剂 技术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1,235 



(3) EBA BBR . 九里 明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药学 学 报 1980, 15(8) :503 
[4] Valadon L R G, Mummery R S. Carotenoids of certain compositae flowers. Phytochem- 

istry , 1967 ,6(7) :983 ~ 988 



+ # 

+HIFF 32 FI} Chenopodiaceae tH 4Y +3]7*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 

ANZ FS RE Ae , 洋 蚂 蚁 草 。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或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达 lm。 茎 直立 ,多 分 枝 , 有 校 , 无 毛 或 有 腺 毛 , 揉 

之 有 强烈 的 气味 。 单 叶 互生 , 具 短 柄 ;叶片 长 圆 形 至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长 3~ 16cm, 宽 0.5 ~ 

Sem, 先 端 渐 尖 或 钝 ,基部 微 下 延 , 下 部 叶 稍 大 ,上 部 的 叶 较 小 ,边缘 有 不 规则 的 钝 齿 或 呈 

WORE ,靠近 顶部 的 叶 全 缘 并 变 为 条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下 面 密 被 黄色 腺 点 , 沿 脉 疏 生 柔 毛 。 

夏 、 秋 之 间 开 绿色 小 花 , 穗 状 花 序 腋生 ,分 枝 或 不 分 枝 , 常 3 ~ 5 洒 得 生 于 苞 腋 内 , 少 为 单 

生 ; 苞 片 叶 状 , 长 于 花束 ,花束 细小 ,两 性 或 雌性 ; 花 被 5 裂 ,裂片 三 角 状 卵 形 ;雄蕊 5 个 ; 胞 

果 膜 质 , 扁 球形 , 包 藏 于 花 被 内 。 种 子 细小 , 红 棕 色 .光亮 。( 图 3) 

图 3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分 布 与 生境 ”本 植物 产 于 墨西哥 .南美 。 生 于 村 落 附近 旷 地 或 荒芜 地 上 。 我 国 已 有 
栽植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及 果实 。 

药材 性 状 RLS S MRE , 绿 黄 色 或 棕色 ,直径 约 1.5mm, 外 被 一 薄 层 赛 状 而 

具 腺 毛 的 宿 昔 。 瘦 果 棕 黑色 或 红 黑 色 , 有 光泽 。 有 具 强 烈 而 特殊 的 香气 , 味 辣 而 微 兰 。 
显 微 鉴 别 ” 粉 未 显 灰 绿色 至 黑 灰 色 ,主要 特征 有 下 列 数 点 : 

外 腺 头 长 大 ; 单 细 胞 ,长 110 ~ 140pm, 宽 约 至 64um, A 3 ~ 4 个 细小 扁 方 形 细 胞 组 

成 ,连接 于 腺 头 的 一 端 , 有 时 略微 弯曲 。@@ 果 皮 碎 片 红 棕色 至 黑 棕色 ,细胞 多 角形 方形 或 

不 规则 形 , 壁 稍 厚 , 略 带 波 状 , 木 化 。 思 和 宿 苯 的 表皮 细胞 波形 , 含 众多 草酸 钙 砂 唱 , 并 偶 具 

flo SAA, ANA LABOR AAA. 

叶 的 粉末 中 , 除 有 上 述 腺 毛 及 砂 唱 细胞 外 , 尚 有 众多 非 腺 毛 , 大 多 由 5 细胞 组 成 ,顶端 

细胞 长 而 钝 圆 。 

化 学 成 分 “ 土 研 芥 果实 中 含 挥发 油 约 2%。 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驱 是 素 (Ascaridole, Cio 
His0; ,含量 60% ~ 70% ) , 余 为 对 异 丙 基 甲 葵 ( 聚 散 花 烃 ,Cymene, 约 25% )\a- ik — fi (a - 

Teminene) 1 - 42 (Limonene) .d — #2 Abi 3K Ha] & — TCHS ( Ascridol glycol,CioHis0?) 等 。 

全 草 含 挥发 油 0.4% ~ 1% URERE MK, ARDY. 

SK ol Fe AS ed Os Hs at AOD ,在 常 气压 下 加 热 或 与 酸 处 理 易 致 爆炸 ,与 水 共 煮 ， 

则 逐渐 分 解 , 故 于 蒸 馅 时 须 愈 快 愈 佳 。 

"Hs Hs 
CH3 

CH(CHs)2 

os Hs CH HC CH 

Ascaridole Cymene a— Terpinene 

采集 加 工 wR AMAR HT ABR Pui AA. thal RR 

带 花 . 果 实 的 叶枝 作 莹 取 挥 发 油 之 用 ( 茎 、. 叶 也 含有 少量 挥发 油 )。 本 植物 的 有 效 成 分 挥发 

油分 布 在 苯 片 及 茎 叶 上 的 腺 毛 内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攻 芥 全 草 及 果实 均 可 杀 虫 , 尤 以 新 鲜 植 株 效果 为 好 ,可 防治 卫 

生 害 虫 。 常 用 的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RHF KX 1lkg, 切 碎 加 水 16kg, 煎 者 2~ 3 次 ,将 粘 汁 者 出 ,煮沸 后 每 千克 原液 

加 6kg 水 ,对 棉 蚜虫 效果 较 好 。 

2. LHF XD ke 加 12kg 水 ,再 加 樟脑 0.1kg, 制 成 原液 40kg, 喷 酒 ,防治 棉 蚜 , 杀 

虫 率 为 80% 。 

3. 土 荆 芥 叶 子 1 份 加 5 倍 水 前 者 ,对 豆 蚜 、 玉 米 小 夜 蛾 杀 虫 率 为 30% 。 

SMX 

C1) 南京 药学 院 药材 学 教研 组 .药材 学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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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 Soc, 1972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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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sioides. Khim Prir Soedin, 1972(3) :395 



LES 

LES AAFt Liliaceae HW +7 Smilax glabra Roxb. . 

NA SEHR , 冷 饭团 As, we, BES, eR, wae. 

wma ZEB WEAK AH MP RAKMAD RAWKYRA, BHR 

生 , 具 柄 , 鞘 达 柄 中 部 ,有 二 卷 须 ( 变 态 的 托 叶 ) , RASTA IN 0 ; AT A I HR BI, KK 5 ~ 

1$cm, 宽 1 ~ gcm, 先 端 尖 ,基部 槐 形 或 圆 形 , 全 缘 , Ets 3 条 ,表面 深 绿 色 ,背面 被 白 

粉 。 伞 形 花 序 单 生 于 叶腋 ; 花 单 性 ,雌雄 异 株 , 花 小 ,白色 ; 花 被 裂片 6 枚 ,排列 2 轮 ;雄花 

FLEES 6 枚 ,花丝 较 花 药 短 ; 雌花 具 退 化 雄蕊 3 ~6 枚 ,柱头 3 反 曲 ,浆果 球形 , 熟 时 红 紫 

色 。 花 期 7~ 8 月 , 果 期 9~ 10 月 。( 图 4) 

图 4 Smilax glabra Roxb. 

分 布 与 生境 ”生长 于 湖南 ` 湖 北 BL SAR AE LAS | 

等 省 区 。 

“Rami RA. 
药材 性 状 ” 呈 不 规则 块 状 ,多 分 枝 , 有 节 节 状 的 隆起 物 。 一 般 长 7 ~ 12cm, 直径 



2 ~5em, RM aR eA, AE, bm RAR EE ADT, Wr ee, Abe, 

多 呈 淡 黄 棕色 ,有 粉 性 。 气 微 , 味 甘 淡 。 
显 微 鉴 别 “” 根 葵 的 横 切 面 鉴别 点 :@ 最 外 为 3~4 列 胞 壁 较 厚 而 木 化 的 细胞 。@ 皮 层 

部 散 有 粘液 细胞 ,内 含 草 酸 钙 针 晶 束 。@ 中 柱 薄 壁 细胞 均 呈 径 向 延长 , 维 管束 为 有 限 外 孝 
型 ;在 毛皮 部 外 侧 , 常 有 厚 壁 性 木 化 细胞 存在 。 四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淀粉 粒 , 单 粒 呈 圆 球形 

或 乳 钵 形 ,直径 13 ~ 3Spm, 脐 点 呈 裂 颖 状 \ 点 状 , 层 纹 不 明显 , 稀 有 2~4 粒 复合 的 复 粒 。 

理化 分 析 
1 .泡沫 反应 
取 生 药粉 末 lg, 加 水 10ml, 在 60Y 水 浴 上 加 热 10 分 钟 ,过 滤 , 取 滤液 2ml, 置 具 塞 试管 

中 ,用力 振 摇 1 分 钟 ,产生 蜂窝 状 泡沫 ,放置 10 分 钟 ,泡沫 不 明显 减少 。 

2. 颜 色 反 应 

取 上 述 滤 液 2ml Bik FPF, HG BAT 0.Sml, 溶 解 残 酒 后 ,再 沿 管 壁 加 入 浓 
HSO4 ,在 两 液 界面 呈现 紫红 色 环 。 

3. 薄 层 层 析 法 

取 生 药粉 末 5$g, 加 乙醇 S0ml, 于 水 浴 中 回流 1 小 时 , 放 冷 .过 滤 ,滤液 回收 乙醇 。 残 酒 

加 2M HSO4 溶液 20ml 回流 水 解 3 小 时 , 放 冷 ,用 氯仿 提取 两 次 (每 次 20ml) ,合并 毛 仿 液 ， 
用 少量 水 洗 后 , 蒸 去 氯仿 , 残 酒 加 少量 已 烷 溶解 ,点 于 用 7.5%AgN03 水 溶液 调制 的 硅胶 G 

Web, WA - 乙酸 乙 酯 (9:1) 展 开 , 喷 5% 磷 钼 酸 乙 醇 溶液 ,110% 烘 5 分 钟 。 
4. 薄 层 比 色 法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准确 称 取 20mg HG BA CA ia F 10ml 容量 瓶 中 ,以 CHCl - MeOH 

(1:1) 溶 解 并 稀释 至 刻度 ,分 别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10.15.20.25.30 风 标准 品 溶 液 于 具 塞 试 

管 中 , 挥 干 ,各 加 入 0.1lml 5% 香 草 醛 冰 醋 酸 溶液 ,0.2ml 高 氯 酸 ,在 70% 保 温 30 分 钟 , 再 加 

UK BAAR 4.7ml, 摇 匀 ,在 540nm 波长 ,以 试剂 空白 为 对 照 测量 吸收 度 ,以 吸收 度 对 替 告 皂 不 

THEA ,绘制 标准 曲线 。( 测 定 替 告 皂 武 元 ) 
样品 测定 : 称 取 生 药 2g, 置 三 角 瓶 中 ,加 入 10% HSO4 溶液 30ml ,在 电热 板 上 保持 微 

沸 , 水 解 2 小 时 , 放 冷 后 过 滤 , 滤 渣 用 水 洗 至 中 性 ,干燥 后 ,水 解 物 移 至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CHC] 回流 提取 至 完全 ,浓缩 提取 液 ,并 转移 于 10ml 容量 瓶 中 ,用 CHC) 稀释 到 刻度 。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一 定 体积 氯仿 提取 液 点 于 硅胶 G YE, LA CHCl, - Me0H(95:5) 展 开 , 挥 

二 溶剂 ,在 100% 烘 箱 放置 10 ~ 15 分 钟 , 取 出 , 喷 5% 香 草 醛 冰 醋 酸 浴 液 - 高 毛 酸 (1:0.2) 

He , 划 出 替 告 皂 武 元 斑点 ,并 刮 人 具 塞 离心 管 中 , 加 入 5% 香 草 醛 冰 醋 酸 溶液 0.lml, 后 

按 标 准 曲 线 法 操作 ,在 离心 机 离心 (2 000 rpm) 10 ~ 15 分 钟 ,小 心 吸取 上 清 液 ,以 空白 硅胶 

同样 处 理 作 对 照 , 测 得 吸收 度 ,由 标准 曲线 算出 含量 。( 测 定 替 告 皂 不 元 ) 
5. 气 相 层 析 法 

将 生 药 提取 物 与 Sa- 胆 和 省 烷 ( 作 内 标 ) 乙 酰 化 后 溶 于 乙醚 , 取 适 量 注 入 涂 有 3%OV - 
101 的 硅烷 化 Chromosorb 多 柱 上 ,在 250% 操 作 , 或 在 涂 有 3%SE - 30 的 Gas - Chrom Q 柱 
上 ,程序 升温 240 ~ 310°C ,每 分 钟 30Y , 氮气 为 载 气 , 氢 火焰 离子 化 检定 器 进行 检测 。 

6.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er Fb A cS A AU AEE FAR J, FE Lichrosorb RP8(10um) 柱 (250mm x 

1] 



4mm)_k., PAZ AR — 2K (4:1) FES ZH AB , FEE 3. Oml/min( 120 气压 ) 进 行 分 离 ,此 法 亦 可 用 于 

SH BRIA Me. INA ESMFZEA Durapak OPN/Porasil 的 玻璃 柱 (500mm x 2.5mm) _E jill 

we, VAD ARM - 正 庚 烷 (15:88V/V) 作 流动 相 ,流速 lm/min, 氢 火焰 离子 化 检定 器 ,内 标 

为 脱氧 表 雄 省 酮 。( 测 定 蔡 告 皂 武 元 ) 

Fk? SLRS ADI. HABA HK BiB WI (Diosgenin) Fo 2 

成 元 (Tigogenin) 水 解 产 生 , HE HS LIT (Smilagenin) 5 & BE HEE AB. SEE 

本 Reo 

m.203°C m.205 ~ 206°C m. 183 ~ 184°C 
Diosgenin Tigogenin Smilagenin 

采集 加 工 ” 秋 未 冬 初 时 挖 取 块 荃 VIVA ,REMRERE , OF ; eT Bae 
片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土 茯 稚 全 株 切 碎 ,的 烂 0.5kg, 加 水 10kg 者 成 药 液 7.5kg, 直 接 

喷洒 或 加 水 1.5kg 者 成 原液 0.75kg,0.5kg 原液 加 水 3kg, 稀 释 搅 匀 喷 酒 ,防治 蚜虫 , 杀 虫 率 
AI 10% « 

参考 文 南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药 志 (第 二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82,233 

(2) 徐 礼 俊 等 . 皂 不 元 分 析 方 法 的 研究 .化 学 学 报 ,1977,35:239 

(3)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药 志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1,1:36 



A FSF Liliaceae H149 Kix Allium sativum L. 。 

别名 ”蒜头 \ 戎 。 

BMRA ZEBRA SHAR MRA. MAmMA LL MRL, 3 ~ 6cm, 由 

6 ~ 1074 PRR) RE 2 A, SILI BIR ZT FS E.R , BEAR , ra EK 

状 披 针 形 , 灰 绿色 ,长 可 达 50cm, F% 2 ~ 2.5em, EMMBR, CZAW, RK, B55 -~ 

100cm, 圆 柱状 , 苞 片 1 ~ 3, 膜 质 , 浅 绿色 ; 伞 形 花序 , 花 小 ,多 数 稠密 , 花 间 常 杂 有 淡 红 色 珠 

芽 , 直 径 4~ Smm, 花 梗 细 长 ; 花 被 6, 粉 红色 ,椭圆 状 披 针 形 ;雄蕊 6, 白 色 ,花丝 基部 扩大 ， 

合生 ,内 轮 花 丝 两 侧 有 丝 状 伸 长 齿 ; 子 房 上 位 , 淡 绿 白色 ,长 圆 状 卵 形 ;雌蕊 1,3 心 皮 3 室 。 

藉 果 。 种 子 黑 色 。 花 期 5S~7 月 , 果 期 9~10 月 。( 图 5) 

图 $ Allium sativum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鳞茎 (大 蒜头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呈 类 球形 ,多 由 6 ~ 10 个 肉质 鳞茎 抱 合 而 成 ,直径 3 ~ 6cm, 外 被 苍白 

色 或 淡 紫 红色 的 膜 质 鳞 皮 。 顶 端 略 尖 ,中 间 有 残留 花草 ARAL MAUR RA wes 

Pe gy = OB DBF ,外 皮膜 质 。 一 端 略 尖 ,一端 弓 状 隆起 ,除去 外 衣 , 内 白色 ,肉质 。 气 特异 ,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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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辣 。 
化 学 成 分 ”大蒜 鳞 共 中 含有 大 蒜 氨 酸 (Alliin) , 系 一 种 含 硫 氨 基 酸 ,无 挥发 性 ,无 臭 无 

状 味 。 在 捣 碎 大 荡 鳞茎 时 ,大蒜 氢 酸 经 细胞 中 存在 的 大 菠 酶 (Allinase) 的 作用 ,分 解 产生 

Kirk (Allicin) 。 

Kinks 
Bis Behe ts PE- COOH 

H»C=CH: CH - SS: CH CH=CH2 Pere a NH2 

Alliin 

b . 100°/48mm 

CH2= CH — CH2- 

Allyl disulfide +CH -CO-COOH+ NH; 
CH=CH- CH2- 

(Diallyl disulfide ) Alicia 

CH. = CH- CH:= SO 
| 一 CH=CH-CH-S-S-CH-CH=CH， 

CH=CH-CH:-S 

KER 二 丙烯 基 二 硫化 物 

HOH 

H- CH:-S- 
HO- CH Hy, pie 

HC- OH 
=O 

H 

(CHa )2 COO .1/2C. 

HC-— NH2 

R-C=0 

Kem RA R= wht 

Kir PRAA RFE AEN TCE RA , aR UT Ot BER RUSE, VEN E 

在 一 般 蒸 馅 条 件 下 , 即 可 分 解 生成 具 蒜 臭 的 二 丙烯 基 二 硫化 物 (Diallyl disulfide) 及 其 类 似 

物 ,其 通 式 为 CH - S, - CHi(n= 1,2,3,4)。 自 大 蒋 挥 发 油 中 分 得 的 二 丙烯 基 三 硫化 物 
(大 球 新 素 ) 属 此 类 化 合 物 ,前 曾 定 为 二 丙烯 基 硫 代 磺 酸 酯 , 具 较 强 的 抗菌 作用 。 

Kare AS PR RIK , RA Kee ALB.C.D.EMF. KP IK EP AWM ARS 
定 。 

Kasi & y-L- GAME - S- 丙烯 琉 基 - 工 - 半 胱 氨 酸 (y - L- Glutamyl - S - al- 
lylmercapto - 工 - cysteine) 与 S - 丙烯 琉 基 - 工 - 半 胱 氨 酸 (S - Allylmercapto - 工 - cysteine) , 

BAKA 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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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S DH FF AMR ( Cyodoalliin) , S — 甲 基 半 胱 氨 酸 硫 氧 化 物 (S - Methyl cyst - 

eine sulfoxide) Al S — A623 - L- -E REA PR(( - )S— Propenyl - L - cysteine), HimARA 

致 泪 作 用 。 

此 外 ,大蒜 中 分 得 的 大 蒜 硫 起 Al(Scordinin Al ) ,由 丙烯 基 硫 果糖 酮 酸 (Allylth ofructur- 

onic acid) 与 蒜 肽 (Scomin) 组 成 ,后 者 的 化 学 结构 未 定 。 大 蒜 硫 了 下 A、B 已 被 提取 。 

采集 加 工 ” 春 、 夏 季 采 收 , 扎 把 ,悬挂 通风 处 ,阴干 备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蒜 对 棉 蚜 蚜虫 . 野 蚕 、 金 花 虫 及 马铃薯 腐烂 病 , 小 麦 锈病 、 棉 

角 斑 病 、 稻 热 病 等 病虫害 均 有 防治 效果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Kas 3 ~ Ske, HREM 100kg 水 , 浸 取 ,过 滤 ,对 害虫 均 有 杀 死 效果 。 

2. Kase Ike 的 碎 加 10kg 7K , 浸 取 , 压 滤 AA ,将 氯气 通信 滤液 约 15 分 钟 ,得 蒜 毛 剂 ， 

加 10 倍 水 暑 洒 ,每 公顷 用 量 1 500 ~ 1 800 千克 ,可 防治 稻 热 病 ,对 桑 螨 野 乔 、 金 花 虫 等 害 

虫 有 效率 为 80% 以 上 。 

3. Kaw lkg 榨 汁 加 水 过 滤 ,将 樟脑 0.2kg 加 入 滤液 搅 匀 后 兑 水 喷洒 防治 蚜虫 杀 虫 率 

为 85% 。 

4. Kis lkg, 捣 碎 加 20kg 水 , 浸 取 24 小 时 ,过 滤 去 洼 ,滤液 可 对 棉花 角 斑 病 、 棉 花 立 枯 

病 、 棉 痰 瘦 病 及 棉 角 斑 病 防治 率 为 100% ,对 稻 热 病 为 95% 。 

5. Kags 2kg 加 水 Ike 的 烂 ,得 原 汁 1.6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5 ~ 6 千克 ,喷洒 可 治 棉 蚜 ， 

杀 虫 100% ,对 马铃薯 腐 烂 病 ,小 麦 锈 病 , 棉 角 斑 病 防治 效果 100%. 

6. Aas lkg 的 烂 后 加 水 10kg, 过 滤 后 喷洒 ,可 防治 蚜虫 。 

7. 去 皮 蒜 头 3kg, 捣 成 糊 状 , 放 在 100kg 水 中 浸 半 小 时 ,防治 稻 热 病 。 
8. Kaw lke 榨取 汁液 0.5kg,1kg 蒜 加 樟脑 0.19kg 搅 匀 后 兑 水 4kg 喷洒 ,防治 蚜虫 杀 虫 

率 达 100% 。 

参考 文献 

(1) 上 海 第 二 制药 厂 .大 东 有 效 化 学 成 分 的 研究 .中 草药 通讯 ,1976(10) :8 ~ 12 

(2) 沙 世 炎 , 徐 礼 麻 等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分 析 法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 
19 ~ 21 

(3) 即 江 , 张 光 远 .大 和 东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中 草药 ,1981,12(1):4~6 
(4) Schultz 0 E, Mohrmann H L. Analysis of constituents of garlic, Allium sativum, [] , Gas 

chromatography of garlic oil. Pharmazie, 1965 ,20(7) :441 ~ 447 

(5) Baldrati G, Cagna D, Gannone L. Garlic oil. Ind Conserve, 1970 ,45(2) : 125 ~ 130 



小 槐 人 花 

小 槐 花 “ 豆 科 Leguminosae 植物 小 槐 花 Desmodium caudatum(Thbg. )DC.。 

别名 山 蚂 蝗 , 拿 身 草 , 草 鞋 板 , 味 噶 草 , 草 带 旧 。 

植物 形态 ”灌木 ,高 30 ~ 100 ~ 200cm; 老 枝 表 面具 疣 状 凸 起 , 嫩 枝 有 纵 棱 。3 出 复 叶 

互生 , 顶 生 小 叶 阅 披 针 形 ,长 ~ 9em, 宽 1.5 ~ 4cm, 顶 端 渐 尖 或 急 尖 ,基部 槐 形 ,全 缘 , 上 面 

LEMMAS, 下面 被 稀 朴 白色 短 柔 毛 ,叶脉 尤 密 ; 侧 生 小 叶 长 2.5 ~ 5em, HA lem 或 更 

宽 ; 叶 柄 长 2 ~ 3em, 托 叶 披 针 形 ,长 5 ~ 10mm, 小 叶柄 长 Imm 左右 ,小 托 叶 针 形 ,长 2-~ 
3mm。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或 腋生 ; 花 葛 钟 状 , 苯 齿 5 裂 , 上 方 2 个 齿 较 短 , 下 方 3 个 齿 较 长 , 裂 

齿 披 针 形 ;花冠 蝶 形 , 绿 白 色 而 略 带 淡 紫 色 ,长 7 ~ gmm, 旗 瓣 矩 圆 形 ,先端 钝 ; 辟 为 狭小 ,长 

ONG ,龙骨 办 有 爪 ;雄蕊 10、2 体 , 基 着 药 椭圆 形 ; 雄蕊 1, 子 房 密生 绢 毛 。 莱 果 长 5 ~ gcm， 

稍 弯曲 ,表面 密生 钧 状 短 毛 ; 荚 节 4~6, 节 间 紧 缩 ,每 节 具 椭圆 形 种 子 1 枚 。 花 期 7~9 月 ， 

果 期 8~ 10 月 。( 图 6) 

16 Desmodium caudatum(Thbg.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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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WH ML RABE we AR BR aa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印 度 SH. SRW A ADA. EP UU RRP 

药 用 部 位 叶 \ 根 种 子 。 

药材 性 状 ” 果 实 圆柱 形 、 略 扇 \ 弯曲 作 灸 刀 状 ,长 4~ 12cm, 直 径 0.5 ~ 1.2cm。 表 面 紫 

棕色 或 紫 黑色 ,被 灰白 色 晴 质 粉 霜 , 控 去 后 有 光泽 ,并 有 细小 竟 状 突起 及 线 状 或 网 状 裂纹 ， 

顶端 有 鸟 噬 状 花纹 残 基 , 基部 具 果 梗 痕 。 质 硬 脆 ,上 断面 棕 黄 色 ,外 果皮 半 质 ,中 果皮 纤维 

性 ,内 果皮 粉 性 ,中 间 玻 松 ,有 灰 绿色 或 淡 棕 黄色 丝 状 物 。 纵 向 训 开 可 见 整齐 的 上 四 窝 , 偶 有 

发 育 不 全 的 种 子 。 气 微 ` 有 刺激 性 , 味 微 若 . 辛 ,粉末 有 催 呈 性 。 

显 微 鉴别 ” 根 ( 直 径 约 7mm) 的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有 6 ~ 10 余 列 扁平 的 木 栓 细胞 ,有 的 部 

分 脱落 。 皮 层 有 3 ~ 5 列 薄 壁 细 胞 ,细胞 内 含有 棕 黄 色 的 分 记 物 ,并 含 少量 草酸 钙 棱 唱 。 

PRA RE ,有 少数 分 刻 细 胞 ,内 含 棕 黄色 的 树脂 状 物质 , 韧 皮 部 由 韧 皮 纤 维 束 , 韧 皮 

薄 壁 细胞 及 筛 管 群 等 间隔 排列 ,并 有 分 刻 细 胞 散 生 ,内 含 棕 黄色 树脂 状 物 质 , 初 生 韦 皮 部 

Ai ZAREK AFR, HARSH, SWRPA AR Sh eA. Bm 

层 明 显 , 木 质 部 发 达 , 木 射线 1~ 5$ 列 ,细胞 径 向 延长 ;导管 形 大 ,直径 62 ~ 78pm, 常 单个 或 

2 ~ 3 个 成 束 , 内 有 棕 黄 色 树 脂 状 物质 ,周围 有 时 有 管 胞 ;有 木 纤 维 束 , 木 薄 壁 细 胞 。 

粉末 : 灰 棕 色 ,淀粉 粒 呈 圆 形 或 类 圆 形 ,直径 4 ~ 12pm; 纤 维 较 多 , 韦 皮 纤维 成 束 或 散 

离 , 细 长 , 壁 甚 厚 , 微 木 化 ,直径 6 ~ 14jpm; 木 纤维 成 束 或 散 离 , 细 长 , 壁 厚 , 木 化 ,直径 4 ~ 

10pm。 树 脂 块 黄色 或 棕 黄 色 , 甚 多 ,大 小 不 一 。 草 酸 钙 棱 晶 ,直径 12 ~ 27pm, 

导管 短 节 状 , 主 为 具 缘 纹 孔 ,网 纹 较 少 , 木 化 ,直径 87 ~ 104jm。 管 胞 具 缘 纹 孔 。 两 端 

狭 尖 木 化 ,直径 约 17pm。 木 薄 壁 细胞 具 纹 孔 ,长 方形 或 类 方形 , 木 化 。 

理化 分 析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醇 10ml, 置 水 浴 上 回流 30 分 钟 , 滤 过 ,滤液 供 下 述 试 

验 : 

(1) 取 部 分 滤液 , 蒸 干 ,用 稀 盐酸 溶解 , 滤 过 ,滤液 分 别 置 三 个 试管 中 ,一 管 加 碘 化 示 钾 

DRA AERA ELE. SUE BRAK, REA EE. — PIB 

试 液 数 滴 ,发 生 橘 红色 沉淀 。 

(2) 取 滤液 Iml, 加 盐酸 数 滴 及 镁 粉 少量 ,溶液 显 樱 红 色 。 

化 学 成 分 “根茎 、 叶 含 生物 碱 ,含量 比例 为 20:5:1。 叶 含 当 药 素 (Swertisin) 等 黄酮 起 
及 刀 豆 氮 酸 (Canavanine) 等 氨基 酸 。 

Se Oe 

NH NF2 

Canavanine 

Swertisin 



采集 加 工 花期 7~9 月 , 果 期 8~ 10 月 , 根 冬季 采 控 ,干燥 或 鲜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小 槐 花 种 子 晒 干 ,研制 成 细 粉 ,1kg 加 陶土 Skg, 喷 施 ,防治 稻 量 ,效果 60%. 

2. 小 槐 花 叶 lkg, 的 烂 ,加 水 Ske AY, ,喷洒 ,防治 蚜虫 。 

参考 文献 

C1) 广州 市 药检 所 .农村 中 草药 制剂 技术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1,247 
[2] Aritomi M, Kawasaki T.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wertisin from the leaves of Desmod- 

ium caudatum. Chem Pharm Bull( Tokyo) , 1968, 16(9) :1 842 ~ 1 843 



RB BR 

BR HF Coriariaceae 植物 马 桑 Coriaria sinica Maxim. 。 

WS DRS KOR FE, RR SR ADR, BIL, ABIL, ORK, BR 

果 , 黑 虎 大 王 RRA, SRA. 
植物 形态 ”灌木 ,高 至 6m。 叶 对 生 ,椭圆 形 或 广 椭圆 形 , 长 3~ 7cm, 宽 2 ~3.5cm, 微 

尖 头 , 圆 脚 , 基 脉 三 出 ,表面 鲜 绿 色 ,两 面 均 无 毛 。 总 状 花 序 , 侧 生 于 上 年 枝 上 ,长 4~ 6cm， 

基 脚 不 带 叶 ,或 仅 有 叶 一 二 片 。 花 小 , 苯 片 5 枚 , 复 瓦 状 排列 ;花冠 5 办 ,和 稍 带 绿色 或 红色 ， 

花瓣 较 坦 片 为 小 ,但 于 花 后 增 大 变 成 肉质 , 包 被 果实 ;雄蕊 10 枚 ,花丝 短 ; 子 房 上 位 , 心 皮 

个 ,分 离 , 每 心 皮 内 有 倒 生 胚珠 1 粒 , 花 柱 分 离 , 丝 状 ,被 有 乳头 状 突起 。 瘦 果 5 个, 外包 

肉质 花 鸭 , 熟 时 花 被 由 红色 转 为 紫 黑色 ,有 甜 味 但 有 毒 ,不 可 食 。 花 期 4~5 月 。( 图 7) 

图 7 Coriaria sinica Maxim.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华北 华中 \ 西 北 及 西南 等 地 区 。 

药 用 部 位 MRR, 
理化 分 析 ”经 水 煮 ,乙醇 溶液 .石油 醚 脱脂 ,氯仿 提取 和 聚 酰胺 柱 层 分 离 得 白色 混合 

结晶 ,经 硅胶 柱 层 析 ,用 葵 - 酝 酸 乙 酯 (9:1) 洗 脱 得 到 甲 和 乙 两 种 单 体 ,经 鉴定 ,确定 结晶 

甲 是 羟基 马 桑 毒 素 (Tutin) ( 工 ) ,结晶 乙 是 马 桑 亭 (Coriatin)( I)。 其 他 成 分 未 获得 单 体 ， 
有 待 进一步 研究 。 



落 层 光 密 度 法 测定 马 桑 中 有 关 成 分 。 

1. 马 桑子 中 马 桑 内 酯 的 测定 

精密 称 取 马 桑子 粉 (40 目 )2g, 置 50ml 圆 底 烧 瓶 中 ,加 乙醇 1Sml 及 沸石 数 粒 , 称 重 ,于 

沸水 浴 ( 或 8$% 水 浴 ) 加 热 回流 提取 1 小时, 放 冷 后 称 重 ,补足 乙醇 损失 量 ,迅速 过 滤 。 取 
滤液 10ml 蒸 干 ,残渣 溶 于 2ml 无 水 乙醇 ,加 聚 酰胺 (90 目 )0.4g HEM HAMA, MARR 

胺 柱 (60 目 , 按 常规 湿 法 装 柱 170mm x 12mm) 上 ,以 30% 乙醇 洗 脱 , 弃 去 最 初 洗 脱 液 约 
10ml ,继续 收集 洗 脱 液 约 45ml( 取 该 液 2 ~ 3ml, 水 浴 上 蒸 干 ,加 氢 碘 酸 2~ 3 滴 , 加 热 至 干 并 
除去 过 量 氢 碘 酸 , 放 冷 , 残 酒 用 无 水 乙醇 2 滴 溶 解 ,加 饱和 氧 氧化 钾 溶 液 2 滴 应 不 显 紫红 

色 ) 减 压 蒸 干 , 残 酒 加 甲醇 Iml 溶解 ,吸取 此 液 Onl 及 标准 溶液 2 局 ( 含 羟 基 马 桑 毒素 、 马 桑 

毒素 、 马 桑 亭 各 45g) 点 在 同一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环 已 烷 - 乙酸 乙 酯 (1:1) 展 开 12cm, 挥 去 

溶剂 ,于 80% 加 热 15 分 钟 ,使 残留 溶剂 挥 尽 , 放 冷 , 喷 3% 香 草 醛 试剂 (香草 醛 3g, 加 95% 

乙醇 100ml, 临 用 时 每 10ml 逐 滴 加 入 硫酸 0.4ml) 立 即 于 80% 加 热 15 分 钟 , 取 出 放置 5 分 

钟 , 俊 黄 色 背 景 消退 , 马 桑 内 酯 呈 鲜 明 蓝 绿色 (Rf 值 : 马 桑 毒素 为 0.73 ,羟基 马 桑 毒 素 为 
0.56, 马 桑 亭 为 0.29, 另 有 一 新 的 内 酯 为 0.38) 。 用 薄 层 扫描 仪 测定 ,反射 法 锯齿 扫描 ,) 

为 620nm, 和 , 为 730nm, 狭 颖 1.25mm x 1.25mm,S = 3, 由 标准 曲线 (1~ Sug) HBA. 

2. 马 桑 中 内 酯 的 测定 

取样 品 lml, 于 水 浴 上 蒸 干 , 残 酒 加 甲醇 溶解 至 lml, 按 上 法 操作 测定 含量 。 

化 学 成 分 种 子 . 果 实 含 有 马 桑 毒素 (Coriamyrtin, Ci5sHis05) 羟基 马 桑 毒素 (Tutin, Cis 

His05) ; 2H A RE ( Coriose ,CeH17 02) ,此 外 尚 有 没食子 酸 、 山 素 酚 (Kaempferol, Ci5Hio 

05) ` 马 桑 亭 (Coriatin) 。 

| H—-C-On 
羟基 马 桑 毒素 CHOH 

Coriamyrtin Carinae 

Kaempferol Cori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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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 PAKS, MASE ,上 晒 干 ; 叶 夏 季 采 , 晒 干 备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马 桑 子 粉碎 泡 水 ,去 渣 后 得 母液 ,1kg 母液 加 水 8 ~ 12kg 喷洒 ,防治 蚜虫 . 量 虫 。 

2. 将 马 桑 鲜 叶 和 种 子 切 细 捣 烂 ,1kg 泡 水 4~ Skg, 防 治 棉 蚜 、 红 蜘蛛 ,效果 100% 。 

3. 将 马 桑 晒 二 磨 成 细 粉 ,每 公顷 撒 粉 600kg ,对 水 稻 负 泥 虫 . 稻 量 、 稳 青虫 有 效 。 

4. 马 桑 叶 粉 的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昔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的 抑制 效果 为 98.4% ,水 者 

液 对 棉 苗 轮 纹 斑 病 菌 及 顶 粘 病菌 孢子 发 芽 的 抑制 效果 为 97.8% 及 89.6%。 

SEX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1972 ,380 

(2) 第 二 军医 大 学 药学 系 生 药学 教研 室 .中 国药 用 植物 图 鉴 . 上 海 : 上 海 教育 出 版 社 ， 

1960,515 



马 齿 hi 

Da UAE Pottulacaceae 4) 44K Portulaca oleracea 工 . 。 

别名 长 命 草 RS, NP, ARE ,安乐 菜 ERK. 

植物 形态 ” 马 齿 苋 为 一 年 生 草 本 ,全体 肥 厚 多 计 EE. APRA, baw, oa 

枝 。 叶 对 生 , 亦 有 互生 ,长 方形 或 匙 形 ,顶端 圆 ,基部 宽 槐 形 , 全 缘 , 上 面 深 绿 色 ,下面 淡 绿 

色 或 紫 绿 色 。 花 细小 ,3 ~ 5 TRAE Bain , TESS 2 HC, FERES PRET A; MER 10 ~ 12 4, HES 1 

A FE bit ,4~5 2, HR, QIK ASS MA AE. APPR eRA, Rm RA 

细 点 。( 图 8) 
分 布 与 生境 ”各 地 均 有 ,多 野生 于 湿润 肥沃 土地 , 田 边 路 劳 , 荒 范 地 上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多 皱 缩 卷 曲 , 常 结 成 团 。 葵 圆柱 形 ,长 可 达 30cm, 直径 0.1 ~ 0.2cm， 

表面 黄 褐色 ,有 明显 纵 沟 纹 。 叶 对 生 或 互生 , 易 破 碎 ,完整 叶片 倒卵形 ,长 1 ~ 2.5cm, 帘 
0.5 ~ 1.5cm, 绿 褐色 ,先端 钝 平 或 微 缺 , 全 缘 。 花 小 ,3 ~ 5 RAF RU, TEES BR 
圆锥 形 ,长 约 Smm, 内 含 多 数 细小 种 子 。 气 微 , 味 微 酸 。 

EMSS ZMH: RK 1 ~ 2 层 细胞 ,类 长 方形 ,细胞 外 壁 稍 厚 , 下 皮 有 厚 角 细胞 
1~2 层 ,皮层 稍 宽 , 细 胞 类 圆 形 或 多 角形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 呈 放 射 状 排列 , 韧 皮 部 得 管 群 明 
显 , 韧 皮 部 的 外 方 有 少量 的 厚 角 细胞 RARER. KARE EAE, SE KAY 
ACE BERRA AMAA. WEA SEM AMEE. 

荃 的 横 切 面 构造 :@ 表 皮 细 胞 显 紫红 色 ;@ 皮 导 占 荃 的 大 部 分 ,外 侧 为 2~ 3 列 厚 角 组 
织 , 其 内 全 由 薄 壁 细胞 组 成 ,有 含 草酸 钙 艇 晶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排列 成 一 圈 , 束 中 形成 层 
明显 ;@ 散 部 薄 壁 细胞 内 亦 含 草 酸 钙 篮 晶 。 

叶 的 横 切 面 构造 :DO 上 下 表皮 细胞 细小 , 尼 红 色 ,角质 层 薄 , 下 表皮 具 气 孔 , 上 下 表皮 
的 内 方 有 贮 水 细胞 ;@ 叶 肉 无 栅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的 区 别 ; @ 主 脉 维 管束 细小 , 薄 壁 细胞 
中 含 草酸 钙 复 唱 。 

粉 未 : 呈 淡 绿色 。 导 管 为 网 纹 和 螺纹 增 厚 , 直径 20 ~ 50um, MAREE HE GA 40 ~ 
100ypm。 纤 维 碎片 成 束 或 分 离 ,直径 约 13pm。 淀 粉 粒 单 粒 呈 圆 形 、 椭 圆 形 ,直径 5 ~ 12um, 
复 粒 由 2~5 单 粒 复合 而 成 。 亦 可 见 叶 的 组 织 碎片 。 
理化 分 析 ” 取 马 齿 苋 粗 粉 2g, 加 5% 盐 酸 的 乙醇 溶液 13ml ,加热 回流 15 分 钟 , 趁 热 滤 

过 , 取 滤 液 2ml, 加 3% 碳 酸 钠 溶液 lml,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3 分 钟 ,冷却 ,加 新 配制 的 重 氮 二 硝 
基 葵 胺 试 液 2 滴 , 显 红色 。 

化 学 成 分 “ 马 齿 苋 提 取 物 经 化 学 成 分 预 试 ,证 明 有 琴 性 物质 氨基酸 及 其 他 含 氮 物 质 
以 及 大 量 的 钾 离 子 。 对 鲜 品 (经 炭化 有 机 物 后 ) 测 定 钾 离 子 为 3.75% ,相当 于 7.5%% 的 毛 
化 钾 ,陈旧 马 齿 苋 为 2.75% 钾 离子 ,相当 5.5% 的 氯 化 钾 ,提取 物 通过 官能 团 反 应 证 明 有 

生物 碱 . 香 豆 素 、 黄 酮 、 强 心 武 及 草本 了 武 存 在 。 此 外 ,新 鲜 全 草 含 左旋 去 甲 肾上腺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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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oradrenaline, 每 克 新 鲜 植 物 中 约 含 2.5Smg] 、 二 羟基 茶 乙 胺 (Dopamine) 及 二 羟基 茶 
两 氨 酸 (DOPA)。 叶 含 0.42% 粘 胶 质 (Mucilage) 的 混合 物 ,此 混合 物 经 分 馅 得 一 酸性 馅 分 

及 一 中 性 馅 分。 酸性 馏分 为 半 乳 糖 醋酸 (Calacturonic acid) ,其 中 60 儿 以 钙 盐 形式 存在 ,中 

性 馏分 为 41% 的 阿拉 伯 糖 (Arabinose) 和 43 狗 的 半 乳 糖 (Galactose) 及 痕 量 的 鼠 李 糖 (Rham- 

nose) 。 地 上 部 分 尚 含 烟 酸 (Nicotinic acid) 及 生育 酚 (Tocopherol) ,并 含 多 量 的 蛋白 质 、 脂 肪 、 

糖 及 维生素 等 。 每 100g SARE 7K 92g. BAM 2.3¢. AGH 0.5g、 碳 水 化 合 物 3g、 钙 

85mg. BF 56mg、 铁 1.Smg、 胡 葛 卜 素 2.23mg、 硫 胺 素 0.03mg、 核 黄 素 0.1lmg、 尼 克 酸 0.7mg、 

抗坏血酸 23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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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采制 :夏秋 二 季 (6 ~ 8 A), 当 植 株 长 得 肥 壮 茂盛 时 , 选 畏 天 用 刀 割 取 地 上 部 分 或 连 根 

挖 出 , 切 去 根 , 放 开 水 中 泌 一 下 ,立即 取出 ;再 于 冷水 中 淘 洗 ,至 不 粘 手 时 , 晒 于 。 

切 制 炮制 :将 原 药 拒 净 杂 草 ,用 清水 喷 湿 后 ,顶头 切 成 长 约 lem 小 段 , 晒 干 , 生 用 。 

8 Portulaca oleracea L.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Bow kg 加 水 2kg AH 30 分 钟 ,过 滤 ,加 入 樟脑 100g, 充 分 搅 匀 即 成 原液 ,用 时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Skg, 每 公顷 棉田 喷洒 600 ~ 750kg, 防 治 棉 蚜 , 杀 虫 率 达 100% 。 
2. 马 齿 苋 kg 加 水 2kg, 熬 成 原液 ,加 樟脑 0.03kg, Ike 原液 兑 水 Ske, 防治 棉 蚜 , 杀 虫 

率 达 100% » 

3. BiG tke 的 烂 后 加 水 10kg ,过滤 ,用 原液 喷洒 施用 ,可 防治 蚜虫 。 

4. 马 齿 苋 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48%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抑制 发 芽 效 果 为 9%6.3% 。 

5.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在 20% 以 下 。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90% 以 上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昔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稍 有 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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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兜 锥 

马 兜 铃 ” 马 兜 铃 科 Aristolochiaceae tH4Y 924% Aristolochia debilis Sieb .et Zucc. 。 

别名 南 马 兜 铃 RRS TR, AA OK BER FERRE FILE BR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缠绕 草本 ,长 达 1 米 多 ,全 株 无 毛 。 根 细 长 ,圆柱 形 ,外 皮 黄 褐色 ， 

有 香气 PHAR. ZAR, BAKA RA RAR A. MAA , 柄 细 长 ,叶片 三 角 状 

心 形 ,长 3~ 10cm, 长 宽 近 相等 ,先端 钝 或 钝 尖 , 基 部 心 形 ,全 缘 , 主 直 脉 5~7 条 ,下 面 灰 绿 

色 。 夏 日 叶腋 簇生 数 杀 绿 紫 色 花 ; 花 被 喇叭 状 , 长 2 ~ 3.Sem, 花 被 管 基部 膨大 成 球形 ,中 

部 为 管状 ,上 端 逐 渐 扩 大 ,向 一 侧 平 展 成 一 先端 具 长 尖 尾 的 花 被 片 ( 侧 片 ) ;雄蕊 6, 贴 生 于 

肉质 花柱 体 周围 ; 子 房 下 位 ,6 室 。 藉 果 近 圆 形 或 宽 倒 卵 形 ,长 3 ~ 7cm, 直 径 2 ~ 4cm, 果 梗 

下 垂 , 成 熟 时 果 沿 室 间 开裂 为 6 瓣 , 果 梗 亦 裂 成 6 条 丝 状 。 种 子 多 数 ,扁平 三 角形 ,周围 有 

宽 翅 。( 图 9) 

图 9 Aristolochia debilis Sieb .et Zucc. 

分 布 与 生境 ”河南 \ 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 江 西湖 北 湖南、 广西 四 川 等 省 区 。 野 

生 于 半 阴 的 山坡 ,路 劳 的 治 木 从 中 或 玻 林 下 。 

药 用 部 位 根 , 茎 , 叶 , 果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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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藉 果 广 卵 形 或 长 圆 形 ,长 3~ 7cm, 直 径 2 ~ 4cm。 表 面 黄 绿色 或 灰 棕 色 , 有 

12 条 纵 棱 线 ,其 中 6 条 呈 波 状 弯曲 ,为 背 缝 线 , 其 余 6 条 平 直 为 腹 缝 线 ,二 者 交互 间隔 排 

列 。 从 背 缝 线 分 出 多 数 横 走 的 平行 波状 细 脉 ,有 的 则 不 明显 。 果 实 项 端 较 平 ,中 央 微 目 

陷 , 而 有 花柱 残 痕 。 果 实 基 部 有 细 长 果 柄 , 当 果 实 沿 腹 缝 线 从 基部 裂 开 时 , 果 柄 亦 相 应 分 

裂 为 6 条 线 , 各 与 每 一 果 为 之 背 缝 线 相 连 。 果 皮质 脆 , 易 破裂 , 破 开 后 可 分 6 办 ,有 6 室 ， 

每 室 间 有 膜 质 隔 , 室 内壁 有 明显 的 横 纹 ,室内 有 多 数 平 县 整齐 排列 的 种 子 , 中 轴 胎 座 ,种 子 

扁平 而 薄 , 四 面 延 伸 成 不 透明 或 半 透 明 的 翅 ,全 体 呈 钝 三 角形 .梯形 或 扇形 。 表 面 灰 黄色 ， 

灰 棕 色 或 棕 褐 色 ( 翅 ) ,中 央 颜 色 较 深 ( 种 子 ) ,背面 覆 有 比 翅 稍 罕 的 灰 棕 色 薄 膜 , 稍 光 亮 。 

气 微弱 , 味 淡 。 

显 微 鉴 别 ” 根 (直径 约 10mm) 的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由 数列 至 十 数列 细胞 组 成 , 木 栓 形成 

层 可 见 3~6 列 细胞 ,皮层 稍 宽 , 薄 壁 组 织 中 有 分 泌 细 胞 散在 ,形状 与 薄 壁 细胞 相似 ,内 含 

黄 棕色 油 滴 , 韧 皮 部 较 罕 ,接近 形成 层 的 细胞 较 密 集 且 皱 缩 , 有 分 沁 细 胞 散在 ,形成 层 4 ~ 

6 层 细胞 ,连续 成 环 , 木 质 部 射线 宽广 ,导管 群 有 两 束 自 根 的 中 央 疝 两 侧 作 放射 状 排列 达 

形成 层 ,其 余部 位 于 接近 形成 层 处 有 导管 群 。 薄 壁 组 织 发 达 , 薄 壁 细胞 中 含 众多 淀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马 兜 铃 乙 醇 浸 出 液 滴 于 滤纸 上 , 置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 显 黄 绿色 荧光 。 

取样 品 粉末 lg, 加 0.5 色 盐酸 乙醇 溶液 7ml, 冷 浸 过 夜 , 滤 过 。 滤 液 用 氨水 调 至 中 性 ， 

ART dM 5 和 % 盐 酸 2ml 溶解 残 酒 ,分 为 二 份 :一 份 滴 加 碘 化 久 钾 试 液 ,发 生 权 红 色 沉 淀 ; 另 

一 份 滴 加 碘 化 示 钾 试 液 ,发 生 灰 白色 沉淀 。( 检 查 生 物 碱 ) 
2. MEEK 

样品 制备 : 取 本 品 细 粉 2g, 加 甲醇 10ml OR UE. WRT. Rei CRRA 

挥发 油 后 ,再 用 甲 本 0.Sml 溶解 ,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 硅 酸 G, 铺 板 后 于 OCH 1 小 时 。 

展开 剂 :( 工 ) 马 兜 铃 酸 用 正 丙 醇 - 氨水 (7:3) , 展 距 15cm。 显 色 : 日 光 下 显 黄色 斑点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显 棕色 。(I ) 生 物 碱 部 分 用 氯仿 - 甲醇 - 氨水 (15:4:1) 展 开 , 展 距 16cm。 

在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观察 ,木兰 花 碱 呈 亮 紫色 ;用 改良 碘 化 近 钾 - 碘化钾 (1:1) 试 液 显 

色 , 生 物 碱 斑点 呈 棕 红色 。 

3.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取 根 粉 2.5g 用 含有 10% 甲酸 的 二 氯 甲 烷 溶 液 提 取 (4 x 20ml) 并 稀释 至 100ml, 取 
0.2ml 提取 液 点 于 纤维 素 薄 层 上 , FAR - 庚 烷 - 氯仿 - 醋酸 (15$:15:70:3) 展 开 后 , 划 出 斑 

点 ,用 甲醇 - 二 甲 基 甲 酰胺 (4:1) 洗 脱 ,在 318nm( 马 兜 铃 酸 工 ) 及 297nm( 马 兜 铃 酸 芽 ) 测 吸 

WORE. (WES BHR) 

4. 极 谱 法 

FE, GEES PRAY 0.05 % 碳酸 钠 溶液 (浓度 为 x 10-4M)2ml 与 等 体积 的 pH6.5Britton - 

Robinson 缓冲 液 (0.2M A ALAA 46.5ml 加 含 0.04M 醋酸 .0.04M 磷酸 和 0.04M 硼酸 
的 溶液 33.Sml) 混 合 , 通 氮气 去 氧 后 , 即 可 画 极 谱 图 , 若 出 现 极 大 峰 时 可 加 抑制 剂 (1~ 2 滴 
0.5 色 新 配 动物 胶 溶液 ) 。 马 兜 铃 酸 浓度 在 1 ~ 9mg/100ml 范围 与 波 高 成 正比 ,或 在 pH7.5 
缓冲 液 中 从 0.2V 到 1.0V 进行 测量 。( 测 定 马 久 铃 酸 ) 



5: 比 色 法 

取 生 药 根 粉 Sg, 用 甲醇 在 沙 氏 提取 融 中 提取 , 减 压 蒸 去 溶剂 , 残 酒 用 2.5% 盐 酸 溶液 

4ml 溶解 ,加 10% 氨 水 lml 碱 化 后 用 乙醚 (2 x 20ml) 提 取 , 取 0.02 ~ 0.03ml 提取 液 点 于 硅 
We G BE ,用 氯仿 - 甲醇 - 16% 氮 水 (30:10:1) 和 甲醇 - 氮 水 (5:1) 双 向 展开 , 检 出 木兰 

碱 色 点 ,用 0.1M 盐酸 溶液 4.0ml 洗 脱 , 加 磷 钼 钨 酸 试 剂 0.2ml 和 20% 碳 酸 钠 溶液 Im, 离 
心 15 分 钟 后 , 取 上 清 液 在 660nm 测量 吸收 度 。( 测 定 木兰 碱 )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 挥发 油 ,其 主要 成 分 为 马 兜 铃 酮 (Aristolone) ,并 含 马 兜 铃 酸 (Aris- 
tolochic acid) 、 尿 言 素 (Allantoin) 青木 香 酸 (Debilic acid) 木兰 花 碱 ( Magnoflorine) 、 土 青木 香 

甲 素 (CaoHzoOlN , 棕 黄 色 结 唱 ,熔点 288 ~ 290) RAR (CyH 30 4N, SEL WER 278 ~ 

280% ,分 解 ) 等 。 另 据 报导 ,从 马 兜 铃 总 酸 中 分 得 五 种 化 合 物 ,其 中 四 种 结构 初步 确定 为 : 

m.100~ 101°C m.287~ 292% (G7 fF) 
Aristolone Aristolochic acid 

H.N .CO ._NH— 
H 

m.238 ~ 240°C 

Allantoin 

CHa 

m. > 350°C 

(CHs )2 Debilic acid 

Magnoflo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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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 兜 铃 酸 A, 黄 色 针 状 或 颗粒 状 结晶 ,熔点 279°C (AA). (2) SIRI C, 

结晶 或 呈 红 色 从 集 状 ,熔点 284°C (分 解 )。(3)7 - REG IRB A, HELE A AR 282%C 

(分 解 )。(4) 初 步 确 定 为 7- PASE RR A. (3) (4) 均 为 新 化 合 物 。 

种 子 含 马 兜 铃 酸 和 一 种 季 胺 盐 的 生物 碱 。 

采集 加 工 9~ 10 月 果实 由 绿 变 黄 时 采 收 ,将 果实 摘 下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葵 、 叶 者 剂 杀 菜 青虫 效果 较 好 ; 粉 ̀ 液 剂 杀 棉 蚜 效 果 在 80% 以 上 。 

2. AMP 1g DN Sml 的 水 , 冷 浸 24 小 时 ,能 杀 菜 青虫 和 棉 蚜 。 

3. ZAM 1g Hl 3ml 的 水 ,者 沸 15 分 钟 能 杀 菜 青虫 和 棉 蚜 。 

4. ZAP A Te 

参考 文献 

江苏 新 医学 院 . 中 药 大 辞典 (上 册 ). 上 海 :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77,294,1 232 



BG & 

Drees ”马鞭 草 科 Verbenaceae 植物 马鞭 草 Verbena offieinalis L. 。 

别名 ”马鞭 梢 ,铁马 鞭 , 白 马鞭 ,马鞭 , 龙 芽 草 , 风 颈 草 , 狗 攻 草 , 晴 晓 草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达 lm 以 上 ; 葵 直 立 ,四 棱 形 , 棱 及 节 上 朴 生 硬 毛 。 叶 对 

生 , 葵 生 叶 近 无 柄 ;叶片 倒卵形 或 长 椭圆 形 , 上 部 的 叶 渐 小 , 呈 奢 形 或 披 针 形 ,两 面 均 被 白 

色 硬 毛 。 穗 状 花 序 顶 生 或 腋生 ; 花 小 , 紫 蓝 色 ; 花 葛 管 状 , 分 裂 ;花冠 漏斗 状 , 顶端 呈 唇 形 分 

裂 ,下 唇 较 上 唇 为 大 ,上 唇 2 裂 ,下 唇 3 有 裂 , 喉 部 有 白色 长 毛 ; 雄 蔓 4 枚 ,二 强 , 着 生 于 花冠 

管 中 部 以 上 ,但 不 伸 出 管 外 ; 子 房 上 位 ,4 室 , 藉 果 长 方形 ,成熟 时 分 型 为 4 个 小 坚果 。 花 

期 6~8 月 , 果 期 7~10 月 。( 图 10)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 生 长 于 田野 MF. 

图 10 Verbena offieinalis L.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茎 方形 ,每 面具 明显 的 纵 沟 槽 ;表面 灰 绿 色 或 黄 绿色 ,粗糙 , 具 稀 玻 的 毛 。 
质 硬 ,易于 折断 。 折 断面 纤维 质量 较 好 ,中 央 有 白色 的 人 艇 ,或 已 空洞 , 叶 似 菊 叶 ,有 三 尖 分 
裂 , 灰 绿色 或 绿 褐色 ,多 破碎 不 全 , 皱 缩 卷 曲 。 花 穗 着 生 于 枝 茎 端 , 花 或 果实 多 已 脱落 ,只 
留 有 突出 的 小 点 痕迹 。 气 微 , 味 微 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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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ER TOR ARIE ALE. 

显 微 鉴别 ” 葵 ( 径 2mm) 横 切面 :表皮 细胞 一 列 ,椭圆 形 或 类 圆 形 ,外 侧 角质 层 增 厚 , 少 

见 腺 毛 及 非 腺 毛 , 下 皮层 一 列 ,与 表皮 细胞 类 似 , 棱 状 处 厚 角 细 胞 4~6 层 ,内 方 厚 壁 细 胞 
7~9 层 , 木 化 ;皮层 落 壁 细胞 数列 ,类 圆 或 矩 圆 形 ,排列 较 朴 松 , 内 含 叶绿素 及 演 粉 ;内 皮 

层 明 显 ,中 柱 靖 纤 维 束 多 分 为 8 个 大 小 不 等 的 束 , 环 列 于 韦 皮 部 外 侧 , 木 化 ,在 校 状 处 增 
大 ;万 皮 部 较 窗 ,细胞 较 小 ,多 压缩 ,形成 层 不 明显 ,细胞 扁平 ,排列 成 环 ;木质 部 较 宽 ,由 导 

APE TR ERE a A FAN A; BEB HE 2/3, EP RA AS Be 

粉末 : 灰 绿色 。 叶 下 表皮 细胞 呈 波 状 , 变 曲 ; 上 表皮 细胞 呈 多 角形 , 较 平 直 ; 上 下 表皮 
均 有 气孔 及 毛 昔 ,气孔 为 不 定式 或 不 等 式 , 副 卫 细胞 3~4 个 。 毛 苷 有 非 腺 毛 、 腺 毛 两 种 ; 
非 腺 毛 由 单 细胞 组 成 ,先端 尖 , 基 部 圆 形 , 壁 增 厚 ,长 150 ~ 400um, 基部 35 ~ 60um; 腺 毛 有 

两 种 ,一 种 较 长 190 ~ 350um, 由 4 个 细胞 头 和 两 个 细胞 的 柄 组 成 , 头 部 圆 形 , 柄 下 部 较 长 ， 
基部 圆 形 ,直径 30 ~ 40kwm, 另 一 种 柄 较 短 。 导 管 为 具 缘 纹 孔 及 螺纹 导管 ,以 具 缘 纹 孔 为 多 
见 , 直 径 30 ~ 45um。 纤 维 壁 增 厚 ,长 500 ~ 2 000um 以 上 ,直径 10 ~ 30um,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含 两 种 内 酯 类 物质 :马鞭 草 起 (Verbenalin, CiyHzx0Oio)、 马 鞭 草 醇 (Ver- 

benol, CH405) 。 此 外 ， inj & A AR FR ( Adenosine, CyoHip0,N;) REE FER. 

H2 

| 人 
Ed 

H2OH 

HC mg OH sept 

Verbenol m.235 ~ 236°C 

Adenosine 

Ha 

COOCH; . HC OH 
CH; 

m. 182.2 ~ 182.8 (+ ) 顺 式 :m.15.5Y%C b.90% (10mmHg) 

Verbenalin (+ ) 反 式 :m.24%C b.92%(10mmHg) 

Verb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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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野 生 品 种 夏 、 秋 采 收 ,栽培 品种 每 年 可 采 全 草 2~ 3 次 , 洗 净 切 , 晒 于 。 

配制 方法 与 防治 对 象 
1. 将 马鞭 草 切 碎 的 烂 ,每 0.Skg 加 水 0.5$kg, 搅 匀 ,浸泡 1 天 后 过 滤 去 渣 即 得 原液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2.5kg 喷洒 ,可 防治 蚜虫 及 甘草 金 花 虫 效 果 达 60% ~ 80%. 

2. 把 马鞭 草 切 碎 ,每 0.$kg 加 水 lkg 煮沸 ,过滤 后 所 得 的 原液 每 0.5kg 加 水 3.5kg, 可 

防治 菜 青 虫 ,效果 80% 。 
3. 马鞭 草 和 少量 的 清水 捣 烂 后 取 汁 ,将 原液 30kg 加 清水 70kg 加 少量 的 肥皂 液 喷洒 

施用 ,可 防治 蚜虫 ,效果 达 100% 。 

4.10 倍 水 漫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100% 。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100%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鞋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效果 。15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为 40% 。 

参考 文献 

(1) 林 启 寿 . 中 草药 成 分 学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77,605 
(2) 江苏 新 医学 院 .中 药 大 辞典 .上 海 :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77,303 

3)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7， 

86 

[4] Winde E, Echaust I, Hansel R. Constituents of Verbenaceae. Arch Pharm，1961 , 294 ， 

220 ~ 229 

(5) Rimpler H, Schaefer B. Hastatoside, a new iridoid from Verbena offieinalis and Verbena 

hastata. Tetrahedran Lett, 1973(17):1 463 ~ i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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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 皮 

ANH ANF} Araliaceae 植物 五 加 皮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W.W. Smith. . 

别名 Ah, AAR, ARIA, FPR. 

Mintz HHEK, ANSSAR, B2~3m, Khe, KR BA EH 

TCR, BRR ERR EAA, ERA LRA DOPE $, 几 乎 无 柄 ,倒卵形 至 椭圆 

形 AEMRRE,. AR. PICEA, BERK 2 ~ 6cm, 无 毛 ; 花 小 , 黄 绿色 ; 竟 有 5 

齿 ; 花 瓣 及 雄蕊 5 数 ; 子 房 下 位 ,2 室 , 花 柱 2, 分 离 。 果 实 浆 果 状 , 近 球形 ,黑色 ;种 子 2 枚 。 

花期 5~7 月 , 果 期 7~ 10 月。( 图 11) 

图 11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W.W Smith. 

分 布 与 生境 主 产 于 湖北 河南 等 省 。 此 外 ,安徽 .浙江 .辽宁 、 河 北 等 省 亦 产 。 生 长 

于 山 丘 灌 从 或 河 边 。 

药材 性 状 ” 呈 长 简 形 ,多 为 卷 状 ,长 短 不 一 ,多 数 长 约 10cm, 直径 0.4 ~ 1.4cm, 厚 约 
2cm。 外 表面 灰 褐 色 , 有 纵向 稍 扭 曲 的 纵 沟 及 横向 长 圆 形 皮 孔 ; 内 表面 旦 黄色, 有 纵 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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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 YE, DHT, WERKE, AT. MAST RR 

以 粗 长 \ 皮 厚 气 微 香 无 木 心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由 4 ~ 8 列 木 栓 细 胞 组 成 , 壁 薄 ;@ 栓 内 层 薄 ,细胞 切 向 

延长 ,有 树脂 道 分 布 ;@ 韦 皮 部 占 根 皮 的 大 部 分 , 靠 根 外 侧 裂 际 甚 多 。 树 脂 道 分 布 较 多 Jel 

围 为 4~ 11 个 分 刻 细 胞 ,以 6~7 个 为 多 见 ,其 切 向 约 至 110km, 径 向 约 至 90pm。 射 线 明 

显 , 宽 1~3 列 细胞 。 韧 皮 薄 壁 细 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复 品 , 直 径 10 ~ 40pm; 并 含有 细小 演 粉 
粒 。 

化 学 成 分 4 - 甲 氧 基 水 杨 醛 (4 - Methoxysalicylaldehyde, CsHs0O3 ) 。 此 外 尚 有 棕 柚 

酸 、 亚 麻子 油 酸 等 。 

‘HO 

“ee 

OCHs 

m.40 ~ 42 

4-— Methoxysalicylaldehyde 

采集 加 工 5$~6 月 间 采 挖 根部 , 剥 取 根 皮 、 晒 干 。 生 用 , 酒 洗 或 炒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a 
1. 五 加 皮 $kg, 加 水 S0kg AH, SHRBRAHAERMARKAIL, AAVE RIA ae. 

EB 

2. 将 五 加 皮 的 杆 、. 叶 切 碎 的 烂 ,每 0.5kg 加 水 1~ 1.5kg, 浸 泡 3 ~ 5 RIAA HS 

液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1kg, 可 防治 地 老虎 、 虹 晴 、 蚜 虫 等 。 

3. 五 加 皮 根 皮 晒 干 磨 粉 ,可 治 菜 虫 。 

4. 五 加 皮 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79% ;30 倍 水 浸 液 对 甘薯 黑 斑 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制 效果 为 95.9% 。 

5.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昔 晚 疫病 菌 孢子 发 藻 有 抑制 作用 。 对 棉花 枯萎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制 效果 达 100%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均 在 20% 以 下 WSR SRA 

防治 效果 为 40% 。 

6. 用 四 川 五 加 皮 做 成 毒饵 ,对 粘 虫 的 杀 虫 率 为 46.6%。 

7.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予 杀 虫 率 达 91.1% ;100 倍 酒精 浸 液 的 杀 虫 率 为 85.6% 。 北 京 的 

五 加 皮 效 果 则 为 80% 及 82.2%。 

8. 用 四 川 五 加 皮 做 成 毒饵 , 毒 杀 家 蝇 , 杀 虫 率 46.6% 。 

参考 文献 

(1) 南京 药学 院 药材 学 教研 组 .药材 学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0,360 ~ 362 

(2) 成 都 中 医学 院 . 中 药 鉴 定 学 .上 海 :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7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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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仙 人 花 

凤 仙 花 ” 凤 仙 花 科 Balsaminaceae 植物 凤 仙 花 Impatiens balsamina 工 . 。 

NA Ask te Ao, FRE ,指甲 花 ,急性 子 。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本 ,高 达 80cm。 葵 肉质 ,粗壮 ,被 柔 毛 , 节 部 常 带 红色 。 叶 互生 ， 

叶柄 长 约 lom, 上 面 有 浅 槽 ,两 侧 有 腺 体 ; 叶 片 阔 披 针 形 或 披 针 形 ,长 6~ 15cm, 宽 1.5-~ 

2.3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槐 形 ,边缘 有 尖锐 的 锯齿 ,至 先端 渐变 钝 齿 , 两面 无 毛 。 花 腋生 , 单 

生 或 复生 , 花 不 整齐 ; 苯 片 3, 其 侧面 2 片 甚 小 ,绿色 ,下 方 者 大 , 呈 赛 状 ,基部 有 长 矩 , 色 如 

FEM ; EAE 5, Al 2 对 合生 而 成 3 片 ,红色 、 粉 红色、 紫色 或 白色 ,不 等 大 ,上 面 1 片 圆 形 , 先 

端 有 尖 头 ,两 侧 2 对 合生 ,其 中 1 瓣 大 , 倒 心 形 , 另 1 片 较 小 , 贴 生 在 大 瓣 的 基部 ;雄蕊 $, 与 

Ae BE ,花丝 短 (在 重 为 花 中 多 变 为 为 状 ) ,上 部 联合 ,花药 粘 合围 住 肉 蕊 ; 子 房 上 位 , 椭 

圆 形 ,先端 尖 ,5 室 ,花柱 极 短 粗 ,柱头 较 大 , 具 5 浅 裂 。 藉 果 椭 圆 形 , 被 白色 短 绒毛 ,果皮 

有 弹力 ,成熟 时 开裂 ,弹出 种 子 。 种 子 多 数 , 略 呈 扁 球 形 至 扁 卵 形 ,长 2 ~ 4mm, 直 径 2 ~ 

3mm, 赤 褐色 或 棕色 ,表面 稍 粗糙 并 具 浅 色 的 短 条 纹 , 种 脐 位 于 种 子 狭 端 , 稍 突出 。 花 期 
7~9 月 , 果 期 9~10 月 。( 图 12) 

图 12 Impatiens balsamina L. 

分 布 与 生境 江苏、 浙江 \ 江 西 、 福 建 ̀ 湖 南 .湖北 四川 贵 州 \ 云 南 等 全 国 各 省 区 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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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 。 生 长 力 很 强 ,常见 于 林 下 沟 边 山谷、 阴 湿 处 ,但 亦 常见 栽培 于 村 边 庭院。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种 子 。 

显 微 鉴别 ”种 子 横 切面 观 :外 种 皮 为 一 列 薄 壁 细胞 , 具 腺 毛 及 非 腺 毛 , 腺 毛 的 腺 头 由 

单 细胞 或 多 细胞 组 成 ,顶端 平 周 壁 党 下陷, 被 角 皮 , 柄 为 单 细 胞 ; 非 腺 毛 为 单 细 胞 毛 , 均 含 

黄 棕色 物质 。 下 皮层 由 一 列 切 向 延长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较 外 种 皮 细 胞 大 。 其 下 为 色素 层 ， 

为 数列 扁 缩 的 长 方形 细胞 ,内 含 棕 红色 物质 ,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的 薄 壁 细胞 多 分 布 在 此 层 的 

外 侧 。 内 种 皮 由 一 列 壁 稍 增 厚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子 叶 含糊 粉 粒 及 淀粉 粒 。 

粉末 : 浅 棕 色 。 主 要 特征 为 :中 外 种 皮 细 胞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 腺 毛 的 腺 头 由 单 细 胸 

或 4~8 个 细胞 组 成 ,顶端 垂 周 壁 常 下 陷 , 被 角 皮 , 柄 为 单 细 胞 , 腺 头 直 径 20 ~ 60cm, 非 腺 

毛 为 单 细 胞 毛 。 二 者 均 含 黄 棕色 物质 。 人 草酸 钙 针 晶 细 胞 椭圆 形 , 长 约 150um, A 

60im ,内 含 草 酸 钙 针 晶 束 , 针 晶 长 约 S0pm。@ 则 内 种 皮 细 胞 平 周 壁 垂直 , 壁 稍 增 厚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 末 lg, 加 乙醇 20ml , 冷 浸 4 小 时 , 滤 过 。 取 滤液 lml B28 AIL , Ae, He 

加 冰 酯 酸 lml 溶解 ,再 加 酮 栈 与 硫酸 (19:1) 混 合 液 3~4 滴 , 显 红 色 ,渐变 为 紫红 色 ̀ 污 绿 

f, (HARM) 

2. HEME 

BUSAR lg, 加 乙醇 Sml , 冷 浸 4 小 时 , 滤 过 ,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硅胶 H( 3-4) 0.5% 

CMC 铺 板 ,110% 活 化 2 小 时 。 展 开 剂 : 茶 - 乙醇 (8:2) , 展 距 1Scm。 显 色 剂 :20% 三 氯 化 镜 

氯仿 溶液 ,喷雾 后 烤 7 分 钟 , 可 见 灰 紫色 斑点 ;在 365nm 紫外 灯 下 显 黄 棕色 斑点 。 

化 学 成 分 “ 含 脂肪 油 17.9% , 油 中 含 十 八 烷 四 烯 酸 (Parinaric acid) 约 27% . RLith 
(Balsaminasterol) a - 菠菜 省 醇 ( - Spinasterol) 及 B- AMM, NABH. ZA ARR — 

PH RAR RAED aE EA. 

H .CH=CH=cH— CE 
H ae 

Ha 

i a 

2Hs CH 3 
Ha 

HO 

m.172 ~ 175 H a— Spinnstorin 
a — Spinasterol m.169 ~ 175 

CH; .CH2 . (CH=CH } .{CH, } .COOH 

m.85 ~ 86°C 

Parinaric acid 

Coz Hag HB AN 16 A SS PE 

Balsaminasterol 



种 子 中 含有 皂 素 和 脂肪 油 。 此 外 凤 仙 花 中 尚 含 有 2 - 甲 氧 基 蔡 柄 .ac - Spinnstorin。 

采集 加 工 ”立秋 后 (7~8 月 ) 采 下 花 条 , 晒 干 即 得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全 株 加 水 3kg, 得 半 3kg 加 肥皂 少许 乳化 ,喷洒 用 。 杀 蚜虫 及 各 种 软体 害虫 。 每 公 

tii FA 1 200 ~ 1 500kg。 

2. 凤 仙 花 lkg, 捣 烂 加 水 3kg, 过 滤 后 即 可 喷洒 。 可 防治 棉 是、 蜡 虫 。 

参考 文献 

(1) Alston R, Hagen C W Jr. Chemical aspects of the inheritance of flower color in Impatiens 

balsamina. Genetics, 1958,43:35 ~ 47 

(2) Hayashi k, Abe Y, Noguchi T,et al. Anthocyanins. XXII. Analyses by paper chromatog- 

raphy of natural anthocyanin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dyes of the red Im 

patiens flowers and the blood - red peach fruit. Pharm Bull, 1953, 1:340 ~ 344 

[3] Beth S C. Flavonols of Impatiens balsamina. Arch Biochem Biophys, 1958 ,76:131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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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d 

巴豆 ”大 戟 科 Euphorbiaceae 植物 巴豆 Croton tiglium L. 。 

WS iF, BRAS CRUST, SMT WIC BC ae AT, 25, 
植物 形态 “” 常 绿 乔木 ,高 达 10m, FA 30cm, CAL. WKRK EB, 2, BSAA 

裂 。 叶 互生 ,长 8~ 13cm, f 5 ~ 6em, IIL MK INE , me , SEA BIE, AA LA 
齿 , 间 有 腺 点 , 叶 基 处 有 二 腺 体 ; 叶 柄 长 1~ 4em, 无 毛 。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 RE 30cm, PAE , JHE 
雄 同 株 ,花序 干部 为 肉 花 ,上 部 为 雄花 ,也 有 完全 为 雌花 的 ; 苞 片 销 头 状 ;雌花 绿色 BF HE 

冠 缘 为 $ 片 ; 花 盘 有 绒毛 , 雄 芒 17 枚 ;雌花 苯 与 花冠 均 为 5 片 , 亦 有 无 花瓣 者 ; 花 盘 环 生 ， 

有 腺 ; 子 房 圆 形 , 柱 头 3 个 ,每 个 二 又 裂 , 藉 果 长 方 状 圆 简 形 ,内 含 三 颗 淡 黄 褐色 种 子 。 花 

期 6~7 月 。( 图 13) 

图 13 Croton tigliu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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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8 GS CRO SR DUS. 
外 浙江 、 江 苏 等 省 有 栽培 。 生 于 山谷 、 林 缘 、 溪 旁 或 密林 中 。 多 为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种 子 。 
药材 性 状 ” 呈 卵 圆 形 ,长 1.8 ~ 2.2cm, 直径 1.4 ~ 2cm。 一 般 具 三 校 ,一 端 平 截 ,一 端 

有 果 柄 残 痕 或 果 柄 残存 。 表 面 黄色 或 稍 深 , 粗 糙 , 有 6 条 纵 线 , 极 少 8 条 。 去 掉 果 壳 后 ,有 
3 室 , 极 少 4 室 ,每 室 含 种 子 1 粒 。 种 子 略 扁 的 椭圆 形 或 卵 形 ,背面 隆起 ,长 1.2 ~ 1.5cm， 
直径 0.7~ 0*9cm。 种 子 的 一 端 有 小 点 (种 脐 ) 及 疤痕 (种 阜 ) , 另 一 端 有 一 凹 点 ( 合 点 ) , 疱 
ESM AAW MRA AS). PTE, KA. ACA, amt, 
外 面包 有 一 层 薄膜 (内 种 皮 ) ,无 臭 , 味 辛辣 。 有 毒 。 以 粒 饱 满 . 种 仁 色 黄白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果实 及 种 子 横 切面 :外 果皮 为 1 列表 皮 细 胞 ,有 气孔 及 厚 壁 性 多 细胞 的 星 
状 毛 ; 中 果皮 外 侧 为 十 余 列 薄 壁 细胞 ,有 多 数 石 细胞 单个 或 成 群 散在 , 维 管束 周围 细胞 有 
时 含 草酸 钙 方 晶 或 能 晶 ,中 部 有 4~ 7 列 纤维 状 石 细 胞 , 呈 带 状 环 列 ,内 侧 有 6 ~ 8 列 径 向 
延长 的 长 圆 形 厚 壁 细胞 , 壁 孔 少 ;内 果皮 为 3 ~ 5 层 纤维 状 厚 壁 细胞 交 码 排列。 种 皮 表 皮 
细胞 由 工 列 径 向 延长 的 长 方形 细胞 组 成 , 径 向 壁 呈 不 规则 锯齿 状 弯曲 ,其 下 为 1 列 厚 壁 性 
栅 状 细胞 , 胞 腔 线 形 ,外 端 略 膨大 ;向 内 为 数 层 切 向 延长 的 不 规则 形 薄 壁 细 胞 ,其 间 散 有 螺 
纹 导 管 ,内 表皮 细胞 瑞 废 状 。 胚 乳 细胞 类 圆 形 ,充满 糊 粉 粒 和 脂肪 油 , 另 含 草 酸 钙 复 晶 。 
子叶 细胞 多 角形 。 

粉末 浅黄 棕色 。 主 要 特征 为 :(1) 厚 壁 性 多 细胞 星 状 毛 , 径 129 ~ 210 ~ 525pm, HH 6 ~ 

15 个 厚 壁 性 细胞 排列 呈 放 射 状 ,细胞 层 纹 明显 , 胞 腔 线 形 , 近 基部 略 膨大 ,并 具 孔 沟 , 基 部 
细胞 5~ 8 个, 胞 壁 薄 。(2) 石 细胞 类 圆 形 .长 方形 或 纤维 状 , 壁 孔 ̀  层 纹 均 明显 ,类 圆 形 石 
细胞 直径 25 ~ 63jim, 长 方形 及 纤维 状 石 细 胞 长 约 77fm, 宽 17 ~ 45wm。(3) 种 皮 细 胞 碎片 
表面 观 多 角形 ,内 含 黄 棕色 物质 。(4) 栅 状 细胞 棕 红色 ,长 约 225fm, HEY 21pm, BEE, 
胞 腔 线 形 ,一 端 略 膨大 。(5) 纤 维 状 厚 壁 细胞 直径 约 20pm, 壁 孔 和 层 纹 均 明显 。(6) 胚 乳 
细胞 类 圆 形 ,内 含 众 多 糊 粉 粒 和 脂肪 油 滴 及 草酸 钙 复 晶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巴豆 1 粒 或 巴豆 霜 少许 于 滤纸 上 , 包 于 压 碎 , 使 油渍 留 于 纸 上 ,荧光 灯 下 观察 显 
RBI, ME DWE AIH. 
(2) 取 巴豆 约 0.$g, 磨 碎 , 加 乙醚 10ml, 7d 2 小 时 ,并 时 时 振 播 , 滤 过 ,滤液 置 试管 中 

挥 干 后 ,加 盐酸 产 胺 的 甲醇 饱和 溶液 0.5ml 及 0.1% 廊 香 酚 本 指示 液 1 滴 , 再 加 氢 氧 化 钾 
的 甲醇 饮 和 溶液 至 显 蓝 色 后 ,再 多 加 4 滴 , 加 热 至 沸腾 ,冷却 ,加 稀 盐 酸 调 节 pH 值 至 2~ 3 
(无 色 ) , 滴 加 10% 三 氯 化 铁 液 3 滴 及 氯仿 Iml 振 播 ,下 层 溶液 显 紫红 色 。( 脂 类 反应 ) 

2. WEEE 

样品 制备 :(1) 巴 豆油 0.1ml, 用 石油 醚 稀释 至 lml, 供 点 样 。 点 样 量 Spl, (DESH 
2g, 加 入 石油 醚 Sml, 浸 渍 2 小 时 ,过 滤 ,滤液 浓缩 至 lml, 供 点 样 。 点 样 量 100l。 吸 附 剂 : 硅 
胶 G( 青 岛 产 ,200 目 以 上 ) ,加 入 0.6% CMC 溶液 适量 , 铺 板 。 晾 干 后 于 105°C 16 工 小 时 。 
展开 剂 :石油 醚 - 氯仿 - 乙酸 乙 酯 (9.4:2:0.6) ,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20%% 硫 酸 溶液 ,喷雾 

后 加 热 , 除 黄色 棕色 斑点 外 ,其 余 均 为 紫红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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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红外 光谱 法 

使 用 Perkin - Eimer 421 型 分 光 光 度 计 记 录 低 频 部 分 光谱 。 在 样品 和 光源 之 间 装 上 特 

殊 结 构 的 干燥 器 ,在 记录 光谱 时 用 高 纯化 的 氮气 冲洗 干燥 器 和 仪器 。 使 用 碘 化 饮 池 ,厚度 

可 至 0.0Smm。 巴 豆油 酸 和 巴豆 酸 在 700 ~ 250cm-! 范 围 内 有 吸收 谱 带 。 

4. 气相 层 析 法 

用 涂 有 20% LL air RAN 0.4%% 磷 酸 的 硅烷 化 的 硅 菠 土 $45( 粒 度 为 0.1 ~ 0.125mm) 填 装 

的 柱子 (lm x 3mm) ,在 135% 操作 ,氮气 为 载 气 ,流速 60ml/min, 用 所 火焰 离子 检测 器 操 

人 

取 巴 豆 的 丙酮 提取 物 30mg 溶解 在 20ml 甲醇 -水 (17:3) 溶 液 中 ,用 已 烷 (2 x Sml) 洗 

涤 , 弃 去 洗 液 。 蒸 干 提 取 液 ,将 残 酒 溶解 在 0.5M 氢 氧 化 钾 的 无 水 甲醇 溶液 中 ,放置 30 分 

钟 , 加 水 4ml 和 甲醇 Sml, 用 二 毛 甲 烷 30ml 提取 , 蒸 干 提取 液 , 残 酒 加 吡啶 0.4ml FA BF 

0.1lml, 在 100% 加 热 , 用 氮气 流 除 去 过 量 溶 剂 ,加 水 - 甲醇 (2:1) ,用 乙醚 提取 ,乙醚 提取 液 

减 压 浓缩 至 于 , 残 酒 溶 于 0.07 色 可 待 因 ( 作 为 内 标 ) 的 乙醇 溶液 lml 中 。 取 此 溶液 注入 

10%SE - 30 和 0.05%EGS 层 析 柱 上 ,在 213 名 操作。 氮气 为 载 气 ,流速 6Oml/min, Hee 

和 半 峰 宽 的 乘积 计算 峰 面 积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巴豆 醇 含 量 ,标准 误差 为 1.09% 。( 测 定 巴 

豆 中 巴豆 醇 ) 
5. 颜色 反应 

取 粉 末 样 品 0.5$g, 加 乙醚 10ml 浸泡 2 “DAY, RIE WUE ,滤液 置 试 管 中 挥 二 后 加 盐酸 

产 胺 的 甲醇 饮 和 溶液 0.5ml 及 0.1% 廊 香草 酚 酸 溶液 1 滴 , 再 加 氢 氧 化 钾 的 甲醇 愧 和 溶液 

至 显 蓝 色 后 再 多 加 4 滴 , 加 热 至 沸 ,冷却 ,加 稀 盐 酸 调节 pH 值 至 2~3, 加 10% =A 

液 3 滴 及 和 氯仿 lml, 振 播 ,下 层 溶 液 显 紫红 色 。 

6. 重量 法 

取样 品 约 Sg, 精 密 称 定 , 研 细 。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乙醚 加 热 回 流 至 脂肪 油 完 全 提出 ， 

蒸 去 乙醚 ,在 100% FR 1 小 时 , 放 冷 , 称 定 重量 。( 测 定 巴豆 中 脂肪 油 含量 ) 

7. 络 合 滴定 法 

将 样品 溶液 ( 约 含 8.6mg 巴豆 油 酸 ) 置 于 烧瓶 中 ,烧瓶 的 磨 口 塞 上 装 有 一 小 盘 , 盘 中 放 

A 0.5 ~ 1g ALI K. OK 1M 硫酸 溶液 2ml 与 0.05M 省 水 Sml 加 到 样品 溶液 中 , BE IE 

SVE 10 分 钟 后 将 小 盘 中 的 氯 化 亚 示 倾 入 溶液 中 , 混 匀 ,4 分 钟 后 过 滤 除 去 不 溶性 残渣 

( 氯 化 亚 汞 加 省 的 衍生 物 ) ,水 洗 ,滤液 中 的 He? * 在 六 亚 甲 基 四 胺 ( 乌 洛 托 品 ) 存 在 下 用 

0.02M EDTA 溶液 滴定 。 二 甲 酚 橙 为 指示 剂 ,滴定 前 加 入 0.1M FARRER IA DALE Be 1 

物 。( 测 定 巴 豆油 酸 ) 

化 学 成 分 “种 子 含 巴豆 油 50% ~ 60% ,蛋白 质 约 18% 。 巴 豆油 有 毒 , 呈 黄色 或 黄 棕 

色 di0.935 ~ 0.950, np1.470 ~ 1.473。 油 中 主要 为 油 酸 ( 约 37% )、 亚 油 酸 ( 约 19% )、 肉 豆 

7 PR (ZY 7.45% )、 花 生 酸 ( 约 1.5% )、 棕 榈 酸 ( 约 0.9%)、 硬 脂 酸 ,月 桂 酸 巴豆 油 酸 (Cro- 

tonic acid) 及 巴豆 酸 (Tiglic acid) 等 的 甘油 酯 ;巴豆 油 的 亲 水 性 部 分 尚 含 巴 豆 醇 (Phorbol) 的 

双 酯 化 合 物 ,是 一 种 新 型 四 环 二 昔 ( 大 载 二 莫 醇 ) 化 合 物 , 分 子 中 有 5 个 羟基 ,Ri 及 Ry 位 

上 二 个 羟基 被 酯 化 生成 二 元 酯 ,其 中 一 个 酯 键 得 自 长 链 脂肪 酸 , 另 一 个 酯 键 得 自 短 链 脂肪 

酸 。 文 献 记 载 短 链 脂 肪 酸 A, .A3.B, AB, 有 辅 致癌 活性 因子 。 巴 豆油 又 含 多 种 玻 水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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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去 氧 -4a- 巴 豆 醇 (4 - Deoxy - 4a - Phorbol) 的 三 酯 化 合 物 ,其 刺激 性 和 致癌 活性 很 小 。 

此 外 , 尚 含 有 巴豆 起 (Crotonoside) 水 解 生 成 核糖 .巴豆 毒素 (Crotin) 等 。 

CH3-( .H se a 

H.C .COOH CH;— C- COOH 

Crotonic acid Tiglic acid 

OH OH 

ESBRi=R.=H Crotonoside 

A 系 为 树脂 状 化 合 物 : 

AG, = CH,(CHJp*CO - R, = CH,CO - 

a: fi, = CH,(CH),,-C0 - R, = CH;CO - 

B 系 为 油状 化 合 物 : 

BR=CHCH .CHCH) .CO= (Cn60= 

B): R, = CH3:CH,*CH:(CH,)-CO- Ry = CH3* (CH, )»CH - 

采集 加 工 ”巴豆 通常 在 9 月 前 后 ,果实 成 熟 时 采 收 , 堆 置 2 ~ 3 天 摊 开 干燥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巴豆 子 . 叶 和 蔡 都 可 以 杀 虫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巴豆 粉 7kg, 碱 块 2~ 3kg, 肥 皂 3~4.5kg, 水 1 000 ~ 5 000kg, 先 将 巴豆 磨 成 细 粉 ,加 

热 碱 (碳酸 钠 ) 水 浸泡 半 小 时 ,过滤 喷 洒 ,对 桑 旺 极为 有 效 。 

2. BH ike, AE 47¢, 7K 20 ~ 30kg, 先 将 巴豆 粉 在 水 中 浸泡 1 ~ 2 小 时 ,再 与 肥皂 水 

混合 即 可 使 用 ,对 棉 大 卷 叶 虫 玉米 蜡 、 猿 叶 虫 .蚜虫 和 水 稻 蜡 虫 均 有 效 。 

3. 巴豆 叶 120kg, 的 烂 加 水 300kg ,者 出 药 味 后 用 水 1 200kg 稀释 ,泼洒 秧田 ,防治 稻 瘦 

蝇 杀 虫 率 达 57% 。 

4. 巴豆 ike 加 水 少许 , 放 在 锅 内 者 一 会 , 滤 去 酒 再 加 70kg 水 喷洒 ,防治 棉 蚜 SEF A 

虫 率 在 90% 以 上 。 

5. 将 巴豆 种 子 的 去 壳 取 其 仁 , 磨 成 细 粉 ,每 千克 粉 加 水 20 ~ 30kg, 浸 2 小 时 后 过 滤 ， 

再 加 肥皂 59g 用 3kg 热 水 化 开 与 巴豆 水 混合 使 用 ,可 以 防治 林木 和 蔬菜 上 的 软体 害虫 。 

6. 巴豆 种 子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达 100% ; 防治 叶 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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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效 果 达 50% ~ 60% 。 

7. 将 巴豆 叶 的 碎 按 10% ~ 20% EL BAA RAEN 3 日 后 杀 虫 率 达 95% 。 

8. 将 巴豆 1lkg, 加 水 25kg, 者 2~ 3 小 时 ,再 加 肥皂 62.5g, 混合 成 原液 ,使 用 时 稀释 1 
倍 ,防治 油茶 毛虫 , 杀 虫 率 达 100% 。 

参考 文献 

(1) 林 启 寿 . 中 草药 成 分 化 学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77 ,526 

(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Ite: ARE 

生出 版 社 ,1972,378 

(3)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药 志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59,2:59 
(4) Bartsch H, Bresch H, Geschwendt M, et al. Combination of effective separation procedures 

with modern analytical methods in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el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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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OB 

车 前 “车 前 科 PLantaginaceae 植物 车 前 Plantago asiatica L.. 

AA FHA. PHAN TAOS, FHF eee ,白带 草 , 当道, 蛤 

WE 

BMRA ”多年生 草本 ,高 10 ~ 30cm, 光滑 或 稍 有 毛 , 根 状 葵 短 ,有 多 数 须根 。 叶 基 

生 , 丛 生 ,直立 或 展开 ,叶柄 几 与 叶片 等 长 ,基部 扩大 ;叶片 宽 椭 圆 形 或 卵 形 ,长 4 ~ 15cm, 

宽 3~9cm, 有 5~7 条 平行 的 弧 形 脉 ,全 缘 或 有 不 规则 的 波状 浅 齿 。 夏 、 秋 间 开 淡 绿 色 小 

花 , 花 莹 数 条 ,从 叶 丛 中 抽出 ,有 纵 棱 : 穗 状 花 序 长 可 达 20cm, 每 花 有 一 三 角形 宿 存 苞 片 ; 

AES RAGE , 苯 片 4, 花 冠 管 卵 形 ,先端 4 裂 ,裂片 三 角形 ,向 外 反 卷 ; 雄 巷 4 个 ,花药 先 

端 有 三 角形 突出 物 ; 雄 营 工人 个 ,花柱 有 毛 。 藉 果 卵 状 圆锥 形 , 近 中 部 周 裂 ;种 子 细小 ,4~9 

粒 , 径 1~ 2mm, 黑 褐色 。( 图 14) 

图 14 Plantago asiatica L. 

分 布 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产 , 生 于 山野 荒地、 路 旁 、 河 边 阴 湿地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HT. 

药材 性 状 大粒 车 前 。 种 子 呈 长 圆 形 稍 扁 ,或 类 三 角形 ,边缘 较 薄 ,长 1.05 ~ 1.80 ~ 
2.20mm, 宽 0.65 ~ 1.20mm。 表 面 棕 黑 色 至 棕色 , 略 粗糙 不 平 ,放大 镜 下 可 见 背 面 征 隆 起 ， 
腹面 略 平坦 ,中 央 或 一 端 有 灰白 色 ( 或 黑色 ) 凹 陷 的 点 状 种 脐 。 切 面 可 见 乳白 色 的 胚乳 及 
肥 。 种 子 放 水 中 ,外 皮 有 粘液 释 出 覆盖 种 子 。 气 微 , 嚼 之 稍 有 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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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微 鉴 别 ” 叶 的 表面 观 : 上 、 下 表皮 细胞 类 长 方形 ,上 表皮 细胞 具有 角质 线 纹 。 和 气孔 

不 定式 , 副 卫 细胞 3 ~ 4 个 。 腺 毛 头 部 小 细胞 ,椭圆 形 , 柄 单 细 胞 , 非 腺 毛 少见 ,2~ 5 细胞 ， 

长 100 ~ 320um, 壁 稍 厚 , AGERE 

平 车 前 : 非 腺 毛 3~7 细胞 ,长 350 ~ 900um。 

大 粒 车 前 :种 子 ( 脐 点 处 ) 横 切面 种 皮 外 表 及 细胞 壁 极 薄 ,为 粘液 层 , 其 下 为 色素 层 , 背 

面 的 细胞 呈 类 三 角形 或 略 呈 方形 , 切 向 长 24 ~ 36um, IK 16 ~ 36pm; 腹面 细胞 类 方形 或 

稍 径 向 或 横向 延长 , 切 向 长 8~ 28pm, 径 向 长 20 ~ 32ypm, 胚 乳 细胞 4~5 列 , 壁 略 厚 , 背 腹面 

内 侧 的 多 切 向 延长 ,左右 侧 的 呈 类 圆 形 ,内 含 脂肪 油 ,子叶 细胞 排列 规则 , 含 脂肪 油 及 糊 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将 提出 的 脂肪 油 2g, 分 别 加 0.5M 氢 氧 化 钾 乙 醇 液 80ml, 依 常 法 皂 化 后 ,分 

离 出 脂肪 酸 ,然后 用 含 2% 的 硫酸 - 甲醇 (1:5)30ml 进行 甲 酯 化 2 小 时 ,然后 用 石油 醚 将 

甲 酯 提出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 加 10% THREE (1:3) HAR, F 105% 活 化工 小 时 。 展 开 

剂 : 葵 , 展 距 13cm。 显 色 剂 : 喷 0.2%2' ,7' 二 氯 荧 光 素 乙醇 液 后 , 置 于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观察 ,脂肪 酸 甲 酯 显 黄斑 点 。 

2. 颜色 反应 

生 药粉 用 Ehrlich 试剂 (对 二 甲 氨 基 葵 甲醛 - 盐酸 试剂 :对 二 甲 氨 基 葵 甲醛 lg BA 

36% 盐 酸 25ml 的 混合 溶液 )75Sml 湿润 , 包 在 滤纸 中 挤 压 , 然 后 将 滤纸 用 吹风 机 吹 干 ,滤纸 

显 红色 荧光 。 

3. 纸 层 析 法 

生 药 的 乙醚 提取 液 点 在 Whatman No.1 滤纸 上 ,经 丁 醇 - 醋酸 -水 (4:1:5) 展 开 后 , 喷 

对 二 氮 基 茶 甲 醛 试 剂 ,干燥 后 , 桃 叶 珊 瑚 孔 显 蓝 色 斑 点 ,Rf0.36。 

4. 比 色 法 

准确 称 取 干 燥 的 粉末 样品 0.5~ 1.0g, 用 10ml 乙醚 提取 3 小 时 ,5ml 乙醚 提取 2 小 时 ， 
Sml 乙醚 再 提取 2 小 时 ,合并 提取 液 。 空 气 中 挥 去 乙醚 , 残 酒 用 10 倍 水 量 的 30% 乙醇 提 

Hy 24 小 时 ,过 滤 并 压榨 残渣 ,再 以 少量 乙醇 多 次 冲洗 残 酒 , 直 到 滤液 中 无 桃 叶 珊 瑚 起 检 

出 。 合 并 滤液 ,用 50% 乙醇 稀释 至 一 定 体 积 , 取 lml( 相 当 于 10 ~ 80ug) HEMT SAK, On 
96% 乙 醇 3ml, 对 二 甲 氨基 茶 甲 醛 (2g YATE 20% HC] 溶液 100ml 中 )lml,20% HCl 溶液 lml， 

水 4ml 混 匀 ,在 65% 水 浴 上 加 热 8 分 钟 ,溶液 呈 蓝 色 ,室温 冷却 15 分 钟 , 然 后 在 595nm 测 

定 吸 收 度 。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生 药 中 桃 叶 珊 瑚 起 的 含量 。( 测 定 车 前 中 桃 叶 珊 瑚 起 含量 ) 

5.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取 lg 干燥 的 生 药 用 甲醇 提取 完全 , 蒸 干 ,提取 物 通过 氧化 铝 柱 (Sg)。 用 50ml 甲醇 - 

水 (2:1) 洗 脱 ,收集 洗 脱 液 蒸 干 ,残渣 溶 于 10ml 甲醇 ,加 0.5mg A (SURE) , 取 此 液 101 FF 
和信 层 析 柱 (U - BondapakC;g30cm x 3.9mm ID) 中 测定 。 流 动 相 为 S% 甲醇 ,流速 为 1.5Sml/ 

min, 于 200nm 检测 。( 测 定 车 前 叶 中 桃 叶 珊 瑚 下 及 梓 醇 )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含 车 前 起 (Plantaginin) 高 车 前 起 (Homoplantaginin) . HE AY SHEA FR ( Au- 

cubin) , 另 含 能 果 酸 8- 谷 省 醇 及 两 者 的 棕榈 酸 酯 以 及 正三 十 一 烷 等 , 根 中 亦 含 桃 叶 珊 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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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 叶 中 含 梓 醇 、 乌 索 酸 。 种 子 含 多 量 粘 液 质 ,并 含 车 前 子 酸 (Plantenolic acid) ADK AREF 

叭 .琥珀 酸 。 

H2OH HOH 

[AR H | H 
| we 

\ 
HO se sale i ps ma H OH H 

Plantaginin Homoplantaginin 

CH20H 

HO H 
H OH 
Aucubin 

采集 加 工 ” 车 前 子 于 秋季 果实 成 熟 时 剪 取 果穗 , 晒 干 ,打下 种 子 ,去 净 杂 质 备 用 ;车 前 

草 于 夏季 未 开花 前 采集 全 草 , 晒 于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车 前 子 0.Skg 的 烂 ,加 水 1 ~ 1.5kg, 浸 泡 $ ~ 6 小 时 过 滤 得 原液 ,可 以 原液 喷洒 ,对 

蚜虫 . 红 蜂 蛛 均 有 效 。 

2. 车 前 子 0.skg EJ DIK 1.5ke 稀释 , 滤 去 酒 淳 喷洒 用 ,每 公顷 用 药 液 2 2530kg, 防 

治 蚜虫 及 软体 害虫 。 

3. 用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予 杀 虫 率 为 16.6% ,用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83.3% 。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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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60 ,231 

(2)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 
169 

(3) Al. PAAR eB SCE RE AFR A RE A EC. 药学 学 报 ， 
1966, 13(6) :454 

(4) 江苏 新 医学 院 . 中 药 大 辞典 (上 册 ). 上 海 :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77,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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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Uk 

Ft =F Ranunculaceac fA YFt HK Cimicifuga foetida L. , 

别名 AK, AUR.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直立 草本 ,高达 1 ~ 2m。 蔡 圆柱 形 , 有 明显 的 纵 沟 ,并 密布 细小 棕 

BEE ,分 校 。 叶 为 数 回 羽 状 复 叶 ,互生 ,小 叶 长 卵 圆 形 至 披 针 形 , 头 狭 尖 , 基 微 圆 或 微 算 

斜 , 不 成 心脏 形 , 叶 面 次 绿 有 光 浑 , 叶 背 淡 灰 绿色 ,有 灰 棕 色 细 小 毛 昔 ,边缘 有 锯齿 或 浅 裂 

缺 刻 。 叶 搓 揉 之 有 亚 臭 ,下 部 叶 远 较 葵 上 部 叶 为 大 , 顶 生 小 叶 常 三 深 裂 。 花 为 总 状 花 序 ; 

集合 组 成 圆锥 形 花 序 ,腋生 或 项 生 ; 花 未 开 时 花梗 不 显 , 开 后 花梗 显著 延长 ,花梗 及 花序 总 

轴 上 均 密 生 细小 棕色 毛 昔 ; 花 两 性 , 花 葛 5 片 , 卵 形 , 有 3 脉 ,边缘 具 睫 毛 ; 蜜 叶 2 枚 ,先端 2 

裂 ,黄白 色 ,或 绿 黄色 ;雄蕊 多 数 ,花丝 长 短 不 一 , 比 花 被 片 长 ; 心 皮 通常 4 枚 ,被 腺 毛 。 萌 

葵 果 4~8 个 , 呈 长 矩 圆 形 ,长 12mm, 略 扁 , 先 端 有 短小 宿 存 花柱 , 略 弯曲 ,有 毛 。 种 子 6 ~ 

8 粒 。 花 期 6~7 月 。( 图 15) 

图 15 Cimicifuga foetid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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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东北 西北 各 省 都 有 。 野 生 于 山坡 , 常 在 海拔 2 000 米 以 上 的 地 方 。 

药 用 部 位 ”根茎 及 肥大 根 的 一 部 分 。 
药材 性 状 ” 为 不 规则 的 长 形 块 状 物 , 多 成 结 节 状 ,长 6~ 17cm, 直 径 2 ~ 3cm。 表 面 黑 

褐色 ,粗糙 不 平 , 上 面 有 几 个 圆 形 空洞 的 葵 基 痕 , 洞 内 壁 显 网 状 花纹 ,周围 残留 细 根 , 质 坚 

刺 手 ,下 侧目 凸 不 平 , 具 须根 痕 。 体 轻 而 质 坚硬 ,不 易 折 断 ,断面 不 平坦 ,纤维 性 , 淡 黄 白色 

RRA. Vik, RE ME. 
以 体 大 \ 质 坚 、 外 皮 黑 褐色 .断面 黄 绿色 ,无 须根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灰 黄 色 。 主 要 特征 :中 木 栓 细胞 呈 多 角形 , 微 带 棕色 ;@ 薄 壁 性 纤维 呈 棱 

形 , 壁 孔 密 致 ,长 150 ~ 240um, 常 十 数 个 成 束 , 胞 腔 内 常 含 有 黄 棕 色 物 质 ;@ 厚 壁 性 纤维 呈 
黄色 ,多数 成 束 ,长 可 达 400um 以 上 ,稀有 壁 孔 , 壁 极 厚 , 胞 腔 不 明显 ;@ 石 细胞 卵 圆 形 至 

长 方形 , 壁 孔明 显 , 胞 腔 内 可 见 棕色 物 ;@@ 导 管 为 具 缘 纹 孔 、 网 纹 及 梯 纹 , 以 具 缘 纹 孔 为 多 

见 ;@ 色 素 块 呈 不 规则 多 角形 的 团 块 , 深 棕色 , 具 点 孔 ;@ 淀 粉 粒 极 小 且 稀 少 , 呈 卵 圆 形 或 
HAL , 脐 点 层 纹 均 不 可 见 。 

化 学 成 分 “ 升 麻 问 味 质 (Cimitin, CoHa407) ,熔点 169% 。 升 麻 另 含 升 麻 碱 (Cimicifug- 

ine) ./) 4 AR. BER is Wi AR Ft REE ( Cimicifugenol) . Ft FR RK ( Cimicifugoside ) , Ft RAR ( Cimifug- 
in) A RA ABS KK ( Cimigenoside) 。 

C CH= C(CH3 )2 

/ FN Ga H3C.., 

Cimicifugenol cae 加 

4 = 

后 - CHs 
Kae AO Car 

me H HC cH; aa) 

H OH 

Cimicifugoside Cimifugin 

Cimigen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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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的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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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春秋 季 均 可 采集 。 春 季 从 开 冻 到 发 芽 以 前 ,秋季 从 上 露 到 地 冻 前 。 将 控 

MARRS MCL , 晒 至 半 干 , 先 去 细毛 , 堆 在 一 起 (半天 ) ,使 内 部 发 绿 ,再 晒 干 即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升 麻 1lkg, 加 水 18kg, 者 半 小 时 , 喷 治 洋芋 块 苓 峨 ,效果 100% 。 

2. 升 麻 与 苦 栋 果 等 量 混 合 , 磨 碎 , 撒 于 厕所 内 ,1 次 5~ 10kg, 可 灭 蝇 蛆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387 

(2) 第 二 军医 大 学 药学 系 生 药 学 教研 室 . 中 国药 用 植物 图 鉴 . 上 海 : 上 海 教育 出 版 
社 ,1960,769 

[3] Inoue T, Nakata C; Izawa k. Chinese crude drug shoma. |. isolation of phenolic carboxylic 

acids from the rhizomes of Cimicifuga davurica and Cimicifuga simplex. shoyakugaku 

Zasshi, 1970,24(2): 76 ~ 80 

(4) Woo I K, Kim H S. Phytochemical survey of herb drugs. Yakhak Hoeji, 1964,8(2): 

35 ~ 36 



+ i 

+- Re i+ Amaranthaceae 植物 牛 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ume. . 

别名 FER We AR , 怀 牛 膝 , 对 节 草 , 土 牛 膝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达 30 ~ 90cm。 茎 直立 ,有 条 纹 , 具 棱角 或 方形 , 节 膨 大 ,有 

细 直 毛 ,或 几 无 毛 。 叶 对 生 , 有 柄 ,椭圆 形 到 线 状 披 针 形 , 锐 尖 头 ,基部 模 形 ,全 缘 ,长 5-~ 

15cm PA RAE AA, YE PK a a , 主 脉 及 侧 生 羽 脉 二 面 微 突 ,叶柄 长 2~ Smm, 上面 有 广 

WRABE. BRE , 细 长 ERE , 顶 生 者 有 时 三 穗 同 出 , 花 密 而 多 ,花梗 及 总 梗 

均 有 密生 和 白 绒毛 ;区 膜 质 , 凿 形 ,顶端 刺 状 , 小 苞 二 片 ,基部 各 有 二 片 膜 质 广 卵 形 突 起 的 小 

裂片 , 苞 及 小 区 均 无 毛 ; 花 被 绿色 ,5 片 ,无 毛 , 有 光泽 ,边缘 膜 质 , 披 针 形 , 顶 端 尖 ;雄蕊 5 

枚 ,下 部 A/S 合生 ,花丝 细 , 退 化 雄 芒 顶端 平 圆 SBR , 浅 缺 刻 ; 子 房 圆 简 形 ,白色 平滑 ， 

花柱 乳头 状 。 胞 果 长 圆 形 ,果皮 薄 , 内 含 一 种 子 。 花 期 6~7 月 。( 图 16) 

图 16 Achyranthes bidentata B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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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E RUA Re Be A A) 

云南 等 省 均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He. 

药材 性 状 ， 牛 膝 根 呈 细 长 圆柱 形 , 直 或 稍 弯曲 ,长 15 ~ 50cm, 直径 0.4 ~ lem。 表 面 灰 

黄色 或 淡 褐 色 , 有 细 纵 皱纹 及 排列 稀 朴 的 侧根 痕 。 质 硬 脆 , 易 折断 ,断面 平坦 ,角质 样 , 淡 

黄色 , 木 部 黄白 色 ,其 外 围 散 有 许多 维 管束 小 点 ,排列 成 2~4 轮 。 气 微 , 味 微 甜 涩 , 嚼 之 粘 

7s 

RRA) RRM: ORGEH 4 ~ 8 Fi OF A, Eek. OKA 

十 数列 切 向 延长 的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中 柱 占 根 的 大 部 分 ,分 布 有 多 数 无 限 外 韧 型 维 管束 ， 

断 续 地 排列 成 2~4 轮 ,最 外 一 轮 维 管束 细小 ,形成 层 几 连接 成 环 ; 内 轮 的 维 管束 较 大 , 环 

列 ,射线 宽 狭 不 一 , 筛 管 较 小 , 壁 稍 厚 ,木质 部 主要 由 导管 及 木 纤 维 等 组 成 , 根 中 心 部 的 森 

质 部 多 为 二 原型 ,稀有 三 原型 者 。 本 品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砂 唱 。 

粉末 : 土 黄色 , 气 特 殊 , 味 微 甜 而 滁 。@ 木 栓 细 胞 类 长 方形 。@@ 薄 壁 细胞 类 圆 形 或 椭 

A ASR RBH in, OF FAI, A MSF. MAAR, KIL. OKABE, 

胞 腔 大 , 壁 微 木 化 。@ 木 薄 壁 细胞 类 长 方形 , 壁 木 化 。 

理化 分 析 

1. 泡沫 试验 

取 本 品 粉 末 少 量 , 加 10 倍 量 水 ,充分 振 播 ,产生 大 量 泡沫 ,经 久 不 散 。 
2. 溶血 试验 

取 用 生理 盐水 稀释 的 1% 新 鲜 免 血 lml, 沿 管 壁 加 入 本 品 的 生理 盐水 浸 液 (1:10) 若 

于 ,迅速 发 生 溶血 现象 。 

3. 荧光 观察 

取 本 品 的 断面 , 置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 显 黄白 色 荧光 ; 滴 加 1%NH4OH 后 , 显 淡 黄 绿色 荧 

The 

4. 显 色 反 应 

取 本 品 薄 片 或 粉末 , 滴 加 冰 醋 酸 及 浓 硫 酸 , 显 紫红 色 。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 皂 丰 并 含有 脱皮 人 当 酮 (Ecdysterone)、 牛 膝 当 酮 (Inokosterone) , 4 fi #2 

素 、 钾 盐 及 粘液 等 。 

脱皮 当 酮 Ri = CH #$R2= OH 

“RE MB Ri = CHOH R2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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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L ”冬季 葵 叶 枯萎 时 挖 取 根 部 ,除去 细 根 及 泥 砂 , 捆 成 小 把 , 晒 至 干 皱 后 ,用 硫 

BE 2 次 ,将 顶端 切 齐 , 晒 干 。 栽 培 者 一 般 于 播种 当年 冬季 采 控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切 细 的 烂 ,每 千克 加 水 1.5$kg, 浸 泡 1~ 2 小时, 过滤, 用 时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3 ~ 4kg 

喷洒 。 杀 蚜虫 效果 较 好 。 
2.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70% ~ 80%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鞋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作用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达 60% 。 

参考 文献 

(1) 江苏 新 医学 院 . 中 药 大 辞典 (上 册 ). 上 海 :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77,417 

(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ctw ARE 

生出 版 社 ,1972,398 

(3) Kono K. Inorganic constituents of diuretic drugs. J Pharm Soc Japan, 1928,48:1 098 ~ 

1 102 

(4) Gedeon J, Kincl F A.Saponins and sapogenius. Arch Pharm, 1956,289: 162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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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曹 萍 ” 天 南星 科 Aracene 植物 水 曹 汪 Acorus Calamus L. . 

别名 KB FB, RAS Wa, wis, Ke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 本 ,高 50~ 70cm。 根 状 葵 粗壮 ,直径 达 1 ~ 1.5Scm, 外 皮带 褐色 ， 

横生 ,有 多 数 须根 , 叶 根 生 无 柄 , 剑 状 线形 长 50 ~ 80mm, 宽 6 ~ 16mm, 顶端 渐 尖 ,两 面 光 滑 

无 毛 , 暗 绿色 , 脉 平行 ,中 脉 较 明显 。 花 草 基 出 , 短 于 叶片 , 佛 焰 苞 绿色 , 叶 状 ,长 7~ 20cm， 

宽 2~ 4mm; 肉 穗花 序 圆 柱状 ,长 4~ 7cm, 直 径 6 ~ 10mm; 花 两 性 , 黄 绿色 , 花 被 片 6, 倒 儿 

形 ; 雄 蕊 6, 花 丝 扁平 ,线形 ,花药 近 圆 形 , 淡 黄 色 ; 子 房 顶 端 圆锥 状 ,花柱 短 ,3 室 ,每 室 含 数 

个 胚珠 。 果 实 为 胶 质 浆果 ,倒卵形 ,长 宽 约 2mm, 熟 时 红色 , 含 1~4 粒 种 子 。 花 期 

6~7 月 , 果 期 8 月 。( 图 17) 

图 17 Acorus calamus L. 

分 布 与 生境 ” 广 布 我 国 南 北 各 省 , 生 于 沼泽 溪流 或 稻田 边 。 原 苏联 西伯 利 亚 地 区 、 

北美 洲 也 有 分 布 ,欧洲 有 引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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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 药材 性 状 ，” 根 蔡 较 粗大 , 少 有 分 枝 ,直径 1 ~ 1.5cm; 表面 类 白色 至 棕 红 色 , 节 间 长 

0.2~1.5mm, 上 侧 有 较 大 的 类 三 角形 叶 痕 ,下 侧 有 四 陷 的 圆 点 状 根 痕 ; 质 硬 ,折断 面 海绵 

样 , 类 白色 或 淡 棕 色 , 横 切 面 内 皮层 环 明显 ,有 多 数 小 空洞 及 维 管束 小 点 ; 气 较 浓烈 而 特 

异 , 味 辛 。 

显 微 鉴别 ”水草 薄 根茎 (直径 约 1.3cm) 的 横 切 面 与 石 草 玺 的 主要 区 别 为 : 薄 壁 细胞 

作 圈 链 状 排列 ,细胞 间隙 较 大 ,于 每 一 圈 链 连接 处 有 一 较 大 的 圆 形 油 细 胞 ; 维 管束 鞘 纤维 

不 发 达 ; 中 柱 无 纤维 束 ;纤维 束 及 维 管束 周围 的 一 圈 细 胞 通常 不 含 方 晶 。 

理化 分 析 

样品 制备 :取水 草 玺 药材 粗 粉 (40 目 )20g, 置 挥发 测定 器 中 以 水 蒸气 蒸馏 法 提取 挥发 

油 , 所 得 挥发 油 用 乙醚 提取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回收 乙醚 后 即 得 挥发 油 。 取 水 草 猜 挥发油 
0.11 溶 于 lml 乙醚 供 点 样 。a - 细 辛 醚 及 甲 基 丁 香 酚 的 乙醚 溶液 对 照 。 吸 附 剂 :硅胶 GC 

(250 - 300 目 ,青鸟 海洋 化 工厂 )。 湿 法 铺 板 ,硅胶 G 4g, 加 0.8% CMC - a YK 10ml ,干燥 

后 ,于 烘箱 中 105% 活 化 30 分 钟 。 展 开 剂 :石油 醚 - 乙酸 乙 酯 (85$:15) ,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1) 紫 外 光 灯 下 观察 (波长 2354nm) ;(2) 碘 蒸气 。( 薄 层 层 析 ) 

MMs KARAT AHA 1.5% ~3.5%。 

HPS a — 细 辛 醚 12.75% 8 — 细 辛 醚 37.12% , 尚 含 1 - 烯 丙 基 -2,4,5 - 三 甲 氧 基 

A 、 顺 甲 基 异 丁香 酚 \ 反 - 甲 基 异 丁香 酚 及 甲 基 丁 香 酚 等 。 此 外 ,还 含有 曹 蒲 烯 二 醇 

lan CH-CH; H=CH- CH; 

ne ee 

~ CH=CH: ree 
(CH3 

on as De 
OCH; 了 GO - 

OCHS OCH SAC AK JL 
BAT Sm 1- AA -2 、4 .5 、- 三 氧 基 葵 

Bees ne 大 7 全 HO 人 

ayaa 水 草 蒲 酮 Ate aya 
Calamen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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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mendiol) , 5 & 334 —. BE (Isocalamendiol ) , Hil 5 Ey 3 4 — BE ( Preisocalamendiol ) , & ya #2 

44574] ( Acorenone ) . 7K E78 Hel (Shyobunone ) , 57K & Yi Bll (Isoshyobunone ) , #2 7K & Yea All (Epi - 

shyobunone ) , = 3 #A AB ( Acorone) . Ei Yi ACHE JLB ( Acoragermacronc ) , = 3# Al ( Acolamone ) Xe 

& & yA Gel (Isoacolamone) 。 

KHEML KECRA, REAM RAR M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曹 玺 全 株 均 可 作 农 药 用 ,防治 病虫害 均 有 良好 的 效果 。 和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26 lkg, 捣 烂 , 加 水 2kg, 者 成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kg, 喷 筋 ,每 公顷 用 600 ~ 

750kg, 防 治 棉 蚜 、 红 果 蛛 、 稻 飞 乱 浮尘 子 、 稳 蜡 蛤 等 ,可 收 到 良好 杀 虫 效果 。 
2. 草 玺 根 、 茎 与 羌活 、 艾 叶 、 苍 术 等 混合 研 细 ,点 燃 标 烟 可 驱 蚊 虫 。 

3. SIU SLA: Ai 40% , FLA 60% , 另 加 皂 角 10% ,混合 的 烂 后 ,每 份 加 煤 焦油 
1.5 份 浸泡 48 小 时 后 ,过 滤 去 渣 , 另 取 肥 皂 1 份 溶 于 2 份 水 中 ,再 将 滤液 徐徐 加 入 ,随时 搅 

拌 ,经 半 小 时 充分 乳化 后 , 即 可 使 用 。 可 杀 高 粱 蚜虫 . 蚁 蜡 、 稻 浮尘 子 、 玉 米 蜡 、 红 苟 卷 叶 虫 

及 棉 金 销 等 。 
4. 曹 玺 切 细 置 于 干 馅 锅 内 ,密闭 加 火 干 馅 ,引出 气体 冷却 ,所 得 干 馅 液 125 克 , 用 肥 

皂 乳 化 后 ,徐徐 倒 人 1.5kg 混合 液 ( 混 合 液 为 烟叶 2 份 ̀ 石灰 1 份 .加 水 4 份 浸泡 24 小 时 后 

Wye) PBR 10 分 钟 后 冷却 即 可 喷洒 ,可 防 高 粱 蚜虫. 水 稻 量 等 , 杀 虫 效果 良好 。 
5.30 倍 曹 犹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作用 ,对 棉花 黄 萎 病菌 匈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均 达 100% 。 
6.15 倍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60% ,对 小 麦 叶 锈 病 防治 效果 为 90% 
7. 混 侣 剂 : 曹 蒲 根 、 若 栋 、 葛 树叶 、 臭 梧桐 等 量 粉碎 加 8 倍 水 浸 取 24 小 时 ,过 滤 得 滤 

液 ,每 10kg 水 喷洒 ,可 防治 菜 青 虫 。 
8 .将 草 玺 叶 和 栋 树 叶 各 1lkg 粉碎 加 16kg 水 渗 渡 ,溶液 加 适量 水 喷洒 可 防治 棉 蚜 、 红 

BALK Se Se HB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 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438 

[2] Iguchi M, Nishiyama A, Koyama H, et al.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ree new sesquiter- 

penes. Tetrahedron Lett, 1968(51):5 315 ~ 5 318 

(3) Iguchi M, Nishiyama A, Koyama H, et al. Isolation and structure of isocalamendiol. Tetra- 

hedron Lett, 1969(42) :3 729 ~ 3 732 

(4) Vrkoc J, Herout V,Sorm F. Onterpenes CXXIII; Structure of Calacone, a newsesquiterpe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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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26:1 343 ~ 1 349 

(5) Niwa M, Nishiyama A, Iguchi M, et al. Selinane - type sesquiterpenes, Acolamo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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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bean( Menyanthes trifoliata) . Bot sady Pribaltiki, 1971 ,445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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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水 

水 艺 ”区 科 Polygonaceae 147k 4 Polygonum hydropiper L. . 

别名 APRS PRE EE PRE E  E SE , 柳 艺 。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 本 ,高 30 ~ 80cm。 葵 直立 或 倾斜 ,单一 或 从 基部 分 梳 , 红 褐色 ， 

无 毛 , 节 常 膨大 ,基部 节 上 生根 。 叶 有 短 柄 ,叶片 披 针 形 ,长 2 ~ 9em, 宽 0.5 ~ 2cm, 顶端 渐 

RARE ,通常 两 面 有 腺 点 ,全 缘 , 沿 缘 有 稀 朴 的 短 硬 毛 , 近 无 毛 ; 托 叶鞘 简 状 , 膜 质 , 神 

色 或 紫红 色 ,无 毛 或 短 伏 毛 ,顶端 边缘 有 长 1 ~ 4mm HAE. BORE RR, AK, Az 

或 腋生 ,长 4 ~ 10cm, 花 下 生 ,下 部 间断 ,区 片 钟 形 , 上 部 略 斜 , 疏 生 睫毛 或 无 毛 ;通常 3~5 

花 集 生 于 多 内 ,区 片 短 于 花梗 ; 花 两 性 ,有 梗 ; 花 被 5 深 裂 , 淡 绿 色 或 淡 红 色 , 有 明显 的 腺 

点 ;雄蕊 6~8; 雌 蕊 有 2~3 花 柱 。 瘦 果 卵 形 , 暗 褐色 ,通常 一 面 平 ,一 面 突出 , 少 有 3 校 ,有 

小 点 , 稍 有 光泽 。 花 期 7~9 月 。( 图 18) 

图 18 Polygonum hydropiper L. 

分 布 与 生境 ”我国 各 地 普遍 分 布 , 生 于 水 边 山谷 湿地 、 河 滩 草地 上 。 原 苏联 、 蒙 古 、 
印度 、 朝 鲜 日 本 及 欧洲 北美 也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SH RS 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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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 Cy HO.) \ SB eKILED ( Persicarin 》 CI16 了 Hi; 07SO03 K) , Persicarin — 7 - methylether ( Cl17 HI3 

07SO;K) 及 Rhamnazin( Cl17HI407 ) 等 。 

| Wms MA AA E RS BE ( Oxymethylanthraquoinones ) , Polygonic acid , ## #X ( Hyper- 

— O- galnctose 

H 

Hyperin 

Ov OCHs 
OCH3 | ~<_ Son 

-O-SO3K 

H 

Persicarin — 7 — methylether Rhamnazin 

采集 加 工 ” 全 草 四 季 可 采 , 根 和 叶 随 时 可 采 , 晒 干 供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FREE ike 的 烂 后 加 水 Skg, 过 滤 ,每 公 硕 用 药 液 2 250kg, 对 蚜虫 .地 老虎 、 茶 毛虫 菜 

虫 . 叶 跳 虫 、 金 花 虫 .小麦 锈病 等 有 效 。 

2. PRS A ae BB ,每 公顷 用 450 ~ 600kg ,能 防治 蜡 虫 。 

3. 关 厚 晒 干 后 碾 成 细 粉 ， ee ee lial 防 

治 稳 飞 乱 、 称 苞 虫 . 卷 叶 虫 等 ,其 杀 虫 率 在 80% 以 上 。 

4. 辣 厚 干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37% | RED 10 倍 水 者 液 ,抑制 小 麦 叶 锈 

病 效 果 为 70.18% ,对 叶 锈 病 防 治 效果 为 9% ; 防治 条 锈病 效果 为 42.3% ~ 63.1%. 304% 

水 浸 液 对 轮 纹 斑 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60.9% 。 

5. PREE 10 倍 水 浸 液 抑制 棉 痰 冶 病 效果 为 75% 。 

6. FREE 10 倍 水 浸 液 防治 小 麦 秆 锈病 效果 达 60% 以 上 ;抑制 小 麦 叶 锈 病 夏 孢子 发 芽 ， 

效果 达 80% 以 上 。 

Ai 文献 

(1) Witanowski W R,Krynska H P.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buck- 

wheat( Polygonum hydropiper L. ) . Wiadowosci Farm, 1933 ,60;563 ~ 566 

(2) Tatsutu H. Studies on water soluble flavonoids, [I , Extraction of 7 - methylether of persi- 

carin from Polygonum hydropiper. Sci Repts Tohoku univ First Ser, 1956 ,39:239 ~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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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rhammer L, Rao S B. Isolation of quercitrin from Polygonum hydropiper. Arch Pharm, 

1954 , 287 :34 ~ 36 

(4) Qudrat -i- khuda M, Khaligue A, Khuda H A M. Examination of Polygonum hydropiper. 

I. Constituents of the plant. Sci Res( Dacca. Pakistan) , 1965,2(4) : 135 ~ 142 

(5) Felklora M.Hyssopus glycosides in Polygonum hydropiper. Ziva, 1959,7:210 ~ 211 

(6) Yankov L K, Damyanova L D. Components of polygonum hydropiper, 2, Hydrocarcarbons , 

waxes, and higher aliphatic alcohols. Pharmazie , 1970,25(3) : 199 ~ 201 

57 



人 

[一 一 

K 权 

ARE AB BERL Malvaceae FAA Hibiscus syriacus 工 . 。 

别名 AE AE SBE BR EMER, BEL ETE, Be 

4 eA BE SAE THE. 

植物 形态 ”落叶 灌木 ,高 达 3mAA, SOR, SKAAMM. PIER K 

卵 。 圆 形 ,长 3~6cm, 宽 2~4cm, 常 3 有 裂 , 具 钝 或 锐 锯齿 ,基部 攀 形 。 花 单 生 于 叶腋 , 钟 形 ， 

白色 , 淡 红 色 或 蓝 紫 色 , 径 约 Tem, FEA TA SF DRT, BSS 5~7 片 , 线 形 ,长 约 为 花 

3 FABRE; hr 5 HE ESS ES 1 枚 ,顶端 5 裂 。 藉 果 卵 圆 形 ,被 黄色 星 状 绒 

= ,种 子 黑 褐色 , 儿 形 至 肾 形 ,四 周 具 白色 长 绒毛 。 花 期 5 月 , 果 期 8~9 月 。( 图 19) 

图 19 Hibiscus syriacus L. 

分 布 与 生境 ”四川 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性 喜 黑 色 肥 沃土 壤 ,多 生 
长 于 丘陵 及 庭院 路 旁 。 
药 用 部 位 ” 花 及 根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不 规则 ,长 1.5 ~ 3cm, 宽 1 ~ 1.5cm, 基 部 钝 圆 , 具 短 柄 ,总 苞 一 轮 ,由 
5 ~ 8 条 线形 的 区 片 组 成 ; 花 葛 钟 状 , 灰 绿 色 ,先端 5 裂 ,裂片 三 角形 , 卷 缩 或 稍 反 卷 ; 花 柄 、 

总 多 及 花 昔 外 面 均 着 生 细毛 ; 花 准 约 10 BC, SHE , 淡 黄 或 淡 紫 蓝 色 , 倒 卵 圆 形 ,基部 密生 白 

58 



HBKEE HEC CME CAZR SREB. Ti RR. 

粉 未 :@ 花 粉 粒 圆 球 形 , 橙 黄色 ,直径 130 ~ 145 um, 外 壁 成 尖 刺 状 突起 ;@) 非 腺 毛 呈 星 

状 , 有 2~6 个 分 枝 ,每 个 分 枝 均 单 细 胞 , 稍 有 弯曲 ,长 220 ~ 400pem, 细胞 壁 薄 , 胞 腔 明 显 ， 

各 细胞 均 以 其 末端 并 合 着 生 在 花冠 的 表皮 细胞 上 , 故 无 基部 细胞 。 以 花 划 外 面 及 花丝 基 

部 最 为 多 见 ;@ 腺 毛 略 呈 粗 细 均 匀 的 短 棍 状 , 腺 头 由 5~ 8 细胞 组 成 ,而 以 6 个 细胞 为 多 

见 , 柄 单 细 胞 , 微 有 弯曲 。 花 柱 部 分 的 腺 毛 , 有 时 还 可 见 到 较 多 细胞 组 成 的 腺 头 ;@ 四 草酸 钙 

徐 晶 众多 ,直径 约 20m, 多 见于 花柱 的 薄 壁 细胞 中 。 

化 学 成 分 “ 花 含 肥皂 草 起 (Saponarin,CzH0i.2HO) , 系 为 一 种 黄酮 起 ,并 含 异 牡 莉 

% (Isoxitexin 为 6-C-8B-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芥 菜 素 )。 此 外 , 尚 含 有 皂 了 起 及 多 量 粘 液 质 。 

根 皮 含 芭 质 及 粘液 质 。 种 子 含 锦 葵 酸 (Malvic acid) . 3 AR (Sterculic acid), —al3# BR 

(Dihydrosterculic acid) 。 花 内 富 含 粘液 ,内 含有 糖 武 (Saponarn, CiH40Oi ) 等 。 

CHz . (CH2} : er [CH: } . COOH Ho 

H2 

Malvic acid 
CH . (CH2)7;— C=C- (CH2)7- COOH 

Sterculic acid 

Saponarin 

KRML F.AKKAK, WRT ; KER A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叶 kg SER 0.6kg. Ike 汁液 加 水 5 ~ 6kg, 搅 匀 喷 酒 , 杀 棉 蚜 效果 67% 。 

2. 木 樟 皮 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的 杀 虫 率 为 78% 315 倍 液 对 马 铃 鞋 晚 疫病 孢子 发 芽 

的 抑制 效果 为 97.7% 。 
3.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50% ~ 60% ;对 小 麦 叶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以 上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稍 有 抑制 。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50% ~ 60% ,对 小 麦 叶 适 病 防治 效果 为 90% WE. 

4. 木 樟 花 10 倍 水 浸 液 ,对 棉 立 枯 病 抑制 效果 为 50% 。 

参考 文 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1972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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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 F 

REF HEP Cucurbltuceac 414 ASF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Lour. ) Spreng. 

别名 ABN FARE, AKG AY SRO.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 质 芯 本 ,长 4~ 8m。 块 根 粗 壮 , 近 圆柱 形 , 稍 有 分 枝 , 表 面 浅 棕 黄 

色 。 葵 几 无 毛 , 有 棱 线 ; 卷 须 单一 。 叶 互生 ,叶柄 长 $ ~ 10cm。 叶 片 三 角形 ,3~ 5 人 掌 状 浅 裂 

至 深 裂 ,长 8 ~ 22cm, 宽 近 于 长 ,先端 短 渐 尖 , 基 部 心 形 , 近 叶 柄 两 侧 处 各 有 1 ~ 2 个 较 大 的 

腺 体 PR BRODIE , WA = FANE ,边缘 有 波状 三 角形 齿 , 花 雌 雄 异 株 可 单 性 同 株 ， 

单 生 ,花梗 甚 长 ,每 共有 1 绿色 圆 肾 形 苞 片 ,长 3 ~ dem, 2H; ES 5 裂 , 具 暗 紫色 条 纹 ; 花 

冠 钟 状 ,浅黄 色 ,直径 约 6cm,5 裂 ,裂片 倒 卵 状 椭圆 形 ,雄花 花冠 裂片 不 等 大 ,雄蕊 3, 花 丝 

极 短 , 具 2 个 有 盖 的 蜜 襄 ;雌花 冠 裂片 近 等 大 , 子 房 下 位 ,果实 宽 , 椭 圆 形 至 卵 状 球形 ,长 
12 ~ 15em, 直径 8 ~ 9.$cm, 橙 黄色 ,有 肉质 刺 状 突起 , 果 梗 长 7 ~ 10cm, 种 子 大 ,35 ~ 50 Fi, 

稍 似 浆 甲 状 。 花 期 5~ 9 月 , 果 期 9~11 月 。( 图 20) 

分 布 与 生境 ”广东 广西 .陕西 四 川 \ 湖 南 河南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种子 。 

药材 形状 本 品 呈 扁平 长 卵 形 ,长 4~ 9mm, 宽 约 3mm, 厚 约 lmm, 外 表 乳 白色 ,顶端 平 

截 ,边缘 可 见 一 突起 的 种 脐 ,子叶 二 枚 ,类 白色 ,气味 微弱 。 

显 微 鉴别 ” 木 浆 子 横 切 面 : 种 皮 的 表皮 细胞 一 层 , 近 长 方形 , 常 径 向 延长 Be; ARE 

下 为 3~4 层 薄 壁 细胞 , 近 方 形 或 矩 圆 形 , 较 小 并 排列 整齐 ; 内侧 为 十 数 层 近 圆 形 或 形状 不 

规则 的 厚 壁 细 胞 ,大 而 壁 极 厚 ,边缘 波状 , 层 纹 较 明 显 ;其 内 为 3~4 层 长 方形 或 长 圆 形 薄 

壁 细 胞 , 壁 带 呈 波 状 ,种 子 两 侧 的 细胞 壁 渐 增 厚 ,至 两 端 外 细胞 壁 增 厚 成 纵向 延长 的 石 细 

胞 , 横 切 面 呈 圆 形 ,胚乳 薄 壁 细胞 2 至 多 层 , 其 中 有 的 部 分 已 瑞 废 ,子叶 薄 壁 细胞 中 充满 

木 警 子 粉 末 : 呈 灰 黄色 或 浅 棕 黄 色 。 主 要 特征 (1) 厚 壁 细 胞 有 两 种 :一 种 棕 黄 色 ,不 规 

则 椭圆 形 或 短 圆 形 ,边缘 多 深 波 状 ,长 50 ~ 338 pum, FH 45 ~ 143 um, 壁 厚 9 ~ 50um, AK, A 

层 纹 , 胞 腔 狭 窗 或 几 无 胞 腔 。 另 一 种 呈 条 状 或 棒状 ,长 100 ~ 270um, HEA 253pm, 壁 厚 约 

10pwm, 边 缘 深 波状 。(2) 子 叶 落 壁 细胞 五 角形 或 六 角形 ,充满 糊 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乙醚 20ml, 温 浸 半 小 时 , 滤 过 , 取 醚 液 2ml, 置 玻璃 血 中 , 挥 去 乙 

醚 , 残 酒 加 无 水 硫酸 钠 少 量 ,直接 加 热 ,发 生气 泡 及 有 具 刺激 性 的 浓 白 色 气体 。( 检 查 油 脂 ) 

《2)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20ml 水 ,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半 小 时 , 滤 过 。 取 带 塞 试管 二 支 , 各 加 波 

液 Iml ,一 管 加 5 多 氧 氧 化 钠 溶液 2ml, 另 管 加 5% 盐 酸 溶液 2m , 密 塞 ,用 力 振 摇 1 分 钟 , 两 

管 间 产生 高 度 相 近 的 大 量 蜂窝 状 泡沫 。( 检 查 三 若 皂 ) 

化 学 成 分 eae, He wc A'S F MR (Momordic acid) .a - Spinasterol( Cy Hig 

O) .\Sesquibenlhlol( Cj;H,,0) iA 22 6 11 2 HIT (Gypsogenin). WAY Wa AT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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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Lour.) Spreng. 

A SR ABA 44.38% , 油 中 含有 D - 桐 酸 (D - Elaeostearic acid) 以 及 海藻 糖 (Mycose) 

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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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halose (Mycose ) 
- Momordic acid 

Hs 
H- CH= CH-CH- CHK yy 

CH2CHs 

a— Spinasterol 
Gypsogenin 

采集 加 工 ” 秋季 果实 成 熟 时 采摘 , 剖 开 ,上 晒 至 半 干 剥 取 种 子 或 将 果实 放 人 和 盆 内 , 拌 以 

草木 灰 , 待 果肉 烂 去 ,用 清水 淘 洗 ,取出 种 子 , 晒 干 或 烘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BRET OA, SAG AAA ABE, ,或 用 石 碾 碾 细 , 制 成 细 粉 ,加 水 50~ 80 FF 

WA. RARER Ike, UI7K2 ~ 2.5kg, 者 沸 半 小 时 ,过 滤 ,原液 0.5kg, 加 水 5~7.5ke. Me 

酒 ,防治 棉 是、 红果 蛛 , 杀 虫 率 达 80% 以 上 IAS HER HB ABBA 85% 以 上 。 

2.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予 杀 虫 率 15.5% 。100 倍 酒精 浸 液 杀 虫 率 63%。 

3. 将 其 种 子 研 成 细 末 与 米 水 同 者 到 半熟 做 成 毒饵 ,可 毒 死 麻 誉 。 

参考 文献 

[1]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982 
(2) Murakami T, Nugasawa M, Itokawa H,et al.Stmucture of a new triterpene, momordic acid, 

Obtained from Momordic cochinchinensis. Tetrahedron Letters, 1966(42):5 137~5 140 

[3] Kubota K, Sato M, Murakami, T, et al.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on the saponin isolated from 

the seed of 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 Yokugaku Zasshi, 1971 ,91(2) : 174 ~ 179 

(4) Hopkins C Y, Chisholm M J, Ogrodnik J A. Identity and configuration of conjugated fatty 

acids in certain seed oils. Lipids, 1969 ,4(2) :89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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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HR =F Orchidaceae 植物 白 及 Bletlla striata( Thunb. ) Reichb.f. 。 

别名 €4RB,4R,AA, AR, AEB AX~,R~ TR RY AR ARTA 

鸡 , 羊 角 七 , 白 乌 儿 头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 本 , 独 葵 自 叶 中 抽出 ,高达 90cm。 地 下 球茎 为 压 扁 状 卵 形 或 长 

简 形 ,白色 多 肉 , 直 荃 lem, 有 粗 线 状 生 毛 的 须根 。 葵 的 下 部 有 叶 3 ~ 5 片 , 互 生 , 无 毛 ,下 

部 鞘 状 , 抱 葵 ,相互 重 受 ;叶片 长 披 针 形 至 长 方 状 披 针 形 ,全 缘 , 长 18 ~ 45cm, FE 2.5 ~ Sem,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 花 4~12 条 , 径 3~3.5cm, 无 毛 ; 苞 片 长 方 状 披 针 形 或 匙 形 , 早 落 。 花 被 6 

片 ,二 轮 排列 ,玫瑰 紫色 或 间 有 黄白 色 ,长 方 状 镰 钩 形 ,基部 狭 ,顶端 钝 头 ,有 脉 7~ 9 条 ;内 

轮 花 被 、 层 鸭 抱 营 柱 生长 , 呈 倒 卵 状 广 椭圆 形 ,先端 三 裂 , 侧 裂 卷 绕 蕊 柱 , 中 裂片 有 纵 纹 5 

条 ,边缘 具 波 纹 或 具 较 深 钝 齿 ; 花 丝 短 ,长 不 及 lm, BH, WRAL ,两 端 稍 呈 尖 

KA OW, KA 3.5em, 1% lem。 花 期 5~6 月 。( 图 21) 

图 21 Bletlla striata(Thunb. ) Reich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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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多 生 于 山野 山谷 潮湿 处 。 分 布 于 河北 AAR eR, 

浙江 江西、 福建 、 台 湾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陕西 .甘肃 四川 贵州 ` 云 南 等 省 区 。 

药 用 部 位 ”球茎 。 

药材 性 状 ” 呈 不 规则 的 扇 圆 形 , 多数 2 ~ 3 个 ,分 又 似 掌 状 ,长 1.5 ~ Secm。 厚 

0.5~ 1.$Scm, 表 面 灰 白色 或 黄白 色 , 有 细 皱 纹 , 上 面 有 凸 起 的 葵 痕 ,以 茎 痕 为 中 心 有 数 圈 棕 

褐色 的 同心 环 纹 , 环 上 残留 有 棕色 点 状 的 顺 根 痕 , 下 面 有 连接 另 一 块 荃 的 痕迹 。 质 坚硬 ， 

不 易 折 断 ,断面 可 见 多 数 分 散 的 维 管束 点 。 无 臭 . 味 微 苦 ,有 粘性 。 以 个 大 肥厚 饱满 、 色 

白 . 半 透 明 、 质 坚实 ` 无 须根 及 外 皮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观察 粉末 为 白色 。 其 特征 (1) 表 皮 细胞 呈 淡 黄 绿色 ,细胞 壁 形似 锁链 波状 

弯曲 , 壁 厚 3 ~ 6pm, 木 化 或 微 木 化 , 孔 沟 明显 。(2) 草 酸 钙 针 晶 酸 分 布 于 木 化 或 微 木 细胞 

中 ,长 20~ 50um。(3) 粘 液 细胞 或 薄 壁 细胞 中 含 针 晶 束 。(4) 导 管 为 螺纹 和 梯 纹 , 直径 

10 ~ 30pme(5) 分 布 很 多 淀粉 粒 , 均 已 糊 化 。 

理化 分 折 ” 取 本 品 约 2g, 加 水 20ml 在 沸水 浴 中 热 浸 30 分 钟 , 过 滤 ,滤液 进行 下 列 实 

验 。 

(1) 取 热 水 提取 液 Im, 加 入 新 配制 的 碱 性 酒石酸 铀 试剂 5~6 滴 ,在 沸水 浴 中 加 热 

分 钟 产 生 棕 红色 氧化 亚 铜 沉淀 。 

(2) 取 热 水 提 取 液 Iml, 加 入 5%u - 蔡 酚 乙醇 溶液 3 滴 , 摇 匀 , 沿 试管 壁 缓 缓 加 入 浓 硫 

酸 0.$ml ,在 试 液 接 界面 处 形成 紫红 色 环 。 

化 学 成 分 “ 白 及 块茎 含 白 及 胶 质 (粘液 质 之 一 ,为 白 及 甘露 聚 糖 Bletilla mannan) ,由 4 

份 甘露 糖 和 1 份 葡萄 糖 组 成 的 葡萄 糖 甘露 甘 聚 糖 。 另 含 植物 粘液 (Mueilage)56.75% ~ 

60.15 和 以 及 香精 油 挥发 油 、 省 粉 等 。 

采集 加 工 ” 夏 、 秋 采 收 ,除去 地 上 荃 叶 及 须根 , 洗 净 置 沸水 中 者 或 蒸 至 内 无 白 心 , 取 

出 ,除去 粗 皮 晒 于。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白 及 0.5kg 加 水 8kg 者 成 原液 。 对 蚜虫 防治 效果 为 30% ,对 槐 是 防治 效果 为 70% 。 

2. AR 100g, 加 水 4kg, 者 成 原液 2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1.5 ~ 2.5kg 搅 匀 喷洒 。 对 棉 是 

防治 效果 62.7% 。 

3. AR 0.25kg, wk 0.$kg, 加 水 混合 成 原液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5kg 喷洒 ,对 蚜虫 

防治 效果 为 75%。 

参考 文献 

(1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655 

(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440 

[3] Otsuki T. Bletilla mannan from the roots of Bletilla striata. Acta Phytochim Japan, 1937, 

10:29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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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x iP} Solanaceae 植物 白 英 Solanun lyratum Thunb. . 

别名 ASH, AB HE, Bee A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 质 藤本 ,长 0.5 ~ 4m, 除 花梗 , 花 及 果实 外 ,其 余部 分 均 被 柔 毛 ， 

葵 基 部 木质 ,有 纵 棱 和 圆 形 皮 孔 ,上 部 草 质 蕨 草 状 , 茎 及 小 梳 均 密 被 具 节 长 柔 毛 。 叶 互生 ，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或 琴 形 ,长 3.5~ 6.5em, Fe 2.5~ 4.5cme ,顶端 渐 尖 ,基部 心 形 ,上 部 全 

缘 或 微波 状 , 叶 片 近 基部 通常 3- 5 深 裂 ,裂片 全 缘 , 侧 裂片 愈 近 基 部 愈 小 , 顶端 钝 尖 , 中 有 裂 

片 较 大 ,通常 卵 形 ,先端 渐 尖 ,两 面 均 被 白色 发 亮 的 长 柔 毛 ;少数 在 小 枝 上 部 的 叶 为 心脏 

形 , 较 小 ,长 1~ 3cm; 叶 柄 长 1~ 3cm, 被 有 与 蕉 枝 相 同 的 毛 。 聚 伴 花 序 顶 生 或 侧 生 , 琉 花 ， 

花梗 长 8 ~ 15mm; 花 功 杯 状 。 直 径 约 3mm, 苯 齿 5。 浅 裂 , 宿 存 ; 花冠 白 色 或 蓝 紫 色 , 直 径 

约 1.1em,5 深 裂 ,裂片 自 基 部 向 下 反 折 ;雄蕊 $, 花 丝 极 短 , SLA HES 1, 子 房 卵 形 ,2 

室 , 花 柱 细 长 ,柱头 棒状 ,浆果 球形 ,成 熟 时 黑 红 色 , 花 昔 宿 存 ,直径 约 lem。 花 期 5~ 7 月， 

果 期 6~9 月 。( 图 22) 

分 布 与 生境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野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或 根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长 1~ 4m, 全 体 被 毛 , 幼 枝叶 上 尤 多 , 根 较 细 , 稍 弯曲 , 线 棕 黄 色 。 葵 

圆柱 形 , 稍 有 棱 , 灰 绿色 或 灰 黄色 。 叶 互生 ,叶片 皱 缩 易 碎 , 完整 者 展 平 后 呈 长 卵 形 ,长 

3~ 8cm, 宽 1~3.5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心 形 ,全 缘 或 下 部 2 浅 裂 至 中 裂 ,裂片 耳 状 或 戟 状 ; 

上 表面 棕 绿 色 ,下 表面 绿 灰 色 ; 叶 柄 长 2~ 4em。 聚 伞 花 序 与 叶 对 生 ,花序 梗 折 曲 状 , 花 冠 $ 

裂 ,长 约 Smam, 棕 黄色 ,浆果 球形 ,直径 约 1.2cm, 绿 棕色 。 种 子 近 圆 形 ,扁平 。 气 微 , 味 淡 。 

显 微 鉴别 AAG 2mm) 横 切面 :表皮 细胞 长 方形 ,外 侧 有 角质 层 及 毛 革 。 皮 层 有 

3~4 列 细胞 , 间 有 草酸 钙 砂 唱 , 韧 皮 部 外 侧 有 中 柱 闽 纤维 ,单个 散在 或 数 个 相连 ,排列 成 

环 。 维 管束 双 亏 型 ,形成 层 明显 ,木质 部 较 宽 , 导 管 径 向 排列 。 艇 部 细胞 排列 疏松 ,含有 草 

酸 钙 砂 唱 ,多 中 空 。 

叶 横 切面 :叶片 上 表皮 细胞 扁平 , 具 气 孔 , 下 表皮 细胞 较 小 ,气孔 较 多 ,上 下 表皮 均 有 

毛 攻 着 生 。 栅 栏 组 织 为 1 列 细胞 ,海绵 组 织 排列 玻 松 , 其 中 近 栅 栏 组 织 外 散 有 含 砂 晶 的 细 

胞 , 主 脉 表皮 细胞 类 圆 形 , 维 管束 双 韦 型 ,木质 部 作 新 月 形 ,由 导管 与 木 纤 维 及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韧 皮 部 细胞 细小 , 列 于 木质 部 上 下 两 侧 。 薄 壁 细 胞 中 有 的 含有 草酸 钙 砂 晶 。 

粉末 : 棕 绿 色 。 毛 昔 众 多 , 非 腺 毛 有 2~4 个 细胞 ,长 125 ~ 179um, 苯 片上 的 非 腺 毛 基 

部 分 枝 ; 腺 毛 长 133 ~ 975$um, 柄 有 1~ 4 个 细胞 , 腺 头 为 单 细胞 。 花 粉 粒 类 圆 形 微 带 黄色 ， 

直径 13 ~ 17pm。 和 气孔 为 不 等 式 , 副 卫 细 胞 3 ~4 个 。 叶 肉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砂 唱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乙醇 20ml , 置 水 浴 上 回流 15 分 钟 , 滤 过 。 滤 液 供 下 述 试验 : 

(HU) 取 滤液 Imi, DNL eR BT, Ae HE BRET FA 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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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 滤液 Iml, AR , BeTAE MOK BR > ee YS BE, BE - 硫酸 (19:1) 数 滴 , 显 紫红 色 ， 

上 层 逐 渐变 绿 。 

2.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水 浸渍 , 滤 过 。 滤 液 供 下 述 试验 : 

(1) 取 滤液 Iml, 加 0.2% 草 三 酮 溶液 数 滴 , 置 沸水 洽 上 加 热 Ph. BOA, , 显 蓝 紫 色 。 

(2) 取 滤液 lml, 加 碱 性 酒石酸 铜 试 液 Iml 置 水 洽 上 加 热 数 分 钟 ,发 生 棕 红 色 沉 淀 。 

化 学 成 分 “ 白 英 全 草 含 生物 碱 。 葵 中 含 当 体 生 物 碱 ,有 番茄 炳 胺 (Tomatidenol) ,澳洲 

茄 胺 (Solesodiene) 和 蜀 主 泉 碱 (Soladulcidine) 等 。 叶 中 还 含有 较 多 的 FH Thi Bh (a - Solama- 

rine) #il B To Ah Bm , 42> AS WAIN ADK (Solasonine), EF PERASH SAB, 主要 为 蔡 吉 皂 
FALE ( Tigogenin) 。 根 中 含 150 - 羟基 蜀 羊 泉 碱 (15d - Hydroxysoladulcidine) , 15a — WAIN AMAR 

(15a - Hydroxysolasodine) 和 15a - 羟基 番茄 烯 胺 (1Sa - Hydroxytomatidine) 和 15a - 羟基 番茄 

5 FR ( 150 - Hydroxytomatidenol ) 。 

A? *— Solasodiene HO H 

(Solanidine ) Tigogenin 

Tomatidenoi 15a— Hyroxysolasodine 15a — Hydroxytomatidenol 

H Sola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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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春 末 至 冬 初 采 收 ,干燥 或 鲜 用 。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1. SURAT BR 92.2% 。 

2. ZAM lg 加 水 Sml , 冷 浸 72 小 时 ,能 杀 棉 蚜 和 菜 蚜 。 

3. ZAM 1g 加 水 3ml AREAS AS 

4. ZAP AE ASE Bt SF 

图 22 Solanum lyratum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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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R 

A 3} Moraceae #449 4 3 Morus alba L.. 

别名 RAR, RA. 

植物 形态 ”落叶 灌木 或 小 乔木 ,高 达 13m。 树 皮 灰 白色 , 常 有 条 状 裂缝 , 根 皮 红 黄色 

至 黄 棕色 ,纤维 性 甚 强 。 叶 互生 , 具 柄 ;叶片 卵 圆 形 或 宽 卵 形 ,长 7~ 15cm, 宽 5 ~ 12cm, 先 

端 尖 或 长 尖 , 基 部 近 心 形 ,边缘 有 粗 锯齿 ,有 时 不 规则 分 裂 , 上 面 鲜 绿色 ,无 毛 , 有 光泽 ,下 

面色 略 淡 , 脉 上 有 朴 毛 ,并 具 腋 毛 , 基 出 3 脉 。 春 、 夏 开 绿 色 花 , 花 单 性 ,雌雄 异 株 , 均 为 穗 

状 花 序 ,腋生 。 雄 花花 被 片 4, 雄 蕊 4, 中 央 有 不 育 雌 蕊 ;雌花 花 被 片 4, 无 花柱 或 花柱 极 短 ， 

柱头 2 裂 , 宿 存 。 疤 果 外 被 肉质 花 被 ,多数 密集 成 一 卵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聚合 果 , 又 名 桑 棋 , 初 

绿色 ,成 熟 后 变 肉 质 , 黑 紫色 ,也 有 白色 的 。( 图 23) 

图 23 Morus alba L. 

HSA ACA Pe BERR ARG a a PR I AR 

NN ABT AEP UL Sah, EAT , lad, FV) Sa, a LL Se De aH EF TUE 

药 用 部 位 皮 \ 叶 、` 果 实 和 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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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本 品 为 除去 木 栓 层 的 干燥 根 皮 , 呈 扭 曲 的 卷 片 或 板 片 状 ;长 20 ~ 50cm 或 

更 长 JB 1.5 ~ 3mm; 外 表面 黄白 色 ,不 光滑 ,纤维 性 ,有 纵 细 纹 , 有 时 残留 未 除 尽 的 橙黄 色 

或 红 棕色 的 木 栓 组 织 ;内 表面 黄白 色 至 黄 棕色 , 粗 纤 维 性 。 质 坚 ,不 易 折 断 , 断 面 不 平 , 裂 

AE , 易 成 层 剥 离 。 带 豆 粉 臭 气 , 味 淡 。 

Ree) ”果实 横 切 面 : 宿 存 花 被 片 4, 包 在 果实 外 周 ,部 分 内 表皮 细胞 含有 钟 乳 体 ， 

薄 壁 细胞 多 压缩 ,有 黄 棕 色 物 质 , 有 时 可 见 草酸 钙 艇 唱 。 果 皮 由 薄 壁 细胞 和 石 细 胞 组 成 。 

种 皮 是 2~4 列 薄 壁 细胞 , 切 向 延长 排列 ,胚乳 及 胚 均 为 薄 壁 组 织 ,内 含 脂肪 油 、 糊 粉 粒 。 

果皮 横 切 面 : 外 果皮 为 1 列 方形 至 长 方形 的 薄 壁 细胞 ,细胞 的 侧 壁 呈 波 状 ,外 被 明显 

WARE. PREAREAR A ,最 内 一 列 细 胞 切 向 延长 ,内 含 黄 棕色 物质 ,而 形成 黄 

棕色 环 带 ,在 果 状 处 各 分 布 一 维 管束 。 内 果皮 紧 接 于 中 果皮 ,由 2 列 石 细胞 组 成 ,外 侧 1 

列 石 细 胞 圆 形 或 类 方形 ,直径 10 ~ 20um, 内 其 草酸 钙 方 唱 , 形 成 能 唱 石 细胞 层 ; 内 方 1 列 

石 细胞 类 方形 .长 方形 或 类 圆 形 , 切 向 侧 长 20 ~ 60pm, 径 向 侧 长 40 ~ 5$0pm, 胞 壁 厚 约 

10um, 层 纹 细密 而 清晰 ,有 的 可 见 点 状 壁 孔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样品 粗 粉 3g, 加 乙醇 20ml, 置 水 洽 上 加 热 10 分 钟 , 滤 过 ,滤液 作 以 下 试验 :(1) 取 

上 述 滤 液 10m, 加 入 少许 镁 粉 混 匀 , 滴 加 盐酸 数 滴 , 微 热 , 试 液 呈 樱 红色 。( 检 查 黄 酮 类 ) 

(2) 取 上 述 滤液 ,点 于 滤纸 上 , 置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观察 , 呈 蓝 色 荧 光 ; 滴 加 三 氯 化 馈 

试 液 后 , 则 呈 亮 黄 绿色 荧光 。( 检 查 黄 酮 类 ) 
2. HEP 

样品 制备 :取样 品 粗 粉 2g, 加 石油 醚 10ml, 回 流 10 分 钟 , 滤 过 ,滤液 浓缩 至 lml ,点 样 
量 3ul。 吸 附 剂 :硅胶 HLTyp60 ,德国 ,Merck) 加 1% CMC, , 制 板 后 , 自然 干燥 并 于 110% 活 化 
半 小 时 。 展 开 剂 : 葵 - 醋酸 乙 酯 (80:20)。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0.1%a - WARE - B- HK 
酚 硫 酸 试 液 ,加 热 显 色 。 

WMS BAK AKAM (Betulinic acid) 及 四 种 新 的 黄酮 类 衍生 物 : 末 尔 贝 林 

(Mulberrin , CH205) AR ZK D1 2 £8.48 ( Mulberrochromene , Cy5 H4 Og) 、 环 末 尔 贝 洛 色 烯 (Cyclo- 

mulberrochromene , C25Hz2 0g) RIF ARAB Wl PK ( Cyclomulberrin , Cz5Hz05)。 此 外 , 尚 含 a 及 B 香 

树 精 (a 及 B- Amyrin,CaoHso0)、 挥 发 油 、 软 脂 酸 、 谷 和 当 醇 葡萄 糖果 胶 、 多 缩 成 糖 、 十 一 葵 
5 BE ( Undecaprenol , C55 Ho90)  -+ = 3! i BE ( Dodecaprenol , Cg H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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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myrin a ee Mulberrin 

KeRML BARI PRR MKB, MTO2A. RH. RAK 10 ~ 

11 月 , 桑 校 5~6 月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树叶 lkg 加 水 5~ 10kg 泡 出 汗液 后 ,过滤 喷 洒 ,可 防治 蚜虫 。 

2. Mt ike 加 水 Skg, 者 成 原液 4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4 倍 。 防 治 棉 蚜 杀 虫 率 达 

60%。 

3. 桑 叶 2kg 加 水 10kg, 者 成 原液 。1kg 原液 加 水 4kg 喷洒 。 oa lkg 吉水 10kg 浸 

汁 ,每 公顷 喷洒 1 800kg。 对 棉 蚜 、 红 蜘蛛 很 有 效 。 

4. 桑 叶 1lkg 的 烂 后 ,加 水 Skg。 或 于 叶 加 水 煮沸 半 小 时 ,过 滤 ,每 公顷 喷洒 3 000 ~ 

4 500kg ,防治 棉 蚜 。 

5. 桑树 叶 和 石灰 各 lke, UK Ske 者 成 原液 2kg, 原液 再 加 水 6 倍 , 防 治 棉 蚜 、 红 蜘蛛 ， 

杀 虫 率 达 80% « 

6. Mt 10 倍 水 浸 液 ,抑制 小 麦 赤 霉 病 效 果 为 50% TILIA 25% 。 

7. SUPA 1S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以 上 ,对 小 麦 叶 

锈病 菌 夏 孢 子 达 100%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菠 有 抑制 作用 。 

参考 文献 

[1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 

678 

(2) Kasyanov G I, Pekhov A V,Shaftan E A, et al. Carbon dioxide extract of Morus alba L. 

Fruit. Rastit Resur, 1976, 12(4) :597 ~ 599 

70 



(3) Shishkov G Z, Golberg N D, Marchenko P S. Fatty acid composition of a carbon dioxide ex- 

tract from Morus alba dioxide extract from Morus alba fruits. Rastit Resur, 1978, 

14(4) :585 ~ 586 

7] 



A x 

Aa AF Vitaceae 149 ASX Ampelopsis japonica( Thunb.) Makino. , 

AZ AAR, LUT, Be PAR LON , ALON , ARE , BE, 7) EERE 

MAA BRE K, SAK SCRA AE, WARK EL. HAE, AB,3~5 7) 

叶 , 小 叶 一 部 分 为 羽 状 分 裂 ,裂片 卵 形 ,先端 渐 尖 ,边缘 疏 生 粗 锯 齿 , 基 部 槐 形 , 总 叶 轴 有 

翅 。 聚 散 花 序 与 叶 对 生 , 生 于 细 长 而 常 作 缠绕 状 的 花梗 上 ; 花 小 , 淡 黄 色 葛 睛 ,花瓣 、 雄 芒 

各 5 数 ,雌蕊 1 个 , 具 花 盘 。 果 实 为 球 BRR ,白色 或 蓝 色 。 生 于 山坡 树林 下 或 攀援 于 往 

B. THA 7~8 月 , 果 熟 期 9~ 10 月 。( 图 24) 

图 24 Ampelopsis japonica(Thunb. ) Ma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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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河北 河南 山东 ` 江 西江 苏 ̀ \ 浙 江 A AR Ae 

古 等 地 。 野 生 于 山野 。 

药 用 部 位 te. 

药材 性 状 ”块根 呈 纺 锤 形 ,长 ~ 13cm, 直径 1 ~ 3cm。 外 皮 棕 色 ,可 见 横向 延长 的 皮 

孔 状 疤痕 , 栓 皮 容易 层 层 脱落 。 切 面 为 粉 白 色 。 质 轻 , 易 折断 ,断面 粉 性 ,可见 浅 红 棕 色 的 

形成 层 环 纹 及 放射 性 线 纹 。 气 臭 微弱 DORE 

显 微 鉴别 ” 根 ( 中 部 半径 约 1.Scm) 的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为 2 ~ 6 列 木 栓 细胞 ,有 时 脱落 。 

DRAG)  DEREERK ,形成 层 呈 环 状 。 木 质 部 导管 稀 朴 排列 ,周围 有 木 纤维 

木 化 薄 壁 细胞 。 本 品 薄 壁 组 织 中 散布 有 粘液 细胞 ,内 含 草 酸 钙 针 晶 束 ; 薄 壁 细胞 含 淀粉 

粒 , 有 的 尚 有 草酸 钙 复 唱 。 

Mm AGAR TEMS ,其余 成 分 未 详 。 

采集 加 工 ”春秋 均 可 采 控 ,以 春 采 为 好 , 洗 净 泥土 , 切 成 两 为 或 四 办 或 斜 片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晒 干 , 研 细 , 磨 粉 。1lkg AH, NA+ 10kg, BARA, DE, 

的 烂 ,加 水 10kg, AYE, RE. BOK ARK lke FOIE, HK 2kg, 浸 泡 1 天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kg, 喷 酒 ,防治 蚜虫 FUME ,效果 70% 左 右 。 

参考 文献 

徐 国 钧 等 . 药材 学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3 ,413 

73 



2 

A 

A =F Rutaceae 植物 白 鲜 Dictamnus dasycarpus Turcz. 。 

NA Ae, A, Ae, ee IL, NEF.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基部 常 木质 ,高 可 达 lm; 全 株 有 强烈 香气 ; 根 肉 质 ; 葵 幼 嫩 部 

分 密 被 白色 的 长 毛 并 着 生 水 泡 状 凸 起 的 腺 点 。 单 数 羽 状 复 叶 ;小 叶 9~ 13 A, RIB BOB 
披 针 形 WAR EE , 沿 脉 被 柔 毛 , 叶 轴 有 罕 愤 。 总 状 花 序 顶 生 ,花梗 具 条 形 苞 片 片 ; 花 

白色 或 淡 紫 色 , 昔 片 5; 花 次 Ss ERS 10, 伸 出 花 狼 外 。 藉 果 SFR, SRE TH Sig BER AY MR, 

被 棕 黑 色 腺 点 及 白色 柔 毛 。 花 期 4~5 月 , 果 期 5~6 月 。( 图 25) 

图 25 Dictamnus dasycarpus Tur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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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江苏 安徽、 河北. 甘肃、 陕西 东北、 内蒙古、 新 疆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地 , 岩 质 坡地 ,丛林 下 。 

药 用 部 位 ” 根 \ 皮 和 花 。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圆 管状 ,有 纵 直 割 破 的 裂缝 ,外 皮 稼 已 剥 去 ;长 短 不 一 , 圆 管 直 径 

5 ~ 10mm, 根 皮 厚 2 ~ 3mm; 外 表面 平滑 , 显 淡 黄色 ,表面 有 略 弯曲 的 细 纵 纹 和 小 支 根 的 疤 

痕 , 有 时 可 见 未 去 尽 的 栓 皮 , 显 灰 黑色 ,具有 凸 起 的 折 色 小 点 ;内 表面 略 光 滑 , 显 土 黄色 , 微 

纤维 性 。 质 硬 易 折 断 , 折 断面 淡 黄白 色 ,折断 时 有 白粉 扬 起 。 气 微 香 , 味 微 苦 而 有 清凉 感 。 

根 多 数 丛 生 , 根 蔡 部 稍 肥 大 ,可见 逐年 留 下 的 葵 痕 ,突起 或 凹陷 , 甚 不 平整 ;上 端 有 时 

可 见 荃 的 残留 部 分 , 栓 皮 显 灰 褐色 ,表面 具有 略 弯曲 的 纵 纹 理 , 且 密布 有 凸 起 的 白色 小 点 ， 

栓 皮 于 加 工时 部 分 除去 ,而 露出 土 黄色 的 皮 部 ;有 时 皮 部 脱落 ,露出 圆柱 形 的 淡 黄 色 木 质 

部 , 质 硬 , 易 折 断 ; 折 断面 粉 黄 白 色 , 皮 部 甚 厚 , 木 质 部 呈 圆 形 , 有 时 偏向 一 方 。 

显 微 鉴 别 ” 本 品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为 10 余 列 细 胞 。 皮 层 狭 宗 ,纤维 多 单个 散在 ,黄色 直 

径 25 ~ 100km, 壁 厚 , 层 纹 明显 , 韧 皮 部 宽广 ,射线 宽 1~ 3 列 细胞 ,纤维 单个 散在 , 薄 壁 组 
织 中 有 多 数 草酸 钙 簇 晶 , 直 径 5 ~ 30um, 

化 学 成 分 “ 含 白 鲜 碱 (Dictamnime) #4 FHA ( Obacunone) , #4 4H2¢ Fig ( Obaculactone) . A 

30 HE ( Diciamnolid ,CgHao0。) . Fraxinellone(C,4H1503 ) A 5Z bl ( Fraxinellone , Cy4H,503) . A A 

BE ( Dictamnolactoe , Co¢H39 Og) BR JER IH RF ff FE (Sitosterol) 

Hs 

H3 

SS 
O 

CHs EC 

Obacunone 

OCHS 
H 

SS ae) 
vipa 

m.132C CHs 

Dictamnime Fraxinel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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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J a Hs Hs 

Hs H2 Ha ‘He 

CH: CH: 

i Hi CH2— CHs iH H CHa 

+s H CH; 

H3 CH: Ha CHs 

m. 147 ~ 148°C 8 ee m. 136 ~ 137 
m. = ‘ 

v-Sitosterol Sea B-Sitosterol 

采集 加 工 ” 春 、 秋 季 均 可 采 控 。 将 根 控 出 后 , 洗 净 泥土 ,除去 细 根 及 外 面 粗 皮 ,抽出 森 
心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白 鲜 皮 lkg, 切 碎 , 加 水 Ske, MA 1 小 时 得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Sark 之 a 4kg, 喷 洒 ,防治 蚜虫 。 

参考 文献 

[1)]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 

(2] Suk S S,Shin J S. Phytosterols. Yakhak Hoeji,1969,13(4) :144 ~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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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3 

1kB% 4BF Ranunculaceae 植物 北 乌 头 Aconitum kusnezoffiiReichb. 。 

别名 BS ,五 毒 根 , 蓝 靳 蒜 花 , 乌 头 。 

mips SEERA, SAV, ,粗壮 ,高 70 ~ 130cm。 地 下 块根 纺锤 状 圆 锥 形 ,2~3 

个 连 生 。 叶 互生 ,三 全 裂 ,长 达 14cm, 宽 达 20cm, 下 部 叶 有 长 柄 ,长 4~ 8om, 上 部 叶 的 叶柄 

短 ; 叶 裂片 又 开 , 呈 线 状 披 针 形 或 披 针 形 ,先端 尖 ,边缘 具 齿 牙 , 基 部 枫 形 , 革 质 ,无 毛 。 总 

状 花 序 ,小 苞 片 二 , 常 位 于 花梗 中 部 ,花序 轴 光 滑 无 毛 ; 昔 5 片 ,花瓣 状 , 深 蓝 色 , 鲜 丽 ,有 时 

呈 白 色 ,表面 无 毛 或 有 微 毛 ,上方 盔 瓣 一 片 特大 , 拱 成 圆 顶 盔 状 ,长 宽 均 为 1.5 ~ 2cm, 两 侧 

准 近 圆 形 或 稍 偏 斜 , 具 细 睫毛 ,内 面具 长 毛 , 长 1.5 ~ 1.7cm, 宽 1.2cm, 底 斩 不 相等 ,长 

1.4~1.7cm, 宽 2 ~ 7cm; 花瓣 变 成 蜜 腺 , 蜜 腺 直立 , 头 部 膨大 , 呈 钩 状 弯曲 ; 雄蕊 多 数 ,无 

毛 , 花 丝 中 部 具 二 齿 牙 ,雌蕊 5 枚 ,少数 为 3~4 枚 ,花柱 与 子 房 等 长 , 萌 葵 果 5, 内 含 多 数 

种 子 。 花 期 7~8 月。( 图 26)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黑龙 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西 内 蒙古 、 山 东 dt 

四 川 、 贵 州 ̀ 云南 等 省 区 。 生 长 于 山坡 向 阳 处 。 

药 用 部 位 tk. 

药材 性 状 ”块根 呈 圆 锥 形 , 略 弯曲 , 形 如 乌鸦 头 ,长 2~ 6cm, 直 径 1 ~ 3cm。 顶 端 常 残 

留 苓 基 或 蔡 痕 。 表 面 暗 棕色 或 灰 褐 色 , 皱 缩 不 平 ,有 纵 皱 纹 , 有 的 具 突 起 的 支 根 ( 习 称 " 钉 

fA”). WS) , 难 折断 ,断面 类 白色 粉 质 、 具 弯曲 的 多 角形 环 纹 (形成 层 ) 。 气 微 , 味 辛辣 

TORS (Ae! 尝 时 注意 ) 。 以 根 肥 壮 、 质 坚实 .上 断 面 白色 , 粉 质 多 、 残 基 及 须根 少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叶 横 切 面 : 上 下 表皮 细胞 为 一 层 扁平 长 方形 的 薄 壁 细胞 ,外 被 角质 层 。 叶 

肉 栅栏 细胞 1 列 ,海绵 组 织 4~S 列 ; 主 脉 明 显 向 下 凸 出 , 维 管束 常 有 2 个 ,外 万 型 。 

粉末 : 褐 绿色 。 上 表皮 有 单 细 胞 非 腺 毛 , 有 的 微 弯 曲 ,上 表皮 下 有 2 列 厚 角 细 胞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乌 头 碱 或 乌 头 根 粉 ,加 亚 铁 氰 化 钾 颗 粒 少许 ,再 加 一 滴 甲酸 即 产生 绿色 。 

《2) 取 乌 头 碱 少许 ,加 浓 硫 酸 lml, 在 沸水 浴 上 加 热 5 分钟, 加 间 葵 二 酚 结 晶 少 许 , 再 继 

续 加 热 20 分 钟 ,产生 紫红 色 。 

(3) 乌 头 碱 的 乙醇 溶液 少量 加 香草 醛 和 1.0M 硫酸 溶液 少量 ,在 沸水 洽 上 加 热 20 分 

钟 , 即 显 红 紫色 。 

《4) 取 乌 头 碱 的 醚 溶液 10ml, 置 白 磁 严 中 , 挥 去 乙醚 , 残 酒 加 磷酸 6~8 滴 , 置 小 火 上 微 

微 加 热 , 呈 紫色 。 

2. TE RNY 

(1) 取 附子 粉末 0.5 ~ 1.0g 于 试管 中 ,加 乙醇 10m, 时 时 振 摇 , 冷 浸 1 小 时 ,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5 分 钟 ,过 滤 ,滤液 置 小 蒸发 中 中 蒸 干 . 残 洁 用 2% 醋酸 溶液 10 滴 溶 解 , 滤 人 小 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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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R RI 1 ~ 2 滴 , 产 生 黄色 沉淀 。 

(2) 取 草 乌 粉 未 约 lg, 加 含 0.5% 盐 酸 的 乙醇 溶液 2 ~ 4ml, 过 滤 ,滤液 遇 生 物 碱 试剂 

( 碘 化 包 钾 试剂 ,碘化钾 试剂 ) 发 生 沉 淀 。 

3.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 ” 乌 头 粉末 2g, 加 10%% 碳 酸 钠 湿润 均匀 ,加 莱 冷 浸 过 夜 , 滤 取 葵 液 并 用 2% 

盐酸 提出 葵 中 的 生物 碱 ;于 酸 水 中 加 浓 氨 水 则 生物 碱 沉淀 ,用 乙醚 提取 得 总 生物 碱 ,点 样 。 

吸附 剂 :用 碱 性 氧化 铝 (pH9.5; 上 海 五 四 农场 化 学 试剂 厂 出 品 ,过 200 AMAR 

水 (6:1:8) , 铺 成 薄板 ,120 ~ 140% 活 化 1 小 时 。 展 开 剂 :乙醚 - 石油 醚 (10:1), 展 距 16cm。 

i fa): AAAS ,斑点 均 现 棕色 。 

乌 头 碱 的 甲醇 溶液 5~ 8ml(lmg/ml) 点 在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的 离子 交换 纸 上 , 用 1M 氧化 

钠 深 液 展开 ,在 紫外 灯 (245nm) 下 观察 荧光 或 喷 以 碘 化 负 钾 试剂 显 橙色 。 

4.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RE HAA Se, ZB S0ml , 振 摇 , 加 10% 氨 水 2ml ,剧烈 振 摇 10 分 钟 , 过 滤 , 取 滤 

液 10ml , 置 分 液 漏斗 中 ,加 0.5M 硫酸 溶液 20ml, 振 摇 ,提取 醚 中 之 生物 碱 ,分 取 酸 液 一 定 

量 , 加 0.5M 硫酸 溶液 稀释 约 10 倍 后 ,以 0.5% 硫 酸 溶液 作 空 白 ,在 波长 233nm+ 1 有 最 大 

吸收 峰 。 

5. 环 炉 比 色 法 

取 乌 头 碱 乙醇 溶液 3yl( SSK BH S ~ 50wg) 点 在 滤纸 (schleicher & schiil NO.589 ,直径 

5.5em) 4D, FA 1% 硝酸 溶液 洗 ,然后 在 环 炉 上 烤 ,空气 干燥 后 ,把 滤纸 浸 到 含有 1% BE 

钼 酸 的 1% 硝 酸 溶液 中 ,然后 将 纸 浸 于 水 中 洗 去 过 量 的 试剂 ,再 将 滤液 浸 和 人 1% 和 氧化 亚 锡 

稀 盐 酸 溶 液 中 ,再 用 水 洗 去 过 量 的 试剂 ,在 环 炉 中 105S 于 燥 4 分 钟 ,出 现 蓝 环 为 乌 头 生物 

碱 。 可 检 出 5 ~ 50wg 乌 头 碱 。 

6. 滴定 法 (测定 总 生物 碱 ) 

(1) 取 乙醇 可 溶 物 100ml 加 10% 硫 酸 溶液 Iml, 在 水 洽 上 蒸 去 乙醇 ,加 水 20ml 过 滤 , 滤 

液 用 乙醚 20ml 洗 , 弃 去 醚 液 ,滤液 用 氨水 碱 化 ,再 用 乙醚 提取 ,在 乙醚 提取 液 中 准确 加 入 

0.01M 标准 酸 溶液 10ml, 蒸 去 乙醚 ,用 0.01M 碱 溶液 滴定 ,以 甲 基 红 为 指示 剂 ,与 空白 对 

照 。 

总 生物 碱 毫 克 数 = 耗 去 0.01M 酸 溶液 毫升 数 x 6.45 

(2) 取 生 药 细 粉 约 Sg, 置 125ml 具 塞 烧瓶 或 分 液 漏斗 中 ,加 乙醚 S0ml, 振 摇 后 ,加 10% 

氧 氧 化 铵 溶液 2.Sml , 振 播 10 分 钟 ,放置 4 小 时 ,加 水 2ml ,剧烈 振 揪 10 分 钟 ,放出 乙醚 液 ， 

过 滤 入 25ml 三 角 瓶 中 , 残 洁 再 用 乙醚 振 摇 , 至 少 提取 6 次 ,每 次 1Sml, 每 次 滤液 过 滤 和 人 三 

AA AA CAA , 残 酒 再 加 入 乙醚 Sml, 再 蒸 干 ,加 入 中 性 醇 ( 对 甲 基 红 指示 液 旦 中 性 ) 
Sml , 微 热 使 其 溶解 后 ,加 入 新 煮沸 放 冷 的 水 30ml 以 及 甲 基 红 指示 液 4 滴 ,用 0.02M 盐酸 

溶液 滴定 。 样 品 中 总 生物 碱 含 量 以 乌 头 碱 计 算 。 每 训 升 0.02M 盐酸 溶液 相当 于 12.9mg 

的 乌 头 碱 。 

7. FEF RE 

总 生物 碱 提取 同 中 和 法 。 取 生 药 提取 液 一 定量 ,以 0.6M 盐酸 溶液 为 支持 电解 质 ,用 

安培 滴定 法 进行 测量 。 滴 和 电 极为 指示 电极 , 示 滴 周期 2 ~ 3 秒 。 甘 冬 电 极为 参考 电极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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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化 钾 盐 桥 与 电解 池 相 连 ,溶液 中 通 纯化 的 二 氧化 碳 气 排除 氧气 ,在 -0.6V 电压 下 (对 饱 
和 甘 冬 电极 ) 用 硅 钨 酸 标准 洲 液 滴定 ,以 乌 头 碱 计 算 含量 。 

总 生物 碱 % = SY x Ax 号 x 100 B 

式 中 “M 一 一 硅 钨 酸 标准 溶液 的 克 分 子 浓 度 ; 

V 一 一 消耗 硅 钨 酸 标准 溶液 的 ml 数 ; 

有 一 一 样品 克 数 ; 

A 一 一 乌 头 碱 的 毫克 当量 数 ; 

B 一 一 乌 头 碱 含 碱 性 氮 原 子 数 。 

8. OAR AS 

总 生物 碱 的 提取 同 中 和 法 , 取 生 药 提取 液 一 定量 放 人 电解 池 中 ,以 0.6M 盐酸 溶液 为 

支持 电解 质 , 滴 冬 电 极为 指示 电极 , 未 滴 周 期 2 ~ 3 秘 , 氯 化 钠 饱 和 甘 冬 电极 为 参考 电极 。 

并 用 饱和 氧化 钠 的 盐 桥 与 电解 池 相 连 ,溶液 中 通 纯化 的 二 氧化 碳 气 以 去 氧 , 在 一 定 的 电压 

下 用 四 葵 硼 钠 标 准 溶 液 滴定 ,以 乌 头 碱 计算 含量 。 

LAE MIR = = x A x 100 

式 中 “M 一 一 四 苯 硼 钠 标准 溶液 的 区 分 子 浓度 ; 
V 一 一 消耗 四 茶 硼 钠 标准 溶液 的 毫升 数 ; 
W 一 一 样品 克 数 ; 

A 一 一 乌 头 碱 的 毫克 当量 (0.645 7)。 

9. 非 水 滴定 法 

生 药粉 末 用 氨水 碱 化 后 ,在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乙醚 提取 , 醚 液 用 0.5M 硫酸 溶液 提取 ， 

酸 液 经 碱 化 后 用 氯仿 提取 ,氯仿 提取 液 用 无 水 盐酸 钠 干 燥 后 , 蒸 去 氯仿 ,以 乙醚 溶解 ,再 蒸 

去 乙醚 , 残 酒 溶 于 醋 栈 中 ,用 0.01M 高 氯 酸 标 准 溶液 滴定 ,以 甲 紫 为 指示 剂 ,所 得 总 生物 

碱 按 乌 头 碱 计 算 。 

10. 比 色 法 

制剂 用 氢 氧 化 铵 溢 液 碱 化 后 ,用 乙醚 - 氯仿 (3:1) 提 取 , 再 用 0.1M 硫酸 溶液 提取 , 硫 

酸 提取 液 用 2.5% 雷 氏 盐 溶液 ( 取 雷 氏 盐 2.Sg WF 7$ml 水 中 , 30 分 钟 后 ,过 滤 ,稀释 为 

100ml ,用 盐酸 调 至 pH 1, 过滤) 沉淀 ,冰箱 内 放置 45 分 钟 后 过 滤 ,将 沉淀 溶 于 丙酮 中 ,在 

520nm 比 色 测定 , 按 标准 曲线 计算 样品 中 总 碱 (以 乌 头 碱 计算 ) 含 量 。 

11.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 取 生 药 或 试剂 1g 在 研 钵 中 与 碱 性 氧化 铝 lg 一 起 研磨 , 移 人 具 塞 的 烧瓶 中 ， 
用 乙醚 - 氯仿 (2:1)4Sml GRE 15 分 钟 ,加 10% 氢 氧化 铵 溶液 Iml, 用 振荡 器 振 菏 1 小 时 ， 

滤 入 50ml 容量 瓶 中 , 残 酒 用 混合 溶剂 洗涤 至 刻度 (lml 溶液 -0.02g 生 药 )。 取 硅 菠 土 

G 薄 层 (20cm x 20cm) , 先 用 氯仿 异 两 醇 (3:1) 展 开 一 次 ,取出 ,用 微量 注射 器 将 制 得 溶液 

( 约 含 乌 头 碱 100ug) 点 于 离 薄 层 板 末端 2em Ab, RAE - 甲醇 - 23% ARR 

(36:24:1) 在 30 FEF 14cm, 喷 少量 0.01M 碘 溶液 ,使 乌 头 碱 的 斑点 位 置 刚 显 出 ,将 斑 

点 刮 人 层 析 管 (10 ~ 12cm x 6 ~ 8cm) 中 ,用 氯仿 - 异 丙 醇 (3:1) 洗 脱 至 无 生物 碱 反 应 , 蒸 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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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酒 溶 于 1% 盐 酸 溶液 中 ,在 波长 234nm 测 吸 收 度 。 

@ 取 生 药 粉 未 1 ~ 2g 用 氨水 湿润 ,用 乙醚 - 氯仿 (3:1)20ml 浸泡 24 小 时 ,经 常 振 摇 ， 

提取 液 点 在 Whatman NO.1 滤纸 (45 x Socm) 上 , 干 后 用 正 丁 醇 - 冰 栈 酸 -水 (4:1:5 或 

12:3:5) 展 开 , 然 后 用 1M 盐酸 溶液 洗 脱 ,在 265 ~ 295nm 范围 内 测 吸收 度 ( 因 样品 种 类 不 

同 ,其 波长 咯 有 不 同 )。 

@ 取 Whatman NO.1 滤纸 用 1% 盐 酸 溶液 处 理 , 干 燥 , 用 水 洗 去 氯 离子 ,再 干燥 ,点 样 

( 乌 头 碱 ) ,用 戊 醇 - 25% FARR - 葵 (24:25:3) 下 行 展开 后 ,用 碘 化 匀 钾 试剂 显 色 ,将 样品 中 

相当 乌 头 碱 部 位 的 纸 条 剪 下 ,用 1% 盐 酸 溶液 洗 脱 , 在 232 ~ 234nm 测 吸收 度 。 

四 制剂 加 乙醚 - 氯仿 (2:1)100ml,10% 氢 氧化 铵 溶液 Iml 及 氧化 铝 1g, 混 匀 , 取 提 取 

液 少 许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异 丙 醇 - 甲醇 - 23% 和 氢 氧 化 铵 溶液 (36:24:1) 展 开 , 用 碘 蒸 
气 显 色 ,在 228 ~ 235nm 测 吸 收 度 。 

化 学 成 分 “ 北 乌 头 的 块根 含 总 生物 碱 0.70% ~ 1.3% 。 乌 头 的 块根 含 总 生物 碱 为 

0.82% ~1.56% 。 

北 马 头 含 剧 毒 的 双 酯 类 生物 碱 :中 马 头 碱 (Mesaonitine) ,次 乌 头 碱 (Hypaconitine) 及 乌 

头 碱 (Aconitine) ,一 般 中 乌 头 碱 或 次 乌 头 碱 为 主要 成 分 。( 据 分 析 乌 头 块根 中 含 中 乌 头 碱 
及 乌 头 碱 0.01% ~ 0.23% , 含 次 乌 头 碱 0.01 ~ 0.11% )。 北 乌 头 中 还 含有 异 乌 头 碱 (Iso - 

aconitine) 素 馨 乌 头 碱 (Jesaconitine); 马 头 中 还 含有 塔 拉 弟 胺 (Talatisamine)、 川 马 碱 甲 

(Chuan Wu base A,Cz3Ha7O5N) 及 川 乌 碱 乙 (Chuan Wu base B,Cz2H35O4N)。 最 近 证 明 北 乌 头 

中 尚 含 北 草 乌 碱 一 种 新 生物 碱 。 

乌 头 碱 R=CH: R’=OH 

中 乌 头 碱 R=CH R’=OH 
次 乌 头 碱 R= CH R’*=H 

采集 加 工 ”秋季 荃 叶 枯 萎 时 采 控 ,除去 须根 及 泥 砂 ,干燥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乌 头 ike, HR, DM 8kg 水 ,浸泡 24 小 时 ,过 滤 ,每 千克 滤液 加 水 10kg, FT RIA AR 

蝗 , 杀 虫 率 达 100% , 槐 蚜 100% ,防治 棉 蚜 的 杀 虫 率 为 94% 。 

2. BAFTA 20 倍 水 煎 煮 ,过滤 滤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的 抑制 发 芽 率 达 88% , 

水 浸 液 为 98% 。 

3. 5 为 草 马 粉剂 ,对 棉花 立 枯 病 的 抑制 效果 为 100% , HA ARIA IG 100% , FIA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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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Aconitum kusnezoffii Reic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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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we 

RAB BRA Rosceae 植物 龙 牙 草 Agrimonia pilosa Ledeb. . 

别名 ” 蛇 结 包 , 蛇 格 大 ,仙鹤 草 , 脱 力 草 ,龙眼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人 土 甚 深 ; 葵 数 枝 出 自 根 顶 端 ,高 达 lm, 圆 形 , 具 条 纹 或 有 

棱角 , 棕 绿 色 至 红 棕色 ;全 株 具 白色 长 毛 , 多 分 枝 。 叶 互生 ,奇数 羽 状 复 叶 ,有 具 斜 卵 状 复 叶 

状 托 叶 2 片 , 抱 蕉 ,长 7~ 18cm, 小 叶 大 小 不 等 ,大 的 为 长 椭圆 状 披 针 形 ,长 4 ~ Sem, HEA 

2cm, 边 缘 具 齿 牙 或 深 裂 ,顶端 尖 , 基 部 枢 形 或 圆 形 。 花 多 集 于 枝 顶 成 总 状 花序 ,每 花 有 短 

柄 ,基部 具 二 苞 片 , 呈 卵 形 或 披 针 形 ,边缘 有 二 齿 , 花 葛 下 部 呈 简 状 , 上 部 5 裂 ,裂片 卵 状 披 

针 形 ,全 缘 , 苯 简 上 部 具 钧 刺 ; EMR SF ,倒卵形 ,顶端 肾 形 , 全 缘 , 长 约 2.5Smm, 花 盘 

BES ROW ,雄蕊 OK, Hes; we 1 枚 , 子 房 半 下 位 ,二 室 , 花 柱 二 裂 ,柱头 头 

状 。 瘦 果 , 花 柱 及 昔 宿 存 , 具 钩 刺 ,内 含 种 子 两 粒 。 花 期 7~ 8 月 间 。( 图 27)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有 ,野生 于 山坡 草地 路 旁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蕉 基部 木质 化 , 淡 棕 褐色 ,直径 4 ~ 6mm, 葵 节 明 显 , 节 间距 离 2 ~ 25mm, 

愈 往 上 则 节 间 愈 长 ,下 部 蔡 上 有 时 可 见 托 叶 残 存 ;上 部 葵 绿 褐色 或 淡 黄 棕色 ,被 百色 柔 毛 。 

叶 灰 绿色 , 皱 缩 且 卷曲 。 偶 可 见 花 及 果 。 气 微 , 味 微 苦 滁 。 

PER ”本 品 叶 的 粉末 暗 绿色 。 上 表皮 细胞 多 角形 ;下 表皮 细胞 壁 波状 弯曲 ,气孔 

不 定式 或 不 等 式 , 非 腺 毛 单 细 胞 ,长 短 不 一 , 壁 厚 , 木 化 , 具 疙 状 突起 ,少数 有 螺旋 纹理 。 小 

腺 毛 头 部 1~ 4 细胞。 卵 圆 形 , 柄 1~ 2 细胞 ; 另 有 少数 腺 鳞 , 头 部 单 细 胞 ,直径 约 到 68pm, 

含 挥发 油 滴 , 柄 单 细 胞 。 草 酸 钙 复 晶 甚 多 ,直径 9 ~ 5S0um。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LU) 取 样品 约 Smg, 加 无 水 乙醇 2ml 溶解 后 ,加 1% 三 氧化 铁 的 乙醇 溶液 1 滴 , 即 显 棕 

色 。 

(2) 取 样品 约 Smg, 置 干燥 试管 中 ,加 无 水 乙醇 15 滴 与 硫酸 3 滴 , 直 火 加 热 ,内 容 物 变 

成 红色 ,同时 逸 出 酯 的 香气 。 

2.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仙鹤 草 及 其 制剂 测定 ) 

称 取 样品 (相当 于 稚 草 酚 23mg) 置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氯仿 溶解 并 稀释 至 刻度 FES, 

用 微量 注射 器 取 40Ml 滴 加 于 硅胶 ( 含 0.7% 羧 甲 基 纤 维 素 钠 ) 薄 层 (4cm x 15cm) FE — Sig 

3cm 处 , 滴 样 成 直线 , 干 后 立即 置 层 析 槽 中 ,用 石油 醚 (60 ~ 90°C) - 乙酸 乙 酯 - 冰 醋 栈 

《10:25:0.5) 近 水 平展 开 ( 不 超过 20 分 钟 ) ,在 紫外 光 下 标记 暗 棕色 荧光 谱 带 ,立即 将 谱 带 

天 下 , 置 垂 熔 漏 斗 (1C3) 中 ,用 氯仿 8ml 分 次 洗 脱 于 小 锥 形 烧瓶 中 , 挥 尽 氯仿 ,用 环 已 烷 定 

量 转移 到 10ml 容量 瓶 内 。 加 环 已 烷 稀释 至 刻度 ,在 295 + lnm 波长 测定 吸收 度 ,算出 样品 

溶液 的 吸收 系数 (Eiw) ,并 与 标准 吸收 系数 (541) 比 较 而 计算 样品 中 锥 草 酚 含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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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Agrimonia pilosa Ledeb. 

稚 草 酚 药 膜 制 剂 由 于 含有 吐 温 - 80 ,在 波长 292nm 测量 吸收 度 有 于 扰 ,应 选用 330nm 

测量 。 

sR a op = 上 0349Ee 
3. 光 密 度 计 法 (测量 鹤 草 酚 含 量 )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 取 稚 草 酚 10mg, 用 氯仿 10ml 溶解 ,吸取 不 同 量 (5,10,20,30,40 和 由) 点 

在 含 三 氯 化 铁 的 硅胶 G WH LE ER 4.52 SRA 0.5% 混合 加 0.1% 三 氯 化 铁 溶液 
12.5ml fit] ,5 块 铺 板 55cm x 16cm, 室 温 晾 于) FA Sml 展开 剂 ( 同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 展 开 

至 距 原 点 12cm 处 取出 , SACP BR , 鹤 草 酚 的 橙色 斑点 (Rf 为 0.74) 用 岛 津 双 波长 光 密 度 

计 CS…900 测量 面积 ,测量 波长 为 420nm, 参 考 波长 为 63Snm, 以 标准 品 量 的 对 数 对 斑点 面 

积 平方 根 作 图 ,可 得 一 直线 。 

样品 测定 : 取 生 药 样品 (40 目 )1g,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石油 醚 (30 ~ 60% ) 提 取 至 与 

1% 三 氯 化 铁 溶液 无 反应 ( 约 2 小时) 时 蒸 去 石油 醚 , 残 洁 用 氯仿 10ml 溶解 ,吸取 30m 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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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三 氧化 铁 的 硅胶 G 薄 层 上 ,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由 下 式 计 算 样品 中 锥 草 酚 含量 。 

稚 草 酚 含 量 % = W2< 1000 0.03 

W 为 从 标准 曲线 上 查 出 鹤 草 酚 的 量 (g)。 

4. 重量 法 ( 稚 草 芽 浸 襄 测 定 ) 

取样 品 1g, 用 乙醚 10ml 移 人 分 液 漏斗 中 ,加 和 氢 氧 化 钙 饱 和 溶液 振 摇 提取 (随时 补充 失 

去 的 乙醚 ) ,至 提取 液 无 黄 绿色 为 止 , 合 并 提取 液 , 加 乙醚 20ml 振 摇 ,分 取 碱 液 ,加 盐酸 调 

节 pH 值 至 1 ~ 2, 用 氯仿 13m、15$ml、Sml 分 次 用 力 振 摇 提 取 , 合 并 氯仿 提取 液 ,加 水 20ml 

用 力 振 摇 洗涤 ,分 取 和 氯仿 液 , 置 105% 恒 重 的 蒸发 血 中 ,在 水 洽 上 蒸 干 后 ,再 于 105% 干燥 8 

小 时 ,精密 称 定 重 量 , 即 为 样品 中 含 酚 性 物质 的 量 。 

化 学 成 分 “ 根 芽 含 鹤 草 酚 (Agrimopholum) 全 草 仙 稚 草 素 A.B.C(Agrimonine A,B,C), 

{5 5 A AE ( Agrimonolide) 仙鹤 草 酚 A.B\C.D(Agrimol ABC、D)。 此 外 尚 含 黄酮 起 类 ， 
木 标 草 黄 素 -7-B-D- HAHA ( Luteolin - 7 - B - D - glucoside) fF # XH - 7 - B- DA 

43) $8 BH ( Apigenin — 7 — 8 — D - glucoside). 

全 草 含 仙鹤 草 素 (Agnimonine) , A (AJVLAMRR, HERAT RERS) SBA 

机 酸 , 酚 性 成 分 。 

ii “(CH — cr 入 > OCH: 

: 
Agrimonolide 

~H3 

CH: Ow O OH 

—(O15h=(Gab= ss a = 一 CHs 2 4 ‘ f 2 

OH CHs 

Agrimopholum 

ARM ”夏秋 两 季 , 茎 叶 生 长 茂盛 时 采 收 , 割 取 全 草 , 洗 净 泥 土 ,除去 杂质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龙 牙 草 lke, DREGE ,加 水 12kg, 去 渣 ,喷洒 ,防治 蚜虫 ,效果 70%。 
2. 将 鲜 草 的 碎 ,每 千克 加 水 2~ 3kg, 浸 2~ 4 小 时 ,过 滤 即 成 原液 。 用 原液 直接 喷洒 ， 
或 每 千克 加 水 2 ~ 3kg, 每 公顷 用 量 1 500 ~ 3 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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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 Ait Solanaceae HH JV ¥ Solanum nigrum L. . 

别名 Kit BKK, AS PH, Bait Ae , 惹 子 草 ,七 粒 扣 , 乌 疗 草 。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 本 ,高 20 ~ 60cm。 根 圆锥 形 REA, STM, ERK. ZS 

直立 ,多 分 校 ,基部 有 时 木质 化 ,有 纵 直 棱 线 , 沿 棱 被 细毛 , 叶 互生 , 具 柄 ;叶片 卵 形 或 近 萎 

形 ,长 4~ 10cm, 宽 3~6cm, 先 端 渐 尖 或 钝 尖 , 基 部 宽 槐 形 ,下 延至 叶柄 ,全 缘 或 有 玻 波状 

齿 ,无 毛 或 被 疏 毛 ,夏季 开花 , 伞 形 聚 企 花 序 腋生 ,有 4 - 10 条 花 , 花 梗 下 垂 ; 花 冠 白 色 , 钟 

形 ,5 裂 ;雄蕊 ,花药 顶端 2 孔 开 裂 ; 子 房 2 室 , 花 柱 长 ,基部 有 绒毛 。 浆 果 球 形 , 径 约 

7mm, 垂 生 , 熟 时 此 黑色 ,基部 有 宿 昔 。( 图 28) 

图 28 Solanum nigrum L. 

S52 AF AW .路 旁 . 坡 地 、 阴 湿 肥 沃 的 草地 上 ,全国 各 地 均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叶 ̀ 葵 、 根 及 种 子 )。 
理化 分 析 
1. 重量 法 (测定 生 药 中 澳洲 茄 次 碱 ) 
生 药 细 粉 用 2% 硫 酸 回 流 2 小 时 ,分 出 硫酸 ,然后 用 水 (2 x 100ml) 回 流 提取 ,合并 提取 

液 。 用 硅 藻 土 处 理 后 过 滤 。 滤 液 于 80% 用 氢 氧 化 钠 溶液 中 和 。 生 成 武生 物 碱 沉淀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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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夜 ,离心 wie AKA A CRRA DOR, CEPEROR VW 5% HCl 水解 ,用 NaOH 

溶液 加 热 回流 使 生物 碱 游离 ,用 葵 提 取 ,浓缩 提取 液 ,残渣 在 120% 烤 至 恒 重 。 

2. 非 水 滴定 法 (测定 生 药 中 省 洲 茄 次 碱 ) 

生 药 细 粉 1~ 2g 加 冰 醋 酸 0.12ml 和 水 0.38ml ,调匀 ,放置 3 小 时 ,用 50ml 甲醇 于 沙 氏 

提取 器 中 提取 4 小 时 ,提取 液 减 压 浓 缩 , 残 酒 于 2.2$ml 沸 乙 醇 , 加 HCI0.5m, 加 热 回流 2 

小 时 ,冷却 后 加 NaOH 溶液 Im(0.5gNa0H YF lml 水 中 ) ,再 加 热 回流 2 小 时 ,加 乙醇 2ml 

RA 1Sml 移 人 分 液 漏斗 中 ,加 10ml 水 振 摇 ,分 出 水 层 ,用 葵 提 取 (5 x 10ml) ,合并 葵 溶 液 ， 

减 压 蒸 干 。 残 酒 用 了 0; ZE 105°C 和 100Pa 压力 下 于 燥 二 小 时 ,用 10ml 氯仿 溶解 (氯仿 中 加 

1% 石 油 醚 )。 取 lml 加 氯仿 20ml 用 0.005M Xt HARE - 氯仿 溶液 滴定 (溶液 预先 

用 澳洲 茄 次 碱 标定 ) , 甲 基 黄 作 指示 剂 。 此 方法 准确 度 在 + 上 2% 以 内 。 

3. 电位 滴定 法 (测定 果实 中 澳洲 茄 次 碱 ) 

(1) 生 药粉 未 (30 目 ) 用 石油 醚 (40 ~ 60Y ) 去 脂 , 准 确 称 取 约 2.$g, 用 SOml12M HCl & 

液 热 回 流 2 小 时 ,冷却 后 加 浓 氮 水 (3 x 10ml) 并 不 断 搅 拌 ,过 滤 ,用 1% 氮 水洗 , 残 酒 用 水 洗 

(2x 20ml) 后 在 60% FIR. BURR PAA HER 24 小 后 稀释 至 100m, 取 Sml 与 

10ml 甲醇 混合 ,用 0.01M 高 氯 酸 的 二 氧 六 环 溶 液 滴定 ,使 用 玻璃 电极 和 氯 化 锂 参考 电极 

(LiCl 水 溢 液 -甲醇 - 氯仿 1:6:3 作为 电解 液 )。 

(2) 准 确 称 取 生 药粉 未 约 50g 加 100m12% 醋酸 溶液 ,混合 5 分 钟 ,离心 10 分 钟 , 清 液 

转移 至 三 角 瓶 中 ,沉淀 物 用 100ml 甲醇 混合 提取 ,离心 ,合并 甲醇 和 醋酸 提取 液 ,再 离心 。 

清 液 转移 至 250ml 容量 瓶 中 ,用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取 此 液 50ml 加 HCl 溶液 Sml FH KYB 

中 加 热 2 小 时 ,冷却 ,加 25% NaOH 溶液 20m ,混合 ,再 于 水 洽 上 加 热 1 小 时 ,冷却 ,转移 至 

分 液 漏 斗 中 ,用 苯 提 取 (25、15、10m 1) ,合并 葵 溶 液 ,用 无 水 硫酸 钠 干燥 ,转移 至 50ml 容量 
瓶 中 ,用 苯 稀 释 至 刻度 , 取 此 液 25ml 与 25ml 丙酮 混合 ,电磁 搅拌 ,用 0.005M HCIO, 溶液 

(Sml72% HClO, 溶 于 100ml 二 氧 六 环 中 ,吸取 此 液 Sml 用 二 氧 六 环 稀释 至 刻度 ,用 阿 品 标 

定 ) 滴 定 。 使 用 玻璃 电极 和 银 电 极 。 按 下 式 计 算 样 品 中 澳洲 茄 次 碱 的 百 分 含 量 。 

澳洲 茄 次 碱 含量 % = VE2-069 x 100 

式 中 V 一 一 消耗 高 氧 酸 ml 数 ; 

F 一 一 高 氧 酸 当量 浓度 ; 

W 一 一 样品 重量 (g); 

2.069 为 澳洲 茄 碱 的 毫克 摩尔 。 

4.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1) 生 药 甲 醇 提 取 液 (5 ~ 10m) 用 水 稀释 成 45%(VXV) 的 甲醇 溶液 ,通过 含 Bondapak 

Cis 的 Warers Seppak Cig 净 化 柱 (cartridges) ,用 甲醇 ~ 8ml 洗 脱 , 蒸 去 溶剂 ,用 1~ 2ml 甲醇 

溶解 后 注入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系 统 , 按 下 列 条 件 进行 分 析 。 

分 离 澳洲 茄 碱 和 澳洲 茄 次 碱 :在 Bondapak Cis 术 (30cm x 3.9mm i.d.) 用 甲醇 0.01M 

Tris 缓冲 液 (75:25) 为 流动 相 ,流速 2ml/min, Wa FEW 25°C ,在 UV205nm 检测 。 

@ 分 离 澳洲 苘 次 碱 :在 wxBondapak Cls 柱 (30cmx3.9mm i.d. ) KFA Zig - 0.01M Tris 组 

冲 液 (40:60) 为 流动 相 , 流 速 2ml/min ,温度 为 25% ,在 UV205nm 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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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 果实 细 粉 ,用 2MHCI 溶液 回流 2 小 时 ,冷却 后 加 SM NaOH 溶液 使 成 碱 性 ,用 二 

毛 甲 烷 提 取 ,二 氧 甲烷 溶液 用 无 水 硫酸 钠 干 燥 后 , 减 压 浓缩 ,点 在 离心 薄 层 (4g100 ~ 200 目 

硅胶 G 和 Sog<0.08mm 硅胶 G 加 150ml 乙醇 调匀 后 制 板 , 落 层 厚 0.3mm) 上 ,用 含 不 同 量 

乙醇 的 成 烷 进行 梯度 洗 脱 ,用 高 压 液 相 分 析 测 定 澳洲 茄 次 碱 的 含量 , 层 析 柱 30cm x 

4.6mm, 填 装 Zorbax SIL(6um) , 另 配 有 填 装 Porasil A(37 ~ 75m) Sem 前 置 柱 。 流 动 相 为 

己 烷 — 甲醇 - 丙酮 (18:1:1) ,流速 3ml/min, 

5. 光 密 度 计 法 (测定 澳洲 茄 总 起 中 澳洲 茄 碱 和 边缘 茄 碱 )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分 别 吸取 澳洲 茄 碱 和 边缘 茄 碱 的 纯 品 溶液 (1% 甲醇 溶液 ) 含 1.5、 

3.0,4.5,6.0,7.5,9.0,10.0ng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20cmx 3.4cm, 厚 250um, ZE 110% 干 燥 1 小 

时 ) 上 ,用 氯仿 - 乙醇 1% 氨 溶液 (2:2:1) 展 开 10cm, 澳洲 茄 碱 和 边缘 茄 碱 的 Re 值 分 别 为 

0.22 和 0.40。 薄 层 于 室温 干燥 5 DAUM 5% 磷 钼 酸 乙 醇 溶液 ( 临 用 前 100ml 显 色 剂 加 

4ml 硫酸 ) ,在 110% 加 热 10 分 钟 , 留 下 样品 斑点 ,除去 薄 层 上 所 有 吸附 剂 ,用 光 密 度 计 测 

定 斑点 的 峰 面积 。 浓 度 对 峰 面 积 作 图 成 线性 关系 。 

样品 测定 称 取 100g 生 药 用 200ml5% 酝 酸 甲醇 溶液 浸泡 2 天 , 滤 出 ,再 加 100 ml 浸泡 

一 天 ,合并 提取 液 ,真空 浓缩 至 约 23ml ,加 等 体积 10% BARRA, FAA - 乙醚 (1:1) 反 复 提 

取 除 去 脂性 成 分 ,然后 氨水 至 热 提 取 液 ( 约 70% ,pH 至 10) ,室温 放置 过 夜 ,产生 粗 生 物 碱 

成 的 沉淀 ,离心 , 沉 淀 用 沸 甲 醇 反复 提 取 至 总 起 提取 完全 ,合并 甲醇 提取 液 , 蒸 干 。 称 取 

25mg 总 起 混合 物 溶 解 于 Sml 甲酸 , 取 15 ~ 40wg 点 于 硅胶 G EE LE , 按 标准 曲线 法 测定 , 根 

据 标准 曲线 分 别 计算 澳洲 茄 碱 和 边缘 茄 碱 的 百 分 含 量 。 

6. 比 色 法 

澳洲 茄 次 碱 的 比 色 试剂 有 甲 基 橙 .a - 蔡 酚 橙 、 澳 魔 香 草 酚 蓝 、 溴 甲 酚 绿 、CoCl - 

HSO4 等 。 

(1) 甲 基 橙 法 测定 :澳洲 茄 中 澳洲 茄 次 碱 

人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精确 称 取 澳洲 茄 次 碱 5.0mg 于 50ml 容量 瓶 中 ,加 氯仿 溶解 并 稀 

释 至 刻度 ,精确 吸取 1.0.2.0 和 4.0ml, 置 分 液 漏斗 中 ,加 氯仿 使 总 体积 为 23.0ml, 然 后 加 

甲 基 橙 2.Sml(0.25g 加 水 SOml 加 热 使 溶解 , 冷 后 倾 出 清 液 备 用 ) ,缓冲 液 7.Sml(pH5.0 组 

冲 液 :NazHPO04.2HO12g, 柠 檬 酸 8g, 硼酸 10g 加 水 300ml 溶解 , 测 其 pH 值 , 然 后 再 加 磷酸 

氢 二 钠 或 柠檬 酸 调整 pH 为 5.0+0.05)\ 水 1Sml, 密 塞 后 振 摇 2 分 钟 ,放置 ,等 毛 仿 层 和 水 

层 完 全 分 清 后 , 取 和 氯仿 液 (为 黄色 )5.0m。 加 酸性 乙醇 液 (50ml 无 水 乙醇 中 加 硫酸 lml) 

1.0ml , 混 匀 (溶液 成 红色 ) ,在 520nm 测定 吸收 度 。 绘 制 标准 曲线 。 

澳洲 茄 的 分 析 :精确 称 取样 品 粉 (60 目 )$00.0mg ,精确 加 5% 醋 酸 溶液 50.0ml 浸泡 24 
小 时 ,过滤 , 取 滤 液 10.0ml( 相 当 于 样品 100.0mg) ; 置 三 角 瓶 内 ,加 2ml25% 浓 氨水 使 澳洲 

茄 次 碱 沉淀 ,用 稀 氨水 10ml 分 10 次 洗涤 沉淀 ,沉淀 用 5% 醋酸 溶解 使 成 10.0m。 取 此 深 

液 2.0ml( 相 当 于 样品 20.0mg) 加 2.5M 盐酸 溶液 10ml, 在 水 浴 中 加 热 水 解 1 小时。 并 时 时 

振 播 , 取 出 冷却 后 ,加 甲 基 橙 试 液 1 滴 , 然后 慢 慢 滴 加 6M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中 和 到 甲 基 橙 刚 

变 成 黄色 为 止 ,此 时 水 解 液 的 体积 约 为 1ml。 此 液 再 加 入 缓冲 液 7.5ml 和 甲 基 橙 试 液 
2.5ml ,冷却 后 ,精确 加 入 氯仿 25.0ml。 振 摇 2 分 钟 , 倒 人 分 液 漏斗 中 放置 使 完全 分 清 。 分 

出 氯仿 液 如 前 加 酸性 乙醇 液 1.0ml, 混 匀 , 比 色 。 测 得 的 吸收 度 加 校正 值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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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药 中 澳洲 茄 次 碱 的 快速 测定 : 生 药 于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乙醇 - 盐酸 (10:1) 回 流 提 
取 ,提取 液 过 滤 后 与 醋酸 缓冲 液 (pH4.7) 及 甲 基 橙 溶液 混合 形成 有 色 复 合 物 。 用 和 氯仿 提 

取 , 用 NaSO, 干燥 后 于 420nm 测定 吸收 度 。3.33 ~ 20vgyml 范围 符合 比 耳 定律 。 
@@ 澳 洲 茄 次 碱 在 pH3.0 与 甲 基 橙 形成 1:1 的 复合 物 ,用 氯仿 提取 ,用 蓝 色 滤 光 片 测定 

吸收 度 。 

(2) 省 廊 香 草 酚 蓝 法 测定 : 生 药 中 澳洲 茄 次 碱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 准确 吸取 澳洲 茄 次 碱 的 标准 溶液 (0.1mg/ml95% 乙醇 溶液 )0.1、 

0.5.1.0.1.5 和 2.0ml 于 50ml 分 液 漏斗 中 ,加 95% CREB 2ml ,分 别 加 SmlpH7.5 缓冲 液 (A 

液 :7.17g 磷酸 二 氢 钠 溶 在 100m 水 中 。B 液 :2.78g 磷酸 氢 二 钠 溶 在 100ml 水中。 取 A 液 
84m 和 B 液 13ml。 混 匀 后 用 水 稀释 至 200ml) ,0.3ml0.1% 省 廉 香 草 酚 蓝 的 50% ZA 

液 , 振 摇 数 秒 钟 后 ,加 Sml 茶 ,剧烈 振 摇 2 分 钟 , 静 置 , 茶 溶 液 移 人 干燥 试管 中 ,用 少量 的 无 

水 硫酸 钠 干 燥 ,45 分 钟 内 于 400nm 测定 吸收 度 ,绘制 标准 曲线 。 

样品 测定 :准确 称 取 生 药 lg, 加 95% 乙醇 90ml 回流 30 分 钟 , 过 滤 , 残 洁 用 乙醇 洗涤 ， 
合并 滤液 和 洗 液 ,用 95% 乙醇 稀释 至 100 ml。 取 此 液 10.0ml, FAA LAF, RIAN 1M 

HC1Sml ,于 沸水 浴 中 加 热 回 流 3 小 时 ,以 1M NaOH 溶液 中 和 后 用 水 稀释 至 2Sml( 每 毫升 含 

生 药 约 4mg) , 取 一 定量 于 硅胶 G HE (110°C HA 30 分 钟 ) 上 ,用 氯仿 - 95% 乙醇 (4:1) 展 

开 , 喷 Drugendorff 试剂 ,澳洲 茄 次 碱 Re (EN 0.78 ,将 斑点 刮 下 用 95 色 乙醇 提取 , 提取 液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测定 含量 。 

(3) 间 葵 三 酚 法 测定 : 生 药 中 澳洲 茄 碱 
生 药 粉末 用 甲醇 回流 提取 , 取 适 量 点 于 硅胶 G 薄板 上 ,用 正 丁 醇 - 醋酸 -水 (10:3:8 

或 4:1:5) 或 氯仿 - 丙酮 (99:1) 展 开 后 ,澳洲 茄 碱 斑 点 用 甲醇 提取 ,提取 液 与 酷 酸 - 间 葵 三 

By - 硫酸 混合 ,5 分 钟 后 ,在 S10nm 测定 吸收 度 。 
7. WEBI 

新 鲜 生 药 碾 细 , 称 取 100g 用 200m15 % BAAR A RAR 2 天 后 , 滤 出 ,再 加 100ml 浸 

泡 1 天 ,合并 提取 液 ,真空 浓缩 至 约 23ml, 加 等 体积 的 10% 醋酸 溶液 。 用 葵 - 乙醚 (1:1) 

提取 除去 脂性 成 分 ,然后 加 氨水 至 热 提 取 液 中 (提取 液 加 热 至 70% )。 室 温 放 置 过 夜 产生 
粗 生 物 碱 下 的 沉淀 。 离 心 ,沉淀 溶 于 沸 甲 醇 ,冷却 后 点 于 硅胶 G 薄板 上 ,用 葵 - 甲醇 (4: 

3) 展 开 , 用 Dragendorff 试剂 ,对 - 苘 香 醛 、 多 聚 甲 醛 或 SbCL Wi Fl, WAN ANDRA AH Hh 

碱 的 Re 值 分 别 为 0.25 和 0.40。 

MMS = ERE (Solanine, Cys H73 NO}; ) 并 能 分 解 生成 糖 及 有 毒 的 Solanidine ( Cy, 

H43NO) 。 在 果实 中 含有 皂 素 ,全 株 含 有 少量 的 散 瞳 性 生物 碱 。 龙 葵 下 是 白色 、 有 光泽 和 

苦味 的 结晶 ,在 225% 略 呈 黄 色 ,247 扣 熔融 。 易 溶 于 温 酒 精 中 , 难 溶 于 水 、 乙 醇 ,不 溶 于 葵 、 

氯仿 ̀ 石油 醚 ,此 外 尚 含有 少量 烟草 碱 。 

含 武 类 和 当 体 生物 碱 :澳洲 茄 碱 (Solasonine) .边缘 茄 碱 (Solamargine)。 它 们 的 起 元 都 是 

澳洲 茄 次 碱 (Solasodine) 。 澳 洲 茄 碱 常 包括 三 种 成 分 称 为  - 澳洲 茄 碱 .8 - 澳洲 茄 碱 和 u- 

澳洲 茄 碱 ,a — 澳洲 茄 碱 是 主要 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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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RCI IE 4 0.5ke 加 水 0.5ke, I 5S ~ 6 小 时 ,过 滤 ,滤液 

每 0.5 kg 加 水 1~1.5kg 即 可 喷洒 使 用 ,对 棉 蚜 红 蜂 蜂 防 治 效果 达 60%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407 

(2) RELA ` 沙 世 炎 等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分 析 法 (下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84 
(3] Schreiber K. Occurrenec of solasodine glycosides in Solanum nigrum and their industrial 

utilization. Planta Med, 1958 ,6:435 ~ 439 

(4) Bull. Isolation of solamargine from solanum nigrum. Acta Chem Scand, 1958, 12:358 

9] 



(5) Aslanov S M.Glycoalkaloids of Solanum nigrum. Khim Prir Soedin, 1971 (5) :674 

(6] Saber A H, Balba S I, Ashgan Y Z. Phytochemical study of Solanum nigrum, Solanum 

sodomeum and Solanum aviculare. Bull Fac Pharm. (Cairo univ. )1963,2(1):51 ~ 64 

(7) Waclaw — Rozkrutowa B. Steroidal alkaloids of Solanum nigrum. Diss Pharm Pharmacol, 

1968 ,20(3) :311 ~ 318 
(8) Varshney I P, Dube N K. Chemecal investigation of Solanum nigrum berries. J Indian 

Chem Soc , 1970,47(7) :717 ~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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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N 

丝瓜 ”葫芦 科 Cucurbitaceae 植物 丝瓜 Luffa cylindrica(L.) M. Roem. . 

NZ BMAF AM, KM, AM,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攀援 草本 , 枝 具 棱 ,光滑 或 棱 上 有 粗毛 , 卷 须 常 3 裂 。 单 叶 互生 ,有 

长 柄 ,叶片 掌 状 心 形 , 长 8 ~ 30cm, 宽 稍 大 于 长 ,基部 心 形 ,5~7 裂 ,裂片 三 角形 ,边缘 有 波 

状 浅 齿 ,两 面 均 光 滑 无 毛 , 老 叶 较 粗 糙 。 夏 季 叶 腋 开 单 性 花 ,雌雄 同 株 ;雄花 为 总 状 花 序 ， 

先 开 放 ; 雌花 单 生 , 具 长 柄 ,花冠 浅黄 色 , 有 时 近 白 色 , 花 辩 5$, 宽 倒卵形 , 子 房 下 位 ,长 简 

形 , 平 滑 。 络 果 长 圆柱 形 ,下 垂 ,一 般 长 20 ~ 60cm, 可 达 lm; 种 子 扁 矩 卵 形 ,长 约 1.5cm, 黑 

色 。( 图 29) 

图 29 Luffa cylindrica( 工 . )M. R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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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多 数 栽培 在 田地 。 

药 用 部 位 ” 汁 ( 丝 瓜 水 ) 及 老 熟 果实 的 丝瓜 络 、. 果 实 \ 叶 、 蕨 、 根 及 种 子 。 

药材 性 状 ”主要 为 中 果皮 的 维 管束 纵横 交织 而 成 的 多 层 细密 而 坚 万 的 网 络 状 物 。 全 

体 呈 压 扁 的 圆柱 状 纺锤 形 或 长 梭 形 ,两 端 细 , 略 弯曲 ,长 25 ~ 70cm, 直径 5 ~ 10cm, 表面 黄 

白色 , 极 粗 糙 , 有 时 残存 有 果皮 及 膜 状 的 果肉 , 体 轻 、 质 韦 、 富 弹性 , 横 切 面 可 见 有 子 房 3 室 

形成 的 3 FLEE , 偶 有 残留 种 子 。 气 无 , 味 淡 。 

显 微 鉴别 ARH: AR. AAAS: OF BF RM, ME, BAIL, 

胞 腔 较 小 ,两 端 斜 尖 , 常 断裂 , 直径 17 ~ 40um, QA ERE RED, PR A, ERE, A 

壁 孔 。 图 导管 众多 , 均 为 螺纹 ,直径 约 34um. 

化 学 成 分 “丝瓜 含 皂 孔 ,粘液 质 、 脂 肪 、 蛋 白质 维生素 CHEER B, PARAS. “IM 

络 含 木 聚 糖 (Xylan) 及 甘露 糖 、 半 乳 聚 糖 (Mannangalactan ) 。 

采集 加 工 ” 秋季 摘 取 成 熟 果实 , 搓 去 外 皮 及 果肉 ,前 去 两 端 ,去 掉 种 子 ;或 先 用 水 浸 

泡 , 待 果肉 烂 后 再 如 上 法 处 理 。 夏 、 秋 采取 藤 、 叶 ,秋季 取 成 熟 种 子 及 根 洗 净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丝瓜 叶 和 少量 清水 的 烂 ,榨取 原液 ,以 7 份 原液 与 13 份 清水 混合 加 少量 肥皂 搅 

匀 暑 洒 ,经 室内 试验 杀 虫 率 为 90% 。 

2. 丝瓜 叶 1.5kg, 加 水 Ike 的 烂 取 汁 1.5S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Ske 使 用 ,经 室内 试验 防 

TASES ZT PAR AR BGK 100% 。 

参考 文献 

Fattorusso E, Piattelli M, Nicolaus R A. Some natural black pigments. Rend Accad Sci Fis 

Mat, 1965 ,32:57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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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叶 百 部 ” 百 部 科 Stemonaceae 植物 对 叶 百 部 Stemona tuberosa lour. 。 

别名 ”大 百 部 , 野 天 门 冬 根 , 山 百 部 , 百 部 根 , 百 部 ,大 春 根 药 ,九重 根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 生 草本 ,块根 圆柱 形 ,长 15$ ~ 30cm。 蔡 呈现 缠绕 状 , 高 2~ 3m, 表 
面 平滑 无 毛 , 具 细 纵 纹 。 叶 与 花 同 时 开放 ,对 生 , 或 轮 生 ,长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11 -~ 

30cm, 宽 3 ~ 10cm, 先 端 尖 ,全 缘 或 微波 状 , 基 部 圆 形 或 心脏 形 , 主 脉 7~ 15 条 ,由 基部 向 上 
弧 形 射出 ;叶柄 长 3.5 ~ 10cm。 花 腋生 , 具 花 梗 ,2.5 ~ Som; 花 被 4 片 , 淡 紫色 , 披 针 形 , 先 

端 尖 狭 ,下 部 稍 宽 ; 雄 世 4 枚 , 箭 形 ,花丝 短 ,花药 紫色 ,长 而 直立 , 顶端 有 一 长 线 状 的 附属 

物 ;雌蕊 的 子 房 卵 形 ,柱头 短 ,无 花柱 。 藉 果 扁 倒卵形 ,长 约 4cm, 宽 约 2.5cm, 内 含 多 数 种 

Ff. AKA RAs. EA. (A 30) 

图 30 Stemona tuberosa Lour.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福建 台湾 湖南 广东 、\ 广 西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 等 省 区 。 野 生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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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 丛林 中 。 
药 用 部 位 ”块根 。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纺 锤 形 或 长 条 形 ,长 8~ 24cm, 直 径 0.8 ~ 2cm; 表面 淡 黄 棕色 至 灰 棕 

色 , 具 浅 纵 皱 纹 或 不 规则 纵 槽 , 质 硬 , 断 面 黄白 色 至 暗 棕 色 ,中 柱 较 大 , 亿 部 类 白色 。 味 若 。 
均 以 条 粗壮 \ 质 坚实 者 为 佳 。 

RMS) ”对 叶 百 部 根 ( 中 部 直径 1.2cm) 的 横 切 面 : 根 被 为 3 列 细胞 , 壁 木 化 ,无 细 

条 纹 , 最 内 层 细 胞 的 内 壁 特 厚 。 皮 层 外 缘 有 纤维 , 呈 类 方形 ,直径 16 ~ 24m, 壁 微 木 化 。 

WER 36 ~ 40 个 ;木质 部 导管 圆 多 角形 ,直径 约 至 107pm, 各 束 由 木 化 纤维 及 微 木 化 的 薄 
壁 细胞 连接 成 环 。 角 部 纤维 少 , 常 单个 散在 。 薄 壁 细胞 中 含糊 化 淀粉 粒 。 
理化 分 析 同 草 生 百 部 。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 对 叶 百 部 碱 (Tuberostemonine)、 异 对 叶 百 部 碱 、 次 对 叶 百 部 碱 (Hyp- 

tuberostemonine)、 氧 化 对 叶 百 部 碱 、 斯 蔡明 碱 (Stenine) ,还 含有 另 一 种 不 同 结构 的 斯 蔡 毛 宁 

碱 (Stemonine, C2H3O2N) 和 蜡 斯 蔡 毛 宁 碱 (Isostemonine) 以 及 百 部 土 佰 碱 (Stemotuberin) 。 

CioHa1 ~23Q3N 

Hyptuberostemonine 

Stemonine 
Stenine 

采集 加 工 ” 同 草 生 百 部 。 
配制 方法 与 防治 对 象 ” 同 草 生 百 部 。 

参考 文献 

刘 寿 山 等 . 中 药 研究 文献 摘要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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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 AIRE Equisetaceae 植物 节 节 草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 

别名 土木 贼 , 眉 草 , 笔 杆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状 蕉 长 而 横 走 , 黑 褐色 。 葵 高 20 ~ 120cm, 基部 多 分 枝 , 灰 

绿色 ,中 空 , RHA AE 6 ~ 20 条 ,粗糙 , 节 明 显 。 叶 轮 生 ,退化 ,下 部 联合 成 简 状 划 , 包 被 
PHA HAA LRA , 鞘 齿 短 三 角形 ,黑色 ,有 易 落 的 膜 质 长 尾 。 每 节 有 小 枝 2~ 5 
个 。 和 孢子 赛 穗 紧密 ,和 矩 圆 形 ,有 小 尖 头 , 黄 褐色 ,无 柄 。( 图 31) 

SSS 

nee 

—— TT rey 

ee oe —— Ue 

——— 

= ee = 

—_—— 

ne 

SN 

—— 

ESI 

See 

图 31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都 有 分 布 。 生 于 潮湿 路 旁 , 溪 边 及 砂 地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理化 分 折 “将 样品 的 甲醇 提取 液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以 葵 - 吡啶 - 甲酸 (36:9:5) 展 

开 , 芹 菜 素 的 Re 值 约 0.45, 木 标 草 素 的 Rf 值 约 0.23。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的 甲醇 提取 物 水 解 后 得 草 菜 素 (Apigenin) 及 木 标 草 素 (Luteolin) ,此 外 

并 显 生物 碱 、 省 醇 、 三 昔 及 皂 丰 的 反应 。 

采集 加 工 ” 四 季 可 采 , 割 取 地 上 全 草 , 洗 净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1kg 节 节 草 加 SL 的 水 , 冷 浸 72 小 时 杀 菜 蚜 、 棉 蚜 , 效 果 较 好 。 
2. 节 节 草 可 杀 菜 蚜 、 棉 蚜 和 菜 青 虫 。 

参考 文献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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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 莲 “” 桔梗 科 Campanulaceae 植物 半边 莲 Lobelia radicans Thunb. . 

别名 和 急 解 索 , 蛇 舌 草 , 细 末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高 153 ~ 2Scm。 根 细 圆 柱状 ,肉质 ,色白 微 带 黄 。 葵 细弱 , 光 

滑 无 毛 ,直立 或 铀 鱼 , 并 在 节 上 生根 ,绿色 ,基部 有 时 带 紫 色 。 叶 具 短 柄 或 近 于 无 柄 ,互生 ， 
线形 或 狭 披 针 形 ,长 1~2.5cm, 宽 2~ Smm, 先 端 尖 ,边缘 全 缘 或 具 微 齿 , 葵 部 稍 狭 。 花 单 
生 叶 腋 , 划 绿色 , 呈 简 状 , 由 上 向 下 渐 细 ,上 部 具 5 枚 披 针 形 的 裂片 ;花冠 简 状 , 淡 红 色 或 淡 
紫色 , 简 的 后 方 深 裂 至 茎 部 ,上 端 5 裂片 偏向 前 方 ,裂片 卵 形 ,先端 尖 , 上 面 紫 色 ,外 面 带 白 
色 , 简 内 在 中 央 3 裂片 分 又 的 稍 下 方 有 2 个 绿色 腺 体 ; 雄 营 5$, 花 丝 具 白色 柔 毛 ,下 半 部 分 
Se, EAMES ,形成 合 药 而 包围 雌蕊 ,雌蕊 1 枚 长 约 lem, EIR, SRA 
白色 细 和 柔 毛 ,柱头 2M HAMAR INA A EAE. BRK 4 ~ 6mm, 内 有 多 数 种 子 。 

(图 32) 

图 32 ”Lobelia radicans Thunb.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台湾 、 福 建 、 广 东 、 江 西湖 南 ̀ 湖 北 ̀ 四 川 ̀  安 徽 . 江 苏 ̀  浙 江 等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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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F FA Sag BT A ic Hh PAK Eo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市 售 品 大 多 为 破 断 的 纤细 根茎 ,直径 约 Imm, 呈 枯草 黄色 ,或 带 浅 绿色 ,也 

有 为 紫色 的 ,有 不 规则 皱 缩 纹 理 , 叶 往往 已 脱落 , 节 明 显 , 细 根 亦 可 察 见 。 叶 带 绿色 , 常 卷 
缩 。 微 有 特异 气味 。 

显 微 鉴别 ”@ 叶 的 上 下 表皮 细胞 的 垂 周 壁 均 呈 波状 ;@ 和 气孔 不 定式 ;@ 单 细胞 非 腺 毛 
稀少 , 微 具 壁 疣 ;四 叶肉 部 分 含有 圆 形 针 簇 状 结晶 体 (可 能 是 橙 皮 了 处 ) 。 
理化 分 析出 梗 菜 碱 的 测定 。 
1. 极 普 法 

山 梗 菜 碱 在 O.1M NH4CI 溶液 中 给 出 一 个 很 好 的 还 原 波 ,相似 于 葵 乙 酮 的 波 。 
在 这 种 底 液 中 ,这 两 种 波 完全 大 加 ,但 在 pH6.0~ 6.8 的 Britton - Robinson 缓冲 液 内 两 

波 可 以 分 开 。 山 梗 菜 酮 碱 在 分 子 两 端 都 具 与 葵 环 共 恩 的 酮 基 ( 山 梗 菜 碱 只 有 一 共 斩 酮 
基 ) ,所 以 其 极 谱 波 比 山 梗 菜 碱 的 波 要 高 两 倍 。 在 pH7.96 的 Britton - Robinson 缓冲 液 中 ， 
山 梗 菜 碱 的 E 1X2 = - 1.44V, 山 梗 菜 酮 碱 El/2 = - 1.36V。 

2. 比 色 法 

方法 (1) :取样 品 溶液 Iml( 约 含 200vg 山 梗 菜 碱 ) 与 0.05%3,5 二 硝 基 葵 酰氯 的 葵 浴 
液 4ml 和 0.2M NaOH 溶液 Iml 混合 , 振 摇 20 分 钟 ,加 入 2M NaOH 溶液 10ml ,再 播 10 分 钟 ， 
取 葵 层 2ml 与 乙醇 - 丙酮 (7:3)2ml 及 新 配制 的 乙醇 溶液 0.2ml 混合 ,准确 放置 1.5 分 钟 ， 
在 .547nm 测 吸收 度 。 

方法 (2) :滤纸 用 溶液 (9ml 甲 酰胺 ,0.8g FARRER ml 甲酸 和 20ml 无 水 甲醇 ) 浸 渍 后 ， 
在 室温 放置 30 分 钟 ,了 晾 干 ,点 一 定量 山 梗 菜 生 物 碱 的 氯仿 - 甲醇 (9:1) 溶 液 (含山 梗 菜 碱 
10 ~ SOpue) ,并 点 一 纯 品 作对 照 ,然后 用 甲 酰胺 饱和 的 氯仿 - AE (9: 1) EFF C4E 20° + 2°, 5 ~ 6 

小 时 ) ,取出 滤纸 在 90°C 干燥 后 , 喷 改 良 碘 化 负 钾 试剂 , 乔 下 山 梗 菜 碱 斑 点 ,在 含有 金莲 橙 
的 pH3.4 缓冲 液 2ml 和 和 氯仿 Sml 的 具 塞 试管 中 振 播 3 分 钟 ,离心 2 分钟, 取 一 定量 氯仿 液 

置 于 2cm 比 色 严 中 ,于 420nm 测量 吸收 度 ,空白 同样 处 理 作 对 照 ,由 标准 曲线 算出 山 梗 菜 
碱 含 量 。 

方法 (3) : 取 一 定量 样品 的 氯仿 - 甲醇 溶液 , 置 于 试管 中 , 蒸 干 ,将 试管 移 于 冰 浴 中 ,一 
滴 一 滴 地 加 入 0.2% FARE) H,SO, 溶液 (用 硫酸 与 4 多 甲醛 水 溶液 配 成 ) ,在 室温 放置 10 

分 钟 , 显 紫红 色 ,然后 进行 比 色 。 
当 测 定 山 梗 菜 碱 、 山 梗 菜 酮 碱 和 山 梗 菜 醇 碱 单 一 成 分 时 , 需 通过 硅胶 GC 薄 层 分 离 ,用 

水 饱和 的 丁 醇 作 展 开 剂 ,以 碘 化 包 钾 试剂 显 色 , 薄 层 上 未 显 色 的 相应 部 分 用 乙醇 提取 后 ， 
蒸 干 ,残渣 同上 述 操作 进行 比 色 。 

3. 电导 滴定 法 

制剂 中 盐酸 山 梗 菜 碱 在 乙醇 - 水 溶液 中 ,以 电导 法 用 0.005MNaOH 溶液 滴定 。 或 加 
A. 0.01MNaOH 溶液 和 乙醇 ,以 0.1MHCI iE 

4. 容量 法 

取 10ml 样品 溶液 ( 含 $ ~ 20mg 生物 碱 ) 与 IMHC] 溶液 2.5Sml 混合 ,逐渐 加 入 过 量 的 

0.15% K3Cr(SCN)¢°4H,O 溶液 ,加 水 至 2Sml ,放置 20 分 钟 后 ,过 滤 , 取 滤液 20m, 加 15% 碱 
性 酒石酸 钾 钠 ( 含 4H0O) 浴 液 ,2.Sml, 者 沸 至 溶液 呈 绿 色 ,冷却 后 加 25% HCI7 ~ 10ml 和 

0.1%4- 乙 氧 基 -2,4 二 氨基 偶 氮 茶 的 乙醇 液 1 滴 , 未 消耗 的 试剂 用 0.02M 省 酸 钾 溶 液 滴 
定 ,7~20mg 样品 误差 范围 为 上 0.3%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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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法 取 含 有 2 ~ Smg 生物 碱 样品 ,用 5$% NaOH 溶液 或 30% NazC0; 溶液 调节 pH 

至 8~9, 用 氯仿 提取 5 次 (每 次 ~ 10ml) ,合并 氯仿 液 ,用 0.005M 二 甲苯 磺 酸 或 3,4 — 

葵 磺 酸 溶液 等 作 滴 定 剂 ,以 二 甲 基 黄 作 指示 剂 ,进行 测定 。 
化 学 成 分 “ 含 半 边 莲 碱 ( 山 梗 菜 碱 Lobeline) 、 山 梗 菜 酮 碱 (Lobelanine)、 异 山 梗 菜 酮 碱 

(Isolobelanine) 、 山 梗 菜 醇 碱 (Lobelanidine) ,此 外 还 含有 皂 了 下、 黄酮 氨基 酸 等 成 分 。 

Lobelanine 

Oren Keio) 
Lobelanidine 

采集 加 工 WHT REREMWEERTAY SBR, KAS , 烘 干 或 阴 于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半边 莲 Ike, 切 碎 , 加 水 5kg, 煮 沸 半 小 时 ,或 浸泡 1 天 , 去 渣 使 用 ,防治 蚜虫 . 红 师 

2. 将 全 株 切 碎 , 倒 在 厨 所 内 ,可 以 杀 蛆 。 
3. 把 半边 莲 切 碎 , 撒 在 擎 生子 站 的 水 中 ,可 杀 子 簿 。 

参考 文 献 

(1) 广州 市 药检 所 . 农村 中 草药 制剂 技术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1,239 

(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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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 PF 

Eft AF Liliaceae 植物 玉 人 竹 Polygonatum officinale Allioni. 。 

别名 山 尾 参 , 尾 参 , 明 玉 人 竹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40 ~ 65cm; 根 葵 横 走 , 肉 质 , 黄 白色 ; 荟 单一 向 一 边 倾 斜 ， 
光滑 无 棱 。 叶 互生 ;无 柄 ;叶片 略 带 革 质 ,椭圆 形 至 卵 状 椭 圆 形 ,长 6~ 12cm, 宽 3 ~ 6cm, 全 
缘 ,表面 绿色 ,背面 淡 粉 白色 ,叶脉 弧 形 ,于 叶 背 隆起 。 花 梗 下 垂 , 花 绿 白色 ,1~2 枚 生 于 
叶腋 ; 花 被 简 状 ,白色 ,先端 6 裂 ;雄蕊 6 枚 ; 子 房 上 位 , 具 细 长 花柱 。 浆 果 球 形 , 熟 时 为 紫 
色 。 花 期 5~6 月 , 果 期 8~9 月 。( 图 33) 
分 布 与 生境 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南 广东 广西、 云南 .四川 青海、 陕西 ` 山 西 .甘肃 、 

内 蒙 、 黑 龙 江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向 阳 山 地 、 林 边 及 灌 丛 中 。 

药 用 部 位 tk.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呈 圆柱 形 Wee ,稀有 分 歧 ,长 短 不 一 ,最 长 的 可 至 40cm 以 上 ,商品 大 
多 断 折 成 5~ 10~ Sem iF, HA lem, 外 表 淡 黄色 棕色 至 黄 棕色 ,表面 有 明显 的 细 环 节 ， 
节 间 长 0.3 ~ lem 许 , 随 处 布 有 多 数 须根 疤痕 。 根 苓 一端 有 时 有 芽 ,外 复 鳞 叶 , 在 每 隅 3 ~ 
6~ 10cm 处 有 呈 圆 波状 葵 痕 ,直径 约 0.6cm, Fee AY ae EB, (A SE I EE, ST 

不 甚 平坦 ,黄白 色 , 肉 质 。 有 的 生 药 因 加 工 的 结果 , 带 角质 , 微 透 明 或 半 透 明 。 气 微 具 而 特 
FF RBA , 带 粘 液 性 。 

显 微 鉴别 ”根茎 (直径 约 lem) 横 切面 。 鉴 别 点 :中 表皮 细胞 排列 整齐 。 外 避 较 厚 。 
FAL. QR ka ve EAA Hp , 散 列 多 数 类 圆 形 粘液 细胞 ,直径 60 ~ 120 ~ 190wm, 含 有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内 皮层 不 明显 。@ 中 柱 宽 益 , 散 有 维 管束 , 几 全 为 有 限 外 韧 型 ;稀有 内 万 型 的 。 
中 柱 部 也 有 粘液 细胞 , 且 较 大 。@ 由 本 品 不 含 淀 粉 粒 。 

化 学 成 分 “ 根 蕉 经 水 解 后 产生 d - 果糖 (81.7% )、 葡 萄 糖 及 阿拉 伯 胶 糖 , 铃 兰 苦 耻 
(Convallamarin) #4 ~4 #K ( convallarin) . A Jif 34 BR ( Chelidonic acid), J Me - 2 - 羧 酸 、Azeti- 

dine - 2 - carboxylic acid $8: FAVA RAE) mk BEE (Fal 2d BS RE BABE) 粘液 质 、 烟 酸 、 

维生素 A。 

Hz2OH 
ial 

H3 H SA [obs 
H3 H C He OH 

H R+R=4-FL- RES 
+ 1 分 子 D- 葡萄 糖 

Convallama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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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 FKOBYA RM (AWKERART i. ASM AR VERVE 
土 晾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新 鲜 玉 竹 荃 叶 果 实 10 份 , 切 碎 加 水 100 份 者 半 小 时 ,过 滤 加 

少许 肥皂 后 喷洒 ,可 防治 晴 象 ,2 小 时 后 杀 虫 率 达 80% 。 
用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邓 的 杀 虫 率 为 1.1% ,用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2.2% 。 

SI 

Ss bale? a7 ut 

图 33 Polygonatum officinale Allioni. 

103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 1972, 443 

(2)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 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636 

(3) 徐 国 钧 等 . 药材 学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3 ,673 
(4) Lazar M, Gheta D, Grigorescu E. Phytochemical study of Polygonatum officinale. Farmacia 

(Bucharest) , 1971, 19(1) :31 ~ 38 

(5) Gaal B. Mucilage of the rhizome of Polygonatum officinale. All Ber ungar pharmGes, 

1927 ,3: 133 ~ 139 

104 



4 & if 

石 曹 萍 ” 天 南星 科 Araceae 4144 Byki Acorus gramus Soland.. 

别名 By, wee. 
myRAS ZEBRA; RAAR AOR ABA. WHE, 剑 状 线形 ,长 30 ~ 

50cm, %% 2~5~ 10mm, 基 部 具 罕 膜 质 边缘 ,无 明显 的 中 脉 。 花 葵 扁 三 棱 形 ; 肉 穗 花序 较 柔 

弱 , 长 5 ~ 12cm; 区 片 叶 状 , 长 7~ 20cm; 花 黄 绿色 ,两 性 ; 花 被 片 6, 两 列 ;雄蕊 6; 子 房 2~4 

室 。 浆 果 倒 卵 形 ,长 宽 约 2mm。 花 期 6~7 月 , 果 期 8 月 。( 图 34) 

总 
并 

34 Acorus gramus Scland.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广东 \ 广 西江 西 ` 四 川 . 贵 州 ̀  云 南湖 北 ̀ 安 徽 .浙江 SRK. 
多 生 于 山涧 浅水 石上 和 稍 阴 的 地 方 ,我 国 南部 山涧 中 常见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扇 圆柱 形 , 常 有 分 枝 , 直 径 0.3 ~ lem。 表 面 灰 棕色 ,环节 明显 ,有 时 节 上 

残留 毛 须 , 根 茎 上 方 有 叶 痕 呈 三 角形 ,左右 交互 排列 ,下 面 有 圆 点 状 根 痕 。 质 坚硬 而 脆 ,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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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 不 平坦 ,纤维 性 ,白色 或 微 红 ,有 不 明显 环 纹 。 横 切面 在 放大 镜 下 可 见 棕色 油 点 。 气 
香 KLE » 

显 微 鉴 别 ” 横 切面 :中 有 一 层 表皮 细胞 ,细胞 壁 增 厚 ,有 的 充满 棕色 内 含 物 。 外 基本 

薄 壁 组 织 中 有 油 细 胞 散在 ,其 中 含 黄色 挥发 油 。@ 皮 层 中 有 纤维 束 及 叶 迹 维 管束 散在 , 纤 
维 束 周围 的 薄 壁 细胞 中 含 草酸 钙 簇 晶 ; 叶 迹 维 管束 为 外 韧 型 , 维 管束 鞘 由 木 化 纤维 组 成 。 
四 内 皮层 显著 。@@ 中 柱 管束 为 周 木 型 ,靠近 内 皮层 处 排列 较 密 。 
理化 分 析 

1 .挥发 油 提 取 
石 曹 蒲 进行 水 蒸气 蒸馏 , 馅 液 用 石油 醚 ( 沸 程 60 ~ 90Y ) 振 摇 提 取 ,提取 液 加 无 水 硫 

酸 钠 干 燥 后 回收 溶解 ,得 淡 黄 色 油 状 液体 。 
2. 薄 板 层 析 法 

吸附 剂 :硅胶 (250 目 以 下 )CMCNa 板 。 展 开 剂 :石油 醚 - 醋酸 乙 酯 (8:2)。 显 色 剂 : 碘 
蒸气 。 紫 外 灯 下 观察 。 

化 学 成 分 “ 含 挥 发 油 。 挥 发 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 细 辛 醚 (a - Asarone)`\B- 细 辛 醚 (B- 
Asarone)  y - 4432 B&(y - Asarone) Ef) 243 BK ( Euasarone) 槛 香 素 (Elemicine) 1 - 烯 两 基 - 

2,4,5- =A MER (1 - Allyl - 2,4,5 - trimethoxybenzene) . KR - 4 - Ade - 3 

(Trans — 4 — Propenyl - veratrole) 顺 -4 — Padé — 32 BE (Cis - 4 - Propenyl - veratrole) 4 - 

Ken PAUSE - 32 PE (4 - Allyl - veratrole) =. BVBEAI PEBZ ROS BH Rh KA 

MA, RU =F aS Bikes (BALE Ke eA Mo a SA Eo 

CHa (CH H2CH = CH2 

CHs3 CH; 

H H3 

(CHs OCHs3 OCH; 

Asarone 8B — Asarone Elemicine 

(CHa 

OCHs3 
om oo 

H 
¢ = 

CH2CH = CH2 ; a — CH; 2 H CH; 

Cis- Ae Vleratrole 4-Allyl-veratrole Trans-4Propeny]-veratrole 

采集 加 工 ” 秋 冬 两 季 控 取 根 葵 ,除去 须根 , 洗 净 泥 土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 石 草 汪 1kg, 捣 烂 后 加 水 10kg 稀释 ,过滤 去 酒 ,所 得 药 液 喷洒 用 ,可 防治 蚜虫 。 

2. F A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2.3% 。 

106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等 .. 中 药 志 ( 第 一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9， 
530 

(2) 广州 市 药检 所 . 农村 中 草药 制剂 技术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1,238 
[3] Endo S,Tanji K. Physiollgical chemistry of Acorus graminents, V, Studies on amino acids 

and sugar components. Botan Mag( Tokyo) , 1960, 73:427 ~ 430 

107 



AOR 

Az mnt} Amaryllidaceae 4194 mm Lycoris radiata Herb. 。 

别名 Can KE, Kim, A Kam, Bi Kis, EME ZTE me, WIE, the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 鳞 葵 宽 椭圆 形 至 球状 ,外 皮 紫 褐色 ,直径 2 ~ 4cm。 秋 季 抽 
叶 , 叶 线形 , 深 绿 色 ,被 粉 ,中 脉 明 显 , 长 15 ~ 40cm, 宽 0.4 ~ lem, 先 端 钝 。 花 萤 在 叶 前 抽 
出 ,实心 ,高 25 ~ 60cm; 总 苞 片 2, 干 膜 质 , 披 针 形 , 长 约 3.5cm, 宽 约 4mm。 伞 形 花 序 顶 生 ， 

有 花 4~6 条 , 花 被 裂片 6, 红 色 , 披 针 形 , 长 2~4.5cm, 宽 3~7mm, 广 展 而 强度 反 卷 ,边缘 
皱 波 状 ; 花 被 管 绿色 ,长 3~ 7mm。 雌 雄蕊 显著 伸 出 于 花 被 外 ,长 约 为 花 被 的 2 倍 。 花 期 
8~10 A. (Ai 35) 

图 35 Lycoris radiata Herb. 

RHSER ASML OHO)! BEG Te A A AR SA. HET TEX 
旁 阴 湿 之 处 . 田 谷中 SED Tay Se ae Hy B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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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全 株 。 
药材 性 状 ”鳞茎 呈 椭 圆 形 或 类 球形 ,直径 2 ~ 4cm, 顶端 残留 叶 基 长 达 3cm, 基部 着 生 

多 数 白色 须根 。 外 面包 有 2 ~ 3 层 暗 棕色 膜 质 鳞片 ,内 有 10 ~ 20 多 层 白色 肉质 鳞片 ,着 生 
于 鳞 荃 盘 上 ,中 央 有 黄白 色 的 芽 。 气 特异 , 微 带 刺激 性 , RPT TE 

显 微 鉴别 ”鳞片 横 切 面 :表皮 为 一 列 细小 的 落 壁 细胞 。 叶 肉 组 织 由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HWA TRIE. BRA MAA, A 20 ~ 40um, 脐 点 裂缝 状 或 星 状 并 有 粘液 细 

胞 ,内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针 晶 长 100 ~ 150wm, 维 管束 为 有 限 外 韧 型 , 散 列 于 叶肉 的 靠 内 侧 。 
理化 分 析 ” 薄 层 层 析 样品 制备 : 取 本 品 粗 粉 10g, 用 乙醇 50ml 加 热 回流 1 小 时 , 放 冷 

过 滤 ,滤液 减 压 浓 缩 至 10m, 加 乙醇 40ml HEM VIE, LOE. VER ERS EH, 
浓缩 物 加 乙醇 溶解 点 样 ,并 以 石 蒜 碱 、 伪 石 忒 碱 对 照 点 样 。 吸 附 剂 :硅胶 G( 荧 光化学 厂 ) 
1g, 加 水 4m] , 铺 板 ,展开 剂 :氯仿 - 丙酮 - 甲 酮 (80:10:10) , 展 距 6cm。 显 色 剂 : 碘 票 气 。 

化 学 成 分 “鳞茎 中 含 多 种 生物 碱 : 石 蒜 碱 (Lycorine) . {44 ax Bm ( Pseudolycorine) 多 花 
水 仙 碱 (Tazettine) 高 石 薪 碱 (Homolycorin) . i ar 6 Dak ( Lycorenine) \ 石 蒜 胺 碱 ( 力 可 拉 敏 LTy- 
coramine)、 雪 花莲 胺 碱 (Galanthamine)、 IJ 4 ax Du ( Pluviine) , ~ FA AY A ex Da ( Norpluviine) 去 

FA At i A ae Bol ( Demethylhomolycorine ) , #2 25 46 3 AX Ba ( Epigalanthamine ) , ar PS XE BE ( Lycori- 

cidinol) . 4 #R PY E ( Lycoricidine ) 、 /\\ BR Dm ( Hippeastrine ) 、 iH Dw ( Radiatine ) , PY ER ZE EE HK 

(Haemanthidine ) , 2& 2X Dx ( Vittatine ) , Z. FE FF iH DK ( Ethylradiatine ) , Hil & ZE 7K {ily Dat ( Pre- 

tazettine) .O - AFA A went (O - demethyllycoramine) .2 - (4 - 羟 葵 基 ) 苹 果 酸 [2- (4 - Hy- 

droxybenzyl) malie acid } 。 

6 

m.239 ~ 241 m.213 ~ 214 

Pretazettine Norpluviine 9— Demethylhomolycorine 

(Chis 

m. 190°C m> 216 

2-Epigalanthamine Lycoricidinol 



m .198~200° ~ m.247 ~ 248 m.175C 
Homolycorin 

m.214.5~5.5T 

Lycoricidine 

CH30 ies 

CH;:0~ 

m. (- ):120~ 121% 

(+ ):98~ 99% m.(— ):129 m.225 ~ 227 m.214 ~ 215 

Lycoramine Galanthamine Pluviine Hippeastrine 

H 

一 

~ 

m.210 ~ 211 im. 189.2490 m.207 ~ 208°C 

Tazettine Haemanthidine Vittatine 

采集 加 工 ” 秋 后 采掘 鲜 葵 , 洗 净 鲜 用 或 晒 干 备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石 蒜 切 成 薄片 , 晒 干 , 磨 成 细 粉 ,喷洒 用 。 

2. FAA RE 0.5kg 加 水 0.5kg, 的 烂 取 原液 0.75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 3kg, 防 治 棉 蚜 效 
果 58% © 

3. 将 石 蒜 切 碎 , 浸 人 人 屎 中 , 泡 2 天 或 在 冷水 中 浸泡 两 天 。 在 黄昏 时 将 水 屎 连 渣 灌 

注 在 幼苗 根 旁 ,夜间 地 老虎 怜 出 触 尿 即 死 。 
4. 用 石 蒜 0.5kg, 的 烂 后 加 水 Ske 稀释 ,喷洒 。 每 公顷 用 量 1 500 ~ 2 250kg。 防 治 青 

HB HOS OF SB ER 
5. 石 蒜 加 水 磨 后 UE. FEAIK 1 倍 稀释 ,喷洒 ,防治 蚜虫 。 
6. 将 蒜 捣 烂 倒 人 姜 中 ,经 1~ 2 天 后 用 来 涛 棉 苗 可 防治 地 老虎 。 

7.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20% 。 小 麦 叶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20%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抑制 效果 。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30% ~ 40% 。 对 小 麦 叶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20%。 

8. 用 石 蒜 鳞 葵 制 成 20 倍 水 浸 液 ,72 小 时 ,对 蛆 杀 虫 率 为 52% 。 用 石 藉 烤 干 磨 成 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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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E BA AT A ABA BF 
9. 用 石 蒜 烤 干 的 粉 与 食物 制 成 毒饵 , 鼠 吃 后 即 可 死亡。 
10. Ame lkg 用 20 eK RAT F FAA BA 67.7%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6.6% 。 

参考 文献 

(1) Iwata H, Hashino A, Ueda K. Edible wild plants. XVI. Starch of Lycoris radiata. Eiyo to 

Shokuryo, 1954 ~ 1955,7:115 ~ 117 

[2] Mizuno T, Kimpyo T, Hayashi K. Carbohydrates of petals, I, Carbohydrates in the petals 

of Lycoris radiata. Nippon Nogei — Kagaku Kaishi, 1955 ,29:439 ~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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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a 

XH =48F Compositae 19207 Artemisia argyi Levl.et Vant.。 

别名 XL, AX BeBe MRE EH A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45 ~ 120cm。 茎 直立 , 圆 形 有 沟 棱 ,外 被 灰白 色 软 毛 , 葵 从 

中 部 以 上 有 分 枝 。 茎 下 部 叶 在 开花 时 枯萎 ,中 部 叶 不 规则 互生 , 具 短 柄 ;叶片 卵 状 椭圆 形 ， 
羽 状 深 裂 ,基部 裂片 常 成 假托 叶 , 裂 片 椭 圆 形 至 披 针 形 , 边 缘 具 粗 锯齿 ,上 面 深 绿色 ,有 腺 
点 和 稀 朴 白色 软 毛 ,下 面 灰 绿色 ,有 灰白 色 绕 毛 ; 上 部 叶 无 柄 ,顶端 叶 全 缘 , 披 针 形 或 条 状 
披 针 形 。 夏 、 秋 季 开 花 , 头 状 花序 ,无 梗 ,多 数 密集 成 总 状 , 总 苞 密 被 白色 绵 毛 ; 边 花 为 肉 
花 , 常 不 发 育 ,花冠 细弱 ;中 央 为 两 性 花 , 均 为 红色 的 管状 花 。 瘦 果 长 圆 形 ,无 毛 。( 图 36) 
分 布 与 生境 ”河北 陕西. 内 蒙古 .四川 、 东 北 湖北、 甘肃 河南 江西 福建 .山西 黑 

龙 江 及 其 他 地 区 有 分 布 。 野 生 山 地 或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多 皱 缩 破碎 ̀ \ 有 短 柄 。 完 整 叶片 展 平 后 呈 卵 状 圆 形 , 羽 状 深 裂 ,裂片 

椭圆 状 披 针 形 ,边缘 有 不 规则 的 粗 锯齿 ,上 表面 灰 绿 色 或 深 黄 绿色 ,有 稀 朴 的 柔 毛 及 腺 点 ， 
下 表面 密生 灰白 色 绒 毛 。 质 柔软 。 气 清香 KE. 

REA) ”艾叶 横 切 面 : 表 面 为 1 列 略 呈 长 方形 细胞 ,表面 观 细胞 形状 不 规则 ,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 腺 毛 略 呈 扁 圆 形 ,表面 观 鞋 底 形 , 由 4、6 细胞 相对 私 合 而 成 ,无 柄 ,位 于 四 陷 
处 ,于 上 表皮 为 多 ; 非 腺 毛 呈 了 字形 。 一 种 顶端 细胞 长 而 弯曲 ,两 臂 不 等 长 ,长 约 500um, 
内 含 黄色 物质 , 柄 2~ 5( 稀 6) 细胞 ; 另 一 种 顶端 细胞 特长 而 扭曲 ,长 达 1750um, 常 断 落 , 柄 
2~4 细 胞 ,密布 下 表皮 。 气 孔 不 定式 ,多 位 于 表皮 突起 处 。 叶 肉 栅栏 组 织 与 海绵 组 织 各 
占 叶肉 之 半 ,栅栏 细胞 1 列 ,长 圆柱 形 ,不 通过 主 脉 ,海绵 组 织 由 数 层 细胞 所 组 成 。 主 脉 微 
管束 外 韧 型 , 叶 裂 片 中 脉 维 管束 1 个 , 叶 中 部 维 管束 2 个 , 叶 基 部 维 管束 3 个 ,其 上 方 均 有 
纤维 束 , 主 脉 处 上 、 下 表皮 内 方 有 厚 角 组 织 , 后 者 有 4 ~ 5 列 厚 角 细 胞 。 叶 肉 细胞 . 厚 角 细胞 
及 维 管束 周围 的 菏 壁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复 唱 ,直径 3 ~ Tym. 

野 艾 叶 横 切面 :上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略 弯 曲 。 上 表皮 无 鞋底 形 腺 毛 ,T 字 形 非 腺 毛 顶 端 
细胞 特长 而 扭曲 ,长 达 170ljm, 常 断 落 , 柄 多 为 4 个 细胞 ,基部 细胞 较 长 ,表面 多 呈 条 状 纹 
理 。 主 脉 下 表皮 内 方 厚 角 组 织 为 1~ 2 列 细胞 。 草 酸 钙 复 晶 较 少 , 直 径 3 ~ Gum. 
理化 分 析 - ，,; 
1. 挥发 油 含量 及 理化 常数 

将 蒸馏 所 得 挥发 油 用 乙醚 提取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后 ,回收 乙醚 得 挥发 油 。 挥 发 油 含 
BMH 0.94% ( 蓝 绿色 ), 野 艾叶 0.35% (草绿 色 ); PT IE pP: 1.4780( CAL), 1.463 2 

( 野 艾叶 ); 旋 光度 [a] 妨 : - 2.998( 艾 叶 ),- 3.129( 野 艾叶 )。 
2. 挥发 油 薄 层 层 析 法 

取 上 法 提取 的 挥发 油 0.lml 溶 于 乙醚 液 lml 中 供 点 样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海 洋 化 
工厂 ) 加 0.6%CMC 湿 法 铺 板 , 干 后 于 105 活化 15min, EIR: A, KATES ,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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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成 分 “ 叶 含 挥发 油 约 为 0.02% , ER MAAR HA (Cineole) “4 50% .a — 侧 柏 酮 
艾叶 挥发 油 化 学 成 分 表 

1 a — F thts 顺 式 - 胡椒 醇 2.00 

2 8B- 罗 勒 烯 香醇 2.63 

3 te ii a- 香 芹 酮 烯 0.85 

4 a- 菠 ii 胡椒 酮 1.30 

5 B- 菠 类 a- 金 合欢 烯 2.31 

6 B- a 乙酸 龙 脑 酯 6.31 

7 a — (A Bel 愈 创 木 醇 0.73 

8 a— 7K PKG a — Fi HE ip 0.60 

9 Fr teks B- Mai 0.66 

10 同 7 顺 式 -8B- 金 合 欢 烯 4.00 

11 B- 松 油 烯 RX -B- ARH 1.85 

12 1.8 - 核 油 素 B- 蛇 床 烯 0.49 

13 小 茄 香 酮 a- 姜黄 烯 0.44 

14 a — HSE 8B- 没 药 炳 1.69 

15 优 香 芹 酮 a- 愈 创 木 烯 0.37 

16 FREY Mi - 1 Y- RE 0.93 

17 龙 脑 a— Wake 0.23 

松 油 醇 -4 a— BAKE 

°H3 Hi; 
了 3 NH; 

Se lA Bo. 

= GH 
i / Hi’ ‘CHS 

ae ke Chests Adenine 

"H3CH3 CH 
eats (NH );N* CHCH.OH ,OH 

Th ujon 杜 松 油 熙 Choline 

b.200 ~ 202°C m117% 

< ily 

CH OOR 
H HOH HC CH: 

H3 ais ‘HD Thujene 

i Hi: 
a Je Gar : : \ 

bee CH3CH; Fe CH: ite 
H3C CH3 Hs CH; regs. 

侧 柏 透 醇 Phellendren ester €-Cadinene Thujyl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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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a
i
t
 

(Thujone) , 42 AF iif Hs BS (i AH Mi (Thujene) 73 GEAR A, FE ACTH PE BEM A TK Fr i 
(Phellendrene)\ 杜 松 油 墓 、 侧 柏 醇 等 。 此 外 , ie FAR GR ( Adenine) 0.02% . A Dat ( Choline) 0. 

11% 维生素 A 样 物质 、 维 生 素 BLAS C、 维 生 素 D 及 淀粉 酶 等 。 于 全 草 含 挥 发 油 

0.2% ~ 0.33% , 油 中 含 侧 柏 酮 (Thujone, Cio His0) . MUAH BF ( Thujylalcohol, CyoHis0) ELPA KA 

(Cadinene, C);H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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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Artemisia argyi Levl.et Vant. 

采集 加 工 ” 未 开花 前 采 叶 片 , 晒 干 备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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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艾 的 荃 叶 具 有 触 杀 及 鼠 避 的 作用 ,可 用 来 杀 虫 及 防治 植物 病 。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将 艾叶 lkg, 切 碎 , 加 水 10kg, 煮 沸 半 小 时 或 浸泡 工 日 ,过滤 喷 酒 ,可 防治 蚜虫 和 红 

DAE 
2.10 FREAK ARK RT PIS EIR AR EY 85.7% 。 

3. KOA Ta, RAB, AY SRB 

4. 艾叶 干粉 5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0. 8%. 3 

5.20 倍 艾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鞋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抑制 作用 。 

6. 将 艾叶 切 碎 放 人 桶 内 ,加 水 2~ 3 倍 浸 泡 4 小 时 ,过 滤 成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 ~ 

10kg 喷洒 防治 棉 蚜 、 棉 红 知 蛛 、 菜 青虫 , 杀 虫 率 为 70% © 

7. 取 艾叶 lkg, 加 水 10kg 煮沸 半 小 时 或 浸泡 1 天 ,过 滤 喷 酒 ,可 防治 蚜虫 、. 菜 青虫 、 软 

体 害虫 。 晒 干 后 燃烧 标 烟 ,可 驱逐 蚊 蝇 。 

8. 苦 艾叶 lke 切 碎 ,加 水 3kg 浸泡 24 小 时 ,过 滤 成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兑 水 8kg, 可 防治 

Pea BZ Wa SB BC HS OR SET 
9. 艾 叶 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37% 。 

10. 艾 叶 10 倍 水 浸 液 ,对 棉 炭 站 病 抑制 效果 为 25%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幼 龄 斜纹 夜 盗 蛾 

杀 虫 率 为 85.7% 。 

11. 艾 叶 于 粉 5 倍 水 者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0% 。 

12. 艾 叶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均 在 20% 以 下 。30 倍 水 

RR SSA SRR AAAS REAM HE. 
13. 30+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20% 左 右 。 对 小 麦 叶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50% ~ 60%。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达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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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A 英 

fs] AS 49%} Compositae #4 [=] H 3 Helianthus annuus L. , 

WA SF. 

MMA —PERA, BW 3~4K SHRME. SAV RAL, PRR, 

叶 互生 , 具 长 柄 ;叶片 宽 卵 或 心 状 卵 形 ,长 10 ~ 2Scm, 先 端 长 尖 , 基 部 宽 槐 形 、 截 形 或 心 形 ， 

边缘 有 锯齿 ,两 面 均 被 白色 刺 状 短 毛 。6 ~ 7 月 开花 , 头 状 花序 单 生 , 圆 盘 状 ,直径 可 达 

25 ~ 30cm; 总 苞 片 绿色 , 卵 圆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JOM EKER ARE; WEAR KE, 

色 ,中央 为 多 数 管 状 花 , 紫 棕色 ,花序 托 有 三 角 披 针 形 托 片 。 瘦 果 灰 棕色 或 近 黑色 ,长 卵 形 

或 椭圆 形 ,长 约 lem, 宽 约 Smm。( 图 37) 

图 37 Helianthus annuus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栽 培 于 田 边 .路 边 aE. 

药 用 部 位 At MAE. 

WFR HERE A 40.4% PKLAD 41.6% 及 纤维 17.9% 。 种 仁 含油 脂 约 
57% , 油 中 主要 为 油 酸 甘油 酯 34% 及 亚 油 酸 甘油 酯 55% ,并 含 软 脂 酸 3.6% , 硬 脂 酸 2.9% 
及 少量 花生 酸 甘 油 酯 。 此 外 ， 尚 含 生育 醇 (Tocopherol) 类 胡萝卜 素 (Earotenoids) 省 醇 、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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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 (Globulin) ,后 者 水 解 后 产生 精 氨 酸 、 赖 氨 酸 、 组 氨 酸 、 甲 硫 基 丁 氨 酸 (Methionine) 胱 氨 酸 

等 十 余 种 氨基 酸 。 近 据 报告 ,种 子 油 中 含 数 种 入" - SS A? - eS EA” - Stigmas - 
tenr) 、A7,2428) _ stigmastadienol、A724 - 豆 省 二 烯 醇 、 和 7910,24(280)2 - 豆 省 三 烯 醇 、 

A7901),2408) _ Stiomastatriend, 4647 Hie AK : 32 7E AH A,B. C(Helianthoside A,B,C) , 叶 

黄 素 ( 叶 黄 二 醇 Xanthophyll, Cyp Hs 02). AS 4H W FF A SE TH AS BE ( Campesterol ) , Hi} Be Be FR 
(Quercimeritrin , Cy; Hy O12) . Kk BJ ( Cryptoxanthin , Cag Hs 0) . 28 JE AR ( Chlorogenic acid, Cy¢ Hig 

Oo) .AS HBR (Lignoceric acid, Cy4 Hyg O> ) . HF AR ( Cerotic acid, CH 0, ) . 4¥ ff BE Fil 4a FR ( Sitos- 

terolin , C35 Hep 06) . HA PR ( Glycline , C)H;0,N) ."5|¥e -— 3 — CBE (Indole — 3 — acetaldehyd , CjoHo 

ON) . 凯 法 林 酯 (ac- 及 B- kephaline) 及 植物 激素 (Auxine)A 与 B。 

H3 HOY 
oot (CH: + CHa + CH: + CH] , + CHs 
als Hs CH; (Hs CH H， 

3 

b. 150°/10°mm 

8— Tocopherol 

CH3~H3” OH 
H3 

iS a Hs Hs ia 
H-CH = CH-CH-CH R= -—CH :CHC : CHCH :CHC ea 

CH3 
—CH :CHC :CHCH :CHC :CHCH 

| 

CHs His 

了 Hi3 

| 
H H Xanthophyll CsHsO: 

A” Stigmasterolm. 158 ~ 159°C 

H 
H OH 

Helianthosid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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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H 

Helianthoside C m.215 ~ 217°C 

CH "了 3 d3 
~H3 

Ei CH- mi Bk CH: O-CO- acs 

HIC CH; HO 
全 -Campesteol m. 157 ~ 158°C Heliangine m.227 ~ 229°C 

Hs Ha H3 ~H3 Le 

ome CH= CH-C= CH) -CH=CH-(CH=C-CH=CH; I 

HaC OH 
H Hs 

Cryptoxanthin m. 169°C 

Quercimeritrin m.247 ~ 2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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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 加 工 ” 叶 夏季 采 收 种 子 秋 后 成 熟 采 收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向日葵 叶 lke ME, HTK 2kg 榨 计 喷雾 施用 ,防治 蚜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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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FT HH 

夹 竹 桃 ， 夹 竹 桃 科 Apocynaceac 植物 严 竹 桃 Nerium indicum Mill. 。 

别名 ” 柳 叶 桃 树 , 叫 出 冬 , 枸 柳 。 

植物 形态 ” 常 绿 灌木 ,直立 ,高 达 2 ~ Sm。 叶 有 具 短 柄 ,通常 三 叶轮 生 , 少 有 对 生 ,音质 ， 

线 状 披 针 形 ,长 7~ 19cm 宽 1~ 3cm, 全 缘 , 先 端 渐 尖 ,基部 枢 形 ,表面 深 绿 色 ,背面 淡 绿 色 ， 

平行 羽 脉 ,中 肋 于 背面 突起 ,有 时 被 有 短 毛 , 聚 散 花 序 顶 生 , 花 桃 红色 或 白色 , 径 约 Sem, A 

芳香 ; 苯 5 裂 ,裂片 三 角形 ,先端 渐 尖 ,中 肋 向 外 稍 隆 起 ,外 面 紫红 色 , 密 被 细毛 ;花冠 漏斗 

状 ,裂片 $, 外 展 成 旋 扭 状 , 常 为 重 办 ,有 条 状 附 属 体 ; 雄 营 5 枚 ,花丝 短 ,被 白色 长 毛 , 药 端 

有 丝 状 附属 体 , 旋 扭 状 , 基 部 两 侧 呈 钩 状 ,半球 形 , 密 被 短 毛 ;花柱 圆柱 形 ,柱头 僧 帽 状 。 长 

SER — RK 15 ~ 18cm。 花 期 6~8 A. (Al 38) 

图 38 ”Nerium indicum Mill.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广东 广西. 四川 \ 福 建 ` 云 南河 北 ̀. 辽 宁 、 黑 龙 江 ̀ \ 江苏、 浙江 等 省 
区 。 多 系 栽培 品种 ,一般 栽 种 在 庭院 .路 旁 及 市 镇 公园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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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叶 ̀ \ 树 皮 、 根 种 子 。 

理化 分 析 “以 不 粘 合剂 的 氧化 铝 为 吸附 剂 ,用 不 同 展开 剂 进行 薄 层 层 析 ,各 种 显 色 剂 

对 欧 夹 竹 桃 下 有 氧化 铝 薄 层 上 的 颜色 反应 。 

1. 试剂 的 配制 

(1)Kedde 试剂 (3、.5 - 二 硝 基 苯 甲 酸 试 剂 ) :2%3,5 - 二 硝 基 葵 甲酸 乙醇 溶液 Iml.4% 

氢 氧 化 钠 乙 醇 溶液 3ml 与 水 7ml 混 匀 。 此 溶液 使 用 时 配制 。 

(2) Raymond 试剂 :2% 间 二 硝 基 苯 lml.4 色 氢 氧 化 钠 乙 醇 溶液 3ml 与 水 7ml A. 

溶液 使 用 时 配制 。 

(3) Liebermann 试剂 :醋酸 本 - 硫酸 (19:1)。 此 试剂 只 稳定 24 小 时 。 

(4) =A HInA : 25% AN = ALATA 

(5) 三 氯 醋酸 试 剂 : 试 剂 [一 25% 三 氯 醋酸 的 乙醇 或 氯仿 溶液 ,配制 后 可 放置 数 日 。 

试剂 T 一 一 上 述 乙 醇 溶 液 使 用 前 每 10ml 加 过 氧化 氢 溶 液 4 KS BBC) 3% ARK T KA 

液 按 4:1 混合 。 两 试剂 可 任 选 其 一 使 用 。 

(6) 磷 钼 酸 试 剂 :25% 磷 钼 酸 乙醇 溶液 。 

以 上 6 种 试剂 为 强 心 武 常用 显 色 剂 ,在 应 用 上 各 有 优 缺点 。 

Kedde 和 Raymond 试剂 应 用 比较 方便 , 喷 后 立刻 显 色 ,但 颜色 消失 较 快 ,对 各 种 不 同 

EATER Ly RTE PEE REE 

Liebermann 试剂 喷 后 须 在 110 ~ 140% 加 热 30 分 钟 左 右 才 能 显 色 。 

三 氯 化 镜 试剂 喷 后 , 须 在 110 ~ 140% 加 热 5 ~ 20 分 钟 后 才 显 色 ,颜色 消失 较 快 。 三 毛 

化 锁 的 毒性 较 大 ,使 用 过 的 三 氯 化 镜 仪器 洗涤 比较 困难 , 而 且 喷 过 三 氧化 锁 的 氧化 铝 吸附 

剂 不 易 回 收 再 生 。 

三 氯 醋酸 试剂 喷 后 , 须 在 100% 左 右 加 热 2 分 钟 后 才 显 色 。 

磷 钼 酸 试剂 喷 后 , 须 在 140% 加 热 15 ~ 30 分 钟 才 显 色 。 

2. 比 色 法 

将 植物 样品 置 于 通风 的 烘箱 中 于 SOC 干燥 , 研 成 40 目 粉 末 , 存 于 避 光 容器 中 。 称 取 

粉末 1g 用 沸 乙 醇 20ml EYE 2 小 时 ,加 定量 的 蒸馏 水 10ml 使 乙醇 浓度 低 于 60% , 边 加 边 振 

fe ,再 用 60 色 乙醇 继续 活 滤 至 与 Raymond 试剂 无 反应 为 止 , 涂 滤液 于 50°C 减 压 浓 缩 至 

20m ,加 10% 醋酸 铅 溶液 10ml ,放置 片刻 后 过 滤 ,滤液 中 加 10% 磷酸 氧 二 钠 溶液 2ml 过 

滤 ,滤液 用 氯仿 提取 直到 与 Raymond 试剂 无 反应 为 止 , 提 取 液 于 50% 减 压 浓缩 至 干 , 残 酒 

YET 10ml 乙醇 。 用 微量 注射 器 取 一 定量 乙醇 溶液 (20 ~ 200vg)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110% 

活化 30 分钟 ) ,同时 点 一 标准 品 , 以 乙醇 乙 酯 - 氯仿 - 甲醇 (8:1:1) 上 行 展开 1Scm, 取 出 后 

在 空气 中 挥 去 溶剂 BRETT BEER C 的 Re 值 为 0.76, 将 没有 喷 显 色 剂 的 样品 对 应 纯 品 部 分 

的 硅胶 定量 地 刊 到 层 析 管 中 (0.4cm x 10cm 玻璃 管 ) ,以 乙醇 洗 脱 ( 洗 脱 完全 约 3m)。 洗 脱 

液 加 乙醇 至 5.0ml 后 加 Baliet 试剂 5.0ml(1% 苦 味 酸 溶液 9.5Sml 和 10% 和 氧 氧 化 钠 溶液 Sml 

混合 ) ,30 分 钟 后 于 490nm 测定 吸收 度 ,根据 标准 曲线 计算 欧 夹 人 竹 桃 武 C 含量 。 本 方法 比 

色 时 在 30 分 钟 呈 色 最 强 ,能 稳定 30 分 钟 ,灵敏 度 也 较 高 。 
3. 光 密 度 计 法 

WORT BER C 在 硅胶 蒲 层 上 的 层 析 图 谱 于 HCL 气体 中 暴露 30 分 钟 后 ,在 165°C M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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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 钟 ,显现 荧光 点 ,可 用 菊 光 计 在 360nm 测定 。 

化 学 成 分 “ 夹 竹 桃 全 株 及 乳白 色 汁 液 有 毒 ,新 鲜 树 皮 的 毒 力 比 叶 强 , 干 燥 后 毒性 减 

53 JEWBARE. ABMAAZHBDO KR. MRA DRA : KTR A(Odoroside A, 

Cap Hy507) SE7TBERL B( OdorosideB , CxpHyg07) SETTPERK D( Odoroside D , C4sH55012) 、 夹 竹 桃 

Adynerin 

Odoroside D H3G., CH 

H 
HaC CHs 

Oleanonic acid 

H3 
Hs 

CHs 

EC CH; ~ 
Odoroside H Ursolic acid 

Odorside A 

m. 180 ~ 185°C /200 ~ 206°C Ru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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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F(Odoroside F, Cx¢Hs55013) SE7TPEBK G( Odoroside G, C42 He 01g) SEAT PERK H( Odoroside H, 

Crp Hyg Og) JETTHERK K( Odoroside K, C42 H3507) . PAH Se PTE RK ( Adynerin , CaoH440O7) 以 及 齐 墩 

FR AR (Oleanonc acid , C3Hyg O37) AR ( Ursolic acid , CapHyg 03) 芸香 起 (Rutin, C39 Hyg0o ) 

采集 加 工 ” 四 季 可 采 eA.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夹 竹 桃 的 葵 、. 叶 \ 花 切 碎 ,每 0.Skg 加 水 2kg 者 2 小 时 后 ,冷却 过 滤 即 得 原液 。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kg。 暑 酒 防治 稻 飞 乔 .浮尘 子 等 效果 可 达到 70% 。 

2. 将 叶 切 碎 , 拌 在 粥 中 , 蝇 食 之 45 小 时 100 多 死亡 , 亦 可 将 叶 切 碎 , 加 6 倍 水 ,者 20 分 

钟 , 取 药 液 撒 于 粪 面 ,72 小 时 灭 蛆 效力 达 64% ,将 蛆 放 人 夹 竹 桃 的 10 倍 水 浸 液 中 48 小 时 
AB 35% ~ 40%. 

3. 将 叶 切 碎 , 加 水 6 倍 , 者 20 SPP RFF KK, 72 小 时 杀 虫 可 达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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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i) 

io) #) AIK) Equisetaceae 4449 [A]3#] Equisetum arvense 工 . 。 

别名 ”接续 草 , 节 骨 草 , 杉 沫 , 土 笔 , 节 节 草 , 马 草 ,笔头 莱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 本 ,根茎 长 ,有 节 , 负 生 而 生根 ,黑色 或 暗 褐色 , 深 埋 地 下 。 地 上 

葵 为 营养 茎 ,与 孢子 宫 茎 不 相同 FRA, CUR , 淡 褐 色 , 肉 质 不 分 枝 , 具 12~ 14 条 

不 显明 的 肋 棱 。 叶 鞘 简 漏 斗 形 , 齿 棕 褐色 , 厚 膜 质 ,每 二 三 齿 连 接 成 疮 三 角形 。 和 孢子 赛 穗 

有 总 梗 ,长 椭圆 形 , 钝 头 或 微 尖 ,长 2~ 3.8cm; 孢 子叶 六 角 盾 形 , 下 生 孢 子宫 6~8 个 , 当 抑 

子 成 熟 时 ,孢子 赛 蕉 即 枯萎 ,由 同一 根茎 上 再 生 营 养 蕉 ,绿色 ,有 分 枝 , 坚 强直 立 ,高 30 ~ 

40cm, 具 6~ 12 条 肋 棱 , 沟 中 气孔 2~4 行 , 葵 下 部 光滑 ,上 部 具 微 小 意 状 突起 ,中 心 孔 甚 

小 , 叶 闽 简 的 鞘 片 先端 具 一 浅 沟 , 齿 广 披 针 形 , 黑 褐 色 ,边缘 膜 质 ,白色 ;分 枝 轮 生 ,中 实 ,三 

DUS ,通常 不 再 分 校 。( 图 39) 

图 39 Equisetum arvense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沟渠 边 ,耕地 旁 草地 等 处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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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成 分 “主要 含 Equisetrin HW {§ BH ( Phytosterol) 3 - FA AAEM ME PEAK ( Galureolin, 

Co Hop O11 ; Equisetrin , Cy7 Hyg Ojo) 5 Hi} BZ ZK (Isoquercitrin , Cp H39 O12 ) \ 脂 肪 、 硅 酸 等 。 在 花 及 

茎 中 含有 少量 的 烟草 碱 。 

H 

HOW Or << S-on H | F 
C- OCeHu10s 

OH OCsHnOs 

signe Isoquercitrin 

= ‘ m.220 ~ 248°C 

CsHnOs - O- wat 

4 ~—OCHs 
一 > ok | 
C>GH 

OH 

Equisetrin 3- PSR 

m. 195 ~ 196C 

RRM ZAREK OT, Miner, AAR.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将 根茎 切 碎 , 晒 于 , 磨 成 细 粉 , 喷 播 使 用 ,或 加 水 配 成 10 倍 水 

液 喷洒 ,可 防治 莱 青 虫 。 

参考 文 献 
(1) Ludwiczak R S,Stachowiak K. Isolation of 8 -= sitosterol from Equisetum arvense . Roczniki 

Chem, 1963 ,37:575 ~ 579 

(2) Karrer P, Eugster C H, Patel D K.The contents of some Equisetum species. Helv Chim Ac- 

ta, 1949 ,32:2 397 ~ 2 399 

(3) Manske R H F. The natural occurrence of 3 - methoxypyridine. Can J Research, 1942, 

20B : 265 ~ 267 

(4) Nakabayashi T. Pigments of horsetail, spore stalk of Equisetum arvense, I, Isolation of two 

yellow glycoside pigments from horsetail. Nippon Nogei Kagaku Kaisai, 1958, 32: 436 ~ 

437 

(5) Adams K R, Bonnett R, Hall J, et al. Longchain a, — dicarboxylic acid from spores of Eq- 

uisetum species. J Chem Soc D, 1969(9) :456 ~ 457 

(6) Adams K R, Bonnett R. Long chain a,w — dicarboxylic acids from the spores of Equisetum 

telmateia Equisetum arvense Phytochemistry, 1971,10(8):1 885 ~ 1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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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H FT 

HF HF Compositae 植物 苑 耳 子 Xanthium sibiricum Patr. et widd.. 

NZ RAL at SEF RULA, GRRE.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草 本 ,高 30 ~ 90cm, 全 体 密 被 白色 短 毛 。 主 根 略 呈 圆 锥 形 , 土 黄 

色 。 葵 直立 ,圆柱 形 ,有 紫色 斑点 。 单 叶 互生 、 具 长 柄 、 叶片 三 角 状 卵 形 或 心 形 ,长 5 ~ 

10cm, 宽 4~ 9cm, 通 常 3 浅 裂 ,两 面 均 有 短 毛 。 头 状 花 序 顶 生 或 腋生 , 花 单 性 ,雌雄 同 株 ; 

雄花 序 球 状 , 总 苞 片 1 列 ; 花 托 长 圆 形 ; 花 管状 ,先端 5 裂 ,雄蕊 5, 花 药 近 于 分 离 ,花丝 联 

合 ,有 退化 肉 营 ,花柱 细小 ;雌花 序 呈 卵 形 ,总 苞 片 2~ 3 列 , 外 列 总 苞 片 或 更 多 ,内 列 总 苞 

片 ,椭圆 形 ,结合 成 一 个 赛 状 体 ,表面 有 刺 ,先端 具 2 吃 , 含 小 花 2 条 ,无 花冠 , 子 房 下 位 , 久 

形 ,2 室 ,柱头 2 深 裂 。 瘦 果 2, 纺 锤 形 , 包 在 有 刺 的 总 苞 内 。 花 期 7~ 10 月 , 果 期 8~11 月 。 

(图 40) 

图 40 Xanthium sibiricum Patr.et Widd.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广东 \ 陕 西 甘 肃 \ 内 蒙古 江西、 福建. 四 川 湖南 青海 河北 新 
疆 。 野 生 于 芒 地 .上 旷野、 山坡 .路 旁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和 全 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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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ek BULA BEA, SSR, RK 1~ 1.$cm, 直 径 4 ~ 7mm。 表 面 黄 棕色 或 

黄 绿色 ,全 体 有 钧 刺 ,顶端 有 粗 的 刺 2 枚 , 分离 或 相连 ,基部 有 果 柄 痕 。 质 硬 而 韧 , 横 切面 

可 见 中 间 有 一 纵向 隔膜 ,分 为 两 室 , 内 各 有 一 首 果 。 瘦 果 纺 锤 形 ,一 面 较 平 坦 , 顶端 具 突 起 

的 花柱 基 ,果皮 薄 , 灰 黑色 , 具 纵 纹 。 种 皮膜 质 , 浅 灰色 ,有 纵 纹 。 子 叶 有 油性 , 气 微 、 味 苦 。 

显 微 鉴别 ”果实 横 切面 :总 苞 内 外 为 一 列表 皮 细 胞 。 内 外 表皮 间 为 纤维 层 , 纵 横 排 

列 ,外 层 数 列 纤维 纵向 排列 ,横断 面 呈 多 角形 ,向 内 的 纤维 横向 排列 长 条 状 , 间 或 向 外 突出 

成 钩 刺 。 纤 维 间 散 有 一 列 维 管束 ;其 余 全 为 薄 壁 组 织 。 果 皮 外 面 为 表皮 细胞 与 一 列 棕色 

色素 层 , 向 内 为 落 壁 组 织 ,并 散 有 维 管束 。 子 叶 细 胞 含油 滴 及 糊 粉 粒 。 

粉末 : 灰 黄色 。 主 要 特征 :(1) 纤 维 众 多 ,成 束 或 单个 散在 ,有 两 种 :为 数 众 多 的 呈 细 长 

梭 形 BEBO ,长 425um, 宽 17km; 少 数 的 壁 较 厚 ̀  有 明显 纹 孔 ,长 255pm、 宽 15pm。(2) 木 

细胞 (存在 于 导管 附近 ) 长 方形 , 具 单 孔 ,长 9%6 ~ 120km, 宽 19 ~ 24um。(3) 导 管 少 ,网 纹 导 

EE 210m, FE 34pm; 螺纹 导管 长 9%6pm, 宽 12xm。(4) 子 叶 细 胞 ,含糊 粉 粒 及 油 滴 。(5) 种 

皮 薄 壁 细 胞 类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 淡 黄 色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样品 粗 粉 10g, 用 0.5% 盐 酸 乙醇 溶液 70ml, 回流 10 分 钟 , 滤 过 。 取 滤液 2ml 加 
三 氯 化 铁 液 1 滴 ,, 显 绿色 。( 检 查 酚 性 成 分 ) 

将 上 述 滤 液 用 氢 试 调 至 中 性 ARP , 残 酒 用 少量 的 5% 硫酸 溶解 ,分 成 两 份 , 一 份 加 硅 

AMAA 1, PARRA, Ai ie AR 1 滴 , 显 橘红 色 沉 淀 。( 检 查 生 物 

碱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取样 品 粗 粉 10g, 用 甲醇 振 播 提取 3 次 ,合并 提取 液 , 减 压 浓 缩 到 少量 , 供 点 

样 用 。 用 芦 本 对照。 吸附 剂 :硅胶 GC, 湿 法 制 板 。 展 开 剂 : 正 丁 醇 - 醋酸 -水 (4:1:5 上 

层 ) , 展 距 10.$Scm。 显 色 剂 : 氨 蒸 气 ,斑点 呈 黄 色 。 

化 学 成 分 “果实 含有 苍 耳 起 (Xanthostmu- 

marin)1.27% , % E48 #K ( Xonthostrumarin ) 、 苍 : 

FA (Xanthumin) 树脂、 脂肪 油 .生物 碱 、 维 生 Cy CFGHC 

素 C 和 色素 等 。 此 外 尚 含 B- ,y- ,和 e- 谷 nos 

当 醇 、 豆 省 醇 及 菜子 当 醇 。 荃 叶 含 有 单 宁 和 

SU 人 CH; 

苦 叶 质 。 = 
采集 加 工 8 ~ 10 AAR MAM, BI gst ci 

下 全 章 晒 干 , 打 取 果实 、 除 去 杂质 。 ar 
RBA RAR 
1. @AF 1kg, 加 水 Ske, ABP YEAS , RO EA SHG , lke 加 水 Ske 稀 

7 UE a Bia eB 

2. 将 苍 耳 子 的 烂 ,每 千克 加 水 Skg( 一 开 一 凉 的 温水 ) 浸 泡 24 小 时 ,防治 棉 蚜 、 红 蜘蛛 
效果 为 100% 。 

3. AF lke, 7k 2kg 者 成 原液 喷洒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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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5#} Compositae 植物 苍术 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 )DC. . 

别名 ” 仙 术 , 茅 术 , 山 精 , 天 葡 PR AS AR, DAR, Ly, ey, LE , PH, 

南 苍 术 。 

植物 形态 ” 茅 苍 术 ( 南 苍术 )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30 ~ 70cm。 根 状 葵 粗 肥 , 结 节 状 , 节 上 有 

细 须 根 bit ASA, OA Zi Bie. BAW, AR MAAR, EBA AK 

或 稍 有 分 梳 。 叶 互生 ,基部 叶 有 柄 或 无 柄 , 常 在 花期 前 凋落 ,中 部 叶 椭圆 状 披 针 形 ,长 约 

4cm, 宽 1~ 1.5cm, 完 整 或 3~7 羽 状 浅 裂 ,边缘 有 饮 齿 ,上 面 深 绿 , 下面 稍 带 白 粉 状 , 上 部 

叶 渐 小 ,不 裂 ,无 柄 。 秋 季 开 花 , 头 状 花 序 多 单独 顶 生 ,基部 具 二 层 与 花序 等 长 的 羽 裂 状 区 

状 叶 ,总 苞 片 6~8 层 ,有 纤毛 ;两 性 花 与 单 性 花 多 异 株 ; 花 全 为 管状 ,白色 ;两 性 花冠 毛 羽 

TRATAS , 较 花 冠 稍 短 ;雌花 具 5 枚 线 状 退化 雄蕊 。 瘦 果 圆 简 形 ,被 黄白 色 毛 。( 图 41) 

图 41 Atractylodes lancea(Thunb. )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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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PTO. MAA 安徽、 浙江、 江西 等 省 亦 有 栽培 或 野生 。 多 野生 

于 山坡 灌木 林 中 及 较 干 旱地 区 。 

QAM ta. 

药材 性 状 ” 根 葵 呈 不 规则 连珠 状 或 结 节 状 圆柱 形 , 有 的 分 梳 , 长 3 ~ 10cm, HE 0.5 ~ 

2cm。 表 面 灰 棕色 至 黑 棕 色 ,根茎 一 端 可 见 残 留 蕉 基 或 葵 痕 , 另 一 端 可 见 短 硬 的 细 根 残 

痕 。 质 坚实 , 易 折 断 , 上 断面 纤维 性 黄白 色 或 灰白 色 , 散 有 多 数 朱 砂 点 ( 油 室 ) ABTA 

霜 ( 苍 术 醇 结晶 ) 。 气 芳香 浓郁 , 味 微 甘 而 辛苦 。 

Ross FER: RARDH: OKBREBER—, KARAZOME, HEA 

30 ~ 40 层 扁平 长 方形 的 细胞 组 成 , 含 浅 棕 色 物 质 。 木 栓 组 织 中 并 夹 有 石 细胞 环 带 3~ 8 条 

不 等 ,每 一 环 带 由 2~3 列 长 方形 石 细 胞 集成 。 包 皮层 宽广 ,其 间 散 生 裂 溶性 的 油 室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数目 不 定 。 韧 皮 部 由 筛 管 和 薄 壁 细胞 组 成 ,通常 无 纤维 ;形成 层 环 明显 ; 木 

质 部 由 导管 .纤维 \ 木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导 管 常 单个 散在 或 数 个 作 径 向 排列 ,其 旁 有 少数 纤 

维 存在 ; 木 纤 维 束 ,位 于 木质 部 内 方 , 其 中 有 时 可 见 零星 散在 的 导管 。 由 宽大 的 射线 和 艇 

部 散 生 较 大 油 室 , 薄 壁 细胞 中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粉末 :橙黄 色 。@ 石 细胞 单个 或 成 群 , 类 圆 形 ,长 方形 或 多 角形 , 淡 黄 色 或 黄色 ,直径 

约 3Spm, 壁 极 厚 , 木 化 , 孔 沟 明显 。@@ 木 纤维 梭 状 , 常 成 束 , 壁 厚 , 胞 腔 狭 窗 。 有 时 可 见 一 

端 钝 圆 、, 胞 腔 较 大 的 长 条 纤维 。@ 针 晶 细 小 ,长 约 16pm, 常 不 规则 地 充 塞 于 薄 壁 细胞 中 。 

由 油 室 碎 片 较 多 。 名 导管 主要 是 网 纹 , 也 有 具 缘 纹 孔 的 ,导管 节 颇 短 , 有 的 长 仅 50um。@ 

木 栓 细 胞 红 棕色 , 常 与 石 细胞 连接 存在 。 

化 学 成 分 “苍术 中 含 挥 发 油 3.5% ~ 5.6%。 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苍术 醇 8- 校 叶 醇 (B - 

Eudsmol , CisHzx0) .a — FEAT BE (a - Eudsmol) 和 苍术 酮 的 混合 物 。 

CHs 

Eudesmol B-Eudesmol a-Eudesmol 

i 4 
a eid: ie oa 

K | 
R=H 苍术 本 SSE 
R= OH 3 一 B- 羟基 苍术 柄 Pay OR hes 

REMI BKASICRRA RES MH ARLE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苍术 晒 干 ,燃烧 票 烟 ,可 驱逐 蚊虫 .杀菌 及 票 仓库 害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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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苍术 粉 加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42% 。 

3. SPEAR ATI ,对 棉 立 枯 病 抑制 效果 为 95 多。 

4. 苍术 粉 与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100%, RRA 

79.8% « 

5. 苍术 根 1g 加 2ml 水 , 热 煮 15 分 钟 , 杀 棉 蚜 效 果 50% 、 杀 菜 蚜 效果 80% 。 

参考 文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等 . 中 药 志 ( 第 一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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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cllt 

Sete «Fin FL Thymelaeaceae 植物 苑 花 Daphne genkwa Sieb .et Zucc. . 

ANA ase, SRE, Bc, AE, SH LE, RE ,头痛 花 , 闷 头 花 。 

植物 形态 ”落叶 的 灌木 ,高 达 mAG. RAKM AY, See e, NA ABZRKE 

Ee Abie TE ,少数 互生 ,椭圆 形 至 长 椭圆 形 ,长 3~ 55cm, 5% 5 ~ 20mm, FER, SR, 

基部 狭 圆 形 , 幼 时 两 面 玻 生 绢 丝 状 细 和 柔 毛 ,背面 脉 上 较 密 , 老 时 上 表面 渐次 脱落 ;叶柄 , 密 

生 短 柔 毛 。 花 着 生 于 枝 端 ,每 叶腋 间 丛 生 3 ~ 7 条 ; 先 叶 开花 , 花 两 性 , 缺 花 瓣 ; 苯 淡 紫 色 ， 

RAB, SAAB REA lcm, 表 面 密 被 绢 丝 状 短 柔 毛 ,先端 四 裂 , 花 冠状 ,裂片 卵 形 ; 

WEES 8 枚 ,着 生 于 苯 简 内 ,成 二 列 排列 , 缺 花 丝 ;雄蕊 1 枚 , 子 房 上 位 ,一 室 , 花 柱 短 ,柱头 头 

状 。 核 果 , 革 质 ,内 含 种 子 1 颗 。 花 期 3~4 月 。( 图 42) 

图 42 Daphne genkwa Sieb .et Z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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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山东 陕西 .河北 河南 .浙江 .江苏 TA a | 

甘肃 等 地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路 旁 或 山坡 上 ,庭院 内 亦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花蕾 \ 叶 及 根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常 3~7 RET EL ,基部 有 苞 片 1~2 片 ,多 脱落 为 单 杀 。 单 

Fe PERK , aE HH 1~ 1.7cm, 直 径 约 1.5Smm, 花 被 简 表 面 淡 紫 色 或 灰 绿 色 , 密 被 短 柔 

毛 , 先 端 4 裂 呈 花 冠状 ,裂片 淡 紫 色 或 黄 棕色 。 

显 微 鉴 别 ” 粉 末 灰 绿色 :@ 毛 昔 众 多 ,单独 散在 或 见于 碎片 上 , 花 葛 上 的 毛 昔 平滑 无 

壁 疣 ;而 幼 叶 部 分 的 毛 昔 ,多 具 密 致 的 疣 状 突起 , 惟 毛 昔 基 部 处 平滑 ;@@ 花 苯 碎 片 带 紫 学 

色 , 表 皮 细 胞 均 为 薄 壁 细胞 , 呈 多 角形 、 长 方形 不 等 ,在 下 表皮 可 见 毛 苷 断 脱 后 的 圆 形 疤 

痕 ;@@ 花 粉 粒 呈 AVE ,通常 直径 为 23 ~ 3$um。 外 壁 密 具 微细 的 颗粒 状 突起 ,有 时 可 见 三 

个 萌发 孔 ; 四 花粉 束 内 壁 细胞 呈 环 状 增 厚 , 木 化 ;@ 纤 维 存在 于 幼 叶 的 叶脉 中 , 细 长 ,完整 

者 长 至 2mm, 少 数 更 长 , 平 直 , 或 微 呈 波状 ,两 端 尖 锐 , 中 部 直径 10 ~ 17pm, 胞 壁 有 的 甚 厚 ， 

微 林 化 ,时 有 细小 孔 沟 , 胞 腔 狭 细 ; 胞 壁 薄 的 纤维 非 木 化 。 

理化 分 析 

薄 层 层 析 板 制备 : 取 硅 胶 CF5420¢ 加 0.3% CMC - Na 水 溶液 60ml 研磨 成 糊 状 铺 板 ， 

20cm x 20cm 板 $ 块 (厚度 0.25mm) ,室温 晾 干 ,105% 活化 1 AY, BRE PSA. EF 

剂 : 葵 - 乙酸 乙 酯 (1:0.8)。 薄 层 扫描 参数 : 双 波 长 反射 锯齿 扫描 ,入 = 232nm, A, = 360nm, 

灵敏 度 x 2, 线 性 化 系数 S. =7, 狭 颖 1.2 x 1.2mm, 程 序 扫 描 , 定 量 测定 用 外 标 一 点 法 计算 。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干燥 品 欧 花 酯 甲 1.1lmg, 用 无 水 乙醇 配制 成 Sml 溶液 

(0.222ng/pl) ,用 点 样 毛细 管 吸 取 1.2.3.4.5 岂 分 别 点 于 同一 块 硅胶 板 上 (点 距 1.5cm) , 展 

FF 10cm。 紫 外 灯 下 定位 ,测定 各 斑点 积分 面积 , 求 得 方程 为 y = 33170.55x + 941.27,r= 

0.9991。 

精密 度 测 定 : 在 同一 块 薄 层 板 上 点 7 个 相同 量 的 对 照 品 点 ,展开 定位 后 ,测定 斑点 面 

FAA, CV = 1.26%. 

稳定 性 实验 :在 4 小 时 内 样品 斑点 积分 面积 稳定 。 

化 学 成 分 “ 花 中 含有 : 谷 当 醇 (Sitosterol, Cy7Hi50) .3E7ER (Genkwanin, CjsH0s, ) 、 洋 

ir t+ % (Apigenin) 

a: — Sitosterol Apig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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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春 末 , 夏 初 花 将 开 时 采 收 , 置 通风 处 干燥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把 枝 梗 的 碎 :每 千克 加 水 Skg, 者 20 分 钟 过 滤 成 原液 。1kg 原液 加 水 Ske, 灌 被 害 作 

物 根 部 ,可 防治 地 下 害虫 。 

2.1kg 枝 ,用 30~40kg 水 泡 2~3 天 , 浇 作 物 根部 ,可 防治 地 下 害虫 。 

3. 苓 的 碎 或 晒 干 磨 成 细 粉 , 拌 在 娄 内 下 肥 ,可 防治 地 老虎 、 金 针 虫 . 灵 蚌 、 虹 晴 等 。 

4. 葵 磨 成 粉 用 清 糠 调 成 胶 状 , 塞 在 虫 星 的 树 孔 里 ,可 防治 桑 天 牛 、 桑 星 虫 等 。 

5. EAE 10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11% 。 

6.5% 芳 花粉 剂 ,对 棉 痰 瘦 病 抑制 效果 为 75% 。 

7.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多 以 上 。 

8. 芜 花 干粉 的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4%, KRHA 

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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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SES PILE Umbelliferae 植物 芜 荧 Coriandrum sativum L. , 

别名 FX WZ, FZ.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的 草本 ,光滑 无 毛 , 有 强烈 香气 ,高 30 ~ 60cm。 根 细 长 ,纺锤 形 , 具 

多 数 的 支 根 。 蔡 直立 ,有 条 纹 , 中 空 。 叶 具 柄 , 柄 长 3 ~ 1$em; 初生 叶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分 裂 ， 

小 叶片 广 卵 形 ,扇形 半 裂 ,基部 槐 形 ; 茎 上 部 或 下 部 的 叶 二 至 三 回 羽 状 分 裂 ,小 叶片 线形 ， 

长 2~ 15mm, Fi, 0.5 ~ 1.5mm, 钝 头 , 全 缘 。 复 镍 形 花 序 顶 生 ,无 总 苞 片 , 锌 醒 3~ 8 枝 , 小 总 

苞 片 少数 ,线形 ; 苯 齿 小 ,5 片 ,不 相等 ;花瓣 $ 片 ,白色 或 淡 紫 色 ,倒卵形 ,每 小 伞 形 花序 边 

缘 花 有 辐射 为; 雄 世 5 Be, TERRA HERS 1 枚 , 子 房 卵 圆 形 ,花柱 细 长 ,柱头 二 裂 。 悬 果 

近 球 形 ,直径 1.5 ~ 2.5mm, 表面 具 纵 纹 成 棱 , 背 棱 及 其 相 邻接 之 次 棱 较 明显 。 花 期 4~ 5 

月 。( 图 43) 

图 43 “Coriandrum sativum L, 

137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有 栽培 。 亚 洲 、 欧 洲 等 亦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药 用 果实 。 本 品 为 双 悬 果 ,两 分 果 结 合 较 牢 , 呈 圆 球形 ,直径 3 ~ Smm, 外 

表 棕 黄色 或 灰 黄 色 。 顶 端 见 有 5 个 划 片 的 残 痕 和 柱头 残 基 , 果 实 侧 面 有 不 其 明显 的 而 呈 

波状 弯曲 的 初生 肋 线 10 条 和 8 条 直 而 明显 的 次 生 肋 线 。 另 4 条 不 明显 。 分 果 呈 半圆 形 ， 

具 初 生 棱 5 条、 次 生 肋 线 6 条 (两 侧 不 明显 )。 切 面 油管 不 明显 或 次 肋 下 方 有 一 个 。 气 芳 

香 , 味 微 辛 。 

REA) ”果实 横 切 面 :外 果皮 一 列 胞 壁 较 厚 的 细胞 。 中 果皮 外 层 为 数列 薄 壁 细胞 ; 

中 层 为 厚 壁 木 化 纤维 层 , 其 外 侧 纤维 呈 纵 列 ,内 层 呈 交错 排列 。 纤 维 层 以 内 为 数 层林 化 细 

胞 ,长 椭圆 形 、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形 ,接合 面 的 中 果皮 可 见 两 个 油管 。 内 果皮 细 胸 一列, 切 向 

延长 ,长 椭圆 形 ,大 小 不 等 , 稍 扇 。 种 皮 细 胞 稍 扇 ,不 规则 形 ,棕色 。 胚 乳 细胞 中 含糊 粉 粒 ， 

有 的 细胞 含有 草酸 钙 复 晶 , 较 小 ,直径 4~ 10pm. 

粉末 :褐色 。 纤 维 易 见 ,纵横 交错 排列 或 散在 ,狭长 ,两 端 钝 尖 , 直 径 11 ~ 14pm, 壁 较 

厚 , 木 化 , 胞 腔 明 显 。 中 果皮 细胞 作 灸 藤 状 排列 , 常 伴 有 纤维 束 。 油 滴 显 淡 黄 色 ,随处 散 

在 。 导 管 细 长 ,螺纹 ,直径 10 ~ 14pm。 胚 乳 细胞 呈 多 角形 ,含有 较 多 的 油 滴 。 
理化 分 析 ( 薄 层 层 析 ) “样品 制备 : 取 芜 莞 果实 2g, 捣 碎 , 用 石油 醚 10ml 浸渍 15 分 钟 ， 

时 时 振 摇 , 滤 过 ,滤液 点 样 。 吸 附 剂 :硅胶 G( 浙 江 黄岩 200 目 )3g, 加 水 6ml, 制 板 , 晾 于 ,于 

105$* 活 化 1 小时。 展开 剂 :石油 配 (60 ~ 90) - 乙酸 乙 酯 (85:15) , 展 距 :1$cm。 显 色 剂 . 

PRA. fb 6 个 棕色 斑点 ,其 中 在 Re 值 约 0.8 处 斑点 清晰 而 明显 。 

化 学 成 分 “果实 含 挥发 油 1% ~1.4% ,脂肪 26 匈 。 挥 发 油 含 多 种 戎 类 \ 醇 类 化 合 物 、 

樟脑 (Camphor) 和 牧牛 儿 醇 等 。 油 中 70% 是 d - 芳 樟 醇 (Linalool，Cio Hig 0)。 另 外 尚 含有 

和 葡萄糖、 果糖、 蔗糖 以 及 和 蛋白质 、 甘 露 醇 、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 全 草 和 未 成 熟 的 果实 含 葵 醛 
[Caprinaldehyde,CH3(CH )3CHO ] ,具有 特殊 臭 气 。 

芜 荧 果实 的 挥发 油 含量 , 因 产 地 不 同 而 略 有 差异 。 据 英国 副 药典 (B.P.C) 记 载 ,英国 

产 的 含 0.3% ~ 0.8% ,摩洛哥 产 的 含 0.3 色 ~ 0.6% , 原 苏 联 产 的 含 0.8% ~ 1.2% ,阿根廷 

产 的 含 0.3% ~0.6%. 1980 年 呼和浩特 市 医药 公司 市 售 品 苑 蔡 子 ,经 测定 挥发 油 含量 为 

0.4% ~0.6% 。 

OH am 

Fy tabs 牧牛 儿 醇 

采集 加 工 ” 秋 季 果 实 成 熟 时 采 收 , 果 、 枝 晒 干 ,打下 果实 , 除 净 枝 梗 等 杂质 HF,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芜 荧 共 0.25kg 加 水 2kg, 者 成 原液 1kg, 喷 治 蚜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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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es ame’ 22> -o eee 6 

AL th IA 

LIA 4 B#} Polygonaceae 植物 杠 板 旧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 

别名 RBS RFS BOR MAA, RIB Be , 蛇 倒 退 , 河 百草 , 犁 头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攀 援 状 草本 ,长 1 ~ 2m, 共 有 纵 棱 , 棱 上 有 倒 钧 刺 ,多 分 枝 ,基部 略 

木质 化 , 红 棕 色 。 叶 互生 ,叶片 近 于 等 边 三 角形 ,长 与 宽 均 为 2 ~ 7cm, 先 端 略 钝 ,全 缘 , 背 

面 叶脉 具 倒 钩 刺 ; 叶 柄 盾 状 着 生 , 略 较 叶 长 ,有 细 棱 和 倒 钩 刺 , 托 叶 叶 状 , 圆 形 或 卵 形 , 包 

荃 ,直径 1~ 3cm。 花 白色 或 青紫 色 , 短 穗 状 花序 项 生 或 腋生 ,长 1.5 ~ 3cm, 花 序 柄 有 钩 刺 ; 

苞 片 膜 质 , 近 圆 形 , 秃 净 ; 花 两 性 , 花 被 白色 或 淡 紫 红色 ,裂片 复 瓦 状 排列 ,裂片 5, 卵 形 ,不 

甚 开展 ;雄蕊 8 枚 ;雌蕊 1 枚 ; 子 房 上 位 , 卵 圆 形 ,花柱 自 中 部 分 成 三 叉 状 ,柱头 头 状 。 瘦 果 

近 球 形 ,直径 约 3mm, 黑 色 , 有 光泽 , 包 于 增 大 的 肉质 花 被 内 。 花 期 6~ 8 月, 果 期 9~ 10 

月 。( 图 44) 

图 44 Polygonum perfoliatum L.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内 蒙 河 北江 西安 徽 .江苏 四川 \ 贵 州 等 省 区 ,日 本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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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印度 亦 有 。 生 于 田 坎 ̀ 沟 边 和 草 坡 上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叶 根 。 

药材 性 状 ” 蔡 略 呈 方 柱 形 , 有 纵 棱 ,多 分 枝 ,直径 约 2mm。 表 面 紫 红色 或 紫 棕 色 , 棱 上 

有 倒 生 钩 刺 , 节 略 膨大 , 节 间 长 2 ~ 6cm。 断 面 纤 维 性 ,黄白 色 , 有 甬 或 中 空 。 叶 片 多 皱 缩 ， 

完整 叶 展 平 后 , 呈 近 等 边 三 角形 , 盾 状 着 生 , 灰 绿 色 至 红 棕 色 , 下 表面 叶脉 及 叶柄 均 有 倒 生 

钩 刺 ; 托 叶 皱 缩 或 脱落 。 有 时 可 见 短 穗 状 花 序 , 花 小 ,多 萎缩 或 脱落 。 和 气 微 , 葵 味 淡 , 叶 味 

酸 。 

显 微 鉴 别 ” 葵 (直径 2mm) 的 横 切 面 : 表 皮 细 胞 1 列 , 壁 稍 厚 , 黄 棕色 ,下 方 有 1 列 较 大 

的 下 皮 细 胞 ,类 方形 ,排列 整齐 。 皮 层 窗 ,有 2 ~ $ 列 细 胞 。 中 柱 鞘 由 纤维 及 众多 的 厚 壁 细 

胞 组 成 ,排列 连续 成 环 , 木 化 。 韦 皮 部 细胞 较 小 , 皱 缩 。 形 成 层 不 明显 。 木 质 部 导管 较 大 ， 

圆 形 ,单个 或 2~ 5 个 成 群 ,射线 短 而 宽 罕 不 一 。 侯 部 宽广 。 皮 层 和 佣 部 有 的 细胞 内 含 黄 

棕色 分 沁 物 , 韧 皮 部 有 分 泌 道 ,并 均 散 有 草酸 钙 复 晶 ,以 人 部 的 较 大 。 

叶 的 横 切 面 :上 \、 下 表皮 为 1 列 较 大 的 细胞 , 壁 薄 , 有 的 成 膨大 的 宫 状 细胞 。 下 表皮 气 

孔 较 多 ,有 腺 毛 , 腺 毛 的 腺 柄 有 2 个 细胞 , 腺 头 有 4 个 细胞 。 栅 栏 组 织 有 1~ 2 列 细胞 , 海 

绵 组 织 有 约 3 A ANS Rein. ERM EMR PRR. LL PRR 

胞 内 侧 有 厚 角 细 胞 2~ 3 列 。 维 管束 1~4 个 ,外 韧 型 RBA TIE Ob AE, AI 

部 的 导管 排列 不 规则 。 

BATRA. SAHRA ATLAS RRAN A WIR, RRR ins bE 16 ~ 

85m. AR Ae A EM, AKA BEE AR. ALAA SER, AE, BD 

细胞 2~4 个 。 腺 毛 具 腺 柄 细胞 2 个 , 腺 头 细胞 4 个 ,基部 细胞 4~6 个 。 茎 的 韧 皮 部 碎片 

有 时 可 见 筛 管 , 筛 板 明显 ,直径 17 ~ 30um, 并 有 时 可 见 伴 胞 。 厚 壁 细胞 直径 15 ~33um,. 4 

维 少见 , 常 与 厚 壁 细胞 紧 贴 ,直径 10 ~ 12um, 

理化 分 析 ”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70% 乙醇 20ml, 回 流 10 分 钟 , 滤 过 ,滤液 供 下 述 试验 : 

(1) 取 滤液 2m, 加 入 1% 三 氧化 铁 乙醇 溶液 1~2 滴 , 呈 绿 色 。 

(2) 取 滤液 2ml, 加 等 体积 3% 碳酸 钠 水 溶液 ,于 水 洽 上 煮沸 3 ~ 5 分钟 , 放 冷 ,加 入 重 

氮 化 试剂 , 呈 紫 红色 。 

Kako Shee BOR BA. ARR. A LR, RAR (Indican, 

Ci4H1706N°3H,0). FEF AH 3.3% , BRA 12.47%, MARA AK (Indican) ,并 含 

少量 大 黄 素 (Emodin) 和 大 黄 酚 (Chysophanic acid). #8 & A #EK 33% 。 

Emodin Indican Chysopha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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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 KERE 洗 净 ,干燥 或 鲜 用 。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将 杠 板 旧 人 烘 干 制 成 粉 ,或 用 粉 kg 加 水 3kg 者 成 计 液 过 滤 后 

即 得 原液 。 如 用 粉剂 加 水 25kg 施用 ,如 用 液 剂 则 配 成 1:10 倍 的 稀释 液 ,对 防 蔬菜 害虫 杀 
虫 率 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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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 

#L#) «63 HEFL Asclepiadoceae 植物 杠 柳 Periploca sepium Bunge. . 

ANA 羊 奶 条 ,五 加 皮 , 北 五 加 皮 , 立 柳 , 阳 柳 , 香 加 皮 。 

植物 形态 ”落叶 缠绕 性 灌木 ,高 达 lm 以 上 , 秃 净 ;小 枝 常 对 生 , 带 红 褐 色 , 幼 嫩 部 全 

含 乳液 。 叶 对 生 , 具 短 柄 ;叶片 广 披 针 形 ,长 3 ~ 1lem, 宽 1 ~ 3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枫 形 ,全 

缘 上 面 绿色 ,光泽 , 革 质 背面 淡 绿 色 ; 羽 状 脉 明显 。 聚 散 花序 顶 生 叶腋 ,花梗 长 约 2.5cm， 

小 苑 对 生 ; 苯 5 深 裂 , 卵 状 披 针 形 ,有缘 毛 ;花冠 5 深 裂 ,裂片 矩 圆 形 ,向 外 反 卷 ,内 面 淡 紫 

色 ,边缘 密生 白色 绕 毛 ,中 央 部 密生 秸 毛 ; 副 花 冠 5 枚 ,线形 ,红色 有 毛 , 先 端 弯 钩 状 ;雄蕊 

5 枚 ,花丝 短 ,花药 卵 圆 形 , 子 房 上 位 ,由 二 个 离心 皮 合 成 ,花柱 短 ,相连 ,柱头 合生 。 背 葵 

果 欧 形 , 近 圆柱 状 , 长 达 16cm, 径 约 lem, 先 端 尖 , 微 弯 ,两 果 相 对 。 种 子 多 数 狭 纺锤 形 而 

扇 , 瞳 褐色 ,顶端 从 生 白 色 长 毛 。 花 期 7~8 月 。 果 期 8~9 月 。( 图 45) 

图 45 Periploca sepium Bunge. 

分 布 与 生境 “我国 北部 各 省 均 有 分 布 ,以 太行 山区 四 周 ,山西 长 治 、 榆 次 较为 集中 。 
性 耐 旱 ,多 生平 地 及 低 山 阳 坡 。 

药 用 部 位 ” 蔡 皮 及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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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根 皮 卷 简 状 , 厚 ~ 4mmi; 外 表面 较 粗 糙 , 栓 皮 易 呈 鳞 片 状 剥离 ,而 露出 灰 
白色 内 皮 部 ,内 表面 棕 红 色 ,光滑 具有 扭曲 的 细 纵 纹 。 茎 皮 外 表 较 光滑 而 薄 。 质 松 脆 , 易 
折断 。 具 特异 浓郁 香气 , 味 藻 。 

显 微 鉴别 ” 横 切 面 要 点 :中 木 栓 层 贤 厚 , 约 由 数 十 列 木 栓 细 胞 组 成 。 包 皮层 宽厚 , 细 

胞 大 多 切 向 延长 ,有 石 细胞 ,单个 或 数 个 成 群 呈 切 向 排列 , 石 细胞 呈 圆 形 方形 或 长 方形 ， 
BE SOUR , 胞 腔 及 壁 孔 明显 。 皮 层 部 有 少数 乳汁 细胞 。@ 韧 皮 部 射线 宽 1~5 列 细胞 。 乳 汗 
细胞 较 多 , 呈 椭 圆 形 , 切 向 长 约 至 80um, 径 向 长 约 至 35ym, OF RAT GRAS, RERM 
皮 部 菏 壁 细胞 中 , 方 晶 直径 约 10 ~ 16pm, 于 纵 切 面 观 ,常数 个 或 数 十 个 成 行 排列 。 鳞 皮层 
及 志 皮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细小 淀粉 粒 。 

化 学 成 分 “ 茎 和 根 皮 含 十 余 种 起 类 化 合 物 。 杠 柳 耻 (A - N) ,其 中 有 强 心 武 如 杠 柳 臣 

OH _ Periplocin m.209% (分 解 ) ,232 ~ 233°C 

H m.239~ 240 — 

Glycoside E(periplocae ) 

Glycosidek( periplocae) m.240 ~ 241°C 

G( Periplocir glycoside H, E, C3sHs5013 ) 0.02% (EK) ,熔点 232 ~ 233°C ; Fee Sh RA OL 

FA K( Periplocin glycoside K, CyHs6015, 9 A> - 42 - 38,20a - — (20) - B- D - 吡 喃 葡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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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lu->6glu) - B - D- 吡 喃 葡 糖 (lglu - 2dig) - B, D — MLM FE HH BHR EK , A° — pregnene - 38, 

20a — diol(20) — 8 — D — glucopyranosyl ( glu>6glu) - 8 - D - glucopyranosyl (Iglu - 2dig) - B - 

D - digitalopyrano side] 熔 点 240 ~ 241°C , 杠 柳 起 H{ C5¢Ho202,, A A° - 42K - 38, 20a - 二 醇 

(3) -(2-0- 乙 酰 -B-D- 吡 喃 洋 地 黄 糖 基 (Idig-~4cym) -B-D- 吡 喃 加 大 麻 武 (20) - 

8B-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lglu->6glu) -8B-D- 吡 喃 葡萄 糖 基 (1 glu>2dig) -B-D- 吡 喃 洋 地 

HH, A° - pregnene -38,20a- diol (3) - [2 - 0 - acetyl — B — D — digitalopyranosyl(1 - dig—> 

4cym) — 8 — D - cymaro - pyranoside } (20) - [8 — D - glucopyranosyl (lglu>6glu) - 8 - D — glu- 

copyanosyl ( lglu->2dig) — 8 — D — digitalopyranoside} ,熔点 182°C. UES, mA 4 - 甲 氧 基 水 

Awe a & B- SR (EMRE amyrin) RA CRE B- ASB RAM 

RKRML ”夏秋 雨季 采 收 ,将 挖 起 的 根 洗 去 泥土 , 除 净 细 根 , 用 刀 和 剥皮 或 将 根 打 裂 ,去 

其 木 部 , 晒 干 而 得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杠 柳 叶 及 根 皮 均 可 用 来 杀 虫 及 防治 植物 病 , 因 其 具有 和 良好 的 

湿润 及 展 布 性 能 , 故 也 可 作 辅 助 剂 用 。 

1. 将 杠 柳 根 皮 晒 二 , 磨 成 细 粉 ,在 早晨 露水 未 干 前 撒 在 蔬菜 上 ,可 防治 蚜虫 . 菜 青虫 

及 二 十 八 星 标 虫 等 。 
2. 杠 柳 叶 lkg, 加 水 5 ~ 6kg, 者 成 药 液 ,使 用 时 将 原液 稀释 一 倍 喷洒 ,可 防治 称 飞 乱 。 
3. 杠 柳 皮 用 乙醇 进行 有 效 成 分 的 提取 , 取 其 总 提取 物 1 份 ,加 水 100 份 , 可 防治 红星 

蛛 , 效 果 达 76% 。 
4. 杠 柳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70% ~ 90% ,对 稳 瘟 病 
TUF AFM HRA 100% ,对 甘薯 黑 斑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9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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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甘 

3 FF Leguminosae 植物 皂 莱 Gleditsia sinensis Lam. 。 

NA BASS SR, we. 

植物 形态 ”落叶 乔木 , 葵 高 达 13Sm, 有 分 梳 呈 圆锥 形 的 环 针 ,小 枝 无 毛 。 叶 为 一 回 羽 

状 复 叶 ,小 叶 6~ 16 片 ,少数 有 至 18 片 的 ,长 3~ 8cm, 卵 矩形 或 长 椭圆 状 卵 形 ,先端 锐 或 急 

尖 , 边 缘 有 细 锯 齿 ,表面 黄 绿色 ,背面 有 明显 的 网 脉 , 主 脉 ̀ . 叶 柄 及 总 叶柄 上 都 有 毛 ,在 叶 表 

面 上 更 密 。 花 为 穗 状 总 状 花 序 , 杂 性 ,黄白 色 , 有 花梗 ,长 3 ~ 10mm; 花 冠 左 右 相 称 ,但 不 呈 

蝶 形 , 苯 简 钟 状 , 先 端 4 裂 ; 花 狼 4 片 ,雄蕊 10 枚 ,花丝 分 离 ; 上 肉 艺 1 心 皮 , 子 房 无 毛 ,只 在 

边缘 处 有 短 柔 毛 。 莱 果 直 ,不 扭转 ,圆柱 形 ,长 12 ~ 30cm, 宽 2~3.5cm 扇形 ,两 面 突 起 ,内 

含 十 余 粒 扁 球 形 黑色 种 子 。 花 期 3~4 月 。( 图 46) 

图 46 Gleditsia sinensi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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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528 APLAR a a de 

PG 广东 陕西 .甘肃 贵州 四川 等 省 区 。 生 于 海拔 1 000 ~ 2 000m 的 山坡 。 我 国 南 北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喜 温 暖 向 阳 的 环境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 皂 莱 ) ,种子 ( 皂 角子 )、 皂 角 刺 。 

药材 性 状 ”果实 圆柱 形 , 略 扁 ,弯曲 作 镰 刀 状 ,长 4~ 12cm, 直 径 0.5 ~ 1.2cm。 表 面 紫 

棕色 或 紫 黑色 ,被 灰白 色 蜡 质 粉 霜 , 控 去 后 有 光泽 FFA ADDER Ri ARM ARB, 

Te SS BORER RAE, 基部 具 果 梗 痕 。 质 硬 脆 ,断面 棕 黄 色 、 外 果皮 革 质 ,中 果皮 纤维 

性 ,内 果皮 粉 性 ,中 间 朴 松 , 有 灰 绿 色 或 淡 棕 黄色 丝 状 物 。 纵 向 剖 开 可 见 整齐 的 止 帘 , 偶 有 

发 育 不 全 的 种 子 。 气 微 ` 有 刺激 性 RG AE ACA EME 

显 微 鉴别 ”果实 (中 部 ) 横 切面 :外 果皮 1 列 ,细胞 类 方形 ,排列 紧密 ,外 被 角质 层 。 中 

果皮 主要 为 薄 壁 组 织 ,外侧 有 石 细 胞 组 成 的 断 续 环 带 。 维 管束 常 斜 向 排列 ,纤维 束 多 位 于 

维 管束 内 侧 或 外 侧 ,草酸 钙 棱 唱 常 见于 石 细胞 群 及 维 管束 旁 的 薄 壁 细胞 中 ,并 有 少数 草酸 

钙 复 晶 。 中 果皮 内 侧 有 厚 壁 性 孔 纹 细 胞 一 至 数列 ,类 方形 或 长 方形 ,其 内 外 侧 常 伴 有 少量 

纤维 束 , 内 果皮 厚 , 白 色 ,由 径 向 延长 的 薄 壁 性 细胞 组 成 ,并 可 见 少 数 草酸 钙 小 复 唱 。 

粉 未 棕 黄 色 。@ 石 细胞 众多 ,类 圆 形 ,长圆 形 或 不 规则 ,直径 15 ~35um, OAAKE 

BOR ,直径 10 ~ 25pm, 壁 微 木 化 ,周围 薄 壁 细胞 含 草酸 钙 棱 唱 及 少数 复 唱 ,形成 晶 闲 。@) 

草酸 钙 棱 唱 直 径 6 ~ 15pm, fein HE 6 ~ 14pm。 田 厚 壁 性 孔 纹 细胞 甚 多 , 胞 壁 强度 木 化 ， 

纹 孔明 显 。@@ 外 果皮 细胞 红 棕 色 ,表面 观 类 多 角形 , 壁 较 厚 , 表 面 有 角质 层 , 呈 颗 粒状 ,并 

可 见 有 气孔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本 品 粉 未 0.5g, 加 乙醇 Sml ,者 沸 2~ 3 分钟, 放 冷 , 滤 过 , 取 滤 液 0.5$ml, 置 小 瓷 严 

ART OY ,加 醋 栈 3 滴 , 搅 匀 , 沿 壁 加 硫酸 2 滴 , 渐 呈 红 紫色 。( 检 查 三 昔 类 皂 陂 ) 

(2) 溶 血 试 验 

取 生 理 盐水 稀释 的 2% 新 鲜 兔 血 lml, 沿 管 壁 加 入 本 品 生理 盐水 浸 液 若干 ,迅速 发 生 
溶血 现象 。 

2. HBB: 

样品 制备 :取样 品 粗 粉 lg, 加 甲醇 30ml ,加 热 回流 6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蒸 干 , 残 酒 溶 于 
20ml 水 中 ,用 乙醚 提取 2 ~ 3 次 , 醚 液 弃 去 ,水 层 再 用 水 饱和 的 正 丁 醇 提 取 3 次 ,合并 正 丁 

醇 提 取 液 ,最 后 将 正 丁 醇 液 减 压 浓 缩 蒸 干 ,残渣 用 少量 甲醇 溶解 , 供 点 样 用 。 以 皂 角 起 C 

(G SC) 作 对 照 品 。 吸 附 剂 :硅胶 G。 展 开 剂 : 正 丁 醇 - 乙醇 - 氨水 (10:2:5) , 展 距 16cm。 

显 色 剂 :20% 磷 钼 酸 乙 醇 试 液 。 喷 雾 后 ,于 120% 烤 10 分 钟 ,斑点 显 不 同 程度 深蓝 色 。 

化 学 成 分 “果实 主要 含有 多 种 皂 丰 。 此 外 尚 含 聚 糖 ,树胶 。 树 皮 SSR eK 
Fo | 

FASE NY SER PARA HR 10% , PEP“ AY 2 SE(G. sinensis) ty AY 2 3E EX (Gdinin) , 

LES) ME As He SEER BEAL TE ( Gledigenin , CoHis0O3 ) 。 

ARML HRMS EY RK AWBKIBRARE, HHA RRA, BE 
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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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 角 ,秋末 霜降 后 , 采 下 成 熟 果 实 , 晒 于 即 得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FASE 2kg 加 水 ike 的 烂 滤 出 原液 。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kg, 防治 棉 虹 效果 100% 。 

2. ESE lke 加 水 10 ~ 20kg 煮沸 半 小 时 ,或 浸泡 1 天 ,喷洒 用 。 对 蚜虫 ,软体 害虫 有 

效 ， 

3. FASE 1kg, 磨 碎 加 水 2~3kg 者 40 ~ 50 分 钟 , 过 滤 后 即 成 原液 。 用 时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4kg 对 红 蜘 蛛 ,蚜虫 防治 效果 达 80% 以 上 。 

4. 3€ 10 1}, 7K 200 ,& 307 ESE. MARA BRIA 100% 。 

5. SER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22.2% KARA 

36.9% 。 

6.10 倍 水 煮 液 对 红 蜂 蛛 杀 虫 率 达 100% 。 

7.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100% ,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100%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暮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效果 。 

8. 新 鲜 皂 莱 切 碎 ,加 水 2 倍 ,浸泡 12 小 时 将 皂 茉 和 浸出 液 薄 薄 的 酒 于 并 面 , 在 72 小 

时 杀 虫 率 达 90% 。 

9. 二 果实 切 碎 ,20 倍 水 浸 液 浸 48 小 时 , 放 人 子 竹 ,24 小 时 后 杀 虫 率 为 100% 。 

10. 将 果实 切 碎 , 制 成 乳剂 ,给 20g 体重 小 白鼠 口服 0.14ml,24 小 时 后 有 60 色 死亡 。 
11. 用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竹 的 杀 虫 率 为 100% ,用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14% 。 

参考 文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1972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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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HS BF} Polyonaceae 植物 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 

别名 首 乌 , 田 猪 头 , 红 内 销 , 交 蔷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缠 绕 草 本 。 根 细 长 ,先端 膨大 成 肥大 不 整齐 的 块根 ,表面 红 褐色 至 

暗 褐 色 。 茎 攀援 ,基部 略 带 木 质 , 中 空 , 上 部 多 分 枝 , 枝 草 质 。 叶 互生 , 具 长 柄 ; 托 叶鞘 膜 

质 , 褐 色 , 抱 葵 ,长 5 ~ 7mm, 顶端 易 破 碎 ; 叶 片 窗 卵 形 或 心 形 ,长 4~ 9em, 宽 2.5~ 5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心 形 或 耳 状 箭 形 ,全 缘 或 微 带 波状 。 花 小 ,多 数 , 并 密 聚 为 多 枝 的 圆锥 花序 ,小 

花梗 长 1~ 3mm, 基部 有 膜 质 小 区 片 ,小 区 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2~ 3mm, 内 生 小 花 2~ 4 条 或 

更 多 , 花 绿 白 色 或 白色 , 花 被 片 5, 倒 卯 形 , 大 小 不 等 ,外 侧 3 片 的 背部 有 翅 ER 8, 不 等 

长 , 均 比 花 被 片 短 , 子 房 卵 状 三 角形 ,花柱 几 无 ,柱状 3 裂 。 瘦 果 椭 圆 形 ,有 三 棱 , 长 2 ~ 

3.5mm, 黑 色 而 光亮 , 包 于 和 宿 存 增 大 的 翅 状 花 被 内 , 呈 倒 卵 形 ,直径 5 ~ 6mm, FE. HE 

8~10 月 , 果 期 9~11 月 。( 图 47) 

AKC 六 

CS 

图 47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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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SER DAMA WKH RR ee. AS 

MS ARS RO BR Se RK. AF UR ASE PBI KF 山脚 向 阳 处 或 灌木 

JA, 

Zhai ERA AL. 

药材 性 状 ” 块 祖 锤 形 或 团 块 状 ,长 6.5 ~ Sem, HE 4 ~ 12cm, HMARAMABEA, 

凹凸 不 平 , 有 不 规则 皱纹 及 纵 沟 ,并 有 横向 皮 孔 或 连 线条 纹 ,两 端 各 有 一 个 明显 的 断 痕 , 圳 

出 纤维 状 维 管束 。 质 坚硬 ,不 易 折 断 。 切 断面 淡 黄 棕色 或 淡 红 棕色 , 粉 性 , 皮 部 有 4~ 11 

类 圆 形 的 异型 维 管束 环 列 ,形成 “云锦 花纹 ” ,中 央 木 部 较 大 ,有 的 呈 木 心 。 气 微 , 味 微 音 而 

Hz. WR JES EEA ALE. 

显 微 鉴别 ” 根 (直径 3 ~ 10c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为 数列 细胞 .充满 红 棕色 物质 。 韦 皮 部 
较 宽 , 散 有 异型 维 管束 , 即 复合 维 管束 , 另 一 种 是 单个 的 维 管束 WADE. BRUSH 

状 。 木 质 部 导管 较 少 ,周围 有 管 胞 及 少数 木 纤维 。 根 的 中 心 为 初生 木质 部 。 薄 壁 细 胞 含 

有 淀粉 粒 及 草酸 钙 徐 唱 。 

粉末 棕色 。 主 要 特征 有 :@ 淀 粉 粒 众多 , 单 粒 呈 类 球形 , 盔 帽 形 或 三 角 状 锥 形 , 直径 

4~16~39um, 脐 点 呈 人 字 状 、 星 状 、 孤 线 状 或 点 状 , 层 纹 不 明显 。 复 粒 直径 6 ~ Sym, 由 

2~3~ 9 粒 复合 而 成 。@ 草 酸 钙 复 晶 较 多 ,直径 约 80um, 也 有 复 唱 与 较 大 的 类 方形 结晶 合 

生 。@@ 具 缘 纹 孔 导管 直径 17 ~ 178km, 另 有 细小 的 网 纹 导 管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本 品 粉 未 约 0.1g, 加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10ml。 者 沸 3 分 钟 , 冷 后 滤 过 。 取 滤液 ,加 盐 

酸 使 成 酸性 ,再 加 等 量 乙醚 , 振 摇 , 醚 层 应 显 黄色 。 分 取 醚 层 4ml, 加 氨 试 液 2ml, 振 摇 , A 

液 层 显 红 色 。( 意 本 化 合 物 反 应 ) 

(2) 取 本 品 粉 末 约 0.2g, 加 乙醇 Sml, 置 水 浴 中 煮沸 3 分 钟 ,不 断 振 播 BRE BOS 

取 滤 液 2 滴 , 置 蒸发 血 中 蒸 干 , 趁 热 加 三 氧化 饥 的 氯仿 人 饱和 液 1 滴 , 即 显 紫红 色 。 

2. Weems 

样品 制备 : 取 生 首 乌 粉末 Sg(49 目 ) ,用 95% 乙醇 回流 提取 ,回收 乙醇 ,制备 成 1.5:1 

的 浸 膏 备用 。 吸 附 剂 :硅胶 G - CMC( 硅 胶 G300 目 以 上 )。 展 开 剂 :氯仿 - 甲醇 (80:20)，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可 见 光 下 显 黄色 与 橙色 斑点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 

化 学 成 分 “块根 含 卵 磷脂 约 3.7% , FASE RRR E DA 1.1%, 主要 为 大 黄 根 酸 

(Chrysophanic acid) .大黄 素 (Emodin) ,其 次 为 大 黄 酸 (Rhein) , ABE FH FH AK ( Physcion ) , 大黄 
酚 章 酮 (Chrysophanic acid anthrone)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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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ysophanic acid Emodin 

(chrysophanol ) 

1 

(ee CH3 
CHs 

Chrysophanic acid 

Rhein Physcion anthrone 

TER PIR AME — PAPER ILA :2,3,5,4, - URE -2-0-8-D-WBeK(, 
3 ,5,4Tetrahydroxystilbene — 2 - O — B — D - glucoside) . 

采集 加 工 ” 生 首 乌 : 春 秋 二 季 均 可 采 控 ,但 以 立秋 后 采 挖 者 为 佳 。 将 挖 得 的 块根 洗 

净 , 切 去 两 端 , 较 大 块根 ,可 对 半 痢 开 或 切 成 块 片 后 干燥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将 何首乌 全 株 切 碎 的 烂 , 1lkg 加 水 8 ~ 12ke, PET ROVE ,喷洒 施 

用 ,防治 蚜虫 .红果 蛛 , 杀 虫 率 为 70% 。 

将 新 鲜 何 首 乌 叶 加 水 10 们 浸泡 , 杀 蛆 率 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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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 百 部 

直立 百 部 Ft Stemonaceae 植物 直立 百 部 Stemona sessilifolia ( Miq. ) Franch. et 

Sav.o 

WA 百 部 袋 ,一 窝 虎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30 ~ 60cm。 块 根 肉 质 , 常 呈 纺锤 形 , 数 个 至 数 十 个 徐 生 。 

茎 直立 ,不 分 枝 。 叶 常 3~4 片 轮 生 , 偶 有 5 片 , 或 2 片 对 生 ; 叶 片 卵 形 或 椭圆 形 ,长 4~ 

6cm, 宽 2 ~ 4cm, 先 端 短 尖 ,基部 渐 罕 成 短 柄 或 近 无 柄 ,全 缘 , 主 脉 3~5(~7) 条 ,中 间 3 条 

明显 。 花 多 数 生 于 茎 下 部 鳞 叶 腋 间 ,区 片 披 针 形 ;花梗 细 长 平展 , 花 向 上 和 斜 生 或 直立 ; 花 被 

4 片 , 卵 状 披 针 形 , 淡 绿 色 ,外 列 2 AK MERE 4, 紫 色 , 药 隔 先端 膨大 而 成 披 针 形 附属 物 ， 

花药 线形 ,顶端 具 罕 卵 形 附属 物 ; 子 房 三 角形 ,柱头 短 ,无 花柱 。 藉 果 扁 卵 形 , 二 裂 。 种 子 

椭圆 形 ,一 端 附 有 白色 刚毛 。 花 期 4~5 月 , 果 期 7 月 。( 图 48) 

图 48 Stemona sessilifolia( Miq. ) Franch. et S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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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河南 WAR RI Se EFUB PF RR. 

药 用 部 位 ”纺锤 形 块根 。 

药材 性 状 ” 根 大 多 单个 存在 ,也 有 多 个 簇生 于 结 节 状 的 根 荃 上 。 块 根 呈 纺锤 形 ,上端 

较 细 长 ,有 的 下 端 作 长 尾 状 , 皱 缩 弯 曲 , 长 $ ~ 17cm, 表面 黄白 色 或 土 黄 色 , 有 不 规则 深 纵 

沟 ,偶尔 有 横 皱 纹 。 质 脆 ,受潮 后 软 韧 ,断面 平坦 ,角质 样 , 淡 黄 棕色 或 黄白 色 , 皮 部 宽广 ， 

中 柱 扁 缩 。 气 微 , 味 甘 、 微 若 。 

REA) ”直立 百 部 根 ( 中 部 直径 1.3cm) 的 横 切 面 : 根 被 为 3~4 列 细胞 , 壁 具 细致 

的 条 纹 状 木 化 增 厚 。 皮 层 宽 广 ,内 皮层 细胞 明显 。 中 柱 韧 皮 束 及 木质 部 束 各 19 ~ 27 个 ， 

互相 间隔 排列 ; 韧 皮 束 内 侧 有 单个 或 2 ~ 3 个 成 束 的 非 木 化 纤维 ;木质 部 导管 类 多 角形 , 径 

向 约 至 48km, 切 向 约 至 88 um, 偶 有 单个 或 2~ 3 个 并 列 的 导管 分 布 于 人 部 外 缘 , 作 二 轮 列 

状 。 鲁 部 散 有 单个 或 2~ 3 个 成 束 的 细小 纤维 。 

理化 分 析 Stas, 

化 学 成 分 “ 含 对 叶 百 部 碱 (Tuberostemonine.Ci7HoNO4) \ 百 部 碱 . 异 一 对 叶 百 部 碱 、 氧 

基 一 对 叶 百 部 碱 、 次 一 对 顺 百 部 碱 和 斯 替 宁 碱 (Stenineo) . 

采集 加 工 ” 同 蔓 生 百 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同 草 生 百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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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Se SEF Tidaceae 1 Iris tectorum Maxim. . 

BZ SE aT, MAME T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根系 发 达 ,从 根 葵 的 每 个 节 上 生出 ,圆柱 状 ,长 ~ 8em, 

径 2mm 左 右 。 根 葵 短 而 粗壮 , 节 多 , 节 间 短 , 环 纹 明显 ,多 为 数 个 串 连 而 生 , 淡 黄 色 , 单 叶 互 

图 49 Iris tectorum Maxim. 

生 , 基 部 抱 荃 ,两 行 交 互 排列 :叶片 革 质 , 剑 形 ,绿色 ,长 20 ~ 40cm, 宽 2 ~ 4cm, 顶端 渐 尖 , 常 

有 平行 脉 5 条 。 花 莹 与 叶片 近 等 长 ,单一 或 二 分 枝 , 每 枝 具 花 1 ~ 3 SERED RE 

花 柄 基部 有 一 佛 焰 苞 状 的 苞 片 , 呈 倒 卵 瓣 状 椭圆 形 , 长 4~ 6cm; 花 被 6, 蓝 紫色 ,排列 成 二 

轮 ,外 轮 花 被 较 大 ,直径 约 Sem, Sb oT, ARE MARR ERE, PRU EAS T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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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EL, AERA BY). VTE , 呈 拱 形 直立 ,基部 卷 成 简 状 , 黄 棕 色 ; 雄 

& 3, 着 生 于 外 轮 花 被 基部 ,花药 条 形 向 外 ;雌蕊 1。 子 房 下 位 ,3 室 ,柱头 3 裂 ,裂片 花瓣 

状 , 覆 盖 着 雄 芒 ,顶端 2 裂 ,背面 裂 颖 处 有 舌 状 薄膜 突起 。 戎 果 RRMA. A 6 校 ,外 

皮 坚 韧 , 有 明显 的 网 纹 ,成 熟 后 革 质 。 种 子 多 数 ,球形 , 深 棕 色 至 黑色 。 花 期 4 月 , 果 期 5 

月 。( 图 49)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陕西 江苏 浙江 湖北 四川、 贵州 等 地 。 日 本 、 缅 甸 亦 有 分 布 。 

野生 于 山坡 路 劳 、 林 缘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呈 不 规则 结 节 状 条 形 , 略 扇 ,有 分 梳 , 长 2~ 153cm, 直 径 1 ~ 2.5cm, 一 

端 膨大 , 另 一 端 渐 细 , 顶端 常 有 茎 的 残 基 ,外 有 多 数 干枯 膜 质 叶片 包 于。 表面 浅 棕 黄 色 , 皱 

缩 ,粗糙 , 近 根 头 部 有 横向 环 纹 ,其 下 有 明显 纵 皱 纹 。 下 有 众多 细 顺 根 及 圆 形 凹 下 的 根 痕 : 

质 坚 、 脆 、 易 折断 断面 略 平坦 ,可 见 黄白 色 至 浅 棕色 小 点 状 维 管束 。 和 气 微 , 味 微 兰 。 

PRES) BAP (AEA lem): KEAN 10 多 层 ,皮层 稍 宽 , 细 胞 椭圆 

形 ,类 圆 形 ,大 小 不 等 。 有 少数 叶 迹 维 管束 散在 。 中 柱 宽广 ,有 多 数 维 管束 , 主 为 周 木 型 少 

为 外 韧 型 。 薄 壁 组 织 中 有 草酸 钙 柱 唱 及 方 晶 , 偶 见 油 滴 。 鲜 品 药材 薄 壁 细 胞 中 含 淀 粉 粒 。 

MFM RAHAT PER ( Androsin ; CisHz06)、 草 夹 竹 桃 双 糖 起 (Tectoruside, Cy, 

Hao02 — HPO) . EB ( Tectoridin) , 8 FA A (InristectorinA ) Fl 8 FE Z FR (IristectorinB) , 花 含 

FALL (Embinin) , 叶 含 维生素 Co 

OCHS O 

a Om 
CHs3 

CH3O | HOH Holl DH ._O 
O . = 葡萄 糖 

m.207 ~ 209°. m . 258°C 

Tectoruside Tectoridin 

Embinin 

[ristectori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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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O- Q 

isenee Vath. 

Lrgtectorin m.212 ~ 214°C 

KML SYK, REAM ARS , 洗 净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1g APH Sml 水 , 冷 浸 72 个 小 时 ,能 杀 菜 青虫 40% ) 和 荣 蚜 (63.2% ) 。 

2.1g ZAHN 3ml 的 水 , 热 煮 15 分 钟 ,能 杀 菜 青虫 . 棉 蚜 和 菜 蚜 。 

3. 荃 叶 原 粉 能 杀 棉 蚜 和 菜 是。 

参考 文献 

(1) 林 启 寿 . 中 草药 成 分 化 学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77 ,234 

[2] Hirose Y, Hayashi S, Hayashika T. The utilization of plant products, V, A new flavonoid 

occurring in the flowers of Iris tectorum. Kumamoto Pharm Bull, 1962,5:48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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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极 

tt Bf} Polygonaceae 植物 虎 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 

别名 RAT.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1~ 1.5m。 葵 直立 ,从 生 , 基 部 木质 化 ,分 枝 , 无 毛 , 中 空 ， 

散 生 红色 或 紫红 色 斑 点 。 单 叶 互生 , 宽 卵 形 或 卵 状 椭圆 形 ,长 6~ 10cm, 宽 5~7cm。 顶 端 

短 尖 ,基部 圆 形 或 宽 槐 形 ,全 缘 或 微波 状 ; 具 短 柄 ; 托 叶鞘 膜 质 ,褐色 , 早 落 。 花 单 性 ,雌雄 

SPR ,成 腋生 或 项 生 的 圆锥 花序 ; 花梗 细 长 ,中 部 有 关节 ,上 部 有 翅 ; 花 被 5 深 裂 ,裂片 2 

轮 , 外 轮 3 片 在 果 时 增 大 ,背部 生 翅 ;雄花 雄蕊 8; 雌花 花柱 3, 柱 头头 状 。 瘦 果 椭 圆 形 , 有 3 

be, Bie ,光亮 , 包 于 增 大 的 翅 状 花 被 内 。 花 期 7~ 9 月 , 果 期 9~11 月 。( 图 50) 

图 50 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 .et Z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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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AF UA a eA ae IA, 

鲜 、 日 本 也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谷 溪 边 。 

药 用 部 位 «HR RABAT. 

药材 性 状 ”本 品 根 及 根 葵 为 类 圆柱 形 短 段 或 不 规则 的 厚 片 ,长 1 ~ 5em, BE 0.5 ~ 

2.$cm。 外 皮 棕 褐色 ,有 明显 纵 皱 纹 和 须根 痕 。 质 坚硬 ,不 易 折 断 , 上 断面 纤维 性 , 皮 部 较 薄 ， 

木 部 宽广 , 棕 黄色 ,有 明显 的 放射 状 纹理 , 皮 部 与 木 部 较 易 分 离 。 根 葵 的 艇 部 中 有 多 数 横 

隔 或 呈 空 洞 状 。 气 微 , 味 微 若 汲 。 

显 微 鉴别 ”根茎 横 切 面 :中 木 栓 层 由 十 几 层 扁平 细胞 组 成 。@ 皮 层 有 纤维 束 并 含 棕 

黄色 色素 。@@ 韧 皮 纤维 成 束 ,排列 于 韧 皮 部 的 外 方 。 由 束 内 形成 层 明 显 ,与 束 间 形成 层 连 

接 成 环 。@@ 木 质 部 细胞 均 木 化 ,有 木 纤 维 束 。@ 射 线 宽 2 ~ 10 余 列 细胞 ,向 外 延伸 几 达 皮 

层 。@ 通 部 薄 壁 细胞 较 大 ,往往 破裂 。 

落 壁 细胞 中 均 含 证 粉 粒 及 草酸 钙 艇 唱 。 

根茎 的 节 部 横 切 面 : 可 见 异 型 石 细胞 ,内 含有 淀粉 粒 。 

根 横 切 面 : 初 生 木质 部 四 原型 ,外 始 式 , 次 生 木质 部 占 根 的 大 部 分 。 

粉末 :中 导管 为 具 缘 纹 孔 ,少数 为 环 纹 或 网 纹 。@ 纤 维 有 两 种 :分 隅 纤维 (为 灌木 状 草 

本 的 常 有 特征 ); 另 一 种 纤维 先端 尖 而 壁 厚 , 直径 20 ~ 30mm, OHMABR mRNA, AE 

30 ~ 40mm。 由 淀粉 粒 为 单 粒 或 2~ 3 粒 组 成 复 粒 , 单 粒 直径 4 ~ 10mm。 异 型 石 细胞 ,形状 不 

一 , 宽 43 ~ 58pm, RAT 2 倍 至 数 倍 , 胞 腔 大 ,有 的 内 含 淀 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根 粗 粉 Sg, 加 乙醇 2Sml ,浸渍 2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水 Sml ,充分 

搅拌 , 取 上 清 液 ,加 氯仿 10ml , 振 播 提取 ,分 取 和 氯仿 液 , 蒸 于 ,加 氢 氧 化 钠 试 液 i, RAST 

色 。 

(2) 取 鉴别 1 项 下 氯仿 提取 后 的 水 液 , 加 酷 酸 乙 酯 10ml, 振 摇 提 取 , 分 取 栈 酸 乙 酯 液 ， 

蒸 干 , 残 酒 加 水 Sml ,再 用 乙醚 Sml 提取 ,分 取 乙 醚 液 AR ROA CE Iml 溶解 后 ,点 于 

滤纸 上 , 置 紫外 灯 下 观察 , 显 亮 蓝 色 荧光 。 

(3) 取 鉴别 1 项 下 氯仿 提取 后 的 水 层 液 加 三 氧化 铁 试 液 2 滴 , 显 污 绿色 。 

化 学 成 分 “ 根 蕉 及 根 含 划 醒 类 衍生 物 总 量 据 北 京 医科 院 药物 所 分 析 可 达 2.1% ,并 

以 游离 型 为 主 (含量 约 14%) ,结合 型 的 含量 较 低 ( 约 0.60% )。 

H2OH 

7 OR H (age 

=HR= H HO ee Se 
虎 杖 武 R= B-D-glu OH 个 OCH: 

-H2OH 

O 0 OH Emodin-— 8 — 8— glucoside A 

H | 

a Bie OH H, OH 

O 

Emodin — 8 — B— glucosid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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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 草本 衍生 物 有 :大 黄 素 、 大黄 素 甲 醚 \ 大 黄 酚 等 ;结合 型 的 有 大 黄 素 - 8 - 葡萄 糖 

起 (Emodin -8 - 8 - glucoside) ,大 黄 素 甲 配 - 8 - 7] 2d HF BK ( Physcion - 8 - B - D - glnc - os- 

ide), HS ASA RRILA WE = (Resveratrol, ) RAR FEA (Polydatin BN Piceid) 。 

Wh iS RRR HEA BEE 

采集 加 工 SEK , 洗 净 切片 干燥 或 鲜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1g 虎 杖 的 根 加 Sml 的 水 , 冷 浸 72 小 时 ,能 杀 菜 蚜 。 
2.1g 虎 杖 的 根 加 3ml 7K , 热 浸 15 分 钟 , 杀 菜 蚜 。 

3. 虎 杖 根 的 原 粉 杀 菜 蚜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究 所 . PAG BM).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 1979， 
441 ~ 443 

(2) 江苏 省 新 医学 院 . 中 药 大 辞典 (上 册 ). 上 海 :上海 科学 技术 出 版 社 ,1979,1 329 
(3) 广州 市 药品 检验 所 . 农村 中 草药 制剂 技术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1,234 

(4)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1 095 
(5) Murakami T, Ikeda K, Takido M. Structure of anthraglycosides from the rhizomes of Poly- 

gonum cuspidatum. Chem Pharm Bull (Tokyo) , 1968, 16(11) :2 299 ~ 2 300 

(6) Hemberg S.Tanniferous kinds of Polygonum. Das Leder, 1951,2:239 ~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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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君子 

使 君子 ”使 君子 科 Combrelaceae 植物 使 君子 Quisqualis indica 工 . 。 

别名 BRS RFR OAT. 

植物 形态 ”落叶 性 蕨 木 灌木 ,高 2 ~ 7m, 幼 时 各 部 有 锈 色 短 柔 毛 , 叶 对 生 ,长 椭圆 形 ， 

长 5~ 13cm, 先 端 渐 尖 ,全 缘 , 叶 柄 长 lm 左右 ,表面 通常 密 被 有 锈 色 短 柔 毛 。 花 芳香 ,为 

顶 生 的 穗 状 花 序 ,两 性 ; 苯 向 延长 呈 细 管状 , 自 子 房 之 上 生出 ,长 6cm 左右 ,上 端 具 短 三 角 

RAH , Se RRA HARE ; TERE 5 PC, ANI KA lem, MAA, eA; ES 10 

AL HEA 25 ERIM FR PIE A me, FAR. RLSM .A SRA, 

黑 褐 色 ,干燥 时 革 质 ; 含 种 子 1 粒 。 花 期 7 月 。( 图 51) 

F151 Quisqualis indica L. 

分 布 与 生境 DHT OG ESAS RO Sa.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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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 路 旁 等 向 阳 灌 从 中 。 亦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FR. 

药材 性 状 ”果实 呈 椭 圆 形 或 长 卵 形 ,先端 渐 尖 ,基部 略 钝 圆 , 具 有 5 AR, K 2.5 ~ 

4cm, 直 径 1.5~ 1.8cm; 表 面 紫 棕 色 至 黑 棕色 ,平滑 , 微 有 光泽 , 质 硬 而 轻 , 横 切断 后 果皮 成 

五 角形 ,棱角 处 较 厚 。 种 子 1 枚 ,长 椭圆 形 ,长 1 ~ 2em, 直 径 0.6 ~ 0.9cm; 表面 暗 棕 色 , 皱 

缩 , 有 纵 沟 ,种 皮 薄 易 剥 落 而 露出 黄色 子叶 ;子叶 2 片 ,肥厚 ,边缘 不 整齐 , 胚 根 细小 成 点 

TR. “Vie , 味 微 甜 。 

以 大 个 ,表面 紫 黑 色 具 光泽 , 仁 饱 满 , 色 黄 、 色 白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种 子 横 切 面 : 种 皮 的 表皮 细胞 由 薄 壁 细胞 组 成 ,内 含 棕色 物质 ,表皮 以 下 

为 网 纹 细 胞 层 ,细胞 切 向 延长 ,有 网 状 纹理 ,并 常 散 有 维 管束 。 子 叶 细胞 含 脂肪 油 滴 和 众 

ZRF Rin, HE 10 ~ Sym. 

理化 分 析 

1. 定性 测定 

取 本 品 粗 粉 Sg, 用 石油 醚 SOml 50% 浸 1 小 时 脱脂 , 滤 过 残 河 用 40% 乙醇 20ml 温 浸 1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减 压 浓缩 至 干 , 取 少量 浓缩 物 , 用 50% 甲醇 水 溶液 溶解 ,点 于 滤纸 上 , 喷 

酒 芯 三 酮 试剂 ,在 100% 左 右 的 烘箱 中 ,放置 1 ~ 2 分 钟 。 呈 现 紫色 斑点 。( 检 查 氨基 酸 ) 
2. MBE 

Re in Ss ER ZR 50% FARA A FUE 1 - 且 氮 

酸 ,1- 天 冬 素 对 照 。 吸 附 剂 :硅胶 COGS). BAM: TET @ - BR - 7K (4:1:1), BB 

13cm。 显 色 剂 : 草 三 酮 试剂 ,喷雾 后 在 100% 左 右 烘 1~ 2 分钟。 

化 学 成 分 ”种子 含 使 君子 氢 酸 (Quisqualic acid) 约 0.5% , 胡 芦 巴 碱 (Trigonelline) 约 
0.18% ,脂肪 油 约 25% ,吡啶 约 0.1% , 亦 含 1 - BAALBR(1 - Proline) 、1 - 天 冬 素 (1 - As- 

paragine)\ 有 机 酸 (苹果 酸 、 枸 刚 酸 、 琥 珀 酸 )。 使 君子 氨 酸 在 种 子 中 以 使 姓 子 酸 (Potassium 

quisqualate) 的 形式 存在 。 使 君子 叶 中 亦 含 使 君子 氨 酸 钾 、 胡 芦 巴 碱 1 - RI - RX 
其 

COO ek 

COOH 
H 

| 
CHs Proline 

Trigonelline 

vale * CONH?2 

HiN . CH- COOH = 

Asparagine : ; 
oe Potassium quisqua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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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秋 季 果 实 成 熟 未 开裂 时 采 收 , 晒 干 即 为 使 君子 ,除去 果皮 后 即 为 君子 仁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用 使 君子 仁 0.5$kg 加 水 2kg 者 成 原液 。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kg 喷 治 蚜虫 效果 为 

40% 。 

2. 使 君子 15 倍 水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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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 44 

侧 柏 ” 柏 科 Cupressaceae 植物 侧 柏 Biota orientalis Endl. (Thuja orientalis L. ) 。 

别名 ” 扁 柏 , 扁 松 ,黄柏 , 香 柏 , 柏 , 柏 刺 , 崖 柏 , 柏 树 子 ,柏树 , 片 松 。 

植物 形态 ” 常 绿 乔木 ,有 时 灌木 状 , 高 达 20m。 王 直立 ,分 枝 很 密 , 小 枝 扁平 ,为 鳞片 

状 绿叶 所 包 , 由 中 轴 向 两 侧 作 羽 状 排列 ,成 一 平面 。 叶 细小 ,鳞片 状 , 交 互 对 生 , 除 项 端 外 ， 

紧 贴 茎 着 生 , 侧 生 叶 中 线 隆起 , 腹 背 叶 中 线 较 平 ,各 叶 自 中 部 以 上 均线 状 下 止 。3 ~ 4 A 

HE, ,雌雄 同 株 ,着 生 在 上 年 小 枝 顶 上 , 雄 球 花 卵 圆 形 , 短 柄 ; 瞧 球 花 球 形 ,无 柄 , 淡 褐色 。 球 

果 圆 球形 ,直立 , 蓝 绿色 ,被 白粉 , 熟 前 肉质 ,成 熟 后 变 红 褐色 并 木质 化 ,开裂 。 种 鳞 8 片 ， 

顶端 及 基部 两 片 无 种 子 ,其 余 每 片 有 种 子 1~ 2 BL; PPR, FE, OMAK. 

(图 52) 

图 52 Biota orientalis Endl. ( Thuja orientalis L. )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辽宁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Ae I a I 

AS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陕西 .甘肃 四川. 贵州、 云南 等 省 区 。 

喜 生 于 湿润 肥沃 的 山坡 ,耐寒 、 耐 旱 及 抗 碱 性 均 较 强 ,在 平地 或 悬崖 绝壁 上 都 能 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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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广 泛 栽 培 。 

药 用 部 位 ” 叶 与 枝 、 柏 子 仁 。 

药材 性 状 ” 为 带 叶 枝 梢 ,长 短 不 一 ,分 枝 稠密 ,扁平 。 叶 为 鳞片 状 在 贴 伏 扁 平 的 枝 上 

RaW FRA. RAT MHRA. Ve, RRMA. WAR. 

无 碎 末 无 杂质 者 为 住 。 

显 微 鉴 别 ” 种 仁 横 切 面 : 最 外 为 一 层 扁 长 的 内 种 皮 细胞 ,外壁 稍 厚 。 胚 乳 较 发 达 , 胚 

乳 和 子叶 薄 壁 细胞 充满 脂肪 油 和 糊 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取 柏 子 仁 粗 粉 2g, 加 水 20ml ,者 沸 10 分 钟 , 趁 热 滤 过 , 取 滤 液 2ml 置 试管 中 ,用力 

振 摇 1 分 钟 产 生 持久 性 泡沫 ,放置 10 分 钟 泡沫 仍 不 消失 。( 检 查 皂 耻 ) 

(2) HX EIR 7K AUK 2 ~ 3ml 在 水 洽 上 蒸 干 , 残 酒 加 Imi 醋 栈 溶解 , 沿 管 壁 加 少量 浓 硫 

酸 , 则 两 液 界 面 处 显 红 棕色 环 。( 检 查 皂 丰 ) 

(3) 取 柏 子 仁 粗 粉 2g, 加 甲醇 10ml, 回 流 提 取 10 分 钟 , 滤 过 ; 取 滤 液 ml, TAKA LA 

F , 残 酒 加 冰 醋 酸 液 1ml 溶解 ,再 加 醋 栈 - 浓 硫 酸 试剂 (19:1)1lml, 则 显 黄色 一 红色 一 紫色 

>A. (iA MB) 
化 学 成 分 “ 叶 内 含有 松柏 苦味 素 (Pinipicrin) (MAA (Quercitrin) 及 挥发 精油 、. 单 宁 酸 、 

树脂 等 。 
采集 加 工 ” 随 用 随 收 , 采 收 晒 王 可用。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侧 柏 晒 王 磨 成 粉 , 过 筛 ,播种 时 撒 在 沟 内 ， ate 
效果 达 90% WE 

2. RAIS A OS BK EEE ET Ro 
加 水 2kg, 喷 洒 。 对 稳 蜡 , 棉 蚜 的 杀 虫 效果 达 70% ~ 100% 。 

3. 用 侧 柏 叶 10 倍 水 浸 液 ,抑制 棉 炭 瘦 病 的 效果 达 75% , 
用 侧 柏 果 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赤 霉 病 稍 有 抑制 效果 (10% ) 。 OH 3 

4. 柏 子 仁 15 倍 水 浸 液 防治 小 麦 叶 锈病 ,效果 达 80% ,对 Ge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在 50% 以上。 

5. 柏 子 仁 10 倍 水 浸 液 喷洒 ,对 粘 虫 杀 虫 率 为 4% 。 
6. 柏树 叶 撒 于 粪 坑 中 可 灭 盟 , 用 新 鲜果 实 磨 碎 , 撒 在 有 子 和 的 污水 表面 ,48 小 时 有 

70% 子 于 死亡 。 
7. 对 家 蝇 用 毒饵 杀 虫 率 为 33% , Ot CA 20 倍 水 浸 液 杀 虫 率 为 42.2% ,用 100 倍 酒 

精 浸 液 为 30% ;用 20 倍 的 柏 子 仁 水 漫 液 对 子 簿 杀 虫 率 为 80% ,用 100 倍 酒精 浸 液 则 为 
84.4%。 

SX 

(1)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 国 科 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EM).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688 

(2)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3，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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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 

垂柳 ”杨柳 科 Salicaceac 植物 垂柳 Salix babylonica L. 。 

别名 FEAL) , 垂 杨柳 , 垂 丝 柳 ,清明 柳 。 

植物 形态 ”落叶 乔木 ,高 可 达 13m。 枝 条 广 展 ,小 枝 细 长 ,下垂 ,无 毛 , 有 光泽 ,褐色 或 

带 紫 色 。 单 叶 互生 ,叶柄 长 6 ~ 12mm, 有 短 柔 毛 ; 叶 片 条 状 披 针 形 至 罕 披 针 形 ,长 9 ~ 

16cm, 宽 5 ~ 13mm, 先 端 渐 尖 或 长 渐 尖 ,基部 槐 形 , 有 时 在 斜 ,边缘 具 细 锯齿 ,两 面 无 毛 , 下 

面 带 白色 。 春 末 开 花 , 花 单 性 ,雌雄 异 株 , 花 序 轴 有 短 柔 毛 ;雄花 序 长 1.5 ~ 2cm, 苞 片 椭圆 

形 ,外面 无 毛 ,边缘 有 了 睫毛 ,雄蕊 2, 离 生 , 基 部 具 长 柔 毛 ,有 2 个 腺 体 ; 雌 花序 长 达 Sem, & 

片 罕 椭圆 形 ,腹面 有 1 腺 体 , 子 房 无 毛 ,柱头 2 裂 。 藉 果 ,2 瓣 裂 。 种 子 极 小 , 暗 褐色 ,基部 

AE. (53) 

53 Salix babylonica L. 

分 布 与 生境 TH MLE ARG a 湖北 四川 广 东 、 广 西 、 云 南 等 省 
区 。 和 党 栽培 于 路 边 堤岸 边 ,庭院 栽培 亦 多 。 
药 用 部 位 ” 根 皮 、 树 枝叶。 

化 学 成 分 “主要 含有 柳 武 (Salic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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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cin 

采集 加 工 ” 枝 夏季 采 ,须根 、 根 皮 、 树 皮 四 季 均 可 采集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柳 叶 kg HE, ,加 水 3kg 浸 1 天 或 煮 半 小 时 后 ,过 滤 喷 洒 。 对 蚜虫 . 菜 青 虫 . 蜡 虫 均 

有 效 。 

2. 柳 叶 粉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的 杀 虫 率 为 93% 。30 FIRTH BR AA 

子 的 抑制 效果 为 96.1% 。 

3. 5 倍 柳 叶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6.1% © 

4. 柳 叶 粉 5 倍 水 者 液 室内 接种 试验 ,对 小 麦 叶 锈 病 抑 制 效果 为 87.57% 。 

5. 柳 叶 10 倍 水 浸 液 对 棉 痰 着 病 抑 制 效 果 为 75% 。 

6. 将 柳 叶 切 细 , 洒 于 厕所 内 杀 蛆 。 配 成 1% 浓 度 喷 洒 ,24 ~ 48 小 时 后 对 子 簿 杀 虫 率 为 

100% 。 

参考 文 献 

(1) RSs . 药材 学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3 ,214 

(2) Wasicky R, Wasicky M.Tannin substances of the bark and leaves of Salix babylonica and 

of S. Viminalis. Rev Fac Farm Santa Maria, 1963 ,9(2) :63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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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 4 

金银花 ”忍冬 科 Caprifoliaceae 植物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 

NA BAR, AAR. 

植物 形态 “HR RBBERA APS, ,多 分 梳 , 幼 校 密生 短 柔 毛 。 叶 对 生 , 卵 圆 形 或 

长 卵 形 。 先 端 短 尖 , 罕 钝 圆 ,基部 圆 形 或 近 心 形 ,全 缘 ,两面 和 边缘 均 被 有 短 柔 毛 。 花 成 对 

腋生 ,无 毛 或 被 少许 柔 毛 。 芳 香 ; 花 梗 密 被 短 柔 毛 ,区 片 2 枚 , 叶 状 , 花 葛 短小 ,5 裂 。 花 冠 

高 碟 状 , 管 细 长 ,上 唇 4 浅 裂 ,下 唇 细 长 ; 花 初 开 时 为 白色 ,经 2~3 日 后 变 黄色 ;雄蕊 ,着 

生 于 花冠 口 附近 ; 子 房 下 位 ,花柱 细 长 ,和 雄 世 皆 出 花冠 外 ,浆果 球形 , 熟 时 黑色 。 花 期 

5~7 月 , 果 期 7~ 10 月 。( 图 54) 

图 54 Lonicera japonica Thunb. 

分 布 与 生境 ”遍布 全 国 各 省 。 生 长 于 平地 HEAP PRL. 
药 用 部 位 ”花蕾 (忍冬 花 ) 叶 及 芒 (忍冬 芒 )。 

药材 性 状 ” 花 蔓 成 长 棒状 ,上 粗 下 细 , 长 2 ~ 3.5cm, 外 表 淡 黄 色 , 贮 久 色 渐 深 , 密 生 短 
条 毛 及 腺 毛 , 下 部 有 细小 的 花 葛 , 黄 绿色 ,光滑 无 毛 , 苯 片 5 裂 ;花冠 内 含 雄蕊 5 枚 , 混 有 开 
放 的 化 朱 。 花 冠 二 层 形 ,上 展 4 裂 ,下 唇 不 裂 , 气 清香 , 味 甘 微 苦 , 以 花蕾 肥大 , 色 清白 ,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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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干净 ,无 梗 叶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粉末 :黄白 色 , 味 微 苦 。@ 花 粉 粒 类 球形 ,外 壁 有 疙 状 突起 ,有 三 个 萌发 

孔 。@@ 腺 毛 有 两 种 ,一 种 头 部 呈 倒 圆锥 状 , 数 十 个 细胞 组 成 ; 另 一 种 头 部 呈 球 形 ,由 十 余 个 

细胞 组 成 。 二 者 之 腺 头 内 部 有 黄 棕色 分 泌 物 , 柄 部 都 是 多 细胞 组 成 。@@ 非 腺 毛 大 多 由 单 

细胞 组 成 ,也 有 两 种 ,一 种 壁 厚 ,光滑 或 略 具 壁 意 ; 另 一 种 壁 落 ,长 而 弯曲 EER. OE 

冠 下 表皮 细胞 壁 不 规则 弯曲 ,上 有 腺 毛 、 非 腺 毛 及 气孔 。 气 孔 副 卫 细胞 5 ~9 4. ER 

片 顶端 表皮 细胞 呈 乳 头 状 。@ 雄 蓉 柱 头顶 端 细 胞 作 绒 毛 状 突起 ,其 下 方 薄 壁 细胞 内 含有 

草酸 钙 艇 晶 。@@ 花 粉 赛 内 壁 细 胞 , 具 螺 旋 状 \ 点 状 增 厚 。 

理化 分 析 

工 . 芳 樟 酵 的 定性 测定 

1. 层 析 法 

(1) 纸 层 析 法 :样品 点 在 Schleicher&Sschuil No2040b 层 析 纸 上 ( 用 4% 酚 的 水 溶液 处 

理 ) ,用 10% 乙 醇 上 行 展开 4~5 小 时 后 , 喷 0.2% 香 草 醛 的 浓 硫 酸 溶液 , 则 芳 醇 显 紫 蓝 色 ， 

Rf 为 0.93。 

(2) 薄 层 层 析 法 : 

@ 人 金银花 是 挥发 油 用 下 列 条 件 进行 试验 。 

A. 以 200 目 青岛 硅胶 GC 制 板 ,石油 醚 (60~ 90°C) - 乙酸 乙 酯 (89:15) 展 开 。 

B. 同上 制 板 ,以 茶 - 异 丙 醇 (100:6 及 100:1) 展 开 。 

C. 以 含 1% 硼酸 的 200 目 青岛 硅胶 G - CMC 制 板 ,石油 醚 (60 ~ 99%) - 乙酸 乙 酯 

(85:15) 展 开 。 以 上 均 用 1% 香 醛 浓 硫 酸 溶液 显 色 ,结果 以 b 分 离 较 好 ,可 得 15 个 斑点 。 

三 种 不 同 条 件 主要 成 分 的 Rf 值 ,颜色 列 于 下 表 。 

Rl 金银花 挥发 油 在 三 种 不 同 条 件 下 部 分 ILC 数据 表 

LE: AE - 异 丙 醇 (100:6) 

人 样品 点 在 硅胶 G Web, AAC GE - 氯仿 - 乙醇 (4:12:1) 展 开 , 喷 2% 香 草 醛 的 盐 

酸 溶液 , 芳 樟 醇 显 蓝 色 ,Rf 值 为 0.16, 此 法 可 用 于 芳 樟 醇 、 香 叶 醇 及 柠檬 醛 的 分 离 。 

@ 生 药 用 水 蒸气 蒸 馅 的 挥发 油 , 点 在 硅胶 G 1 JE (0.25mm 厚 , 于 110% 活 化 1 小 时 》 

上 ,用 环 己 烷 - 乙酸 乙 酯 (17:3) 及 已 烷 - 乙酸 乙 酯 (9:1) 双 向 展开 , 喷 苘 香 醛 - 硫酸 的 乙 

醇 溶液 显 色 ,可 检 出 芳 樟 醇 。 香 叶 醇 也 可 用 此 法 检 出 。 

由 样品 用 中 性 氧化 铝 CCI ~ 焉 级 ) 为 吸附 剂 ,用 含 5% 乙酸 乙 酯 的 石油 醚 (30 ~ 60%C ) 

展开 后 ,用 5% 香 草 醛 的 盐酸 溶液 (新 制备 ) 显 色 ,可 检 出 芳 樟 醇 ( 蓝 色 ,Rf 值 为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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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ER G 薄 层 上 用 下 列 条 件 可 检 出 芳 樟 醇 。 
A. 展开 剂 为 正己 烷 - 乙酸 乙 酯 (85:15) AG - 乙醇 乙 酯 (9:1) 及 正己 烷 - FAM 

(1:1) , 显 色 剂 为 荧光 素 一 澳 。5% 磷 钼 酸 乙醇 溶液 及 苘 香 醛 - 浓 硫 酸 液 。 

B. 苯 -乙酸 乙 酯 (95:5 BR 75:25) , 芳 樟 醇 Rf 值 为 0.19 或 0.51。 

C. 正 庚 烷 - 冰 醋 酸 - 乙酸 乙 酯 (85:10:5)、 葵 - 乙酸 乙 酯 (9:1)、 正 己 烷 -乙醚 (6:4) 
及 甲苯 。 芳 樟 醇 Rf 值 分 别 为 0.49,0.52,0.43 及 0.33。 

(3) 气 相 层 析 法 : 

@@ 生 药 用 己 烷 加 热 提 取 。 提 取 液 作 气 相 层 析 分 离 。 不 锈 钢 柱 (100ft x 0.03in) , 填 以 

含有 5% IgepalCO - 880 的 Carbowax 4000, 程序 升温 65 ~ 175Y , 每 分 钟 0.5% , 保持 在 

170%C , 氨 气 为 载 气 , 层 析 柱 连接 质谱 仪 ,分 离 出 的 成 分 也 可 用 红外 光谱 鉴定 芳 樟 醇 。 

@ 生 药 样品 用 水 蒸气 蒸馏 得 挥发 油 , 用 气相 层 析 分 离 。 螺 旋 形 玻璃 柱 (3ft 长 ) , 填 以 

涂 有 15% 聚 乙 二 醇 已 二 酸 酯 的 ChromoeorbWAw(60 ~ 80 目 ) , 先 在 50% 操 作 15 分 钟 , 然 后 

升 到 125°C (2%/min) 最 后 升 到 215C (4C/min) , 载 气 为 氮气 (12ml/min)。 差 示 火 焰 离 子 

化 检定 器 ,可 检 出 芳 樟 醇 。 此 法 还 可 检 出 香 叶 醇 、D - 柠檬 烯 及 a- 菠 烯 等 。 

@ 取 金银花 水 蒸气 蒸 饮 的 挥发 油 进 行 气相 层 析 研究 :仪器 CCG - 3DH, 氧 火焰 离子 化 

检测 器 ,SWK - A 型 数字 温度 程序 控制 仪 。 

色谱 柱 : 

a.2mXSmm( 内 径 ),3%OV - 101,80 ~ 100 目 Gas chrom Z。 

b.2mX Smm( 内 径 ) ,8% Carbowax - 20m,80 ~ 100 目 AW - DMCS Clitc545。 

c.2mX m5mm( 内 径 ) ,3%SE - 30,60 ~ 80 目 AW - DMCS ChromosorbW.. 

d.2mX4mm( 内 径 ) ,2% FFAP, 80 ~ 100 目 Gas ChromA , 装 柱 后 用 Sily18 处 理 。 

温度 :汽化 室 230Y , 柱 温 起 始 90Y ,然后 每 分 钟 程序 升温 SC, RA 1627 (2 SHH), 

210T (1 SA 3 St) ,200T (4 SH). 
流速 :氮气 44ml/ min, AA 70ml/min, 25% 800ml]min。 

对 上 述 四 种 固定 相 的 气相 层 析 分 离 能 力 进行 了 考察 ,认为 OV- 101 Al SE- 30 RE, 

而 FFAP 和 Carbowax - 20M 则 分 离 较 好 , 尤 以 后 者 为 佳 ,可 分 出 双 花 醇 、 芳 樟 醇 、 松 油 醇 、 橙 

花 醇 、 香 叶 醇 、 葵 甲醇 及 菠 烯 等 共 30 多 个 成 分 ,并 用 d 号 色谱 柱 , 升 温 速度 为 7 台 /min, 用 
Carlo Erba Fractovap 2400T autolab 6300 数字 积分 器 进行 定量 , 测 出 挥发 油 中 主要 含 双 花 醇 

(30% ) 及 芳 樟 醇 (15% )。 

2. 颜色 反应 

(1) 取 芳 樟 醇 数 滴 ,加 Bezssonoff 试剂 ( 磷 钼 酸 - 钨 酸 的 稀 硫 酸 溶液 )0.5 ~ lml, 在 水 浴 

上 加 热 5 分钟 溶液 显 蓝 色 ,加 水 则 蓝 色 更 清晰 。 

《2) 取 芳 樟 醇 2 滴 于 试管 中 ,加 冬 试 剂 ( 氯 化 高 汞 1g SACK 0.$g, 加 水 30ml, RAE 

人 浓 硫 酸 6ml ,加 热 ,冷却 后 取 上 清 液 )1.5ml , 振 摇 显 红色 。 

《3) 取 芳 樟 醇 1 滴 于 试管 中 ,加 5% 香 草 醛 冰 酷 酸 溶液 Im ,加 高 氯 酸 2ml, 在 水 洽 上 温 

热 显 紫色 。 

(4) 取 2% 间 葵 二 酚 的 盐酸 溶液 0.5ml, 慢 慢 倒 人 芳 樟 醇 乙醇 溶液 Iml 中 则 在 两 液 层 连 

接 处 形成 粉红 色 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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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R 2% 香 草 醛 的 盐酸 溶液 0.3ml , 慢 慢 倒 人 芳 樟 醇 乙 醇 溶 液 Iml 中 , 则 显 紫 色 。 

(6) 样 品 点 在 预制 硅胶 Posy WE ,用 乙酸 乙 酯 - 甲酸 -水 (10:2:3) 展 开 , 喷 醋酸 铅 浴 

液 ,在 120% 加 热 后 在 紫外 灯 下 观察 荧光 而 检 出 绿 原 酸 。( 绿 原 酸 ) 

(7) 绿 原 酸 在 醋酸 或 硼酸 溶液 中 与 亚 硝 酸 钠 反应 显 亮 黄 色 ,加 过 量 氢 氧 化 钠 溶液 则 转 

为 鲜红 色 。( 绿 原 酸 ) 
开 . 芳 樟 醇 的 含量 测定 

1. 容量 法 

(1) 取 芳 樟 醇 Sml 吡啶 10ml 与 98% 醋 栈 30ml 共 热 至 微 沸 15 ~ 20 分 钟 , 并 保持 此 温度 

5 小 时 , 放 冷 ,用 水 及 1% 碳 酸 氢 钠 溶 液 振 摇 , 所 得 的 酯 干燥 后 测定 皂 化 价 ,此 法 与 冷 甲 栈 

化 法 比较 结果 偏 低 , 但 较 稳 定 ,并 可 用 公式 校正 。 

(2) 挥 发 油 中 芳 樟 醇 的 测定 。 

@ 取 挥发 油 样品 10ml( 用 无 水 硫酸 钠 王 燥 )0% 放 置 ,加 新 配制 并 冷却 的 乙酰 甲酸 试 

剂 ( 取 甲 酯 1 体积 ,预先 冷却 到 0% , 慢 慢 加 入 到 2 体积 0Y 的 醋 酥 中 ,充分 混合 后 。 加 热 

至 50%15 分 钟 ,立即 在 冰 浴 中 冷却 ,此 试剂 临 用 时 配制 ) ,混合 物 在 20 ~ 22 包 放置 72 ~ 96 

小 时 ,移入 分 液 漏斗 中 ,加 冰 水 SO0ml 充分 混合 放置 2 小 时 ,分 离 出 的 甲 酰 化 油 用 50ml 水 

及 碳酸 氢 钠 溶液 洗 ,分 出 油 ,用 无 水 硫酸 钠 于 燥 , 过 滤 ,测定 酯 价 。 

G@ 取 干燥 冷却 的 挥发 油 样品 10m, 冰 水 冷却 ,加 二 甲苯 腕 20m, 乙 酰氯 8ml 及 本 本 

$ml ,混合 物 冷却 数 分 钟 ,在 室温 放置 30 分 钟 ,再 在 40°C 保持 30 小 时 ,乙酰 化 油 用 硫酸 钠 

溶液 Fi TR RERUN - 硫酸 钠 溶 液 及 硫酸 钠 溶 液 洗 ,最 后 测定 酯 价 。 

2. 层 析 法 

(1) 气 相 层 析 法 : 

引用 气相 层 析 法 比较 了 应 用 反应 产物 而 测定 芳 樟 醇 的 方法 ,认为 此 两 法 测 出 的 芳 樟 

醇 较 实际 的 含量 为 低 ,前 法 低 3% ~ 5% ,后 法 低 1% ,并 认为 油 的 乙酰 化 用 氯 化 乙 酰 二 甲 

RAD FH 3 小 时 并 不 能 完全 酯 化 ,而 需 分 析 纯 试剂 ,所 用 氧化 乙酰 需 在 用 前 新 蒸馏 乙酰 化 时 

间 应 改 为 6 小 时 以 上 (最 好 16 小 时 ) 才 能 酯 化 完全 。 

@ 生 药 用 水 蒸气 蒸馏 , 馅 液 用 乙酸 乙 酯 提取 , 蒸 去 溶剂 进行 气相 层 析 ,用 $ft 长 的 层 析 

管 , 填 以 涂 有 Carbowax 154u 的 碎 耐 火 砖 , 载 气 为 氮气 ,流速 为 63mljmin, 制定 样品 与 标准 

品 的 面积 之 比 而 定量 。 
@ 生 药 挥发 油 用 铜 柱 (1$0cm x 0.4cm 内 径 ) 填 以 涂 有 10% KER — T BB ( Dibutylphtha- 

late) .5 % 38 AZ Ks ZC, — FF ( Polyoxyethylenc glycol) 及 1% 三 乙醇 胺 (Triethanolamine) 的 耐火 砖 

(颗粒 直径 为 0.3mm) ,工作 温度 为 145 ~ 150C , 载 气 为 氢气 或 氮气 (50 ~ 60ml/min) ,可 测 

出 挥发 油 中 芳 樟 的 含量 ,绝对 误差 小 于 0.35%。 

(2) 薄 层 层 析 法 : 

(HU) 标 准 溶液 的 制备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芳 樟 醇 标 准 品 SOmg 于 试管 中 ,加 乙醚 10ml， 

混 匀 。 

(2) 薄 层 制 备 : 取 硅胶 G( 菊 光 化 工 厂 )Sg 加 水 1Sml ,调匀 , HAAR (12.5em x 5.5em) , HE 

厚度 约 为 0.25mm。 毅 置 ,室温 挥 去 水 分 后 ,于 105% 于 燥 0.5~ 1 工 小 时 ,取出 , 置 干燥 器 中 

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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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 曲线 的 制备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标准 溶液 10.20.30. 40ul, HERE G 薄 层 上 距 一 

端 2.5cm 处 点 样 (每 次 点 2 内, 待 溶剂 挥发 后 再 点 Ql 直至 点 完 , 以 保持 原点 大 小 一 致 A 

径 为 4mm) ,用 氯仿 - 葵 (1:1)Sml 展开 至 10cm 即 取出 , 挥 去 溶液 ,用 碘 蒸 气 显 色 , 圈 出 斑 

点 面积 ,用 透明 纸 覆 盖 在 薄 层 背面 的 玻 板 上 ,用 铅笔 描 出 斑点 面积 ,再 在 透明 纸 下 衬 一 坐 

标 纸 ,计算 斑点 面积 中 的 小 格 数 即 为 斑点 面积 A, 如 点 样 量 为 驭 ,用 logW 为 横 坐 标 ,VA 为 

纵 坐 标 作 图 ,可 得 一 直线 。 

@ 样 品 测定 : 芳 樟 醇 液 lm, 加 乙醚 lml, 轻 轻 振 摇 , 静 置 , 醚 层 澄清 后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醚 提取 液 20ul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 求 出 斑点 面积 ,从 标准 曲线 查 出 芳 樟 醇 量 ,计算 

出 样品 中 芳 樟 醇 的 百 分 含 量 。 

3. 比 色 法 

(1) 取 挥发 油 0.15 ~ 0.22, FAFA Sml 中 ,加 50% WAR AR FATA YK Iml 及 25% HEB 

液 1ml , 摇 匀 ,3 分 钟 后 ,加 无 水 硫酸 钠 2 ~ 3g, 分 出 甲苯 相 ,3 分 钟 后 在 波长 680nm 测 吸 收 

度 , 从 标准 曲线 计算 芳 樟 醇 的 含量 。 

(2) 挥 发 油 中 芳 樟 醇 的 测定 , 首先 用 碱 性 氧化 铝 柱 除去 干扰 物 柠 檬 烯 : 昔 类 用 戊 烷 
50ml 洗 脱 , 氧 化 物 用 乙酸 乙 酯 洗 脱 , 洗 脱 液 用 乙酸 乙 酯 稀释 至 100ml, 取 一 部 分 与 环 已 烷 

20ml 及 55% 碘 化 氢 溶 液 3ml 混 匀 , 振 摇 5 分 钟 , 弃 去 水 相 , 有 机 相 用 水 10ml 洗 ,再 与 2% 和 氧 

氧化 钠 溶 液 10ml 及 3 或 4 滴 3% 过 氧化 氢 浴 液 振 摇 , UR ADR, FAK, ADL 

水 10ml 洗 ,再 加 95% 乙醇 20ml RAALH 3g, 此 混合 物 加 热 回 流 30 分 钟 , 奔 去 有 机 相 ， 

水 相 用 硫酸 (1:10)30ml 酸化 ,加 4 包 碘 酸 钾 溶液 3ml 及 环 已 烷 20ml 以 提取 游离 的 碘 , 有 机 

AAP REZ 2Sml ,在 波长 52Snm 测 吸 收 度 ( 环 已 烷 为 空白 ) ,与 标准 品 比较 而 定量 。 

WH. RRR A Se 

1.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U 生 药 中 绿 原 酸 的 测定 :如 新 鲜 植 物 中 含有 多 元 酚 氧 化 酶 , 则 先 在 100% 加 热 1 小 
时 ,或 浸 在 1% 亚 硫酸 氢 钠 溶液 中 ,然后 在 石英 砂 中 磨 碎 ,用 70% 乙醇 提 取 3 次 (总 体积 = 

10 倍 样品 ) ,提取 液 于 40 ~ $0% 减 压 浓 缩 至 原 体积 1/10, 再 用 纸 层 分 离 :吸取 此 液 0.0lml 

点 在 Whatman NO.1 滤纸 上 ,用 丁 醇 - 甲醇 -水 (4:1:5) 的 水 相 蒸 气 饱和 过 夜 (20% ) ,次 
日 ,再 用 丁 醇 相 下 行 展 开 8 小 时 ,取出 , 挥 去 溶剂 后 , 绿 原 酸 在 紫外 灯 下 显 暗 蓝 色 荧光 ,Rf 

值 为 0.73, 如 用 氮气 更 则 为 绿 黄色 ,如 喷 Ho finer’ s 试制 (1% 亚 硝酸 钠 的 1% 甲 醇 溶液 ) , 斑 

点 则 变 为 黄色 ,如 喷 1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则 变 为 红色 , 绿 原 酸 的 定量 则 不 喷 亚 硝酸 钠 溶 液 及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 可 从 纸 上 洗 脱 , 用 紫外 线 光 光度 计 定 量 。 

(2) 生 药 0.5¢, FA 70% 乙醇 在 50Y 提取 (5 x 10m), 取 提 取 液 0.2ml 点 在 滤纸 

(《Schleicher&Schiill No.2045。, 用 水 饱和 6 小 时 ) 上 于 暗 处 用 丁 醇 - 醋酸 - 乙酸 丁 酯 -水 (9 
:28:47:16) 层 析 18 小 时 ,在 紫外 灯 下 检 出 绿 原 酸 , 用 70% 乙 醇 10ml 洗 脱 ,在 波长 324nm 

测 吸收 度 。 

(3) 绿 原 酸 与 咖啡 酸 可 用 纸 层 析 ( Whatman No.1) 用 正 丁 醇 - 冰 栈 酸 -水 (4:1:5) 在 
19 习 展开 26 小 时 而 分 开 ,斑点 用 等 量 10% 醋酸 溶液 及 1% 亚 硝酸 钠 溶 液 喷 雾 而 显 色 , 绿 
原 酸 (黄色 ) 及 咖啡 酸 (红色 ) 的 Re 值 分 别 为 0.50 及 0.80, 如 用 和 氢 氧 化 钠 溶液 喷 纸 , 绿 原 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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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为 红色 而 咖啡 酸 变 为 黄色 , 绿 原 酸 的 定量 是 将 相应 的 斑点 用 异 丙 醇 或 甲醇 或 水 洗 脱 , 在 

波长 327nm 测量 吸收 度 。 

(4) 取 生 药 于 60% 烘 至 恒 重 , 称 取 1g, BFF , Hl 95% CB 25ml, £ 80% 水 洽 上 提取 

1 小 时 , 倾 出 提取 液 ,再 加 95% 乙醇 2Sml ,重复 提取 ,合并 两 次 提取 液 ,稀释 至 一 定 浓 度 ,在 

波长 324nm 测 吸收 度 , 用 下 面 公 式 计算 生 药 中 绿 原 酸 的 含量 。 

__ Ex tie 
SIRI B= ang) 3100 * 100% 
E 为 吸收 度 ,K AWE HR. FARR RRA ih WU ho ME HR , FH E = KC] 的 公式 (C = 标 

准 液 度 mg/100ml; L = 比 色 杯 厚 lcm) , 求 得 常数 K A 0.479. 

用 此 法 可 分 析 各 地 药材 公司 收集 的 金银花 样品 中 绿 原 酸 的 含量 。 

(5) 生 物 粉 lg, 用 70% 甲醇 提取 24 小 时 (室温 ,上 暗 处 ) 或 水 浴 80%1 小 时 , 取 部 分 提取 

液 加 于 含有 2g 聚 酰胺 粉 的 小 柱 ,用 水 、\ 稀 甲醇 溶液 洗 脱 柱子 , 绿 原 酸 可 用 0.02% 和 氧 氧化 钠 

的 70% 甲 醇 溶液 洗 脱 ,再 用 70 多 甲醇 稀释 至 一 定 体 积 ,在 波长 324nm 测 吸收 度 ,与 标准 品 

比较 而 定量 。 

2. BBE 

(1) 碘 量 法 : 绿 原 酸 易 吸附 在 wofutlt L150 上 ,可 从 混合 物 中 分 离 ,然后 用 0.1M Sey 

液 或 稀 硫 酸 洗 脱 ,用 碘 量 法 滴定 ,如 用 3M 氧 氧化 钠 溶液 洗 脱 则 绿 原 酸 被 部 分 地 分 解 成 咖 
啡 酸 及 奎 尼 酸 (Auinic acid) ,但 并 不 影响 结果 。 

(2) SE 7K YE : SUR RE Ze - 甲酸 (3:1) 混 合 液 中 可 被 醋酸 铜 氧化 成 相应 的 邻 醒 

(0 - quinone) ,此 反应 可 用 于 植物 样品 的 酚 类 化 合 物 的 氧化 滴定 。 

3. 比 色 法 

(1) 生 药粉 0.S$g, 加 甲醇 25ml 于 沸水 浴 上 回流 10 分 钟 ,再 重复 操作 二 次 ,过 滤 , 合 并 

滤液 , 蒸 至 Sml, 取 此 液 0.02 ~ 0.05ml 点 在 WhatmanN0.1 滤纸 上 (47cm x 3cm) ,用 15 色 醋酸 
溶液 上 行 展开 , 喷 钥 磷酸 溶液 ,并 夭 氨 气 而 显 色 , 剪 下 绿 原 酸 斑点 ,用 沸 甲 醇 Sml 提取 5 分 
钟 再 用 甲醇 Iml 洗 纸 , 合 并 提取 液 ,过 滤 ,浓缩 至 Im, 加 1% 三 葵 四 唑 化 氯 溶液 Iml 及 I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2m ,在 95 ~ 96 氏 加热 3 分 钟 , 加 1.1M 醋酸 溶液 2ml ,冷却 1 分 钟 ,用 甲醇 稀 
FEZ 20ml ,放置 20 分 钟 ,在 波长 490nm 测 吸 收 度 。 

(2) 植 物 中 绿 原 酸 与 咖啡 酸 的 测定 :此 法 基于 在 酸性 溶液 中 ,用 亚 硝酸 处 理 , 绿 原 酸 可 

显 黄色 (最 大 吸收 在 444nm) 而 咖啡 酸 显 红 色 ( 最 大 吸收 在 480nm) ,在 480 及 444nm 处 EZ, 

分 别 为 : 绿 原 酸 为 10.98 及 29.72, 咖 啡 酸 为 22.11 及 18.03。 

方法 :取样 品 溶液 Sml, 加 7% 尿 素 溶液 Sml 及 6.5% 亚 硝酸 钠 溶 液 lml ,混合 振 摇 1 分 

钟 ,加 醋酸 lml, 振 摇 1 分 钟 后 ,用 水 稀释 至 50ml, 放 置 15 ~ 25 分 钟 后 ,在 444 及 480nm 测 

吸收 度 ( 测 定时 温度 不 超过 20%C ) 绿 原 酸 及 咖啡 酸 的 含量 可 分 别 用 下 式 计 算 。 

绿 原 酸 量 = 2.407 Eqyy - 1.963 Engg 

咖啡 酸 量 =3.237 Esso - 1.195 FEs4s 

(3) 取 样品 提取 液 Sml ,稀释 至 100ml, 取 此 液 Sml 与 23ml 7% 尿素 溶液 ,0.5% 亚 硝 栈 

钠 溶 液 1Iml 及 12.5 和 醋酸 溶液 lml 混合 ,3 分 钟 后 加 5 多 氢 氧 化 钠 溶液 Sml, 加 水 至 50ml， 

在 波长 S10nm 测 此 红色 溶液 的 吸收 度 (水 为 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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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咖 啡 酸 酯 在 氨水 中 产生 特异 绿色 ,可 利用 此 反应 测定 绿 原 酸 含量 。 

方法 : 取 生 药水 提取 液 10m, 加 pH9.1 1M Abe - 氢 氧 化 贸 缓 冲 液 2m ,于 30% 振 摇 

7 小 时 ,在 波长 620nm 测 吸收 度 (A) ; 另 取 提取 液 10ml, 加 pH9.1 的 0.5M 磷酸 氢 二 钠 - 碳 
酸 钠 缓冲 液 2ml, 同样 操作 测 吸收 度 (B)。A 与 B 之 差 与 绿 原 酸 浓度 成 线性 关系 。 

4. 极 谱 法 

绿 原 酸 亚 硝 化 得 亚 硝 基本 生物 ,在 极 谱 曲 线 上 有 二 个 波 , 一 个 一 为 - 0.275V; 另 一 

不 明显 的 波 E 为 - 0.415V。 方 法 :样品 的 甲醇 溶液 (10”M 绿 原 酸 /ml) 与 0.2M 硫酸 溶 

液 ( 最 后 亚 硝化 浓度 为 5.4x 10-2N)3ml 与 3M 亚 硝 酸 钾 溶 液 ( 最 后 浓度 为 0.545M)2ml 混 

合 , 在 氮气 中 亚 硝化 15 分 钟 ,再 加 2.5M 醋酸 钠 溶液 (最 后 浓度 为 0.356N)2ml, 通 氮 2 分 

eh ,记录 极 谱 图 , 波 高 与 绿 原 酸 的 浓度 成 线性 关系 ,此 法 录 敏 度 较 高 , 适 于 测定 低 浓 度 

(10-5M) 的 绿 原 酸 ,如 样品 中 不 存在 具有 和 邻 位 羟基 的 酚 化 合 物 , 则 测定 绿 原 酸 时 不 必 有 预先 

净化 。 
5. JERRRETRE 

(1) 生 药 提取 物 及 标准 品 ( 绿 原 酸 ) 点 在 Arches No.304 纸 上 ,点 成 条 状 , 用 0.1M 盐酸 

溶液 上 行 展 开 ,于 空气 中 干燥 后 , 浸 在 三 氯 化 铁 溶液 (26% FeCl; ,溶液 0.2Sml ,用 丙酮 稀释 

至 100ml) 中 数秒 种 ,在 暗 处 干燥 5S 分 钟 ,再 浸 在 含 0.1% 铁 氰 化 钾 的 丙酮 -水 (3:20) 的 溶 

液 中 ,立即 放 在 大 量 约 为 1M 盐酸 溶液 中 。5 分 钟 后 ,用 水 洗 纸 30 分 钟 , 干 后 ,测量 斑点 的 

吸收 度 。 

(2) 新 鲜 植 物 与 无 水 硫酸 钠 研 磨 ,用 甲醇 提取 ,浓缩 ,点 在 Schlcichcr&Schull No.2043b 

Mel 纸 上 , 用 丁 醇 - 栈 酸 -水 (7:1:2) 展 开 , 喷 0.1% 三 氯 化 铁 甲醇 溶液 , 干 后 再 喷 20% 碳 
酸 氢 钠 溶 液 ,斑点 用 光 密 度 计 测 量 ,可 测 出 2.5mg 绿 原 酸 ,误差 上 +4% ~ + 10%. 

(3) 植 物 样 品 用 甲醇 搅 成 匀 奖 ,过滤 ,滤液 浓缩 后 用 氯仿 提取 ,提取 液 点 在 预制 纤维 素 

藩 层 上 ,用 丙 醇 -水 (4:1) 展 开 , 薄 层 在 二 氧化 碳 气 中 干燥 ,用 反射 光 密 度 计 在 328nm 测 

定 。 

《4) 生 药 加 甲醇 -水 (4:1) 搅 成 匀 浆 。 离 心 ,分 出 提取 液 ,在 OCHA, RRA 

醚 提 去 色素 ,水 相 加 热 除 去 溶剂 ,用 水 稀释 后 倒 人 聚 酰胺 层 析 柱 中 ,吸附 的 酯 用 氨 性 甲醇 

洗 脱 , 洗 脱 液 在 40Y 蒸 干 , 残 酒 溶 于 甲醇 ,点 在 0.33mm 厚 的 Avicel 薄 层 上 ,用 3% ALA 

溶液 - 甲醇 (10:3) 异 丙 醇 -水 (5:1) ,5% 醋 酸 溶液 及 异 丁 基 甲 基 酮 - 甲酸 -水 (14:3:2) 

展开 ,可 使 各 咖啡 酸 酯 分 开 , 层 析 谱 在 360nm 测定 绿 原 酸 。 
6. 气相 层 析 法 

《1) 植 物 样 品 与 甲醇 混 匀 ,过滤 , 残 河 用 蜡 丙 醇 -水 (1:1) , 异 丙 醇 - 苯 -甲醇 -水 (2: 

1:1:1) (BAI A) 及 异 丙 醇 -水 的 共 沸 混合 物 (87.9:12.1) 洗 , 残 酒 用 共 沸 物 提 取 24 小 时 ， 

再 作 异 两 醇 提取 ,合并 滤液 。 洗 液 及 提取 液 AF RAE -水 (1:1) 乳 状 液 中 ,加 蜡 

两 醇 及 甲醇 使 混合 液 成 一 相 , 取 此 液 Sml, 用 溶剂 A 稀释 至 一 定 体积 ,; 加 到 层 析 柱 ( 聚 乙 

类 吡咯 烷 柱 ,用 二 甲 基 甲 酰胺 - 醋酸 -水 -甲醇 1:2:6:4 溶 液 ,甲醇 及 溶剂 A 洗 ) 上 ,在 加 
压 下 ,用 葵 - 甲醇 (9:1)50ml, 葵 - 甲醇 (3:1)150ml 及 甲醇 300ml BYE , 绿 原 酸 及 异 绿 原 栈 
则 被 甲醇 洗 脱 , 蒸 干 , 残 酒 溶 于 0.7ml 二 甲 基 甲 酰胺 液 中 ,用 六 甲 基 二 硅 氢 烷 0.3ml 处 理 ， 

用 气相 层 析 法 测定 ( 层 析 柱 为 6ft x 0.25in) 。 填 以 涂 有 3%UCW - 98 的 Gas chrom Q(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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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目 ) ,在 240% 操 作 , 绿 原 酸 的 重量 (在 0.8wg 以 上 ) 与 峰 面积 成 线性 关系 。 

(2) 植 物 样品 磨 碎 成 粉 ,用 80% 乙醇 提 取 ,提取 液 真空 30 色 蒸 干 ,残渣 做 成 水 溶液 ,用 

石油 醚 提 去 色素 ,水 溶液 含 糖 及 酚 化 合 物 ,加 2% 偏 磷酸 溶液 及 20% 硫酸 贸 溶 液 酸化 ,用 

乙酸 乙 酯 提取 酚 性 化 合 物 , 酚 性 化 合 物 再 用 Peiiizari 法 进行 三 甲 基 硅烷 化 , 即 取 化 合 物 

5~6mg 置 于 密封 玻 瓶 中 , 通 氢 气 , 加 入 inl 新 制备 的 试剂 (六 甲 基 二 硅 氮 烷 ; 

三 甲 基 毛 硅烷 :吡啶 =3:1:9) ,剧烈 振 摇 30 秒 ,室温 放置 至 少 5 分 钟 , 取 此 混合 物 一 定量 

再 进行 气相 层 析 测 定 ,用 不 锈 钢 柱 (3m x 3.2mm) 填 以 涂 有 3%SE- 30 或 OV-1( 较 好 ) 的 

Chromosoeb Q (60 ~ 80 目 ) ,工作 温度 为 200% ~ 330%C ,恒温 (根据 测定 化 合 物 的 分 子 量 , 羟 

目 而 定 ) ,氮气 为 载 气 (20ml/min) ,火焰 离子 化 鉴定 器 操作 。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ao 在 适宜 的 温度 可 用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在 900mm x 4.6mm 内 径 的 

不 锈 钢 柱 (有 40mm x 4.6mm 内 径 的 前 置 柱 ) 上 得 到 分 离 。 此 两 柱 都 装 有 用 0.2M 硫酸 溶 

液 饱和 的 硅胶 ,用 下 列 溶剂 洗 脱 (80ml]hr) : 

(1) 氧 仿 - 环 已 烷 (1:1)60ml ,压力 为 4.0x10-4 由 (Pa)。 

(2)6.5%2- 甲 基 丁 烷 -2- 醇 的 氯仿 - 环 已 烷 (1:1) 溶 液 60ml, 压 力 为 4.5x 107408 

(Pa) o 

(3)10%2- 甲 基 丁 烷 -2- 醇 的 氯仿 -AOG(1: DAM 80ml, EAA 4.5 x ee 

(Pa) o : | 

(4)30%2 - 甲 基 丁 烷 -2 - 醇 的 氯仿 - WOE (1:1) AM 90ml, HAH 6.0 x 10-408 

(到 到 局 

洗 脱 液 在 254nm 及 313nm 测 吸收 度 ,样品 浓度 低 至 0.01 及 Sym 即 可 检 出 ,由 保留 时 

间 定 性 ,由 峰 面 积 与 标准 品 绿 原 酸 峰 面积 之 比 而 定量 。 

化 学 成 分 “ 花 含 环 已 六 醇 (Inosite)1% ,黄酮 类 (为 木 标 草 素 -7 - MAH) VBS 

ARS. MPRA ( AAMER BARS) BR. BA ARERR ( Chlorogenic 

us gto 
HO ~COOH 

Chlorogenic acid Luteolin 

Hs 

CHe>°C= CH ~ CH. CH.~ ¢~ CH=CH 

CH3 

b.( + ):198 ~ 200°C 

( - ):197 ~ 200°C (756mm) 
(+ ):197 ~ 199% 

Linal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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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 , 2% JER RR (Isochlorogenic acid) 等 。 黄 酮 类 为 木 标 草 黄 素 (Luteolin) RAAE ERR - 

7- 葡萄 糖 孔 ,挥发 油 中 主要 含 芳 樟 醇 (Linalool)、 双 花 醇 。 

KKM ”初夏 采 收 青白 色 未 开放 花蕾 ,在 通风 处 阴干 或 烘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取 金银花 叶 Ike, DIK 10kg 煮沸 半 小 时 , 滤 去 渣 子 ,喷洒 使 用 ， 

或 将 叶子 lke HORE ,加 水 榨 汁 稀释 至 lke, MAAS BA KR ST. 

将 金银花 茎 和 叶 捣 烂 , 制 成 10 倍 水 浸 液 ,48 小 时 杀 蛆 达 20% 左 右 。 

SX 

[了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397 

[2] Sabetay S. Some color reactions of volatile and fatty oils as well as synthetic armomatic 

compounds . Bazssonoff’ s Reagent Riechstoff Ind. Kosmetik 1938, 13:84 ~ 85 

(3) Hoepfner W.Two new reactions for caffeic acid and chlorogenic acid. Chem Ztg, 1932, 

5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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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R 

te RPL Meliaceae 植物 若 栋 Melia azedarach L.. 

别名 KER, KAS, BR, ET ,紫花 树 。 

植物 形态 乔木, 高达 2Sm; 树 皮 灰 褐色 , 纵 裂 , 具 明 显 皮 孔 ; 幼 枝 绿色 ,被 星 状 柔 毛 ， 

后 渐 无 毛 。2 ~ 3 回 奇数 羽 状 复 叶 ,长 20 ~ 40cm; 小 叶 多 数 ,对 生 或 互生 ,椭圆 形 至 披 针 形 ， 

先端 渐 尖 ,基部 槐 形 ,多 少 偏 斜 ,边缘 有 浅 钝 齿 或 缺 刻 , 稀 全 缘 ; 幼 时 被 星 状 毛 ,后 渐 无 毛 ， 

侧 脉 10 ~ 14 对 ; 顶 生 小 叶 通 常 略 大 ,长 3~7cm, 宽 1.5 ~ 3cm, 叶 柄 长 5 ~ 13mm; 侧 生 小 叶 

较 小 ,长 3~4.5cm, 叶 柄 长 1~ Smm。 圆 锥 花序 与 叶 等 长 ,或 更 长 ,无 毛 或 被 淡 褐 色 星 状 细 

毛 ; 花 淡 紫 色 ; 苯 片 5 深 裂 ,裂片 卵 形 或 长 圆 状 卵 形 , 被 柔 毛 ;花瓣 倒 卵 状 古 形 ,长 约 lcm， 

外 面 被 短 柔 毛 ,内 面 被 疏 柔 毛 ; 雄蕊 管 紫色 ,长 7mm, 有 纵 细 脉 。 先 端 3 齿 裂 的 狭 裂片 10 

枚 ,花药 10, 长 椭圆 形 ,顶端 微 凸 尖 。 核 果 近 球形 或 椭圆 形 , 淡 黄 色 , 长 1~2cm,4~5 室 ， 

每 室 有 种 子 1 颗 ; 种 子 椭圆 形 , 长 6~ gmm。 花 期 4~5 月 , 果 期 10~11 月 。( 图 55) 

图 55 Melia azedarac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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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48 RIS) BM Be Le Re)! 贵州 、 

湖北 陕西. A AR IG WAR SSH KA. EP 

药 用 部 位 WRIA.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呈 不 规则 板 片 状 、 模 状 或 半 卷 简 状 ,长 宽 不 一 , 厚 2~ 6mm。 外 表面 灰 

棕色 或 褐色 ,粗糙 ,有 交织 的 纵 皱 纹 及 点 状 灰 棕 色 皮 和 孔 ,除去 粗 皮 的 药材 淡 黄 色 ;内 表面 类 

白色 或 淡 黄 色 。 质 韧 ADM ,断面 纤 维 性 , 呈 层 片 状 , 易 剥 离 。 无 具 , 味 将。 

显 微 鉴 别 ” 老 根 皮 的 横 切 面 ,有 3 ~ 4 环 层 的 木 栓 层 , 除 最 外 的 木 栓 组 织 外 , 余 缘 发 生 

FORE , 故 形成 极 厚 的 落 皮层 。 在 人 靠 内 侧 的 落 皮层 部 分 ,射线 及 瑞 废 节 管 尚 可 察 见 。 万 

皮 部 中 部 ,射线 呈 波 状 弯曲 , 宽 3 ~ 5 列 细胞 。 韧 皮 纤 维 束 排 列 成 多 层 断 续 的 环 层 ,并 有 唱 

纤维 。 本 品 韧 皮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小 淀粉 粒 , 并 含 少数 草酸 钙 艇 唱 。 

粉末 黄 棕 至 红 棕色 。 淀 粉 粒 众 多 ,细小 ,有 单 粒 及 复 粒 。 纤 维 训 碎片 甚 多 , AED 

察 见 。 有 草酸 钙 复 晶 。 木 栓 细 胞 内 含有 红 棕 色 物 。 

理化 分 析 

(HU) 任 取 本 品 一 段 ,用 手 折 重 揉 搓 , 可 分 为 多 层 薄 片 , 层 层 黄白 相间 ,每 层 薄片 有 极 细 

的 网 纹 。 

(2) 取 本 品 粉 末 约 1g, 加 乙醚 10ml ,浸渍 2 小 时 ,并 时 时 振 摇 , 滤 过 。 取 滤液 Iml, 挥 干 

后 , 滴 加 对 二 甲 氨基 葵 甲 醛 试 液 数 滴 , 显 红色 ; 另 取 滤 液 inl, 置 试管 中 , 挥 干 后 ,加 醋 酝 

lml ,搅拌 , 沿 管 壁 加 硫酸 数 滴 , 醋 栈 层 显 绿色 ,硫酸 层 显 红色 至 紫红 色 。 

化 学 成 分 “含有 生物 碱 Azaridine( 含 在 果实 中 的 一 种 生物 碱 ) .Bakayanin 及 Maigosine。 

此 外 , 尚 有 Melianol, Melianone, Melianotriol, Melianodiol , Toosendanin, Nonacosane ( Cy9 Ha ) , 岩 

WARE (Fucose, CgH120; ) Xe L7H ( Kaempfevole) $ . 

H OH 

CHO- ae 

H ON 

Melia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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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anodiol 

采集 加 工 

1. 采制 :全 年 可 以 采 收 ,但 以 春 末 夏 初 采 收 最 宜 。 一 般 将 树 皮 剥 下 或 将 其 根 控 出 后 

洗 净 ,用 锤子 将 根 锤 裂 ,再 行 剥 下 , 晒 干 。 

2. 切 制 炮制 :将 原 药 用 水 泡 润 软 后 , 切 成 1.5cm 见方 的 方块 , 晒 干 , 生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取 苛 栋 10kg, 加 水 30kg 的 碎 , 棕 汁 喷洒 。 对 称 量 、 蚜 虫 等 有 效 。 

2. HRM E 1lkg, 加 水 10kg, 煮 沸 半 小 时 ,过滤 ,喷洒 。 防 治 棉 蚜 、 菜 青虫 .小麦 吸 桨 

虫 、 小 麦 锈病 。 

3. BEE lke 加 水 12kg, 者 成 原液 8kg。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kg, 防治 蚜虫 杀 虫 率 达 
91.3%。 

4. 将 苦 栋 叶 晒 干 压 成 细 粉 ,使 用 时 用 尿 液 拌 湿润 后 ,再 拌 到 娄 里 随 种 子 播 下 。 每 公 

FAS 15kg, 对 虹 量 、 金 针 虫 等 防治 效果 良好 。 

5. 叶 1lkg 的 碎 , 加 水 3kg, 泡 6 小 时 去 酒 制 成 原液 ,用 时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8 倍 喷 洒 ,对 

稻 蜡 、 稻 飞 乱 、 浮 尘 子 、 棉 蚜 、 菜 青虫 等 防治 效果 很 好 。 

6. 树 皮 及 果子 各 lkg, 加 水 12kg 煮 半 小 时 得 原液 3kg。 用 时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15 ~ 
30kg, 喷 酒 ,对 稳 蜡 、 棉 是 、 菜 青虫 等 的 杀 虫 率 达 70% ~ 90% 。 

7. 将 树 皮 及 果子 的 碎 ,每 千克 加 水 20kg, 浸 一 天 ,过 滤 后 喷 酒 。 每 公顷 用 量 3 000kg。 

KEE HM 1 500 ~ 12 000kg。 对 稻 蜡 、 棉 蚜 、 菜 青虫 等 的 杀 虫 率 为 70%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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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别名 
植物 形态 

Ke ait 

WSF} Valeriunaceue 4 KX4i 5 Valeriana officinalis L. . 

拔 地 麻 , 小 救 加 EP , SLE 

统 草 ( 穿 心 排 草 )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1 ~ 2m, 有 时 有 葡 策 枝 。 根 状 葵 粗 短 , 根 

细 长 ,多 数 复生 ,有 特异 香气 ,王后 气味 更 浓 。 葵 直立 ,粗壮 ,上 部 分 梳 , 节 间 长 ,有 粗 纵 条 

棱 ,基部 和 节 上 常 被 粗毛 , 基 生 叶 成 丛 , 具 柄 , 柄 基部 稍 宽 而 呈 鞘 状 , 早 枯 或 残存 ; 茎 生 叶 对 

生 , 有 柄 ,向 上 渐 无 柄 , 羽 状 全 裂 , 披 针 形 至 条 形 ,边缘 有 不 规则 锯齿 或 近 全 缘 , 初 夏 开 花 ， 

FE FE AP GE : 花 葛 不 显 :花冠 5 裂 , 淡 粉 红色 ,花冠 管 基部 一 侧 稍 突出 呈 小 矩 状 ; 雄 芒 3; 

FRR, BRAK EE. (A 56)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陕西 .甘肃 .青海 ,新疆 四川 Tet al LAS Le Ps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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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 3 上 、 ~ NS 

‘ AN one a 
; EO ¥ Me & Pes DR 六 = 

: Ro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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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Pay 

56 Valeriana officinalis 工 . 



SEAR TK. EUR INAG Ria ASIN At i EAE FLU Hh I] BALE 

药 用 部 位 ”根茎 及 根 ,以 根 为 主 。 

药材 性 状 ” 根 蔡 类 圆柱 形 、 较 粗 短 ,长 0.5 ~ 2cm, 直 径 4 ~ 8mm, 表面 黄 棕色 至 褐色 ， 

粗糙 ,有 靖 状 残 叶柄 ,上 端 有 残留 葵 基 , 中空 ,有 的 根茎 有 横 长 分 枝 , 远 端 节 部 有 茎 基 残 留 ， 

节 间 长 1 ~ 2cm, 根 荃 周围 和 下 端 从 生 多 数 细 根 ,长 5 ~ 150m, 直径 约 2mm, 末 端 纤细 ,表面 
黄 棕色 至 褐色 , 具 纵 皱纹 ,并 有 极 细 支 根 或 支 根 痕 。 质 稍 韧 ,断面 周围 黄 褐色 或 棕 褐色 ,中 

DRA. APRA, Fin ee RAK, RR Be, AAR. WIR 

壮 , 细 根 长 、 匀 净 ,外 表 黄 棕色 ,断面 中 心 黄白 色 ,气味 浓烈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根 横 切 面 : 表 皮 细 胞 1 层 , 细 胞 较 长 ,类 方形 ,长 方形 , 栓 化 。 下 皮层 细胞 

2~4 层 ,类 圆 形 ,椭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壁 稍 厚 ,皮层 较 宽 , 占 根 的 大 部 分 ,有 的 可 见 裂 附 ,有 

油 细胞 散在 。 内 皮层 细胞 1 层 , 微 木 化 ,细胞 切 向 排列 , 凯 氏 点 明显 ,有 油 滴 散 在 ,其 外 侧 

有 单个 或 2~ 3 个 厚 壁 细胞 断 续 排 成 环 ,有 的 可 见 网 状 壁 孔 。 中 柱 鞘 细胞 1~2 层 , 切 向 排 
列 , 有 的 不 明显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 韧 皮 部 较 窗 ,细胞 皱 缩 。 形 成 层 不 明显 ,木质 部 排 成 环 

状 , 可 见 导管 , 木 纤 维和 木 薄 壁 细 胞 ,导管 和 木 纤 维 均 木 化 、 颈 细胞 壁 稍 厚 , 有 的 有 裂隙 。 

落 壁 细胞 中 含 淀 粉 粒 。 有 的 根 可 见 根 毛 ,幼小 的 根 可 见 初生 木质 部 为 四 原型 。 

根茎 横 切 面 : 特 征 与 根 类 同 ,区 别 点 在 于 散 部 较 根 的 人 部 大 , 且 分 布 有 石 细胞 群 。 

粉末 :本 品 呈 浅 褐 黄色 ,淀粉 众多 。 主 为 单 粒 , 呈 圆 球形 、 盔 帽 形 、 阔 卵 形 及 类 三 角形 ， 

直径 4~ 35um, 脐 点 为 点 状 ,裂隙 状 , 星 状 ,有 的 层 纹 隐 约 可 见 。 也 有 复 粒 ,由 2 ~ 5 粒 组 

成 。 石 细胞 成 群 或 单个 散在 , 呈 长 卵 形 、 四 边 形 、 三 角形 及 不 规则 形 ,长 45 ~ 122 ~ 195pm, 

有 的 胞 腔 小 ,有 的 胞 腔 较 大 ,个别 石 细胞 三 面 增 厚 一 面 较 薄 , 淡 绿 黄色 或 淡 黄 色 , 孔 沟 及 纹 

孔明 显 。 纤 维 碎 片 ,成 束 或 单个 散在 ,直径 5 ~ 7pm, 浅 黄色 。 表 皮 组 织 碎片 ,细胞 为 长 方 

形 或 方形 。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 淡 黄 棕色 或 黄 棕色 ,内 皮层 细胞 碎片 纵 切面 观 呈 长 方形 ,有 

较 密 的 细 横 纹 ,外侧 有 单个 的 厚 壁 细胞 ,有 的 可 见 网 状 壁 孔 , 有 的 壁 呈 连 珠 状 增 厚 。 导 管 

为 具 缘 纹 孔 及 网 纹 ,长 108 ~ 445jpm, 直径 28 ~ 65ym。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本 品 粉 末 约 2g, 用 乙醚 5 ~ 10ml 冷 浸 半 小 时 ,时 时 振 摇 。 滤 过 , 取 乙 醚 液 Iml , 置 

IKIBART OLA 2 94 2.4 - 二 硝 基 茶 肝 , 即 产生 橘 黄色 沉淀 。 

(2) 取 本 品 粉 未 约 2g, 用 水 饱和 正 丁 醇 Sml 提取 , 滤 过 , 取 滤 液 约 ml, HA 2 滴 稀 盐 

Rte (Diese) ,加 入 2 滴 碘 化 未 钾 试 液 ,于 两 液 界面 下 产生 白色 沉淀 。 

(3) 取 本 品 乙醇 浸出 液 0.5ml ,加 醋酸 缓冲 液 (pH 约 4.6)5ml, 甲 基 橙 试 液 0.1ml, 氯 仿 
Sol ,混合 振 摇 。 分 取 氯 仿 层 ,加 入 硫酸 乙醇 液 (硫酸 12ml, 无 水 乙醇 88ml, 氯仿 层 显 红 
色 )。 

2. BEBE 

FF nn tl : RAS LAE Sg, ULF 10ml 乙醚 中 ,过 夜 UR WEY AE RE OAs ERE 
GF254( 青 岛 ,10 ~ 40 A); 展开 剂 : 正 乙 烷 - 乙酸 乙 酯 (10.5:1.5) , 展 距 17cm。 显 色 剂 : 喷 
5% 香 欧 兰 醛 的 浓 盐 酸 液 。 置 100% 烘 5 分钟 即 显现 黄色 ,紫色 斑点 五 点 以 上 。 

化 学 成 分 “ 据 报道 , 根 中 已 分 离 出 75 种 物质 ,它们 可 分 为 下 列 几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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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理 CH .CH .CO .Q. Hs 

ARs 0.0C .CH: . CH 
c 3 UO 

AH 4 CHa) ..CO 

CHs CH b.255 ~ 260 m. 128°C 
Valepotriate Bornyl isovaierate Kessoglycol 

H3 

H3 

Hs 

(COCHs 

X HC CH; 

Hs Hs b.( + ):175~ 176 

( — ):175 ~ 177°C (759mmHg) m. (+ )29°%Cb. ( + ):225 ~ 226% 
b173+5 ~ 4.8 (755mmHg) (+) :175 ~ 176°C (分 解 ) (—):209%C "(= Joos . 93a 

a— Terpinene 
Bornyl acetate 

a— Phellandrene 

CHs Ha 

HC=GC C 
CH:=CH :PCE CH=P - CH : 

CH2 CH: 

b. 166% 
b.(-):155 ~ 156°C (1 1mmHg) Ne ae b. 129 ~ 150°C (13mmHg) 

Erenophilene 
Valeranone 

CH3(CH2)3 * COOH i 

m.-34.5Cb. 186.35 1 
Valeric acid 

H2 
‘H3 ' 

a | 
H 

Ns 
SS 

H COOH 
HIC CH; 3 ce b.( +): 171 ~ 172°C (766mmHg) 

bla 1749 FRE CED aan 198 ts ( rt ee 174°C (760mmHg) 

8—Terpinene Terpinolene Valerenolic acid B— Phellandrene 

1. 根 含 挥发 油 0.5% ~ 2% ,高 达 30% , 油 中 含 欧 烯 、 菠 烯 、 茜 烯 、 枯 烯 以 及 纺 草 烷 

(Kessolane) , il 5" 83 ( Kessanol ) Gil Fe — FE ( Kessoglycol ) Yi Fi fil ( Valeranone ) SA eeilee 

A, = BE ( Valepotriate ) 4. i UF SR EB ( Bornyl isovaierate)、 乙 酸 龙 脑 脂 (Bormyl ac- 

etate) Effi (1 - 0 - feuclienen ) AF IH fi ( Myrcene ) IK Ei (Phellandrene ) . 1 - yT Ay
 - iit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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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烯 (Y - terpinene ) , ii; F1 71H Hi ( Terpinolene ) , ARE AUK WE At TH H&S (d - Eremophilene ) , 5!) i Fh 

(1 — Alloaromadendrene) , FL Sti fs (1 -了 - cadinene) AE-¥ fe # i 5 (1 - Y - sellnene) , “i Ft 

Wi HSBE(Valerianol) . FAYE FI PEALE 5} BS 44 : Ail Ae el ( Valeranone ) 、 纺 草酸 (Valeric acid) , Zi 

EL; AR (Valerenolic acid) , i iff ME ( Valerenal, valerenone ) , # 5% MR ( Hesperitinic acid ) , 1 

AF WR (Behenic acid) . Ft ii BF ( Myrtcnol) LFF CAR BK .B - AHYZ5 Mi (B - Bisabolene)、 姜 黄 炳 
(Curcuumene ) 喇叭 茶 脑 (Ledol) AEB ( Maaliol) & B — 4 fi BS, AEH A = BF ( Valepo- 

tiates) 按 照 结 构 上 的 差异 又 分 为 三 类 , 即 Valtraum didrovaltratum 和 Valrtrtum hydrin VA Xe Zi 

草 二 醇 乙 酸 酯 (Kcssolglycol diactatc ) 。 Sa et PA De A BE SA = BS Oy Sa AY A 

分 。 统 草 对 神经 系统 的 有 效 成 分 并 非 一 种 ,主要 是 醚 油 及 生物 碱 。 也 有 人 认为 醇 提 取 物 

最 有 效 ,新 鲜 汁 液 及 挥发 油 作 用 较 弱 。 
2. AED) Tat : SAGE Bil ( Valerine ) ii FE ty Bil ( Chatinine ) , 48 7 Hl A (Alkaloid A) . i 5" tii B 

(Alkaloid B) A KEEDK ( Acfinidine) , 4H 5! AK (v - Aleriamine) 及 猕猴 桃 碱 等 。 
3. KARE AA AIS (Valepotriatium, Vaitrate , Valepotriate ) , F# MSE — Sl Bil Ft FH ( Iso- 

valeroxyhdroxy — dihydrovaltrate , VHD - valtrate) , A 1b #ii Gt ZB ( Valechlorine) 7 - RHA Z HEF 

4 HX (7 - Cpideacetyl - isovaltrate ) . Mi XE HF ( Valeridine) , Z. HEA HER ( Acevaltrate ) Ke Sail HE 

HX(Valerosidatum) . Hebi ea REAR aN YE OR, Sail LB, Fe a ES $F Br BH HBR HY HS 

质 。 

KML KER KORE RIEL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将 纺 草 粉碎 过 20 目 得 ,用 水 浸 取 或 渗 渡 ,将 溶液 浓缩 。 浓 缩 

液 与 水 1:1 喷洒 农作物 可 杀 虫 ,也 有 驱 鼠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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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ZF Zingiberaceae 植物 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 

NA TH, WH, AAS, NZ. 

BMA ASFERA, RARK. AR ME, wt AGERERK. 2B 

70 ~ 80cm。 叶 为 狭长 的 披 针 形 ,先端 渐 尖 ,基部 狭 ,无 柄 , 排 成 二 列 ,通常 不 开花 。 生 于 暖 

地 的 ,在 夏秋 间 自 地 下 蔡 抽 花茎 ,顶端 形成 粗 短 的 穗 状 花序 , 花 下 有 绿色 的 苞 , 层 层 包 围 。 

花 被 橙黄 色 , 唇 办 紫色 ,有 白色 斑点 。( 图 57) 

— 

Ves 

ty) 

图 57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 

分 布 与 生境 .全 国 各 地 都 有 栽培 ,为 一 栽培 作物 。 
药 用 部 位 RAS. 

药材 性 状 ”本 品 为 侧面 压缩 的 扁平 根茎 ,有 指 状 分 枝 , 各 分 枝 的 顶端 有 凹陷 的 茎 痕 或 

有 芽 痕 ,长 4~ 10cm, 厚 1 ~ 2cm, 表 面 灰 棕色 ,粗糙 , 具 纵 皱纹 及 明显 的 环节 。 去 皮 的 药材 ， 
外 表 显 黄白 色 或 淡 标 色 ,平滑 而 有 纵 长 的 细 条 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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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品 折断 面 呈 颗粒 性 ,白色 或 淡 黄色 ,时 有 呈 纤 维 状 的 维 管束 外 露 。 平 整 的 切断 面 作 
椭圆 形 , 有 显明 的 内 皮层 环 纹 ,皮层 约 占 根茎 的 1X3 部 位 。 在 中 柱 和 皮层 部 , 散 有 多 数 带 
灰色 的 维 管束 斑点 及 黄色 油 点 ( 油 细胞 ) , 气 特 殊 而 香 , 味 关 。 

显 微 鉴别 ”未 去 外 皮 的 根茎 ,其 横 切面 特征 为 :中 木 栓 层 为 多 列 薄 壁 性 木 栓 细胞 , 常 
发 生 在 皮层 部 分 。 木 栓 层 以 外 有 时 尚 有 薄 壁 细胞 存在 。 包 皮层 由 薄 壁 细胞 组 成 ,大 多 含 
有 众多 狭长 的 淀粉 粒 。 油 细胞 随处 可 见 , 含 黄色 油脂 状 物 。 皮 层 部 散 有 叶 迹 维 管束 ;内 皮 
层 为 一 列 不 含 诞 粉 粒 的 细胞 ,其 侧 壁 不 栓 化 ,并 显 凯 氏 点 或 凯 氏 带 。@@ 中 柱 占 根茎 的 大 部 
分 ,其 中 散 列 众多 维 管束 。 邻 近 中 柱 鞘 处 的 维 管束 ,排列 挤 密 ,形体 较 小 ,有 的 木质 部 仅 有 
一 二 个 导管 , 渐 向 中 央 则 维 管束 较 大 , 散 列 较 朴 。 维 管束 为 外 韧性 ,其 内 侧 或 周围 , 伴 有 非 

木质 化 而 壁 较 薄 的 纤维 群 。 中 柱 的 薄 壁 组 织 中 富 含 淀 粉 粒 , 散 有 油 细胞 。 
粉末 RAAB ,芳香 而 辣 。 中 淀粉 粒 极 多 , 呈 长 卵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有 的 顶端 作 鸟 嘴 

状 ,长 5~ 60um, HA 25wm, 脐 点 位 于 较 小 的 一 端 , 微 显 层 纹 。@ 油 细胞 呈 长 圆 形 ,中 含 黄 
棕色 油 质 (新 鲜 粉 未 )。@ 纤 维 非 木质 化 , 壁 薄 。 四 导管 具 球 纹 , 螺 纹 或 网 纹 ,有 的 非 木质 
He. OAT MIRA A , 淡 棕 色 。 

化 学 成 分 
1. 芳香 性 成 分 

挥发 油 ,含量 0.25% ~ 3% ,其 中 主要 香气 成 分 为 姜 醇 (Zingiberol, Cis Hos 0) hi 
(Zingiberene, ClsHz4) , FF es 7K Tal Bhs FEA RE IS 

b.( - ):134°C (14mmHg) 

Zingiberene 

OCHs 

CH + (CH: bg ck fcc on 
H 

Gingenol 

ey. CH=CH + (CH: }- CHs 

OCH3 

H 

b.201 ~ 203°C (2 ~ 2. 5mmHg) 

Shoga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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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CH + COCHS DC=CH' CH: + CH: « C= CH + CHO 
CHT 

CH 

(CH3 > be 220°C 

H Citral 

m .40~1 
b. 190°C (16mmHg) 

Zingerone 

2. 辛辣 成 分 

(1) 姜 辣 素 (Gingerol) :为 黄色 油状 液体 , 具 关 味 。 沸 点 235 ~ 240Y 。 本 成 分 如 与 氢 氧 

AGRE AA ,可 被 分 解 ,产生 挥发 性 的 醛 类 与 结晶 性 的 辣 味 物质 , 称 为 姜 酮 ,同时 产生 油 

TRB Ae i 

(2) 3245 Bil ( Shogaol ) :沸点 201 ~ 203°C 。 

(3) 姜 酮 (Zingerone) :为 结晶 物 ,熔点 41YC 。 

此 外 尚 含 树脂 粘液 质 、 演 粉 . 水 苘 香 莫 (Phehaudrene, Cjo Hye ) ,樟脑 莫 (Comphene, Cio 

Hye) , F748 ( Cineol ) 55 Fy RAE ( Citral)  , WOH AG EH A CHR. 

采集 加 工 1 AMA REN AF K, ARO ReH, RBA AM 

砂 。 将 收获 的 生姜 APRS LO AVE HEF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鲜 姜 0.5Skg HE RIE, DIK Ske, 过滤 喷洒。 也 可 将 干 姜 磨 成 细 粉 , 喷 粉 。 防 治 虹 

虫 有 效 。 

2. 生姜 0. Sky 加 水 0.13kg 的 烂 取 其 计 液 ,每 0.5kg, 汁液 加 水 3kg, 防治 棉 蚜 效果 为 

100% 。 

3. 生姜 1.2Skg, 樟 脑 0.08kg, 加 水 10kg, 者 成 原液 Skg, 加 水 30kg, 防 治 棉 蚜 效果 为 

85% 0 Wah EA A EK, 

4.20 倍 水 者 液 对 小 麦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的 抑制 效果 为 %6% , 同 浓度 的 水 浸 液 效果 为 

100% 。 

5. 姜 的 20 倍 水 者 液 ,对 棉 角 斑 病 的 抑制 效果 为 S0% ~ 100% 。 

6. ESE 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病 的 抑制 效果 为 74.36% 。 同 浓度 水 者 液 效果 为 

10.14% 。 

参考 文 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 究 所 .中 药 志 . 北 京 :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61,1:362 

[2] Ally M M.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Zingiber officinale. Proc Pan Indian Ocean Sci 

Congr, 4th, Karachi, Pakistan, Sect G.1960,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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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 

柿 ” 柿 树 科 Ebenaceae 植物 柿 Diospyros kaki 工 .。 

别名 RRS MAW, 

植物 形态 ”落叶 乔木 ,高 达 15m; A RIK, WEA KI MR, At RE. 

单 叶 互生 ;叶柄 长 1~ 1.5em, AE; PI, PURE Be II, KR 6 ~ 18cm, i 3 ~ 

Sem, Few , SLAB i BE UAL ,全 缘 , 上 面 深 绿 色 , 有 光泽 ,下 面 淡 绿 色 , 有 短 柔 毛 ， 

沿 叶脉 密生 淡 褐 色 绕 毛 。 花 杂 性 ,雄花 成 短 聚 伴 花 序 ,雌花 单 生 于 叶腋 ; 花 葛 4 RR 

毛 , 果 熟 时 增 大 ;花冠 钟 形 ,黄白 色 4 裂 ,有 毛 ; 雄 花 有 雄 巷 16; 雌花 有 退化 雄蕊 8, 子 房 上 

位 ,8 室 花 柱 自 基部 分 离 ,浆果 卵 圆 形 或 扇 球形 ,直径 ~ 8em, 橙 黄色 ,红色 或 深 黄 色 , 具 宿 

存 的 木质 花 葛 。 花 期 5 月 , 果 期 9~10 月 。( 图 58) 

F158 Diospyros kak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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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栽培 。 多 栽培 在 2 000 米 以 下 山谷 和 平地 上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柿饼 ) Ra AFF) 

药材 性 状 ” 宿 苯 盘 形 , 苯 简 部 嗽 叭 形 ,裂片 平展 或 向 外 反 卷 ,直径 1.5 ~ 2.5cm; 底部 

有 果 柄 或 圆 形 果 柄 。 外 表面 红 棕 色 ,内 表面 黄 棕色 , 苯 简 部 有 褐色 短 绕 毛 , 作 放 射 状 排列 ， 

具 光 泽 , 苯 简 中 心 有 暗 棕色 圆 形 隆起 的 果实 脱落 后 的 疤痕 。 质 轻 , 苯 简 木质 ,边缘 裂片 质 

脆 易 碎 , 气 无 , 味 微 甜 滁 。 以 个 大 而 厚 、 质 硬 、 色 黄 褐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宿 苯 粉末 :棕色 。 中 非 腺 毛 众 多 , 单 细 胞 ,直径 20 ~ 26um, 一 种 较 短 ,长 

150 ~ 300pm 壁 厚 约 gum, 胞 腔 含 棕色 物 ; 另 一 种 长 至 860m, BEX Sum, A AY Hed RR 

色 。@ 分 枝 状 石 细 胞 多 见 ,一 般 直 径 约 80um, 少数 至 180um, BEE 5S ~ 34pm, 纹 孔 及 和 孔 沟 极 

细密 。@ 草 酸 钙 方 晶 直 径 8 ~ 30km。@ 四 下 表皮 细胞 类 方形 或 多 角形 ,气孔 不 定式 , 副 卫 细 

胞 5~7 个 。@@ 腺 毛 偶 见 , 头 部 2 ~ 3 细胞 ,直径 34ym, 充满 棕 红 色 物 , 柄 1~ 2 细胞 。 

理化 分 析 “样品 制备 :本 品 粗 粉 0.1g 加 70% 乙醇 4ml, 冷 浸 过 夜 , 滤 过 滤液 在 水 浴 上 

7eF CE 0.5ml 溶解 后 点 样 ,点 样 量 20 由。 没食子 酸 与 榭 皮 素 醇 溶液 为 对 照 品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 湿 法 铺 板 ,阴干 后 110 色 活化 30 分 钟 。 展 开 剂 :甲苯 - 甲酸 乙 酯 - AR 

(5:4:1) ,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1% 三 氯 化 铁 醇 试 剂 喷雾 没食子 酸 呈 蓝 黑 色 ,2% 三 氯 化 铝 

醇 试剂 喷 后 于 紫外 光 灯 (254nm) 下 观察 , 桥 皮 素 显 黄 绿色 荧光 。( 薄 层 层 析 ) 

化 学 成 分 “ 柿 蒂 含 三 熙 类 : 乌 索 酸 (能 果 酸 ) MAR (AREAS Betulin) 、 齐 墩 果 酸 、 三 

iis 8k Ta] Bl (Triterpen carvone，CaoHss03) , 尚 含 B- 谷 省 醇 及 其 糖 武 三 叶 豆 耻 ( 山 泰 酚 -3 
— “FFL Sk ARR - 3 - 半 乳 糖 起 )、 丁香 酸 、 香 草酸 、 葡 萄 糖 及 果糖 。 果 实 含 
果糖 、 和 葡萄 糖 蔗糖、 甘露 糖 、 果 胶 、 靶 质 、 玉 蜀 乘 黄 素 、 胡 葛 修 烃 及 番茄 红 素 (Iycopene, Cs 

Hs) 。 柿 需 含 甘露 醇 、 和 葡萄糖、 果糖 及 蔗糖 。 种 子 的 胚乳 含 多 缩 甘露 糖 。 鲜 根 的 甲醇 提取 

液 中 含 矶 松 素 (Plumbagin)、7 - 甲 基 胡 桃 酮 (7 - Methoxy - Ljuglone) 、 君 迁 子 酮 (Mamiegaki- 
none ) , 5# Fi Hz (Isodiospyrin) ,2 — 甲 氧 基 -7- 甲 基 -胡桃 本 及 一 种 新 蔡 配 物质 ,分 子 式 为 

CoHo04。 从 于 燥 柿 根 的 氯仿 提取 液 中 分 离 出 柿 本 (Diospyrin) 君 迁 子 酮 ,7 - 甲 基 胡 桃 配 、 

新 柿 本 (Neodiospyrin) 。 成 熟 果 实 、 叶 及 花 含 ( + ) TCH RRR - 3 - MAM ( ++) - 
Ieucodelphinidein - 3 - glucoside) ], WH MATS RAH -HEZRMD. HIFGRRR. 

SSPE IRS AS HE IE I: Fi] 45 (Shibuol , Cyy Hyp Oo ) FF 4 FH tt BFE ih AY Z. EA BE Dy I 

及 果糖 等 。 

SS @e Hs 

bu 0 
Betulin Plumbagin Isodiospy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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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通常 收集 成 熟 果 实 的 宿 苯 洗 净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柿子 树叶 0.5kg, 加 水 0.5kg 的 烂 取 汁 0.4kg,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S$kg, 喷 酒 ,防治 

棉 蚜 效果 达 85% 。 
2. 柿 叶 O. Ske 切 碎 ,加 水 ike 者 开 ,过 滤 喷 酒 ,防治 蔬菜 害虫 , 食 叶 害虫 ,效果 达 70%。 

3. 柿 叶 20 FKL, FEAR GAR FL, AR BRIA ISM, 

参考 文 献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下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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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 龙 

Fue BRF Dioscoreaceae 植物 穿山 龙 Dioscorca nipponica Makino. 。 

别名 CAR ,穿山 骨 , 穿 地 龙 , 串 地 龙 , 地 龙骨 ,金刚 骨 , 鸡 骨头 , 山 和 常山, 常山, 性 

LSE, HEIS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缠绕 草本 MKRABEATIOL, ARH. MEA, MBA, a 

f,, 16 5~1lem,3 裂 , 中 裂片 矩形 或 卵 形 , 顶端 渐 尖 ,两 劳 裂片 有 3 ~4 浅 裂 ,顶端 钝 或 急 

尖 , 两 面 都 被 短 硬 毛 。 有 脉 9 条 , 具 长 叶柄 ,长 3~ 7cm, 少 有 长 17cm 的 , 花 雌 雄 异 株 ; 雄 花 

序 简单 ,雄花 绿 黄色 ,长 2.Smm , 近 于 无 柄 ,2 ~ 3 FEFERIE ERB 6, IB RR , 稍 

长 或 与 管 等 长 , 雄 营 着 生 于 花 被 管 上 ,雌花 序 为 极 稀 的 德 状 花 序 。 下 垂 , 花 亦 绿 黄色 , 花 被 

6, FUE 1K 2mm, 子 房 长 3.5~ Smm, 圆 简 状 。 蒜 果 倒 卵 矩 形 。 长 1.5 ~ 2cem, 宽 1.5cm, 生 

于 海拔 300 ~ 2 000m 的 山坡 、 林 边 或 灌木 从 中 , 沟 边 也 有 。( 图 59) 

图 59 Dioscorca nipponica Ma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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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黑龙江 \ 吉 林 、 辽 宁 AR Ae I IL 

陕西 、 宁 复 、 甘 肃 、 青 海 ̀  四 川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根茎 。 

药材 性 状 ” 穿山 龙 根 葵 呈 类 圆柱 形 , 稍 弯曲 , 常 有 分 枝 ,长 10 ~ lem, 直径 0.3 ~ 

1.5cm。 表 面 黄 白色 或 棕 黄 色 , 有 不 规则 纵 沟 ,并 有 点 状 根 痕 及 偏 于 一 侧 的 突起 的 葵 痕 , 偶 

有 膜 状 浅 棕色 外 皮 和 细 根 。 质 坚硬 断面 平坦 ,白色 或 黄白 色 , 散 有 淡 棕 色 维 管束 小 点 , 气 

til , RETTE 0 

显 微 鉴别 ”穿山 龙 根茎 (直径 0.8cm) 的 横 切面 ,最 外 层 为 木 栓 细 胞 多 列 。 常 脱落 。 

皮层 较 薄 ,细胞壁 微 木 化 ,有 粘液 细胞 ,长 S1 ~ 58um, 直径 37 ~ 47fpm, 以 接近 中 柱 处 为 多 ， 

内 含 酸 钙 针 晶 束 。 中 柱 散 生 外 亏 型 维 管束 。 薄 壁 细 胞 中 部 含 淀 粉 粒 ,长 圆 形 ,长 5 -~ 

Wpm, 其 中 以 小 颗粒 为 多 , 脐 点 裂缝 状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本 品 粉 未 约 2g, 加 水 30ml ,水浴 上 加 热 10 分 钟 ,过 滤 。 取 水 提出 液 2ml, 置 于 具 

塞 试管 中 ,摇动 1 分 钟 ,产生 大 量 蜂 窗 状 泡沫 ,放置 10 分 钟 ,泡沫 没有 明显 减少 。( 检 查 气 

i) 

(2) 取 上 述 水 提取 液 2m ,加 2% 血 液 混 悬 液 5 ~ 10 滴 ,放置 数 分 钟 , 血 液 逐 渐 被 溶解 ， 

使 提取 液 呈 红色 透明 液 。( 检 查 皂 起 ) 

(3) 取 本 品 粉 未 2g, 加 80% 乙醇 加 热 浸 提 , 过 滤 ,滤液 蒸 去 乙醇 , 放 冷 , 残 酒 溶 于 少量 

醋酸 中 ,加 酷 轩 和 浓 硫 酸 数 滴 ,应 呈 紫 红色 。( 检 查 皂 起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 取 本 品 粉末 Seg, Un 2M 盐酸 约 60ml ,水浴 上 加 热 水 解 3.5 小 时 , 放 冷 过 滤 ， 

残渣 用 水 洗 至 中 性 , 烘 于 (80 ~ 100°C ) ,加 石油 醚 (60 ~ 90Y% ) 回 流 提 取 4 小 时 ,提取 液 蒸 干 

后 ,残渣 用 氯仿 溶解 至 全 量 为 10ml, 备 用 。 吸 附 剂 :1% CMC 硅胶 板 ( 上 海 菊 光化学 厂 ) ,在 

100% 烘 2 小 时 。 展 开 剂 :氯仿 - 丙酮 (93:7) , 展 距 11cm。 显 色 剂 :3 色 磷 钼 酸 醇 液 喷雾 ,加 

热 后 显 蓝 色 。 以 纯 品 暮 忒 皂 起 元 和 25 -a-F- PAY -3,5- WUT. 

化 学 成 分 “根茎 主要 含 尿 囊 素 (Allantoin,C3 HgN403)。 

Be fit" A ( Dioscin) 2 FF ff BER ; 7K APR AY 45 Fit", LSP ( Diosgenin) o 

H3C-. 司 

Haf | 6 En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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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ime: HINCON 
H 

Allantoin Hi Diosgenin 

采集 加 工 ” 春 、 秋 二 季 采 挖 ,以 秋季 采 挖 较 好 。 控 取 根 荃 ,除去 地 上 部 分 ,须根 和 外 皮 

( 栓 皮 ) 晒 于 。 本 品 粉 碎 加 工时 , 须 注意 防护 ,以免 产生 过 敏 反 应 。 | 

配制 方法 与 防治 对 象 ”将 穿山 龙 全 株 0.5kg、 切 碎 EDK 2.5kg, BREA) IAM 

用 20 Fa 7K RR F FMA BA 100%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100%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提取 和 分 离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247 

(2) Tsukamoto T, kawasaki T, Yamauchi T. Isolation of deoxy -3,5- tigogenin( 25 — D - 

Spirosta — 3,5 - diene) from some Dioscoreaceae. Pharm Bull (Tokyo) , 1957,5:492 ~ 493 

(3) Sokolova L N,Turova A D,Shreter A I. Dioscorea nipponica:a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for 

the production of polysponin, an antiatherosclerotic Preparation. Rast Resur, 1968,4(1): 

43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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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 LBB} Aspidiaceae 植物 贯 众 Cyrtomium fortunei J.Sm. . 

别名 BRE AL, BRA WH RARE , 贯 仲 。 

MAAS MAHAL. AWA, BBE APA, BIA 70cm, 叶 柄 密 被 卵 形 及 线 

形 褐色 鳞片 , 轴 上 较 稀 踊 ,鳞片 边缘 流苏 状 ; 叶柄 绿色 或 下 部 呈 紫 褐色 ,长 8 ~ 24cm, 叶 片 

一 回 奇数 羽 状 复 叶 , 顶 片 三 叉 状 ,长 15 ~ 50cm, WH 10 ~ 20 对 ,互生 , 具 短 柄 或 无 柄 , 卵 状 

RATE GE ,无 毛 ,边缘 具 锯 齿 ,基部 上 端 截 切 成 耳 状 ,下 端 圆 形 ,顶端 尖 或 长 尖 , 革 质 ; 网 

状 脉 ,网 孔 中 具 一 离 生 小 脉 ,孢子 宫 群 生 于 其 顶端 。 孢 子 襄 群 多 数 , 散 生 于 小 叶 的 背面 , 移 

子囊 群 盖 盾 状 圆 形 ,其 边缘 呈 波 状 , 膜 质 ,褐色 。( 图 60) 

AN CA TDPPR 

SS ve <x save 
Sas 
EN —_ 

Say SS Sie NOS ek eee! 

SHG Se eS 

eA) OR NE 
H A AS oc ye 

ae ’ SS! 

wee UE 
7 SS } SEAR SNe 

RET NEE OF 

图 60 Cyrtomium fortunei J.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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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WT AAG)! WA BR EAR 

贵州 云南 等 省 区 。 生 长 于 树林 下 湿地 、 溪 沟 边 及 石 院 、 阴 湿 石 灰 性 岩石 上 或 旧 墙 脚下 。 

药 用 部 位 ”根茎 及 叶柄 基部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通常 为 带 有 叶柄 基部 及 细 根 的 根 荃 , 呈 梨 形 小 块 状 , 长 3 ~ Tem, 外表 

被 有 红 棕 色 而 微 带 光滑 的 鳞片 ;叶柄 基部 较 细 , 直径 2 ~ 3mm, 其 断面 显 暗 棕色 ,具有 维 管 

束 痕 3~ 4 个 。 根 蕉 四 周 着 生 众 多 棕 黑 色 的 细 根 。 和 微弱 , 味 汲 。 

化 学 成 分 “ 叶 中 含 黄酮 类 物质 桥 皮 素 、 山 泰 酚 (Kaempferol) , 贯 众 亭 (Cyrtominetin, Cj 

H,505) (6,8 -二 甲 -=-5,7,3',4- 四 羟基 黄 烷 酮 ) 和 冷 茧 亭 (Cyrtopterinetin,Cli7His05)(6,8 - 

二 甲 基 -5,7,4' - 三 羟基 黄 烷 酮 ) ,这 类 物质 均 以 起 的 形式 存在 。 

H ee ae . H H H 

CHs— CH2CH2- C Cc 
| 

b OH 

Flavaspidic acid 

Kaempferol 

H3 

HEIR RAE i GR (Plavaspidic acid). I+ PA FH Be BW AA AR AK ( Cyrtomin) RY 

茧 灵 (Crtopterin)。 前 者 水 解 为 贯 众 亭 (Cyrtominetin) ,后 者 水 解 为 冷 茧 亭 (Cyrtopterinetin) « 

采集 加 工 ” 多 于 春 、 秋 采 收 ,以 秋收 者 为 佳 ,将 根茎 控 出 后 ,除去 须根 与 部 分 叶柄 , 是 

干 即 可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根茎 贯 众 磨 粉 , 喷 播 用 。 或 贯 众 粉 1kg 加 水 10kg 配 成 水 悬 液 ,喷洒 ,对 蚜虫 、 量 

BF SHARK. 

2. 贯 众 叶 5 倍 水 煮 液 ,对 霜 霉 病 有 抑制 作用 ,对 豆 蚜 杀 虫 率 为 80% , 玉米 小 夜 蛾 为 

58.7% 0 

3. 贯 众 叶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84% ;30 PRAM ERE RS 

抑制 效果 为 99.4% 。 

4. 将 根 葵 磨 成 粉 撒 在 水 中 可 杀 子 有。 

5. 对 子 邓 ,20 倍 水 浸 液 杀 虫 率 为 51% , 100 售 酒 精液 杀 虫 率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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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虫 菊 

除虫菊 “ 菊 科 Compositae 植物 除虫菊 Chrysanthemum cinerariaefolium Bocc. 。 

别名 和 白 叶 除虫菊 ,红叶 除 虫 葡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50 ~ 100cm, 全 株 密 被 短 绕 毛 , 呈 灰 绿 白色 。 基 生 叶 丛生 ， 

有 长 柄 ,叶片 2~3 回 羽 状 分 裂 ,最 终 裂片 线形 ;花茎 叶 互生 ,叶柄 短 或 无 柄 。 花 葵 细 长 ,从 

HE ,单一 或 分 枝 ; 头 状 花序 单 生 于 葵 、 枝 顶端 ,总 苞 半 圆 形 ;周边 有 白色 舌 状 花 一 轮 ,雌性 ; 

中 央 均 为 两 性 的 黄色 管状 花 。 瘦 果 线 形 , 具 $~7 棱 ,上 端 有 和 宿 存 的 划 齿 。 花 期 5S~6 月 。 

均 为 栽培 。( 图 61) 

Be 
YY 
N 

图 61 Chrysanthemum cinerariaefolium Bocc . 

分 布 与 生境 ”云南 山东 \ 广 东 \` 四 川 均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地 上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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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本 品 花头 呈 扁 球形 ,直径 约 lem; 总 苞 由 40 余 枚 苞 片 组 成 , 作 复 瓦 状 排列 
成 2~3 层 , 苞 片 略 呈 披 针 形 , 淡 绿 黄色 ,有 毛 , 边 缘 较 菏 ; 花 头 外 层 为 1 ARE, Be 15 ~ 
30 个 , 系 雌 花 (退化 的 雄花 尚 可 见 到 ) ,花冠 天 状 , 淡 黄 色 ,长 1 ~ 2cm, 顶端 3 裂 , 中 央 裂 齿 

较 两 侧 为 小 ,有 齿 纹 约 17 条 ;花头 中 心 部 分 ,有 200 ~ 300 个 简 状 花 (管状 花 ), 系 两 性 花 ， 
长 4~ Scm, 花 冠 黄色 ,长 约 2.Som,5 2, FRE, ASR AACE. BEBE T FO 

状 的 花 托 上 ( 扁 缩 的 花 轴 ) ,其 直径 约 Smm, 中 央 微 凸 起 。 粉 末 香 而 佳 适 , 略 有 催 呈 性 ; 味 
Er, EZ RAR 0 
pA Avan Aho AY Ee RE: OBL : RBA CAAA SARE, FH 4.6 BK 8 

个 细胞 组 成 ,表面 观 呈 椭圆 日 字形 ;并 有 了 T 字 形 非 腺 毛 , 臂 部 为 一 长 而 扭曲 的 细胞 , 柄 部 
短 , 为 3~4 细 胞 ;边缘 有 少数 单 细胞 锥 形 毛 ;纤维 状 的 木 化 下 皮 细 胞 , 壁 厚 , 具 纹 孔 ,于 近 
边缘 处 较 易 察 见 。@O 舌 状 花 :花冠 上 半 部 上 表皮 细胞 呈 乳 头 状 突起 ;下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波 
状 弯曲 ,有 明显 的 角质 层 纹 ,并 可 见 气孔 与 腺 毛 。 鸟 管状 花 : 花 冠 裂 片 表皮 亦 呈 乳头 状 突 
起 , 管 部 外 侧 表 皮 有 无 柄 腺 毛 ; 雄 蕊 的 花粉 赛 内 壁 细 胞 党 具 螺 旋 状 增 厚 壁 ,花粉 粒 球形 , 直 
径 28 ~ 40pm, 外 壁 有 多 数 刺 状 突起 ,萌发 孔 3 个 。 

化 学 成 分 “ 含 杀 虫 成 分 0.3% ~ 1.6% (多 至 2% ) ,主要 为 四 种 液 状 有 毒 无 所 物质 。 

85 
: CHs 

CH= CH - CH=CH- CH; Ge aot H-CH= cw. 
; H3 

O ‘ 

除虫菊 素 甲 《CH CHs 

H3 

CH2= CH - CH=CH - CHz Or ¢-CH-CH-CH= Mi h 
< COOCHs 

O 
CH3 CHs 

BRR C 

H3 
: CH; 

CHs-CH= CH-CH of (-CH-CH-CH= ce 
: | CHs 

O 
Ha CHsa 

I+ ER BASF I 

H3 

CH3-CH = CH-CHz oS -CH- H-cH= CHS 
i | Wa COOCHs 
wae 

Hs ‘CH; 

INHER BaF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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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45 XH FH ( Pyrethrin 1, Co, Hog 03 ) , 系 粘 稠 性 油状 物 ,沸点 135% ,由 除虫菊 醇 酮 

(Pyrethrolone, CuiH4O0)) 与 菊 一 酸 (Chrysanthemum - monocarboxylic acid, CloHi0O2z ) 结 合 而 成 

的 酯 ;@ 除 虫 薄 素 乙 (Pyrethrin TT ,C2Hz305) , 系 粘 稠 状 物 ,沸点 150°C , 由 除虫菊 醇 酮 与 菊 

二 酸 一 甲 酯 (CuHs04) 而 成 的 酯 ;@ 灰 菊 素 甲 (Cinerin 工 ,CoHzs02) , 粘 稠 性 液体 , 系 灰 薄 

醇 酮 (Cinerolone,CioHi0>) 与 菊 一 酸 结 成 的 酯 ;由 灰 菊 素 乙 (Cinerin 工 ,CiHzs06) , HDA HE 

液体 , 系 灰 叶 菊 酮 与 菊 二 酸 一 甲 酯 所 成 的 酯 。 

上 述 四 种 成 分 ,以 除虫菊 素 甲 为 主要 杀 虫 成 分 ,其 杀 虫 效力 比 除虫菊 素 乙 强 至 10 售 ， 

但 含量 较 少 ,两 者 的 比例 约 为 2:3。 

灰 叶 菊 素 甲 与 除虫菊 素 甲 的 毒 力 相近 , 灰 叶 菊 素 乙 则 与 除虫菊 素 乙 相似 。 

通常 所 称 的 “除虫菊 素 " 或 “除虫菊 精 ”, 系 指 上 列 数 种 成 分 的 混合 物 。 

此 外 ,本 品 尚 含 挥 发 油 ,树脂 ,一 种 忧 及 一 种 生物 碱 。 

主要 有 效 成 分 为 除虫菊 素 I (Cy Ho03 ) ,除虫菊 工 (C2Hao03) , 瓜 叶 除虫菊 素 工 (C> 

H2z303) 及 瓜 叶 除虫菊 工 (CaiHzs05;) ,其 化 学 结构 式 如 下 : 

采集 加 工 ” 当 花 丰 开 时 采摘 头 状 花序 ,迅即 晒 干 或 于 50% 左 右 烘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杀 虫 常 以 花 为 主 。 和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粉剂 :将 除虫菊 花 磨 碎 过 得 成 粉 状 , 若 除虫菊 含量 在 0.8% 左 右 , 粉 的 细 度 最 低 应 

通过 120 号 筛 目 ,含量 高 的 应 通过 200 号 筛 目 。 然 后 将 除虫菊 粉 以 1:300 的 比例 加 水 ,并 
酌 加 肥皂 搅 匀 , 即 可 当 作 悬 浊 液 应 用 。 

2. 烟 剂 :一般 主要 用 于 杀 蚊 虫 ,其 配制 比例 如 下 :除虫菊 粉 50% ,榆树 皮 粉 48 % , 蔡 酌 

1% , 色 料 1% 。 用 适量 的 水 调 成 糊 状 , 制 成 条 香 , 晒 干 即 成 。 

3. 油 剂 :一 般 用 于 杀 蚊 . 蝇 、 重 臭虫 等 ,效力 迅速 。 

4. 乳剂 :为 防治 蔬菜 .果树 、 茶 、 烟 草 等 害虫 的 良好 药剂 。 用 煤油 提取 液 加 肥皂 便 成 

乳剂 。 若 用 酸 子 油 皂 则 更 可 延长 贮存 的 时 间 。 

5. 用 除虫菊 粉 1kg, 加 草木 灰 lkg; 先 用 水 把 草木 灰 溶 化 ,然后 倒 在 350kg 水 中 ,再 取 
除虫菊 粉 用 少量 肥 气 水 调 成 糊 状 , 倒 在 肥皂 水 中 搅 匀 , 作 喷雾 用 。 

6. 除虫菊 lke, HES 1lkg, 清 水 160kg, 先 将 肥皂 制 成 肥皂 水 ,再 加 入 除虫菊 粉 1kg, 搅 匀 
即 可 使 用 。 

7. 用 酒精 或 其 他 溶剂 从 花 中 提取 除虫菊 素 ,然后 将 提取 液 徐 徐 喷 到 高 岭 土 、 滑 石粉 

等 惰性 粉 上 , 边 喷 边 混合 , 待 溶剂 蒸发 后 , 磨 成 粉 ,过 筛 即 成 杀 虫 粉 。 

8.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及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达 90% 以 上 。 

9. 芝麻 油 中 含有 芝麻 素 , 对 除虫菊 有 增 效 作用 。 若 在 除虫菊 制剂 中 加 入 5 多 的 芝麻 

油 , 可 以 大 大 提高 除虫菊 的 杀 虫 效率 ,最 高 可 达 10 倍 以 上 。 

10. 黑 胡椒 中 含有 黑 胡椒 碱 及 其 水 解 产 物 胡 椒 酸 ,这 两 种 物质 均 能 杀 虫 , 若 和 除虫菊 

合用 , 即 能 增 大 药 效 。 
11. 大 叶 花 椒 中 含 大 叶 花 椒 酰 胺 ,与 除虫菊 合用 可 增加 效力 。 
12.25% 除 虫 薄 粉 与 波尔多 液 合 用 ,能 刺激 马 铃 昔 生 长 ,其 花 蓄 数目 可 增加 一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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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2 HF} Solanaceae 植物 枸杞 Lycium chinense Mill. 。 

ANZ MARR TEAL HHA KA ALL. 

植物 形态 ”灌木 光滑 , 枝 柔 弱 ,直立 ,弯曲 下 垂 或 币 甸 ,长 ~ 4m, 径 2mm, 有 短 刺 或 无 

刺 ; 小 枝 黄 白色 ,有 棱 ; 叶 由 2~ 5 HAM, BA, ARI, KODALI BODIE, KK 

2~5cm, 宽 5~ 10mm, 先 端 尖 或 钝 ,全 缘 , 基 部 枫 形 。 花 腋生 ,由 2~ 5 条 组 成 一 从 ; 苯 钟 状 ， 

3~ 5 裂 ,裂片 先端 渐 尖 并 有 一 束 小 绒毛 ,花冠 紫色 ,管状 , 管 口 扩大 ,直径 3~ Smm, 有 5 裂 ， 

裂片 平展 , 宽 卵 形 DAA GAA E ; MES 5 枚 , 贴 生 管内 ,花丝 下 部 1/3 处 有 锈 色 绒 毛 一 东 ; 

花 盘 显著 , 肉 蕊 1 枚 ,长 1~ 1.2cm, 浆 果 鲜 红色 , 卵 圆 形 ,长 1~ 2cm。( 图 62) 

2 Ua? 

© i = 

Q4 村 Lil 

FN 
Ee ga N 

图 62 Lycium chinense Mill. 

分 布 与 生境 ”遍布 全 国 各 地 。 分 布 于 河北 内 蒙古 .山西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 疆 等 省 

区 ,宁夏 有 大 量 栽培 ,天 津 、 浙 江 等 省 市 有 引种 栽培 。 

生 于 海拔 2 000 ~ 3 000m 的 河岸 干 山 坡 、 渠 畔 砂砾 地 , 耐 盐 、 耐寒、 耐 旱 、 盐 渍 化 的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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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壤土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枸杞 子 )、 根 皮 ( 地 骨 皮 )。 

药材 性 状 组织 :将 新 鲜果 实 除去 种 子 ,做 成 横 切 片 , 呈 类 圆 形 ,由 横 隅 分 成 二 室 , 中 

轴 胎 座 部 分 膨大 ,果皮 及 种 子 的 横 切 面 主要 点 如 下 : 

1. RE 

OSREA 1 WB ERA, EBS OEE HRA IE ARERR. 

QHPFR KA Fa AT Yee PRE 2 2, CD AN, AS RSH ih, AERA 50 余 

SY BA, AOD , BAW A A) SEE TT) , EGA 1G tHE ICH. OAR 

BA 1 列 呈 类 圆 形 或 稍 呈 切 向 延长 的 细胞 ,排列 成 微波 状 。 

在 果实 的 横 隔 及 中 轴 胎 座 的 壁 组 织 中 , 散 有 维 管束 约 十 五 六 个 ,有 的 维 管 中 导 管 数目 

较 多 。 

2. 种 子 

主要 鉴别 特征 ,在 于 种 皮 石 细 胞 。 

人 中 种 皮 的 表皮 为 石 细 胞 , 呈 类 方形 , 径 向 约 在 80um, 切 向 的 长 度 不 一 , 自 24 ~ 160pm 

不 等 ,外 壁 较 薄 , 自 外 向 内 逐渐 增 厚 ,可 到 30um, HAMA, AREA 10km, 石 细胞 层 以 

下 ,有 5~6 列 被 压缩 的 种 皮 薄 壁 细 胞 ;@ 胚 乳 细 胞 多 角形 ,含有 脂肪 油 及 蛋白 质 颗 粒 的 内 

含 物 ;@ 胚 根 由 多 数 多 角形 细胞 组 成 ,细胞 中 充满 内 含 物 ; 由 子叶 二 片 ,半圆 形 对 合 由 多 数 

落 壁 细胞 组 成 ,其 表皮 细胞 、 棚 栏 组 织 及 海绵 组 织 均 隐约 可 辩 。 

3 .粉末 

果实 (包括 种 子 ) 的 粉末 鉴别 特点 。 

中 外 果皮 碎片 众多 ,其 表面 观 细 胞 呈 多 角形 或 类 长 方形 , 垂 周 壁 厚 约 至 Sum, 有 时 作 

念珠 状 样 壁 孔 ,角质 层 有 时 显 平 直 或 不 规则 波 曲 的 纹理 ;@ 中 果皮 细胞 呈 不 规则 形 , 含 红 

橙色 物体 ;G@) 草 酸 钙 砂 晶 充 塞 于 一 些 果 皮 细 胞 中 ;四 导管 主 为 螺纹 ,直径 为 5~ 8um; OFF 

皮 石 细胞 表面 观 呈 不 规则 长 形 , 垂 周 壁 微波 状 至 深 波 状 弯曲 ,细胞 直径 可 至 160m; 壁 厚 

16 ~ 30um, 无 色 至 淡 黄 色 , 稍 有 壁 孔 , 胞 腔 中 充 塞 黄 橙色 乃至 黑 棕 色 物 质 , 有 时 也 可 看 到 

石 细 胞 的 横断 面 。 此 外 ,可 见 多 角形 豚 乳 细胞 及 脂肪 油 滴 。 

显 微 鉴 别 ” 横 切面 :中 外 皮 部 有 2~ 3 条 木 栓 组 织 层 带 ,最 内 一 层 木 栓 组 织 常 呈 完整 

的 环 带 ,发 生 在 万 皮 部 深 处 ,外面 的 木 栓 组 织 层 则 交错 连接 , 落 皮层 组 织 中 可 见 舌 废 的 得 

BRA. QM RBA be ERK ,射线 宽 为 一 列 细胞 ,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砂 唱 与 淀粉 粒 , 有 时 可 见 纤维 及 石 细胞 散在 。 

理化 分 析 

I. 甜菜 碱 的 定性 测定 

(1) 生 药 的 5% 水 浸 液 或 碱 性 水 浸 液 ,在 紫外 灯 下 均 显 深 污 绿色 荧光 。 

(2) 取 生 药 粗 粉 Sg, 加 70 色 乙醇 S0ml, 置 水 浴 上 回流 10 分 钟 (或 室温 浸泡 过 夜 ) ,过 

UE ,滤液 在 紫外 灯 下 显 亮 淡 蓝 色 荧 光 。 取 乙醇 提取 液 Im, 置 水 洽 上 蒸 干 ,加 入 硼酸 的 饱 

和 丙酮 溶液 及 10% 枸 橡 酸 丙酮 溶液 各 lml, 蒸 去 丙酮 , 残 酒 在 紫外 灯 下 显 黄 白色 荧光 。 

Il. 甜菜 碱 的 含量 测定 

1. 比 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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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 LAY LL CM Ee FB EGER ( hh 1G ER ) ID, AE HP LE 70% 丙酮 中 在 

525nm 测定 吸收 度 。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吸取 标准 溶液 1.Sml (每 毫升 含 标准 甜菜 碱 0.2, 0.4,0.6,0.8. 
1.0mg) 至 30ml 烧瓶 中 , 置 冰 浴 中 冷却 10 ~ 15 分 钟 , 用 滴定 管 滴 加 雷 氏 盐 溶液 ( 含 1 分 子 结 

晶 水 的 硫 氰 化 铬 铵 1.5g, 加 水 100ml) 后 ,用 盐酸 调节 pH 为 1.0, 在 室温 搅拌 45 分 钟 ,过 

滤 。 此 试剂 在 使 用 前 制备 了 Sml ,并 不 断 搅 拌 ,然后 在 冰 浴 中 放置 至 少 3 小 时 ,取出 ,用 玻 

璃 漏斗 过 滤 ,用 乙醚 液 ( 不 含 乙醇 的 试剂 乙醚 每 100m 加 lm 水 ) 洗 (3 x 2ml) 烧 瓶 及 沉淀， 

沉淀 中 的 乙醚 挥 干 后 ,用 70% 丙 酮 (3 x Sml) 溶 解 并 移 至 25ml 容量 瓶 中 并 加 70% 丙酮 至 刻 

度 , 摇 匀 ,在 525nm 以 70% 丙酮 为 空白 测定 吸收 度 ,绘制 标准 曲线 。 
样品 测定 :样品 10g 溶解 在 100ml 水 中 ,用 移 液 管 吸 取 Sml 至 50ml 烧瓶 中 ,加 水 35 ~ 

40ml ,用 盐酸 调节 至 pH1, 加 骨 炭 0.25¢ 加 热 至 沸 过 滤 ,用 盐酸 调节 滤液 pH 至 1, 再 用 水 黎 

FEZ 100ml, 取 5.0ml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参照 标准 曲线 计算 样品 中 甜菜 碱 含 量 。 

2. 酸 碱 滴定 法 

离子 交换 柱 的 制备 : 取 混 合 的 离 交 换 树 脂 10ml( 用 2 体积 的 2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和 10 体 
积 1M 盐酸 溶液 分 别处 理 5S00ml 的 De - Acidite FF(16 ~ 50 目 ) 和 250ml 的 Amberlite IRC - 

50 (16 ~ 50 目 ) 使 分 别 转变 为 OH- 型 和 H+ 型 ,然后 用 水 洗 至 不 含 碱 和 酸 。 于 燥 , 将 2 体积 

的 De - Acidite FF 和 1 体积 Ambcrlite IRC - 50 充分 混合 ,用 水 ( 刚 能 覆盖 树脂 表面 ) 调 成 包 
浆 装 柱 (16mm x 150mm) , 柱 底 接 一 外 径 为 0.6mm 的 玻璃 管 。 

样品 测定 : 取 切 碎 的 植物 根 或 叶 50g 置 于 500ml 烧杯 中 ,加 水 200ml, 称 重 ,煮沸 5 分 

钟 ,再 称 重 补充 蒸发 所 损失 的 量 ,过 滤 , 取 植物 提取 液 50 ~ 70ml 加 到 柱 中 ,用 水 洗 脱 , 收 集 

洗 脱 液 100ml, 取 SOml ,蒸发 到 约 10ml, 用 1M 盐酸 溶液 1.0ml 酸化 ,加 硫 氰 化 铬 铵 溶液 (10g 

硫 氰 化 铬 铵 加 水 200ml , 振 摇 30 分 钟 ,过 滤 , 用 盐酸 (3 ~ 4ml)( 调 节 pH 到 1)10ml ,冷却 到 

5°C ,生成 甜菜 碱 雷 氏 盐 沉 淀 ,用 3 号 垂 溶 霸 塌 过 滤 ,以 乙醚 洗 沉 淀 , 用 pH 试纸 检验 洗 至 中 

性 为 止 ,最 后 用 水 10ml BE ,然后 将 沉淀 浴 解 在 70% 丙 醇 中 ,加 0.1M 硝酸 银 溶液 和 0.1M 

硝酸 钠 溶 液 各 10ml 搅拌 ,用 布 氏 漏斗 过 滤 ,用 水 20ml 洗 生成 雷 氏 银 沉 淀 ,合并 滤液 和 洗 

液 ,用 0.01M 氧 氧化 钠 溶液 滴定 溶液 中 的 硝酸 甜菜 碱 ,以 甲 基 红 为 指示 剂 。 

3. 重量 法 

在 一 定 酸 度 的 溶液 中 ,甜菜 碱 和 四 苯 硼 盐 生 成 沉淀 ,而 其 他 化 合 物 不 干扰 测定 。 

方法 : 称 取样 品 0.4~ 0.5g, 置 50ml 烧瓶 中 , 放 甲 醇 Sml 振 摇 , 再 加 乙醇 13ml 连续 振 

播 , 用 滤纸 过 滤 ,再 用 90% 乙醇 Sml 振 摇 两 次 ,过 滤 ,合并 滤液 ,在 水 洽 上 蒸 干 , 残 酒 加 水 

15ml 溶解 ,再 加 1% 醋 酸 溶液 1.5ml ,然后 慢 慢 滴 加 2% 四 葵 硼 钠 溶液 (四 共 确 钠 2g 溶解 在 
100ml 水 中 ,加 氢 氧 化 铵 0.5g, 立 即 振 播 ,可 使 用 两 周 )2ml 和 1% 和 氯 化 铝 溶液 2ml, 放 置 5 分 

钟 ,用 4 号 垂 溶 漏斗 过 滤 ,沉淀 用 水 (3 x 3ml) 洗 ,合并 滤液 及 洗 液 至 100ml 烧瓶 中 , 滴 加 饱 

合 的 草酸 2ml, 用 力 搅 拌 数 分 钟 后 放置 30 分 钟 ,收集 沉淀 于 3 号 垂 溶 漏斗 中 ,用 1% 醋酸 

溶液 洗 ,然后 在 80°C FR 3 小 时 , 称 重 , 按 下 式 计 算 样品 中 甜菜 碱 的 含量 。( 测 定 生 药 中 
甜菜 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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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中 甜菜 碱 含量 % = 26.8 x 下 % 

t+ WwW —iitnne; 

B 样品 的 重量 。 

4. 高 频 滴 定 

甜菜 碱 盐酸 盐 可 用 O. IMAgNO, 溶液 滴定 。 

5.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将 甜菜 碱 制 成 碘 化 物 进 行 光 谱 测定 。 

方法 :取样 品 的 2M 硫酸 溶液 0.$ml( 含 10 ~ 100ug 甜菜 碱 ) 置 于 离心 管 中 , 在 0~ 45% 

的 水 浴 中 放置 10 分 钟 ,然后 加 入 冷却 的 碘化钾 - 碘 试 剂 ( 碘 15.7g 和 碘化钾 20.0g 溶 于 水 

100ml 中 ,4% 保 存 )0.2ml 混 匀 ,继续 在 冷水 浴 中 放置 80 分 钟 ,并 搅拌 ,取出 ,在 冷冻 离心 机 

(400rpm) 上 离心 5 分 钟 , 取 出 ,吸取 上 清 液 , 沉 洗 中 加 二 氯 乙 烷 5 或 10ml, 振 揪 , 在 365nm 

测定 吸收 ,若是 混合 物 则 先 用 层 析 柱 分 离 后 再 进行 测定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样品 中 甜菜 碱 的 

含量 。 

6. 光 密 度 计 法 

取样 品 和 标准 溶液 $ 风 ,点 在 硅胶 G 薄 层 上 (0.25Smm 厚 ) ,以 甲醇 -水 (1:1,pH 为 5) 展 

FF 10 ~ 12cm 后 ,将 薄板 用 热 空 气 干燥 ,然后 置 碘 蒸 气 中 30 ~ 45 分 钟 ,取出 后 在 空气 中 放 

置 约 10 分 钟 , 喷 改 良 的 碘 化 灸 钾 试 剂 ,干燥 后 反复 更 碘 和 路 试剂 3 ~4 次 ,这 样 薄 层 色 点 

可 在 室温 保持 几 小 时 ,用 光 密 度 计 在 490nm 测定 甜菜 碱 斑点 的 吸收 度 ,参照 标准 曲线 计算 

其 含量 ,在 对 分 析 植 物 进行 提取 时 ,可 使 用 内 标准 ,最 大 偏差 5% ~ 6% 。 

7. 红外 光谱 法 

样品 的 提取 物 溶解 在 ml 水 中 , 温 热 ,在 1335cm- :测定 ,从 标准 曲线 计算 甜菜 碱 的 含 

量 。 

8. 凯 氏 定 氮 法 

取样 品 ( < 2mg 的 甜菜 碱 ) 通 过 装 有 8ml 阴离子 交换 树脂 Ambelie IRA 400(OH - 型 ) 和 

2ml 阳离子 交换 树脂 AmbearliteIRC50(H* 型 ) 的 柱 ( 直 径 10 ~ 1Smm)。 用 Sml 水 洗 脱 , 洗 脱 

液 加 硫酸 3ml ,催化 剂 50 ~ 100g( 硫 酸 钠 32g ,硫酸 未 $g 和 硒 2g 混合 ) 和 水 2ml ,用 凯 氏 法 消 

化 测定 溶液 中 的 氮 ,然后 换算 成 甜菜 碱 含量 ,本 方法 分 析 前 必须 用 醋酸 铅 除去 蛋白 质 , 精 

密度 在 +2% 以 内 。 

9. 气相 层 析 法 

样品 10g 于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石油 醚 (40 ~ 60°C) HER , 挥 去 石油 醚 后 再 用 80% 乙醇 提 

取 , 过 滤 ,滤液 在 60% 蒸 干 , 残 酒 加 无 水 乙醇 ,再 蒸 干 , 然 后 加 0.1M 盐酸 溶液 Sml 溶解 , 取 
此 溶液 1 ~ 2ml 通过 DowexSOW x 2 树脂 (100 ~ 200 目 ) 柱 ,用 0.1M 盐酸 溶液 洗 , 再 用 70% 

乙醇 洗 脱 (用 含 3M 氧 氧化 铵 的 70% 乙醇 溶液 3ml 检查 甜菜 碱 ) 蒸 干洗 脱 液 ,再 加 无 水 乙 

醇 蒸 干 。 残 酒 溶解 在 lml。0.1M 盐酸 溶液 中 , 取 此 液 一 定量 蒸 干 ,再 加 无 水 乙醇 , 蒸 于 , 残 

ATE lml 三 甲 基 硅 乙酰 腕 - CAA (1: 1), E 13$% 加 热 60 ~ 70 分 钟 后 ,放置 12 小 时 ， 

取 此 溶液 1~ 3 岂 注 射 人 气相 层 析 柱 中 (1.75m x 4.0mm) ,柱子 填 装 涂 有 20% DC - 20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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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 Chrom Q, 在 11OC#RIE. FAA ARAMA Fo as. FAD Aa HE HK BK 

绘制 标准 曲线 法 测定 洗 脱 液 中 甜菜 碱 的 量 。 

化 学 成 分 “ 据 分 析 , 每 100g HALF AH bh KR 3.96mg, 维生素 Bi0.23mg, 维生素 

B;0.03mg, 烟 酸 1.7g, 维 生 素 C 3mg, 钙 150mg, BE 67mg, 铁 3.4mg; 其 灰分 约 占 1.7% ,浸出 

液 bH5.5。 原 苏联 Acrahob 等 分 析 :种 子 含 脂肪 油 量 为 17.21% , 油 折光 率 为 1.474 3 , 酸 价 

为 1.28, 碘 价 为 119.2, 含 总 糖 量 22% ~ 52% ,和 蛋白质 13% ~ 21% , 粗 脂肪 8% ~ 14%. 

了 3 

H3c - N™- CH - COO + NaBPH4+ HCE” 

CH; 

H3 

-ac -ica -coon ]， (BPh, J} + NaCL 

CH3 

Betaine 

Hs CH; H; 

(CH=CH + C=} 
H Hs Hs 

CHs CH iC Hs HC— (CH= . - CH=CH 
Ha 

H3 O+ CO (CH 1; 

Physalien 

果实 含 甜 菜 碱 (Betaine) \ 酸 浆 红 素 (Physaline) 等 ,后 者 为 玉 蜀 乘 黄 素 双 棕榈 酸 酯 (Zeax- 

anthin dipalmitate) 。 

采集 加 工 7~9 月 间 , 果 实 成 熟 时 采 收 , 晒 干 或 烘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枸杞 1 份 加 水 5 份 , 煮 1 小 时 后 过 滤 所 得 原液 对 蚜虫 杀 虫 率 达 60% 。 
2. 将 枸杞 粉碎 ,每 0.3kg 加 水 lke 煮沸 后 ,过滤 ,滤液 喷洒 使 用 ,防治 食 叶 害虫 效果 达 

80% 。 



HOST 

荆 芥 ” 唇 形 科 Labiatae HH WFAFF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 

别名 (I, IF, SE.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直立 草本 ,有 强烈 香气 SKRME SHE ,基部 稍 带 紫 色 , 上 部 

分 枝 , 叶 对 生 , 羽 状 深 裂 ;裂片 线形 至 线 状 披 针 形 ,3 ~ 5 裂 。 轮 锌 花序 密生 于 梳 端 而 成 穗 
状 ,长 3~ gcm; 花 冠 唇 形 , 上 导 短 小 ,2 裂 , 下 唇 3 裂 ,花序 比 花 葛 长 1/4, 淡 红色 ;雄蕊 4,2 

强 。 小 坚果 棕色 ,三 角 状 椭圆 形 。( 图 63) 

图 63 Schizonepeta tenuifolia Briq. 

分 布 与 生境 江苏 ` 浙 江 \ 江 西 、 安 徽 等 省 有 栽培 或 野生 。 生 长 于 荒地 及 干旱 河谷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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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M Se ASAT. 

药材 性 状 ” 茎 方 柱 形 , 淡 紫 红色 ,或 淡 绿 色 ,被 短 柔 毛 。 质 坚硬 ,断面 纤维 性 ,中 心 有 

白色 通 部 。 叶 片 大 多 脱落 或 仅 有 少数 残留 , 花 穗 在 葵 枝 顶端 , 黄 绿色 ;花冠 多 已 脱落 , 花 昔 

宿 存 , 苗 简 内 有 三 角 状 椭圆 形 小 坚果 4 枚 , 揉 碎 时 有 浓烈 香气 , 味 辛 ,有 清凉 感 , 花 穗 更 甚 。 

WA AR HS i BH ALE. 

显 微 鉴 别 ” 蔡 横 切 面 :@ 最 外 是 外 壁 角质 化 的 表皮 细胞 。 有 单 细 胞 柄 ,分别 是 2 个 和 

8 个 细胞 头 的 腺 毛 两 种 , 非 腺 毛 由 3 ~ 8 个 细胞 组 成 , 壁 厚 , 具 六 状 突起 。@ 厚 角 组 织 位 于 

四 角 表 皮下 方 , 有 3~8 列 。@ 皮 层 2~6 列 细胞 , 含 叶 绿 体 。 旬 中 柱 鞘 纤维 束 排 列 成 不 连 

续 环 。@ 韦 皮 部 狭 。@@ 形 成 层 不 明显 。@ 木 质 部 宽 ,导管 及 木 纤维 主要 分 布 在 茎 的 四 角 

部 分 。@@ 射 线 由 1~ 2 WAAR, PRA. 

叶 上 下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下 表皮 密布 直 轴 式 气孔 。 非 腺 毛 1~2~3 个 细胞 ， 

圆锥 形 , REAPER Rie  RESSA , 含 棕色 挥发 油 。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含 挥 发 油 1.8% , 油 中 主要 成 分 是 左旋 薄荷 酮 (1 - Menthone) , 消 旋 薄 

荷 酮 及 少量 右 旋 柠 檬 烃 。 

( 土 ):205%C 
Menthone 

采 收 加 工 ” 开 花 后 割 取 全 草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帮 芥 全 株 , 切 碎 ,0.5kg 加 水 2.5Skg 者 半 小 时 ,去 酒 ,喷洒 ,防治 蚜虫 。 

2.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70% ~ 80%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达 70% ~ 80%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稍 有 抑制 作 

用 。 

3.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达 60% , 对 小 麦 叶 锈 病 防 治 效果 达 30% -~ 

40% « 

4.20 FE7K BRT F KA BW 45.5% ,100 倍 酒精 液 杀 虫 率 为 74% 。 



威 灵 仙 

mR == EF Ranunculaceae 植物 威 灵 仙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 

别名 BRA AAR, AAR, BAA, RAR, PH RA. 

植物 形态 BAEK, 2K 3~ 10m, 上 具 条 纹 。 地 下 有 丛生 细 根 ,新 鲜 时 黄 黑 色 , 干 

后 呈 深 黑色 。 叶 对 生 , 羽 状 复 叶 ,长 达 25cm, 小 时 3 片 或 5 片 ;总 叶柄 长 2.5~ 9.5Scm, 上 面 

有 沟 ,并 有 白色 细毛 ,下 面 圆 形 ,无 毛 , 上 端 与 小 叶柄 卷曲 ,借以 攀援 。 小 叶 卵 状 披 针 形 ,全 

RR MARA 4.5 ~7.5em, FE 2.5 ~ 4em, 主 脉 自 基 部 三 出 ,小 叶柄 长 2~ 3.Som。 圆 锥 状 花 

序 ,腋生 或 项 生 ,长 约 17cm, 苞 叶 线 形 , 花 柄 细 长 ,每 一 小 花 柄 的 下 部 有 一 对 ; 花 直 径 1.5 ~ 

2.0cm, 花 被 4~5 片 ,白色 或 绿 白色 ;雄蕊 多 数 , 上 肉 蕊 4~6 枚 ,分 离 。 瘦 果 扁 卵 形 ,花柱 延 

长 , 呈 白 色 羽 毛 状 , 宿 存 。 花 期 8~9 月 。( 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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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Clematis chinensis Os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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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OAFLA Bea tw AR BNR 

州 ` 云 南 等 省 区 。 生 于 山谷 ,山坡 林 边 或 灌木 从 中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根 荟 呈 不 规则 块 状 ,下 生 有 多 数 须根 , 顶端 有 时 残留 地 上 葵 ; 根 细 长 圆柱 

形 ,直径 1~ 3mm。 表 面 棕 黑 色 , 有 细 纵 纹 ,有 时 皮 部 脱落 ,露出 黄色 木质 部 。 质 脆 易 折断 ， 

断面 平坦 , 皮 部 约 占 根 的 1/2, 木 部 略 呈 方形 。 味 微 苦 。 

Rae) BROOM: ORAM RHE ASA. OR ERE, Shawn 

1/2, 薄 壁 细 胞 切 向 延长 ,内 含 淀粉 粒 。@@ 内 皮层 明显 。 由 维 管束 二 原型 , 近 茎 部 老 根 为 多 

原型 ;毛皮 部 外 方 有 纤维 及 少数 石 细胞 ( 嫩 根 则 无 ) , 均 木 化 ,纤维 直径 18 ~ 43pm, 壁 厚 。 

Ay A Ae es ALF ,长 径 约 30km; 木 质 部 由 导管 、 管 胞 \ 木 纤维 及 木 细 胞 组 成 , 均 木 化 。 

理化 分 析 

1 . 薄 层 层 析 法 

(1) 生 药 样 品 水 蒸气 蒸馏 后 , 氮 仿 提取 ,浓缩 在 硅胶 G 薄 层 上 点 样 , 用 葵 - 乙醚 (7:3) 

JEFF WR 2,4 - 二 硝 基 葵 肝 试 剂 ,80 色 烤 半 小 时 ,白头 翁 素 显 红 紫 色 。 

(2) 生 药 乙 醚 提取 液 在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石油 醚 - 乙醇 乙 酯 (9:1) 展 开 , 碘 蒸 气 显 色 。 

2.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精密 称 取 白 头 翁 素 标准 品 Smg 于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水 约 8ml, 在 水 

浴 中 微 温 使 溶解 BOS ,稀释 至 刻度 ,精密 吸取 此 液 4ml, 放 人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水 至 刻度 

(浓度 为 0.2mg]ml) 。 分 别 吸取 此 液 2.4.6、8 及 10ml, 各 加 水 稀释 成 10m, 于 261 + lnm 测 
定 吸 收 度 为 0.067.0.134.0.201.0.268 及 0.338 ,浓度 与 吸收 度 成 直线 关系 。 

样品 测定 :精密 称 取 生 药 粗 粉 (40 目 )2$g, 加 水 湿润 , 放 和 人 40% 烤箱 中 过 夜 ,进行 酶 

解 。 取 出 进行 水 蒸气 蒸馏 至 白头 翁 素 提 尽 为 止 (以 0.1% 高 锰 酸 钾 溶 液 试 验 至 不 退色 )。 

蒸 馆 液 加 水 至 一 定 体 积 ,吸取 数 毫升 (根据 样品 而 不 同 ) 置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水 稀释 至 刻 

度 ,于 紫外 分 光 光 度 计 波长 261+ lnm 测 定 吸收 度 ,计算 样品 中 白头 翁 素 的 含量 。( 测 定 生 

药 中 和 白头翁 素 ) 
化 学 成 分 “” 威 灵 仙 (Clematis chinensis) 含 有 原 白 头 盆 素 (Protoanemonin ) ,其 中 根 约 含 

0.25% , 叶 约 含 0.2% , BASF 0.12%. 

ARAL RAGE ( C. manshurica) AY ARP = We HE A: RAR FE FA FR ( Clematoside) A, A’. B,C, 

Rody AFAR ( Oleanolic acid) 。 

铁 线 莲 皂 武 A:R = L—- Rha(1—4) - D- Gle - (14) - D- Gle(1>6) - D- Gle 

~ R’=D-Gle- (1-4) - D- xy - (1>2) - L- Ara- (12) - L- Ara- 

(1—4) - L- Rha 

PAGE ARR A’: R= H,R’ = D- Gle- (14) -D-xyL- (12) - L- Ara- (14) - L 

— Rha 

PRATER B:R=L- Rha- (14) - D- Gle- (14) - D- Gle- (16) - D- Gle 

R’ = D- Gle- (14) - D- Gle - (14) - D- xyL- (12) - L- Ara - 

(12) - L- Ara- (14) - L- Rha. 

PRATER C:R = L- Rha - (14) - D- Gle- (14) - D- Gle - (1>6) - D- 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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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L- Rha- (1-6) - D- Gle - (16) - D- Gle - (14) 

D - xyL—- (12) - L- Ara- (1-4) - L- Rha 

RRA (C. uncinata) HR PAHS, ROCA BRR .3 - 0 - 乙酰 齐 墩 果 酸 

(3 - 0 - Acetyloleanolic acid) WA: #5 BF FUIE ( Hederagenin) 。 

棉 团 铁 线 茵 (C. hexapetata) MAB A A AE Om, Ba THAR (0.72%) FABRA 

BADER o,B- 亚 油 酸 等 。 

原 白 头 翁 素 在 毛 苞 科 植物 中 以 毛 莫 武 (Ranunculin) 的 形式 存在 ,游离 的 原 白 头 翁 素 性 

质 不 稳定 ,容易 聚合 生成 二 聚 物 的 白头 翁 素 (Anemonin,CioHs04) 白头 翁 醇 (Anemonol)。 

Ar 
SRK RAS ALS 

CO2R 

Clematoside A, A’,B,C. 

RRML BKERKC RES RVL, M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HBR AAR. AH ike 切 碎 的 烂 , 加 水 4kg, 者 沸 10 分 钟 ,榨取 约 3.5kg 原液 。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4kg 喷洒 ,对 造 桥 虫 菜 青虫 .地 老虎 杀 虫 效果 好 。 
2. 将 根 切 碎 后 , 制 成 2% 的 水 浸 液 ,喷洒 ,经 48 小 时 后 ,可 使 子 站 全 部 死亡 。 

参考 文献 

Chirva V Ya, konyikhov V P, Cheban P L, et al. New data on the structure of triterpene 

saponins. Khim Biokhim Oglevodov, Mater Vses Konf, 4th, 1967( Pub. 1969) ,98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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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陈 fe 

RRS 2Ft Compositae 147 HMR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 

NZ ALAS AK aK. Se Aa. 

BMRA ”多年生 草本 ,高 30 ~ 100cm, 幼苗 密 被 灰白 色 细 和 柔 毛 , 成 长 后 全 株 光 滑 无 

毛 ; 葵 直立 ,多 分 枝 。 基 生 叶 有 柄 ,2 ~ 3 回 羽 状 全 裂 或 掌 状 分 裂 ,最 终 裂 片 线形 ;花枝 的 叶 

无 柄 , 羽 状 全 裂 成 丝 状 。 头 状 花 序 圆 锥 状 ,花序 直径 1.5 ~ 2mm; 总 区 球形 , 苞 片 3~4 层 ; 

花 杂 性 ,每 一 花 托 上 着 生 两 性 花 和 雌花 各 约 5 条 , 均 为 淡 紫 色 管 状 花 ; 肉 花 较 两 性 花 稍 长 ， 

中 央 仅 有 一 雌 营 伸 出 花冠 外 ,柱头 二 裂 呈 又 状 ;两 性 花 , 聚 药 , 雌 巷 1 枚 ,不 伸 出 ,柱头 头 

RAR. BREAK ,无 毛 。 花 期 9~ 10 月 , 果 期 11~ 12 月 。( 图 65) 

图 65 Artemisia capillaris Thu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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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产 。 主 产 于 陕西 湖北、 江西 等 省 。 生 于 山坡 ,河岸 ,砂砾 地 

较 多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以 嫩 荃 叶 为 主 。 

药材 性 状 ” 幼 苗 多 收缩 卷曲 成 团 块 , 灰 绿色 ,全 株 密 被 灰白 色 绒 毛 ,绵软 如 绒 。 茎 上 

或 由 基部 着 生 多 数 具 叶柄 的 叶 , 长 0.5 ~ 2em, 叶 柔软 , 皱 缩 并 卷曲 ,多 为 2~ 3 回 羽 状 深 

裂 ,裂片 线形 ,全 缘 。 葵 短 细 , 一 般 长 3~ gcm, 直 径 1.5 ~ 3mm。 质 脆 , 易 折断 。 气 微 香 , 味 

微 苦 。 以 柔 质 软 ̀  色 灰白 ̀ \ 有 香气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粉末 灰 绿色 , 味 微 苦 。 中 表皮 细胞 壁 较 平 坦 , 下 表皮 细胞 壁 波状 , 均 有 不 

定式 气孔 , 副 卫 细胞 3 ~ 5 个 。@ 腺 毛 少 , 头 部 由 4~6~ 8 个 细胞 组 成 , 顶 面 观 呈 娃 底 形 ， 

无 柄 部 。@ 非 腺 毛 众 多 ,多数 碎 断 呈 纤维 状 ,完整 者 呈 "“ 丁 ”字形 , 顶端 细胞 极 长 ,可 达 

2mm, 粗 16 ~ 26mm, 左 右 两 臂 不 等 长 ,基部 1~ 2 细胞 极为 短 扇 。 

理化 分 析 “ 取 生 药 粗 粉 lg, 加 乙醇 20ml, 置 水 浴 中 回流 半 小 时 ,过 滤 ,滤液 呈 淡 黄 绿 

色 , 置 紫外 灯 下 观察 , 显 紫红 色 荧 光 。 
1. 紫 外 分 光 光 度 法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 取 20.2mg6,7 -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标 准 品 ,加 100ml 氯仿 溶解 , 取 10.0ml 

用 氯仿 稀释 至 100ml, 取 稀释 液 0.25~ 4ml(50.5 ~ 80.8wg) ,加 氯仿 至 Sml ,于 波长 345nm 处 

测定 吸收 度 ,得 通过 原点 的 直线 。 

PERM : RAS 4g, 置 烧瓶 中 加 水 500ml, 于 沸水 浴 上 加 热 1 小 时 ,趁势 过 滤 ,或 

于 药品 砂 负 中 加 水 500ml, 42!) 300ml 过 滤 。 滤 液 加 氧化 钠 10g, 每 次 用 乙酸 乙 酯 100ml 振 

摇 提 取 3 次 。 合 并 提取 液 ,水 洗 后 蒸 去 浴 剂 , 残 酒 溶 于 含 少量 甲醇 的 10ml 氯仿 中 , 取 0.01 

ml 点 在 硅胶 HIMerck) 板 上 ,用 氯仿 - 乙醇 (98:2) 展 开 后 ,在 365nm 紫外 灯 下 检测 6,7-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斑点 ( 呈 青 白色 荧光 ) ,斑点 刮 人 带 塞 离心 管 中 , 加 氯仿 Sml 振 摇 10 分 钟 后 ， 

置 离心 机 离心 (3000 rpm) , 取 上 清 液 在 34Snm 测定 吸收 度 。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含量 。( 测 定 

生 药 及 方剂 中 6,7 -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 
2. 气 相 层 析 法 

气相 层 析 条 件 : 岛 津 GC - 4APF 型 层 析 柱 , 填 装 5%OV - 1Gas Chrom Q (100~ 120 A). 

玻璃 柱 :4mm x 1 500mm, 温度 : 柱 温 170°C ,检测 器 温度 290°C , 气 化 室温 度 为 230% 。 载 

气 : 氮 气 50ml/min, A 35ml/min. 

TE: RAPA BS IRA 20mg, MA A RA - 氯仿 溶液 (2.2% W/V) 

0.5ml (0. 1mg) ,适当 浓缩 , 取 lpl 在 上 述 条 件 下 进行 气相 层 析 KIA. KOA Rae 

的 重量 比 和 峰 高 比 呈 线性 关系 。 其 方程 式 如 下 : 

Fa RR ABE : X = 1. 890Y + 0. 138 

Fa PRR: X = 0.688Y + 0.049 

X A RR A BB A a 5S LL YY 为 峰 高 比 。 

PE WE : ARS 20g, 加 水 1 000ml,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1 小 时 ,将 其 前 液 分 成 6 等 份 ， 

其 中 4 (4) FI a RA A BS IR Le 和 2g, 以 乙酸 乙 酯 提取 3 次 (每 次 SOml) 。 按 

上 述 方法 测定 其 含量 。 提 取 物 中 杂质 对 此 法 不 干扰 。( 测 定 生 药 及 方剂 中 6,7 - 二 甲 氧 

基 香 豆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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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ms) SHAN. TP EE Rt AAA (Capillene) . Hi YEA ( Capillarin) , 

Ie Bl ( Capillon) , Ba RR BA ( Capillin ) , Fi RJR BE ( Capillanol ) ,  # A (Scoparon) | , 737 

绿 原 酸 。 近 报道 分 离 得 具有 利 胆 作 用 的 茵 陈 色 酮 (Capillarisin) 对 羟基 葵 乙 酮 。 

全 草 含 挥发 油 , 油 中 主要 成 分 为 B- 菠 烯 (B - Pinene), 并 有 一 种 结晶 性 酮 类 (Ci Hi 

0)。 果 实 中 含有 茵 陈 素 (Dimethyl - aeseuletin , Cy; Hj904) 0 

O 

(Cte O=C- One C (-)-b-c=c-c=e-cr 

Babee A Rad 

eae) SA oe aan C=C- CH 
外 

9 
1 RRR Pes| sce 

Hoyo <0 

Scoparon 

KML FEKROAM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RARE Ike, SBE DI ZK Skg, 或 用 水 浸泡 1 天 或 煮沸 半 小 时 ,去 渣 ,喷洒 ,可 防治 是 

Le 

2. RST 5 AKAM, ,对 二 十 八 星球 虫 杀 虫 率 为 33.5% ,对 豆 蚜 为 23.5% ,对 玉米 

小 夜 蛾 为 2.3%。 

3. 将 全 株 的 碎 按 5% 用 量 放 人 有 子 和 水 中 ,24 小 时 子 和 死亡 率 达 50% 。 

SX 

(1) Mashimo J, Shimizuk K, Chihara G. Cholagogues, The cholagogic action of Artemisia capil- 

laris . Saishin Igaku, 1963, 18:1 430 ~ 1 434 

(2) Imai K , Sampei N. Seasonal variation of esculetin 6, 7 - dimethyl ether content of 

Artemisia capillaris. Ann Rept Takamine Lab, 1952,4:54 ~ 59 

(3) Harada R, Noguchi S, Sugiyama N .Essential oil of Artemisia capillaris, VI, The structure of 

capillarin. Nippon kagaku Zasshi, 1960, 81 :654 ~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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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ashimoto T. Vegetable oils and fats. Nippon kagaku Zasshi, 1957 ,78: 123 ~ 125 

(5) Singh G, Nair G V, Aggarwal K P. Structure of scoparone. Chemistry & Industry, 1954, 1 

294 ~ 1 295 

(6) Tomora M. Isolation of scoparone from Artemisia scoparia . Farmatsiya( Sofia) , 1964, 14:18 

~21 

(7) Dakshinamurti K.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the oil of Artemisia scoparia. Indian Pharma- 

cist, 1953,8:257 ~ 260 

(8) Maksudov N K, Adylov T. Artemisia scoparia as a new medical plant. Dokl Akad Nauk Uz 

SSR, 1965 ,22(11) :30 ~ 32; Uzbeksk Biol Zh, 1963 ,7(2) :38 ~ 44 

[9] Thappa R K, Vashisht V N, Singh J, et al. Caryophyllene epoxide form the oil of Artemisia 

scoparia, Elsholtzia polystachya, piper hookeri, and Piper brachystachyum. Curr Sci, 1970, 

39(8) : 182 ~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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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4 Ea 

ase FFL Leguminosae 植物 响 铃 草 Crotalaria ferruginea Grah. 。 

别名 fee ,野花 生 , 假 地 兰 ,黄花 野 百 合 , 响 铃 子 。 

植物 形态 ”灌木 状 多 年 生 草本 , 根 长 达 60cm 以 上 。 茎 、 枝 直立 或 略 上 升 ,通常 分 枝 其 

多 ; 葵 、 枝 、 叶 各 部 分 均 有 稍 长 而 扩展 的 毛 , 毛 略 粗糙 , 稍 呈 丝光 质 。 单 叶 互生 ,和 矩形、 长 久 

形 或 长 椭圆 形 , 长 2~ Sem, 宽 1~ 3cm, 两 面 均 有 毛 而 下 面 脉 上 最 密 ,先端 钝 或 微 尖 ,基部 罕 

BY WE Se BIG , 侧 脉 不 明显 ; 几 无 叶柄 , 托 叶 披 针 形 ,长 4~ 6mm, 反 折 , 总 状 花 序 , 顶 生 或 同时 

腋生 ,有 花 2~6 条 ; 苯 简 很 短 , 葛 片 披 针 形 ,不 相等 ;花冠 与 葛 片 等 长 或 长 过 苯 片 , 蝶 形 , 黄 

£8, , EIA TN , FZ SEE OK AR ALE, , 较 旗 次 为 短 ,龙骨 斩 与 下 为 等 大 ,向 内 弯曲 ; 雄蕊 

10 枚 ,花丝 联合 成 单 体 , 药 为 二 室 ; 子 房 线 形 , 具 多 数 胚珠 ,花柱 长 ,柱头 稍 斜 。 莱 果 膨 胀 

成 膀胱 状 , 椭 圆 形 ,长 2.5 ~ 3cm。 种 子 20~ 30 粒 , 肾 形 。 花 期 6~ 10 月 。( 图 66) 

图 66 Crotalaria ferruginea G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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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长 江 以 南 各 省 区 。 越 南 、 缅 多 泰国 、 马 来 西亚 .印度 .菲律宾 等 

也 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ALS HH.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长 圆锥 形 , 微 弯 曲 , 支 根 少 ,长 10 ~ 30cm, 中 部 直径 约 lem, MK 

棕色 ,有 纵 皱 纹 , 根 头 有 数 条 残留 蔡 基 。 质 坚韧 ,不易 折断 ,断面 纤维 多 , 横 切 面 呈 类 白色 

至 浅黄 棕色 。 气 微 . 味 淡 、 嚼 之 微 有 豆 腥 昧 。 

显 微 鉴 别 ” 根 横 切 面 (直径 0.6cm) 木 栓 细 胞 2~ 3 层 ,皮层 宽广 ,有 纤维 散在 ,为 单个 

或 3~5 个 成 束 , 维 管束 外 韧 形 , 韧 皮 部 较 窜 RAE RRS , 近 形成 层 处 ,纤维 柬 排 列 紧 

密 ,形成 断 续 的 环 带 ,形成 层 明显 ,细胞 3 ~ 5 层 ,木质 部 明显 呈 放 射 状 排列 ,由 导管 、. 木 纤 

维 、 木 薄 壁 细胞 及 木 射线 组 成 ,射线 明显 ,3 ~ 5 列 细胞 ,导管 单个 或 数 个 相连 ,导管 旁 有 木 

纤维 束 。 皮 层 及 射线 的 薄 壁 细胞 中 均 含 有 大 量 淀 粉 粒 。 

BAR : 韦 皮 纤维 众多 ,直径 15 ~ 25pm, 壁 厚 ,表面 明显 可 见 螺纹 状 或 双 螺 纹 状 纹理 , 纤 

维 两 端 稍 钝 圆 。 木 纤维 细 长 ,两 端 锐 尖 , 直 径 10 ~ Spm, HMMS ABE, RAG RIE 

状 , 脐 点 明显 ,直径 10 ~ 1S$pm。 导 管 为 具 缘 纹 孔 和 网 纹 。 管 胞 梭 形 , 具 网 纹 或 孔 救 。 

化 学 成 分 “化 学 成 分 预 试 ,有 酚 性 成 分 有 机 酸 、 糖 、 多糖 和 和 臣 类 及 植物 当 醇 等 反应 ， 

无 生物 碱 反应 。 

采集 加 工 ”冬季 或 秋季 采 收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将 假 地 兰 根茎 的 碎 ,每 千克 加 水 2~ 3 千克 , 浸 12 小 时 ,去 渣 

即 得 原液 ,原液 lke 加 水 2~ 3kg 即 可 喷洒 ,每 公顷 用 量 300 ~ 600 千克 ,可 防治 害虫 。 

参考 文献 

(1) Gandhi R N, Rajagopalan T R, Seshadri T R. A rew alkaloid from the seeds of Crotalaria 

striata. Curr Sci, 1968 ,37(10) :285 ~ 286 

(2) Subramanian S, Nagarajan S. Flavonoids of the ‘seeds of Crotalaria retusa and Crotalaria 

striata. Curr Sci, 1969, 38(3) :65 ~ 66 
(3) Ottensooser F, Leon N, Sato 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B group detected by 

lectins. Vox Sanguinis , 1963 ,8(6) :724 ~ 733 

(4) Potapov M I. Plant agglutinins to human antigen A. Izv Akad Nauk SSSR Ser Biol, 1968 

(1) :59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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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OK 

韭菜 百合 科 Liliaceae 植物 韭菜 Allium tuberosum Rottl.ex Spreng. . 

别名 ” 草 钟 孔 ,起 阳 草 。 

植物 形态 ”为 多 年 生 草 本 ,全 草 有 特异 晕 具 。 鲜 葵 圆柱 状 , 生 于 根茎 上 ,1~ 3 个 聚 

生 , 鳞 被 灰色 ,纤维 状 。 叶 扁平 , 狭 线 形 。 伞 形 花 序 , 花 被 裂片 狭 卵 形 ,日 色 而 有 洗 褐 色 或 

淡 绿 色 的 脉 ,夏季 开花 。 藉 果 倒 心 形 ,种 子 6 枚 ,黑色 。( 图 67)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都 有 栽培 。 生 于 田园 。 

药 用 部 位 ”种子 (韭菜 子 ) MAR, 

图 67 Allium tuberosum Rottl. ex Spreng. 



药材 性 状 Pm ,— MY, ee, We, ABA, Ke 3 ~ 4mm, 5% 2 ~ 

3mm。 表 面 黑 色 Meee A A SY RRA A RE EE ,基部 有 两 个 小 突起 , 较 

短 的 突起 顶端 灰 棕色 或 灰白 色 ,为 种 脐 , 较 长 的 突起 顶端 为 珠 孔 , 纵 切 面 可 见 种 皮 菲 薄 , 

乳 灰 白色 , 胚 白色 ,弯曲 ,子叶 一 枚 , 质 坚 硬 。 气 特异 , 嚼 之 有 韭菜 味 ,以 粒 饱 满 , 色 黑 、 无 杂 

质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种 子 横 切 面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较 平 整 ,细胞 壁 厚 ,外 壁 被 有 薄 角 质 层 。 细 胞 

腔 含 暗 褐色 物 质 , 其 下 为 数列 棕 黄色 薄 壁 细胞 。 胚 乳 细 胞 形 大 , 壁 甚 厚 , 胞 腔 内 含有 糊 粉 

粒 及 脂肪 油 。 

粉 未 灰 黑 色 。 主 要 特征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黑色 或 棕 黑 色 ,长 条 形 , 类 圆 形 、 多 角形 或 不 

规则 形 ,直径 37 ~ 74 ~ 139(200)pm, 表 面具 网 状 纹理 。@ 胚 乳 细胞 众多 ， ae 有 较 多 

大 的 类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纹 孔 。 

理化 分 折 样品 制备 :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醚 Sl, WIZ 24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浓缩 至 

lml, 供 点 样 用 。 将 大 蒜 素 点 样 作 对 照 ,吸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 用 1% CMC 铺 板 ,110% 活 化 

1 小 时 。 展 开 剂 :石油 醚 - 乙酸 乙 酯 (9.6:0.4) ,加 甲酸 3 i, ERE 10cm, 显 色 剂 : 碘 蒸 气 。 

(HEE) 

化 学 成 分 “种 子 含 硫化 物 、 生 物 碱 \ 武 类 、 维 生 素 C 等 。 

采集 加 工 ” 秋 季 果 实 成 熟 时 , 采 下 果 序 , 晒 干 , 搓 出 种 子 , 除 去 杂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韭菜 Ske 加 水 S0kg ,防治 稻 热 病 ,效果 很 好 。 

2. 韭菜 0.5kg 加 水 0.125kg, 捣 烂 后 取出 汁液 。 每 lkg 汁液 加 水 5 ~ Ske EAI EG, Bh 

治 红 蜘蛛 效果 100% ,防治 棉 蚜 效果 70%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药 志 (第 三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53 537 
(2] Kameoka H, Miyake A. Constituents of the steam volatile oil from Allium tuberosum. Nip- 

pon Nogei Kagaku Kaishi, 1974 ,48(7) :385 ~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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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2 

3 3261 Chenopodiuecue 植物 毒 获 Anabasis aphylla L. . 

别名 FOU BEE ,无 叶 假 木 贼 , 阿 那 培 斯 , 木 烟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半 灌 木 ,高 20 ~ 90em, 从 基部 分 生 数 个 绿色 圆 简 状 有 节 的 肉质 小 

枝 , 含 有 液 汁 ;基部 的 葵 本 质 化 。 叶 不 发 达 , 退 化 成 宽 三 角形 微 凸 的 鳞片 ,对 生 , 而 在 基部 

合生 成 短 鞘 状 , 叶 腋 内 具 毛 , 毛 小 ,两 性 , 黄 红色 ,聚集 于 茎 或 枝 的 上 部 ,形成 至 30 采花 的 

穗 状 花 序 ; 苞 片 披 针 形 或 针 状 披 针 形 ; 花 被 长 1.5 ~ 2.5mm, 外 轮 二 片花 被 广 椭圆 形 或 圆 

形 , 果 期 发 育成 圆 肯 形 ,有 翅 ; 内 轮 的 二 片花 被 较 罕 ,不具 翅 或 只 有 退化 的 翅 ; 雄 营 5 枚 ,着 

生 于 短 花 盘 上 , 假 雄 蕊 常 呈 腺 体 状 ; 子 房 卵 状 球形 ,上 位 ,胚珠 近 无 柄 ,柱头 短 粗 , 果 实 多 

1 ,浆果 状 。 种 子 直 立 , 圆 形 ,无 胚乳 , 胚 螺 旋 形 。( 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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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Anabasis aphylla L. 



分 布 与 生境 ”新 疆 、 原 苏联 。 生 于 干旱 含 盐 钙 粘 土 平 坡地 或 含 盐 灰 钙 石 层 上 。 

药 用 部 位 ”绿色 小 枝 。 

化 学 成 分 “主要 含有 毒 蔡 碱 (Anabasine, CoH4N ) ,其 为 一 液 状 生物 碱 , 若 暴 露 在 空气 

中 ,颜色 变 深 , 可 与 水 任意 混合 ,可 溶 于 大 多 数 有 机 溶剂 中 。 毒 获 碱 是 杀 虫 的 主要 成 分 ,此 

外 还 有 羽 扇 豆 碱 (CioHo%ON)、 毒 获 素 (Aphylline,Cl5H4ON2 ) EAGER ( Aphyllidine , C,; Hy 

ON, ) FEMI. SIH SA BER 1% ~2.6% 。 

Per 5s 
Hp H2 

+ 
O O 

Sw BRR EZERE 
b.280.9°C (238mmHg) m.52 ~ 57°C 

采集 加 工 ” 花 期 为 夏季 ,人 花 前 采 收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用 毒 获 lkg, 加 水 20kg, 煮 沸 半 小 时 ,过 滤 , 制 成 毒 获 水 , 另 用 

石灰 1kg 加 水 20kg, 过 滤 , 制 成 石灰 水 ;将 毒 获 水 与 石灰 水 混合 搅 义 , 师 酒 治 蚜虫 .红果 蛛 、 

Se AAT B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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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B OF 

鸦 胆子 ” 苦 木 科 Simarubaceae 植物 鸦 胆 子 Brucea javanica(L. ) Merr.。 

别名 ZB LGES SRS ES ES, BRT eA. 

MAAS ” 半 常 绿 灌木 ,高 可 达 3m, 全体 密 被 淡 黄 色 绕 毛 , 经 二 三 年 始 脱落 。 叶 互 

生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长 约 14cm, 有 柄 ,小 叶 7~ 11 片 , 多 为 7 片 ,长 卵 形 , 粗 三 角形 锯齿 缘 , 先 

端 长 尖 , 基 圆 形 至 模 形 ,或 两 边 不 相称 ,长 4~ llem, 宽 2 ~ 4.5$cmj; 小 叶柄 及 小 叶片 上 的 绒 

毛 不 脱落 , 叶 下 面 的 绒毛 较 上 面 为 密 , 花 腋生 ,圆锥 花序 ,局 部 有 呈 聚 散 状 的 ,长 达 50cm; 

花 小 , 单 性 , 异 株 或 同 株 , 亦 有 两 性 花 ; 花 苯 小 ,4 片 , 卵 形 ,长 不 及 lmm; 花 次 暗 紫色 ,4 睫 ， 

长 1.Smm, 宽 不 及 Imm, SHARE, AIC ; MER 4 枚 ,着 生 于 花 盘 之 下 ,花丝 短 ; ERS 

通常 四 五 枚 ,长 不 及 lmm, 密 被 绕 毛 ,无 花柱 ,柱头 圆 形 ;雄花 有 不 发 达 的 雌 阁 ,雌花 有 不 发 

RHEE ,两 性 花 的 雄蕊 几 无 花丝 ,核果 椭圆 形 ,黑色 ,长 约 9mm, 宽 4mm, 表 面 有 突出 网 

纹 。 种 子 卵 形 , 头 尖 , 长 约 Smm, 淡 黄色 , 富 含油 质 。 花 期 春季 , 果 期 夏 末 秋 初 。( 图 69) 

分 布 与 生境 ” 广东、 福建 台湾、 云南 广西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 鹏 胆子 )。 

药材 性 状 ” 核 果 椭 圆 形 而 两 端 略 尖 ,长 6~ 10mm, 宽 4~7mm。 表 面 黑色 或 棕色 ,有 隆 

起 的 网 状 皱纹 ,网 眼 呈 不 规则 的 多 角形 ,两 侧 有 明显 的 校 线 , 底 端 有 四 陷 的 果 柄 痕 。 果 皮 

坚 而 脆 。 种 子 卵 形 类 白色 ,表面 具 稍 突起 的 网 纹 , 较 尖 的 一 端 呈 马 嘴 状 , 富 油性 。 破 碎 后 

显 强烈 特有 的 和 具 气 , 味 极 苦 而 持久 。 

以 粒 大 、 饱满, 色 黑 、\ 种 仁 白色 油性 足 、 味 苦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本 品 果皮 粉末 棕 褐 色 。 表 皮 细 胞 多 角形 , 含 棕色 物 。 薄 壁 细 胞 多 角形 , 含 

FARR FS ik an 77 an, tenn EAS 30um。 石 细胞 类 圆 形 或 多 角形 ,直径 14 ~ 384m, 

种 子 粉 末 黄 白色 。 种 皮 细胞 略 呈 多 角形 , 稍 延长 ,胚乳 和 子叶 细胞 含糊 粉 粒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脱 脂 样品 粉末 0.5g, 用 乙醇 20ml 回流 提取 10 分 钟 , 滤 过 。 取 滤液 数 滴 置 瓷 蒸发 严 

中 ,于 水 洽 上 蒸 干 ,残渣 滴 加 浓 硫 酸 3~5 滴 , 则 溶液 由 黄色 变 为 紫红 色 。( 检 查 苦 木兰 味 

素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脱脂 样品 粉末 4g, 于 水 洽 上 用 水 提取 二 次 ,合并 水 提取 液 浓缩 至 10ml ,用 

氯仿 萃取 二 次 (10ml、Sml) 合 并 氯仿 液 ,浓缩 至 ml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硅胶 G( 上 海草 光 化 

学 厂 ) 。 展 开 剂 :氯仿 - 甲醇 (9:1) , 展 距 14cm。 显 色 剂 :5 和 三 氯 化 铁 乙醇 溶液 。 显 色 后 

可 见 有 3 个 蓝 紫 色 斑 点 。 

化 学 成 分 ”种子 中 含有 多 种 苦 木 苦味 素 类 成 分 : 鸦 胆子 苦 素 (Brueeine)A、B、C、D、E、 

F、G 及 鸦 胆子 苦 醇 (Brusatol) , #3 AA FR ( Bruccoside) A,B, FOAR FRE. WA, S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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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BFS ABBE ( Bratoxin) . AE Ym .F5 AA Fit ( Brucamarin ) 4. 

FSB PM SAB TH , 油 中 含油 酸 、 三 油 酸 甘 油 酯 、 亚 油 酸 、 软 脂 酸 、 硬 脂 酸 。 

ASAT AZ ARS AB RK ( Yatoniside , CoH104) 等 。 此 外 还 有 苦味 了 起 , 氯 醇 

类 化 合 物 。 

FAB FBAA R=COCH2CH(CHs)2 鸦 胆子 苦 素 D R=O 
鸦 胆子 苦 素 BR= COCH:; FSIS BAE R=a-OH,8-H 
FORE FBAC R=COCH=C(CHs)- 

C(OH )(CH3 )2 

ASIAF ARB 

采集 加 工 ”通常 于 8 ~ 10 ARK RAIN RR , PRE GAR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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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 方法 与 防治 对 象 
1. ZAHA Skg 加 水 10kg ,者 半 小 时 ,过滤 ,再 加 水 10kg 稀释 后 喷洒 。 防 治 稳 蜡 及 其 他 

害虫 。 
2. 老 胶 胆 10kg ,清水 30kg ,煮沸 约 半 小 时 ,过 滤 , 药 液 可 防治 三 化 蜡 、 卷 叶 虫 。 
3. 叶 用 温水 浸 3 小 时 ,的 碎 后 取 汁 。 喷 洒 ,对 螨虫 杀 虫 率 为 60% 。 

图 69 Brucea javanica( 工 . ) Merr.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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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8， 

596 

(3] Uno H. Components of the seeds of Brucea sumatrana,1I.J Pharm Soc Japan, 1943, 63: 

579 ~ 585 

(4) Polansky J, Baskevitch Z,Gaudemer A, et al. Bitter principles of Simarubaceae, X V Ill , 

Bitter principles of Brucea amarissima; structure of bruceines A, B, and C. Experi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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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草 

茜草 ”茜草 科 Rubiaceae 植物 苦 草 Rubia cordifolia L. 。 

别名 血 见 愁 , 小 血 藤 ,四 轮 草 , 风 车 草 ,九龙 根 ,铁血 茧 ,过 山 龙 , 血 苗 草 , 挂 拉 豆 , 红 

Bae , MB, Pa ee , MUZT ,站 藤 , 过 山 红 。 

植物 形态 ” 昔 草 系 多 年 生 草 草 。 高 60 ~ 90cm, 根 圆 锥 形 或 粗 须 状 , 黄 赤色 。 葵 细弱 ， 

方形 ,有 纵 棱 , 具 细小 逆 刺 。 叶 通常 四 片 轮 生 ,其 中 二 叶 为 托 叶 变 成 ,有 时 四 片 以 上 ,叶片 

心脏 形 或 三 角 状 长 卵 形 ,先端 锐 尖 ,基部 心脏 形 , 全 缘 , 有 叶脉 3~5 条 , 自 叶 基 射 出 ,有 长 

柄 ,叶片 及 柄 上 亦 有 细小 逆 刺 ,叶柄 及 中 脉 处 尤为 明显 , 聚 们 花序 圆 锥 状 , 腋 生 或 顶 生 , 花 

冠 幅 状 。 淡 黄色 。9~ 11 Al , 花 后 结 球形 浆果 , 紫 黑色 。( 图 70) 

图 70 Rubia cordifoli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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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我 国 北部 与 中 部 均 有 分 布 。 江 苏 安徽 河南 陕西 以 及 其 他 各 省 均 有 ， 
以 陕西 省 产量 最 丰富 。 多 半 野 生 于 山 阴 谷中 及 平原 田 边 ,适宜 在 潮湿 沼泽 地 生长 。 山 谷 

林内 灌木 从 中 或 平地 上 有 时 亦 有 发 现 。 

药 用 部 位 tk. 

药材 性 状 ”本 品 根 葵 横 长 . 稍 弯曲 , 呈 结 节 状 或 不 规则 形 ,长 2 ~ 3cm, 上 端 有 葵 基 残 

存 , 两 侧 或 下 部 复生 多 数 细 长 的 根 , 根 呈 圆柱 状 ,弯曲 ,长 约 至 20cm, 但 多 数 已 断 折 ,直径 
1~ 4mm; 外 表 暗 紫色 ,稀有 纵 直 皱纹 及 横 裂 纹 ,有 时 皮 部 脱落 而 露出 粉红 色 的 木 部 。 质 坚 

硬 而 脆 ,折断 面 较 平 坦 , 皮 部 菲 薄 ,上 暗 紫 色 , 木 部 呈 砖 红色 。 有 特异 的 香气 ; 味 微 甜 , 有 清凉 
感 。 

显 微 鉴 别 ” 根 的 横 切 面 :四 木 栓 组 织 发 生 于 皮层 内 部 ,细胞 形状 较 大 ,其 外 有 被 压缩 
皮层 细胞 及 表皮 细胞 , 栓 内 层 细 胞 呈 切 向 延长 ,有 的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针 晶 长 约 34pm; @) 

万 皮 细 胞 较 小 ,有 的 韧 皮 薄 壁 细 胞 中 充满 微细 的 草酸 钙 针 晶 , 有 的 细胞 含 红 棕色 物质 ;G) 
形成 层 成 环 ,不 甚 明显 ;四 木质 部 居中 , 颇 发 达 , 由 导管 、 管 胞 及 木 薄 壁 细胞 组 成 ,全 木 化 ， 
射线 不 显著 ;@ 有 时 根 的 上 部 可 见 明 显 的 髓 部 。 

理化 分 析 “ 称 取 生 药 样品 粉 (60 目 ) 约 0.3g, 于 50ml 带 塞 三 角 瓶 中 ,加 甲醇 30ml, 于 
60 避 水 浴 中 温 浸 4 小 时 ,过 滤 , 弃 去 初 滤液 ,吸取 5.0ml 滤液 置 20ml 具 塞 刻度 试管 中 ,于 水 

浴 上 挥 去 甲醇 ,加 蒸馏 水 20ml, 浓 盐 酸 4 滴 , 者 沸 30 分 钟 ,取出 试管 ,冷却 ,加 Sml 乙醚 振 
提取 3 ~ 5 分 钟 ,分 出 醚 层 ,吸取 醚 提取 液 0.Sml 点 在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二 甲 葵 - 甲酸 
乙 酯 - 乙 烷 -甲酸 -甲醇 (2:1:0.8:0.3:0.1) 上 行 展开 (如 空气 干燥 则 需 在 展开 剂 中 加 5 
滴水 , HEA A AS) 13cm, BiG , 挥 尽 溶剂 ,在 紫外 灯 下 观察 斑点 位 置 及 桔 氨 气 。 

1. 莫 草 中 茜草 素 及 昔 草 起 的 测定 

生 药 提取 液 点 在 硅胶 GFs4) 菏 层 上 ,用 甲苯 - 甲酸 乙 酯 - 甲酸 (75:24:10) 展 开 12cm, 
取出 薄板 ,于 100% 干 燥 后 ,再 用 乙醇 - 异 丙 醇 -= 水 (6:8:5) 展 开 3cm。 昔 草 耻 留 在 原点 
(第 1 次 展开 ,但 第 2 次 则 移动 )。 然 后 莫 草 素 (Rt = 0.05, 第 1 次 展开 ) 用 光 密 度 计算 对 七 
个 不 同 品种 的 国产 苗 草 [ 茵 草 \ 大 叶 蔚 草 R.leiocauli(Franch) Diels , 7 44 #§ Gt R. chinensis 

Regcl riz Pa & R. sp 汗 戎 草 R.yunnanensis(Franch)Diels KA PHF R. laneeolata Hay. ] 进 

行 了 分 析 ,结果 见 表 1、 表 2。 

表 1 不 同 品种 贡 草 的 薄 层 层 析 

十 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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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R PHRARARBRAV WME 

MEANS HBR MERA 1.0m, PSST Sml FSP, 

甲醇 溶解 并 稀释 至 密度 ,用 微量 注射 器 分 别 取 2.5, 5.0.7.5, 10.0) Bi Be RR HEA KR 

2.0.4.0,6.0.8.04 BERRA EAR ,分 别 点 在 薄 层 上 , 按 鉴 别 法 进行 薄 层 层 析 后 , 取 

出 薄板 ,在 电炉 上 挥 尽 溶剂 , 置 紫 外 灯 下 定位 ,用 岛 津 CS - 900 型 双 波 长 薄 层 扫描 仪 , 以 测 

定 波长 XR250nm, 参 比 波长 Xk400nm 直线 反射 法 , ESE 9mm x 0.9mm 进行 扫描 ,斑点 峰 面 积 

积分 值 对 标准 品 的 重量 作 图 可 得 直线 。 

样品 分 析 : 准确 称 取 芋 草根 粉 (60 目 )0.2 ~ 0.3g, 置 于 50ml 具 塞 三 角 瓶 中 ,加 甲醇 

20 ~ 30m] 冷 浸 过 夜 ,过 滤 , 取 5.0ml 滤液 置 20ml 具 塞 试管 中 ,在 水 浴 上 挥 去 甲醇 ,冷却 后 加 

2ml 蒸 饮水 及 0.1 ~ 0.2ml 浓 盐 酸 振 播 ,于 沸水 浴 中 加 热 水 解 30 分 钟 ,冷却 ,加 乙醚 5.0ml. 

振 摇 提取 5 分 钟 , 醚 层 为 游离 草本 部 分 , 另 取 5.0ml 滤液 , 同 法 挥 去 甲醇 ,加 蒸馏水 20ml 

及 乙醚 5.0ml, 振 摇 提 取 5 分 钟 , 醚 层 为 游离 草 柄 部分。 分 别 吸取 上 述 两 部 分 醚 提取 液 各 

20~ 30ul( 相 当 于 生 药 0.2 ~ 0.5mg) 点 在 薄 层 上 ,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测定 含量 ,对 国产 七 

个 品种 昔 草 中 芋 草 素 及 羟基 昔 草 素 分 别 在 420mm 及 480nm 测定 ( 表 2), FRR PA HH 

RA 2% , HERA 0.5%. 

表 2 茜草 中 茜草 素 及 羟基 茜草 素 的 含量 

ems = RAK: pa RR ( Alizarin) . $¢ 4 HR ( Purpuroxanthin) , #2 3x PG HER ( Pur- 

purin) 、 伪 羟基 苗 草 素 (pseudopumpurin)( 加 热 失 去 CO, AKI GG HR ) Rpg HE HK ( Rubian 

rubervthric acid) , #§ 5 WR ( Ruberythrinic acid,Cz5HsOu )。 

i) tr Nn 



m.268 ~ 270°C 
Purpuroxanthin 

m.290T b.430°C 

Alizarin 

m . 263° m.222 ~ 224°C (分 解 ) 
Purpurin Pseudopurpurin 

采制 加 工 _” 在 春 (3 月 ) 秋 (10 A) BK KES. CRRA, MT AM. WK 

采 收 的 较 好 , 质 坚 实 、 粉 性 足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芋 草 切 碎 的 烂 ,0.5kg 加 水 2.5kg, 去 渣 喷 酒 ,防治 蚜虫 。 

2. Keer eee te A RS 10 份 切 碎 , 放 于 100 份 水 中 者 半 小 时 过 滤 加 少许 肥皂 , 喷 

酒 防治 晴 象 的 杀 虫 率 达 70% 。 

参考 文献 

Wada M. Coloring matter of Rubia cordifolia. Science (Japan) ,194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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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市 部 

By eR Tidaceae 植物 射 干 Belamcanda chinensis(L. )DC. 。 

别名 Se ,蝴蝶 花 , 扇 竹 , 轻 剪 草 , 紫 蝴 蝶 , 山 消 扇 ,白花 射 干 ,紫金 牛 ,野营 草 。 

植物 形态 ZEBRA, PAK, AA. SAW, A, 50~ 150cm。 叶 剑 形 ,一 

列 , 轮 廓 如 蒲 扇 ,长 30 ~ 80cm, 宽 2~ 4cm, 有 多 条 直 脉 。 花 序 顶 生 ,一 此 分 梳 , 各 小 枝 顶 端 
生 有 几 条 花 的 聚 企 花 序 ,各 聚 人 花序 有 2 苞 片 , 苞 片 卵 形 至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约 1em; 各 花 先 

后 开放 ,前 花 萎 ,后 花 开 。 花 橘 色 而 有 红色 斑点 ,直径 3 ~ 4em, ERA MRR 

BCE; ERE; ERA 6; ER 3; 子 房 3 室 ; 花 柱 3 BR ASK. BMRA 

2.5em. FIFRA. (A 71) 

EEN 
Gat se is Sew 45, 以 = ema 

‘ A. 外 if sas 
FOL, 4 7 ha oa 二 

AN 

图 71 Belamcanda chinensis ( 工 . ) DC. 

nat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全 国 各 地 , 生 于 山坡 路 旁 、 田 野草 丛 中 ,也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根茎 。 

药材 性 状 ”根茎 呈 不 规则 的 结 节 状 或 有 分 枝 。 长 3 ~ 10cm, 直径 1 ~ 1.5$cm。 表 面 浅 

棕色 或 暗 黄 棕色 , 皱 缩 或 有 扭曲 的 环 状 皱纹 。 上 有 数 个 圆 盘 状 葵 痕 ,下 有 细 根 或 根 痕 。 质 

坚硬 ,折断 面 黄色 , 微 呈 颗粒 状 。 气 微 香 RAAT 

显 微 鉴别 ”根茎 (直径 约 1.$cm) 的 横 切面 :表皮 细胞 有 时 残存 ,内 外 壁 均 增 厚 ,角质 

化 ;有 时 可 见 层 纹 。 木 栓 细 胞 多 列 ,外 侧 2~ 3 列 细 胞 棕色 , 壁 稍 增 厚 ,少数 含有 棕色 物 。 

皮层 中 稀有 叶 迹 维 管束 ,内 皮层 不 明显 。 中 柱 维 管束 周 木 型 及 外 韧 型 ,以 外 侧 为 多 。 薄 壁 

细胞 间隙 有 多 数 草酸 钙 柱 晶 , 长 40 ~ 150pum, 并 含有 淀粉 粒 及 油 滴 。 

理化 分 析 

1. 紫外 吸收 光谱 法 

STK SERS oct Fe (A) BF BE (BB) AK PE 266 ~ 268nm 范围 都 有 

明显 吸收 峰 。 

最 大 吸收 波长 (nm)A.266、331( 肩 ) ,B.274.365( 肩 )。 

最 大 吸收 波长 (nm)A.268、331( 肩 ) ,B.270.356( 肩 )。 

最 大 吸收 波长 (nm)A.268、336( 肩 ) ,B.273、336( 肩 )。 

2. 薄 层 层 析 法 

(1) 取 生 药粉 末 1g,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甲醇 回流 提取 2 小 时 ,浓缩 后 转移 于 Sol 容量 

瓶 中 ,加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取 提取 液 ,点 于 聚 酰胺 薄 层 (180 目 聚 酰胺 粉 7g、 加 石膏 1g、 蒸 

饮水 32ml ,调匀 涂 布 于 8 块 5.5cm x 16cm 玻璃 板 上 ,室温 了 晾 二 后 使 用 ) 或 硅胶 G 薄 层 上 ,以 

氯仿 - 甲醇 -水 (9.3:0.7:0.1) 展 开 后 ,在 紫外 灯 下 观察 。 在 薄 层 图 谱 上 射 干 臣 显 暗色 斑 

点 ,但 在 硅胶 G 薄 层 上 的 暗色 点 不 及 聚 酰胺 的 暗 点 明显 , 喷 5%AlCh 乙醇 溶液 , 烘 烤 后 显 

黄色 斑点 ,紫外 灯 下 为 黄 绿 荧光 。 

(2) 藩 层 层 析 样 品 制备 : 取 生 药粉 未 10g, 用 60 和 乙醇 回流 提取 1.5 小 时 ,过 滤 。 滤 液 

加 水 适量 ,用 乙醚 提取 , 取 乙 醚 层 用 0.5M 硫酸 溶液 洗 3 ~4 次 ,再 用 nt 

2~3 次 ,水 洗 2 次 ,此 醚 层 加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浓缩 后 ,点 样 。 

吸附 剂 : 取 硅 胶 (200 A )8.5¢, NNR 1.5¢ 和 水 15ml, HR, LOST 2). HE 

开 剂 :氯仿 - 丙酮 - 甲酸 (6:4:2) , 展 距 15cm. 

3. 库 伦 滴定 法 

射 干 起 分 子 结构 含有 苯酚 , 易 与 省 发 生 取代 作用 。 因 此 可 根据 所 消耗 省 量 进 行 定量 。 

CL) STFA no (ELBOW ce :根据 黄酮 类 化 合 物 的 库伦 滴定 条 件 , 应 用 1IMKBr- 2NHCI- E- 

tOH(15:15:10) 作 电解 液 , 加 于 瑟 型 电解 池 两 臂 内 ,并 使 两 边 液 面相 等 ,电解 池 放 在 电磁 拌 

搅 器 上 ,在 电解 池 的 阳极 区 放 一 小 磁 棒 并 插 一 铂 片 电极 (发 生 电 极 ) 和 两 只 铂 丝 电极 (指示 

终点 用 ) ,阴极 区 插 一 铂 片 电极 (辅助 电极 ) , 接 上 恒 电流 源 ,选择 适当 电流 进行 空白 电解 

(空白 滴定 ,以 消除 电解 液 中 消耗 的 省 物质 ) , 当 指 示 终 点 的 检 流 计 指 针 移 动 一 定 距 离 时 ， 

立即 停止 电解 ,然后 在 阳极 区 加 入 一 定量 的 射 干 起 纯 品 溶液 ,再 接 通电 源 ,并 同时 记录 时 

间 ,未 达 终 点 前 检 流 计 指 针 保 持 不 动 , 当 检 流 计 指 针 移 动 到 与 空白 电解 移动 的 位 置 相同 

时 ,立即 记 下 电解 时 间 ,并 按 下 式 算 得 n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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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上 上 

AH i 电解 电流 (mA) ; 

上 一 一 电解 时 间 (scc) ; 

M 一 一 分 子 量 (462.16); 

纯 品 量 (mg) ; 

F 一 一 法 拉 第 常数 (96500 库伦 /当量 )。 

(2) 生 药 中 射 干 起 的 测定 : 

OPER :准确 取 生 药粉 末 0.5$g 于 改良 式 提 取 器 中 ,用 甲醇 回流 提取 完全 ,浓缩 后 定量 

转移 于 S$ml 容量 瓶 中 ,并 以 甲醇 稀释 至 刻度 。 

@ 蒲 层 层 析 :准确 吸取 100u1 提取 液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点 成 条 状 , 待 挥 于 溶剂 后 ,以 

CHCl; - MeOH — H0(94:6:1) 展 开 后 ,在 紫外 灯 下 观察 色 带 位 置 ,并 用 小 刀 刊 取 色 带 上 硅 

胶 进行 测定 。 

@) 测 定 :将 上 述 硅 胶 小 心 倾 入 经 空白 电解 后 的 电解 池 阳 极 区 ,并 按 nm 值 测定 方法 进行 

操作 ,记录 电解 时 间 ,由 上 述 公 式 算 出 射 干 中 射 干 起 的 含量 。 

Wms RAP AS ER (Mridin). 8 SR (Tectoridin) , fF & Fé HK (Insforentin) 、 芒 

果 素 (Mangiferin) , HAIG A FF Ee BH ( Irigeuin) , A £5 EH ( Tedtoridn) , & & BA ( Tec- 

torigenin) , & Fe i Mel #f HL A(Iristectorin A) 85 EEF BUInstecorin B)。 

TS"o OsHiiCe — O eon OCH; Eel OH 

Irisforentin Tectoridin 

G 

CHO7 < ”之 06 

(REG 

Mangiferin Tectorigenin 

re ee 

[ristectorinB 

ory 

¥ _\—oc Ha 

TS [ridin m . 208 



OF <0) 

CH3Q 

0 0 OH 

H H 

H Instectorin A m.212 ~ 214 

采集 加 工 ” 春 秋季 控 出 地 下 根 荃 ,去 净 杂 质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射 干 的 根 和 葵 均 可 杀 虫 。 常 用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于 燥 射 干 研磨 成 粉 或 者 汗 有 杀 虫 效果 。 

2.1 份 射 干 粉 加 10 倍 水 浸泡 液 ,过 滤 后 ,喷洒 ,对 黏 虫 杀 虫 率 S0%。 

3.1 份 射 干 粉 加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暮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 

4. 射 干 根 1 份 加 15 倍 水 前 者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100%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0% 以 上 。 加 30 KAMRAN SASK 

发 藻 有 抑制 作用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达 70% 。 

5. 将 射 干 全 株 的 烂 FIT 1lkg 加 水 100kg, 对 子 予 防治 效果 达 100% 。 

6. 射 干 8 倍 醇 浸 取 液 对 子 簿 的 杀 虫 率 为 67% 。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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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 1944, 64:16 ~ 18 

(4) Mannich C, Schumann P, Lin W H. Glucoside from Belamcanda chinensis ( L. ) L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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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益母草 

mitt JIL Labiatae 植物 益母草 Leonurus sibiricus L. 。 

别名 | Fey, A, Et BPR FAR, KK, RE ERE, ,土质 汗 , 红 花 艾 , 益 母 薄 。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或 二 年 生 草 本 , 葵 直 立 ,高 60 ~ 120cm, FOR ThA, Abe 

毛 , 多 分 枝 。 叶 对 生 ; 叶 柄 纤细 ,长 2 ~ 3cm, 上 部 的 柄 较 短 ; 葵 下 部 叶轮 廓 为 卵 形 ,基部 宽 

模 形 稍 下 延 , 掌 状 3 裂 ,裂片 呈 长 圆 状 葵 形 至 卵 圆 形 ,通常 长 2.5 ~ 6cm, 宽 1.5 ~ 4cm, 裂 片 

再 分 裂 ,上 面 被 糙 伏 毛 ,下面 被 玻 和 柔 毛 及 腺 点 ; 葵 中 部 叶轮 廓 为 萎 形 , 较 小 ,通常 分 裂 成 3 

个 或 偶 有 多 个 长 圆 状 线形 的 裂片 ; 苞 叶 近 于 无 柄 ,线形 或 线 状 披 针 形 SAMA. 4 

伞 花 序 腋生 , 具 8 ~ 15 条 花 , 多 数 远离 而 组 成 长 穗 状 花 序 ; 小 苞 片 刺 状 , 比 葛 简短 ,长 约 

Smm; 无 花梗 ; 花 苯 管 状 钟 形 ,长 ~ 8mm, 外 面 贴 生 微 柔 毛 ,内 面 上 部 被 柔 毛 ,先端 具 5 HF, 

齿 阔 三 角形 ,顶端 刺 尖 。 花 冠 粉 红 至 淡 紫 红色 ,长 1 ~ 1.2cm。 和 冠 简 长 约 6mm, 外 被 柔 毛 ， 

eB, PSS LBASK. 3 裂 ,中 裂片 倒 心 形 , 先 端 微 缺 ;雄蕊 4.2 强 ,花丝 朴 被 

鳞 状 毛 ; 花 柱 略 超出 于 雄蕊 ,先端 2 浅 裂 ; 花 盘 平 顶 。 小 坚果 长 圆 状 三 棱 形 ,长 2.3mm, 淡 

褐色 光滑 。 花 期 6~9 月 , 果 期 9~10 月 。( 图 72) 

图 72 Leonurus sibiricus L. 



分 布 与 生境 ”遍及 全 国 各 省 。 荒 地 ,路 旁 。 

药 用 部 位 ” 带 花 . 叶 的 枝 及 枝 梢 (益母草 ) .果实 ( 莞 蔚 子 、 小 胡麻 )。 
药材 性 状 ”小 坚果 矩 圆 形 具 三 棱 , 长 2~ 3mm, 直 径 1 ~ 1.3mm, 上 端 平 截 , 下 端 渐 罕 ， 

有 四 人 的 果 柄 痕 , 表 面 灰 褐 色 或 褐色 ,有 稀 朴 深 色 斑点 。 切 面 果 皮 褐 色 ,胚乳 .子叶 和 白色， 

富 油 质 , 气 无 , 味 微 苦 。 

显 微 鉴 别 ”果实 横 切 面 :外 果皮 为 一 列 浅黄 色 径 向 延长 的 细胞 ,中 果皮 为 2~3 列 类 

方形 薄 壁 细胞 , 近 内 果皮 的 细胞 中 含 草 酸 钙 方 晶 。 内 果皮 坚硬 ,为 一 列 径 向 延长 的 石 细 

胞 , 木 化 。 种 皮 为 一 列 切 向 延长 的 棕色 色素 细胞 。 胚 乳 和 子叶 细胞 含糊 粉 粒 及 脂肪 油 。 

理化 分 析 

1. 生物 碱 沉 证 反应 

方法 : 取 益 母 草 , 切 碎 加 适量 水 , 浸 煮 3 次 , 含 并 各 次 煮 液 ,浓缩 , 放 冷 ,加 入 等 量 乙醇 ， 

搅 匀 , 静 置 , 滤 去 沉淀 , 取 滤 液 作 下 列 试验 。 

(1) 取 lml VERON ee BRAGA 1 ~ 2 滴 即 产生 橘红 色 沉 演 。 

(2) 取 lml 滤液 加 硅 钨 酸 试 剂 1~2 滴 即 产 生 灰白 色 沉 淀 。 

2. He BK 

方法 (1) : 取 少 量 提取 液 蒸 干 ,加 乙醇 数 滴 ,溶解 后 点 于 无 粘 合 剂 的 氧化 铝 ( 中 性 。 活 

ETL ~ MA) HEE ,并 列 点 以 水 苏 碱 作对 照 (水 苏 碱 盐酸 盐 加 少量 水 溶解 , 滴 加 碳酸 钠 试 

液 至 pH 约 为 8, 蒸 干 ,加 乙醇 溶解 ) ,用 丙酮 - 甲醇 (1:1) 展 开 后 挥 去 溶剂 , 喷 改 良 磺 化 包 

钾 试 剂 ,样品 即 出 现 橙黄 及 灰 紫 斑点 ,其 中 橙黄 色 斑 点 Ry 值 与 对 照 品 相 一 致 。 

方法 (2) : 取 益 母 草 粉末 50g 加 水 300ml 煮沸 半 小 时 ,过 滤 , 滤 洼 再 加 水 200ml 煮沸 半 

小 时 ,过滤 ,合并 滤液 ,在 水 洽 上 闵 发 至 糖浆 状 , 加 90% 乙醇 30ml, 加 热 溶解 ,过 滤 , 残 酒 再 

加 乙醇 20m] 溶解 ,合并 乙醇 提取 液 ,在 水 浴 上 莹 至 近 于 ,再 依法 用 95 色 乙醇 处 理 2 次 ,最 

后 将 乙醇 提取 物 溶 于 20ml 水 中 ,加 少量 活性 炎 脱 色 ,过 滤 ,将 滤液 置 水 浴 上 浓缩 至 10ml， 

WO ,加 稀 盐 酸 1 滴 (pH = 2) , 滴 碘 化 负 钾 试剂 至 不 再 产生 沉淀 ,过 滤 ,沉淀 用 少量 水 洗 2 

次 ,将 沉淀 和 滤纸 放 在 小 严 器 中 ( 据 去 不 附着 沉淀 的 滤纸 ) ,于 沉淀 上 加 少量 固体 碳酸 银 ， 

并 滴 加 数 滴 无 水 乙醇 湿润 ,小 心 用 玻 棒 研 磨 , 如 沉淀 仍 有 橙色 ,再 加 碳酸 银 研 磨 至 无 橙色 。 

加 数 毫 升 无 水 乙醇 研磨 沉淀 ,过 滤 ,合并 滤液 ,在 水 洽 上 浓缩 至 1~ 2ml。 

取 此 液 点 于 硅胶 G 藩 层 上 ,以 正 丁 醇 - SER - 7K (4:1.5:0.5) BA mW ee 

钾 试 剂 ,水 苏 碱 旺 棕 紫 色 斑 点 。 

方法 (3) :用 氧化 铝 薄 层 ,以 氯仿 - 甲醇 (9:1) 展 开 , 水 苏 碱 与 益母草 碱 可 以 获得 很 好 

分 离 。 

方法 (4) :取样 品 粉末 (40 目 )5g, 加 入 盐酸 - 甲醇 (1:100) 液 50ml He, , 滤 过 , 取 

滤液 45ml 减 压 浓缩 ,加 入 蒸馏 水 Sml , 滤 过 , 减 压 蒸 于 ,再 加 入 正 丁 醇 lml, 溶 解 ,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10g, 加 0.1% CMC 溶液 30m。 湿 法 制 板 。 展 开 剂 : 正 丁 醇 - 乙 

WR ZR - 盐酸 (4:0.5:1.5)。 显 色 剂 :改良 Dragendorff 试剂 喷雾 后 ,生物 碱 斑点 显 橙 红 色 。 

3. 比 色 法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精密 量 取 标 准 品 溶液 4.0.6.0.8.0.10.0ml( 每 毫升 含水 苏 碱 盐酸 盐 

C7H3aON.HCI Img) ,分 别 置 于 2Sml 烧杯 中 均 用 0.1M 盐酸 溶液 稀释 至 10ml, 置 冰 浴 中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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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A Hr Bc tl A) 2% Wit RS AK Om, HED, CE 1 小 时 , 减 压 过 滤 ,沉淀 用 10ml 冰冷 

的 水 分 次 洗涤 , 抽 王 ,用 适量 丙酮 溶解 后 移 至 10ml 容量 瓶 中 ,以 丙酮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在 

525mm 测量 吸收 度 ,绘制 标准 曲线 。 

样品 测定 :精密 量 取 适 量 精密 量 生 药 提 取 液 ( 按 鉴 别 法 1 提取 ) , 置 100ml 容量 瓶 中 ， 

FAO. IM 盐酸 溶液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取 此 液 7.0ml BF 25ml 烧杯 中 ,用 0.1M 盐酸 溶液 稀 

释 到 10ml ,然后 按 上 法 操作 ,测量 吸收 度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总 碱 含 量 ( 按 水 苏 碱 计 )。 

4. 滴定 法 

(1) 提 取 : 称 取样 品 粉 未 2 ~ 10mg, 装 人 渗 渡 简 中 ,用 乙醇 浸泡 过 夜 ,然后 渗 渡 至 生物 

碱 提 尽 ( 取 渗 渡 液 4ml 2EF , 残 酒 溶 于 0.5ml 0.5M 酸 溶液 中 加 生物 碱 沉淀 剂 ,不 生成 沉淀 

即 为 提 尽 ) ,调整 涂 渡 液 至 一 定 体积 。 

(2) 滴 定 : 精 密 称 取 上 述 提取 液 ,在 水 浴 上 蒸 干 , 残 酒 用 0.6M 盐酸 溶液 50ml 溶解 ,以 
0.01M 硅 钨 酸 标 准 溶液 滴定 ,以 孔雀 绿 为 指示 剂 ,操作 按 硅 钨 碱 标定 方法 进行 ,测定 结果 

fe FRITS: 

生物 碱 % = MN 5 4 x Sx 100 

式 中 。M 一 一 硅 钨 酸 标准 溶液 的 克 分 子 浓度 ; 

V 一 一 消耗 硅 钨 酸 溶液 的 毫升 数 ; 

W 一 一 样品 重量 [ 克 ]; 

A 一 一 生物 碱 毫克 分 子 量 [ 按 益母草 碱 计 算 ] ; 

B 一 一 生物 碱 含 氮 原 子 个 数 。 

(3) 硅 钨 酸 的 标定 法 :精确 称 取 二 盐酸 奎 宁 约 30mg, 溶 于 50ml 0.6M 盐酸 溶液 中 ,用 

硅 钨 酸 溶液 (15g 硅 钨 酸 溶 于 500ml 水 中 , 若 不 澄清 用 滤纸 过 滤 ) 滴 定 , 以 孔雀 绿 为 指示 剂 

(0.1g 溶 于 1Sml16M 盐酸 溶液 中 )。 终 点 的 确定 系 在 白 瓷 碟 上 滴 孔 洛 绿 指示 剂 1 滴 ( 约 

0.02ml) 。 取 滴 管 一 支 ,在 管 口 ( 内 径 为 0.2cm) 塞 一 小 卷 滤纸 ,用 此 滴 管 吸取 少量 滴定 液 ， 

去 掉 纸 卷 ,将 清 液 滴 加 至 碟 中 孔 汰 绿 指示 剂 上 ,如 果 2 滴 滴 定 液 使 孔雀 绿 显 出 明显 的 污 绿 

色 , 即 达 终 点 。 硅 钨 酸 的 克 分 子 浓度 M 按 下 式 计算 : 

W 
M= 7 x0.3973x2 

AP W—_#RETEE (sg); 
V 一 一 消耗 硅 钨 酸 溶液 毫克 分 子 量 ; 
0.397 3 为 二 盐酸 奎 宁 毫克 分 子 量 。 

5. 离子 交换 布 测定 法 

精密 称 取 生 药 0.25g 放 入 三 角 瓶 中 ,加 水 25ml, 并 放 入 磷酸 型 离子 交换 布 25, 用 沸水 
浴 或 直 火 加 热 半 小 时 ,取出 交换 布 , 用 水 洗 去 植物 药 残渣 ,然后 浸入 1.2M 硫酸 溶液 50 ~ 

100ml 中 振 播 10 分 钟 ,以 硅 钨 酸 标准 溶液 滴定 ,以 孔雀 绿 作 指 示 剂 ,由 所 耗 硅 钨 酸 量 计算 
生物 碱 含量 (以 益母草 碱 计算 )。 

离子 交换 布 制 法 :将 棉布 用 2% 氢 氧化 钠 溶液 煮沸 50 分 钟 ,脱脂 ,然后 用 自来水 冲洗 

至 中 性 ,再 以 蒸馏 水 洗 净 ,在 105°C BET, VAR AR ,磷酸 和 水 的 混合 液 (49.6:18.4:32) 润 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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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取出 抽 王 ,在 130% 烤箱 内 烘 烤 30 74 RMA, ARES PH, 105TH 

于 备用 。 

交换 量 测定 方法 :将 离子 交换 布 lg 加 0.1M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23ml, 振 摇 片刻 ,吸出 
10ml, 以 0.2M 硫酸 溶液 滴定 , 酚 栈 作 指示 剂 ,由 所 吸着 的 氢 氧 化 钠 量 算出 其 交换 量 。 

化 学 成 分 全 草 含 生 物 碱 益母草 碱 (Leonurine，Ca Hy, O;5N;, MM ED 

0.01% ~ 0.04% )\ 水 苏 碱 (Stachydrine,C7H3ON) , #2 E+E ( Leonuridine , C5H1203N,) .4 - Al 

基 丁 醇 [4 - Guanidino - butanol -- (1)]4- ANSE T BR (4 - Guanidino butyric acid)、 精 氨 酸 (Argi- 

nine) ih. SSB Ree eR ( Cop Haz O19 Ne ) \ 益 母 草 碱 乙 (GuHxO7N4) 及 益母草 素 

甲 、 乙 及 丙 。 

N= e 一 一 HI NHCH2CH2CH2CH20H 本 

NH: 

Hs NE 4-Guanino-1-butanol 

n.235% (分 解 ) 
Ha Stachydrine 

NH 
H co-0- (cH}.-NH-< 

NH2 

HCO m.238C 

Leonurine 

AN, 
Ri - NH - CED - CHb*.CHb- a - COOH 

= NH: 

m.1( + ):207C (分 解 ) 

Arginine 

EDN,” C «NH *:CH2 »CH2*, CH2COOH 

4-Guanidino butyric acid 

采集 加 工 “ 秋 季 果 实 成 熟 时 FISH MF FT PRE, EAE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益母草 0.$kg, 加 水 4kg 者 成 3kg, 过 滤 去 洼 得 原液 ,每 0.5kg 加 水 3kg 喷洒 使 用 

可 防治 蚜虫 ,效果 达 60% 。 

2. 益母草 0.5kg 加 水 3kg, 者 成 原液 2kg, 以 原液 加 水 6 倍 稀释 后 喷洒 使 用 可 防治 棉 

BF RIK 60% 。 

3. 益母草 叶 5 KAM APU Fae HL EA. 

4.10 FAK ILIA NAEP GA LF FM ARIA 90% 以 上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为 

70% ~ 80%.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效果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 病 防治 效果 达 70% ~ 80%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达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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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州 音 山 

海 州 常山 ”马鞭 草 科 Verbenaceae 植物 海 州 常山 Clerodendron trichotomum Thunb. . 

别名 «AEA, RAY a 

MA ” 海 州 常山 为 落叶 小 乔木 ,高 约 3m bk. SHV RAKAE, ABR, 

校 四 方形 ,表面 有 褐色 短 柔 毛 。 叶 对 生 , 有 长 柄 , 深 绿色 ; 广 卵 形 至 椭圆 形 ,长 8 ~ 17cm, 宽 
5 ~ 14cm, 先 端 急 尖 ,全 缘 或 有 时 边缘 有 波状 齿 ,基部 呈 阔 攀 形 或 截 形 ,上 面 深 绿 色 ,下 面 淡 

绿色 ,两 面 均 有 短 柔 毛 和 腺 点 , 羽 状 网 脉 ,背面 隆起 , 侧 脉 3 ~ 5 对 均 明 显 。8 A AAA 

花 , 花 昌 色 或 淡 红 色 有 具 味 。 花 多 数 集成 三 分 梳 的 聚 企 花 序 , 有 长 梗 , 顶 生 或 腋生 , 苯 紫 红 

色 , 下 部 合生 ,中 部 膨大 ,上 部 五 深 裂 ,裂片 卵 形 以 至 卵 状 长 椭圆 形 ,先端 尖 。 花 冠 简 细 长 , 

上 端 五 深 裂 ,裂片 长 椭圆 形 。 雄 蕊 4 枚 同 花 柱 伸 出 苯 外 很 长 。 果 实 扁 圆 形 ,外 果皮 呈 蓝 

色 ,果实 外 围 有 红色 宿 存 葛 。( 图 73) 

图 73 “Clerodendron trichotomum Thunb.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山东 江苏 浙江、 湖北、 福建 四川 \ 贵 州 陕 西 等 省 。 生 长 在 低 
山坡 江 从 中 及 林 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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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AMR, EAM. 

药材 性 状 ” 叶 皱 缩 破 碎 , 具 长 叶柄 ,上 表面 绿 黑 毛 , 下 表面 黄 棕色 , 均 披 有 毛 昔 , 尤 以 

叶脉 处 为 多 。 葵 类 圆柱 形 , 暗 棕色 至 紫 棕 色 , 具 圆 点 状 的 皮 孔 ; 幼 枝 类 方 柱 形 , 密 披 锈 色 的 

短 柔 毛 ; 质 硬 而 脆 , 易 折断 ,断面 纤维 性 , 木 部 淡 黄色 ,中 央 介 部 为 类 白色 , 花 有 长 梗 , 生 于 

上 部 叶腋 中 , 呈 黄 棕色 , 雄 巷 突 出 花冠 外 。 果 实 包 藏 在 宿 葛 内 , 呈 三 棱 状 卵 形 , 灰 褐色 , 表 

面 有 网 状 的 皱 缩 纹 理 ; 少数 果 实 未 完全 成 熟 , 顶端 尚 留 花 柱 痕 。 本 品 新 鲜 时 具 特 异 臭 气 ， 

于 燥 后 渐 微 弱 , 味 苦 而 涩 。 

显 微 鉴 别 ” 叶 的 横 切 面 : 中 表皮 为 一 列 细小 扁平 的 细胞 ,有 和 气孔 ,但 以 下 表皮 为 多 。 

腺 鳞 半 球形 ,位 于 凹陷 处 , 非 腺 毛 在 主 脉 部 分 较 多 ;G@ 叶 肉 的 栅栏 组 织 为 一 列 细胞 ,含有 较 

多 的 草酸 钙 簇 品 ; 海 绵 组 织 有 数列 ,排列 疏松 ;@ 主 脉 维 管束 新 月 形 ,木质 部 的 导管 旺 径 向 

排列 ,下方 为 韦 皮 部 ,并 散 有 少数 纤维 。 

粉末 : 显 暗 绿色 至 棕 绿色 。 

中 表皮 有 明显 的 角质 层 纹理 ,并 散 有 少数 气孔 。 主 为 直 轴 式 , 偶 见 有 不 定式 ,下 表皮 

细胞 也 呈 波 状 , 气 孔 较 多 ;2 腺 毛 有 两 种 : 腺 鲜 的 腺 头 扁 圆 形 ,由 6~ 8 个 细胞 组 成 ,内 贮 黄 

色 油 滴 ,破裂 后 呈 不 规则 三 角形 ; 腺 柄 为 单 细 胞 而 短 。 较 小 腺 毛 的 腺 头 为 1~ 2 个 细胞 , 梢 

为 单 细 胞 ; OAR ARE A 2 ~ 8 个 细胞 组 成 , 略 如 镁 刀 状 弯曲 ,有 时 中 部 细胞 已 皱 缩 ;@ 四 草酸 

钙 复 晶 极 小 ,直径 4 ~ gum, 散 布 于 叶肉 细胞 中 。 

化 学 成 分 含有 Friedelin (CoHso0) 及 Epifriedelinol 等 。 

CHs Friedelin Epifriedelinol 

采集 加 工 

1. 采制 :七 八 月 间 , 叶 长 大 花 初 开 时 采 收 过 早 \、 过 迟 采 收 , 药 效 成 分 均 较 低 。 将 剪 下 

的 校 叶 摊 开 晒 于 扎 成 小 把 即 为 成 品 。 

2. 将 原 药 用 清水 略 浸 , 润 透 , 捡 去 杂 草 等 物 ,顶头 切 成 长 约 lem 的 小 段 , 晒 于 , 生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叶 捣 烂 后 ,每 0.$kg 加 水 lkg, 压 出 汁 液 1.2kg, 过 滤 去 酒 成 原液 。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1~ 1.5kg; 或 将 的 碎 的 叶 加 水 2.5~ 3.5kg, 浸 泡 3 ~ 5 昼夜 所 得 的 原液 可 防治 地 每、 是 

HD BDF ,效果 达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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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ARAKI NAT RM Gis Bs SL FAR EAM hl BAR LE 20% ,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有 显著 抑制 作用 。 

3. 20 FAK F FWA BE 26.6% ,100 倍 酒精 浸 液 杀 虫 率 为 4.4% 。 

参考 文献 

Munakata K. Insect antifeedants in plants. Contr Insect Behav Natur Prod, Pap Semin, 1968 

(Pub. 1970) , 179 ~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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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毒 

狼 毒 ”瑞香 科 Thymelaeaceae 植物 狼 毒 Stellera chamaejasme L. 。 

别名 ”断肠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高 15 ~ 30cm。 粗 根 壮 ,圆柱 形 ,长 10 ~ 20cm, 径 1~ Sem, 单 一 

或 下 部 有 分 枝 , 外 表 棕 色 。 荃 直立 ,丛生 ,不 分 枝 , 基 部 木质 化 。 单 叶 互生 , 较 密 ,基部 叶 较 
小 ,向 上 渐 大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至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1 ~ 2em, 宽 2 ~ 3mm, 顶端 钝 ,基部 攀 形 ， 
全 缘 ,无 毛 ; 叶 柄 极 短 或 无 。 头 状 花序 顶 生 ; 花 葛 长 圆 简 形 ,长 4 ~ 6mm, 具 明显 的 纵 脉 , 先 

端 5 裂 , 裂 齿 狭 三 角形 ;花冠 管 简 状 ,长 lem 左右 , 顶端 5 裂 , 裂 齿 椭 圆 形 , 外 面 紫红 色 ,内 

面 白色 , 带 紫红 色 网 纹 ; 雄 莫 10, 2 轮 ,着 生 于 花 被 简 喉 部 , 几 无 花丝 , 子 房 椭圆 形 ,1 室 , 顶 

端 被 细 季 毛 ,花柱 短 , 柱 头头 状 。 果 圆锥 形 。 花 期 5~6 月 , 果 期 6~7 月 。( 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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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Stellera chamaejasm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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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东北 内蒙 河北 we A RO 2) a SS EK 

有 分 布 。 生 于 草原 、 多 石 砾 的 干燥 坡地 。 

药 用 部 位 根 。 

MES) RRO: KR TRUE Bie EA AM, RSE, ee 

组 成 ,万 皮 部 射线 细胞 2~3 列 ,皮层 及 韦 皮 部 均 有 多 数 纤维 束 群 ;形成 层 明 显 ,细胞 作 切 

向 延长 ,5~6 层 ; 木 层 部 宽阔 ,导管 呈 放 射 状 排列 。 皮 层 及 韦 皮 部 的 薄 壁 细胞 内 多 含有 淀 

粉 粒 。 

WA: RAR. TR, RR. FROME BREA, AGAR, DR 

薄 壁 细胞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有 细胞 间隙 。 多 为 网 状 导管 , 偶 见 具 缘 纹 孔 导管 ,直径 30 ~ 

50pm, 2F EFC, , 宽 7~ 1S$m, 淀 粉 粒 多 为 单 粒 ,类 圆 形 , 盔 帽 形 , 层 纹 不 明显 , 脐 点 点 状 或 

裂缝 状 , 直 径 3 ~ 15pm, 

理化 分 析 “ 取 本 品 粗 粉 $g, 加 乙醇 20ml,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回 流 1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浓缩 

至 Sml 供 下 述 试验 。 

1. 颜色 反应 

(1) 取 供 试 液 Iml ,加 镁 粉 少许 盐酸 数 滴 ,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数 分 钟 ,放置 显 品 红 色 。 

(2) 取 供 试 液 Iml , 置 蒸发 阵 中 蒸 于 ,加 硼酸 的 饱和 丙酮 溶液 及 10% 枸 橡 酸 丙酮 试 液 

各 lml ,继续 蒸 干 , 置 紫外 灯 下 观察 , 显 黄色 荧光 。 

(3) 取 供 试 液 1 滴 于 滤纸 上 , 喷 1% 三 氯 化 铝 乙醇 液 烤 干 , 置 紫外 灯 下 观察 , 显 黄色 欧 

Jue 

2. BRE 

PYF : HERE G( 浙 江 黄岩 )120% 活 化 1 小时。 取 上 述 供 试 液 点 样 。 展 开 剂 : 葵 - 吡 

啶 -甲酸 (36:9:5) , 展 距 1Scm。 置 365nm 紫外 灯 下 观察 ,有 四 个 明显 橙黄 色 菊 光斑 点 ,二 

个 蓝 色 荧光 斑点 , 喷 5% 三 氯 化 铝 乙醇 液 BESO RY BERRA.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有 一 种 酸性 物质 一 一 狼 毒素 (Stellerin, CHO), NTH A ta ,熔点 

309% ,是 一 种 双 二 和 氧 黄酮 ,如 式 工 ,由 两 分 子 柚 皮 素 (Naringenin, 式 I 工 ) 在 3 位 彼此 接合 而 

成 。 根 含 省 醇 、 酚 性 成 分 、 氮 基 酸 、 有 机 酸 、 三 帖 成 分 , 亦 含 树脂 ̀  有 毒 的 高 分 子 有 机 酸 及 可 

HEA AK ( Anthraglucoside) 的 化 合 物 。 此 外 含 糖 类 约 43.13% , 单 糖 类 1.73%. AMRA 

MK SAK. SR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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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ML KER LEW A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狼 毒 根 晒 干 研 成 细 粉 , 深 翻 地 时 放 人 沟 内 ,每 公顷 用 量 为 4Skg, 可 杀 地 下 害虫 。 

2. 狼 毒 lkg, 加 水 30 ~ 40kg, 浸 2~3 天 ,揉搓 后 过 滤 .喷洒 ,可 防治 菜 青 虫 、 猿 叶 虫 。 

3. 根 1kg, 加 水 100kg ,煮沸 半 小 时 过 滤 , 另 将 肥皂 1.5kg 化 开 , 把 两 者 混合 搅 匀 ;或 用 

狼 毒 根 kg 加 水 1lkg, 者 成 200g 原液 。1lkg 原液 加 水 6kg, 防治 蔬菜 害虫 及 棉 蚜 效率 达 

66% 。 

4. 根 1kg, 的 烂 后 加 水 10kg 稀释 ,过滤 , 喷 酒 。 每 公顷 用 量 1 500 ~ 2 250kg, 可 防治 虹 

虫 `. 地 下 虫 。 

5. 将 狼 毒 晒 干 后 磨 细 , 按 1% 的 用 量 拌 种 ,防治 地 下 害虫 很 有 效 。 

后 

150kg。 可 杀 多 种 害虫 。 

105 本 放水 :150iE 180kg, 对 肪 给 晤 贝克 长 好 效果 出 每 公 硕 用 

2 250~ 2 700kg。 

8. 狼 毒液 lkg, 加 水 16kg, 者 成 12kg 原液 。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6kg, 喷洒 , 可 杀 多 种 害 

虫 。 

9. 狼 毒 叶 的 5 KAM, MEA RYH 51.7%. 

10. 狼 毒 粉 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病 抑制 效果 为 538.07% 。 

11.5 倍 及 10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的 杀 虫 率 为 73 多 及 53% 310 倍 水 浸 液 防治 叶 锈 病 效 果 

为 57.5%。 

12. 狼 毒 干粉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79.7% ,其 水 浸 液 

为 31.6% © 
13. 取 狼 毒 根 1kg, 切 碎 加 水 lkg, 赦 1~2 小 时 , 趁 热 倒 人 30kg 数 中 搅 匀 ,两 小 时 后 蛆 

即 开始 死亡 ,17 小 时 后 85% 以 上 死亡 。 

14. 用 毒饵 毒 杀 家 蝇 杀 虫 率 为 44%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簿 的 杀 虫 率 为 73% ,用 100 FAG 

精 浸 液 杀 虫 率 为 100% 。 

参考 文献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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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 毒 大 戟 ”大 戟 科 Euphorbiaceae 植物 狼 毒 大 戟 Euphorbia fischeniana Steud. 。 

别名 ” 狼 毒 , 狼 毒 大 戟 ,猫眼 根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高达 40cm, 全 株 含 多量 乳 斗 。 根 长 圆锥 状 , 垂 直 生 ,肉质 肥 

厚 , 径 2~ 7cm, 外 皮 土 褐色 ,断面 淡 黄 色 。 茎 粗壮 ,直立 ,单一 ,无 毛 或 疏 生 毛 , 径 4~ 6mm, 

顶部 花序 分 歧 。 荟 基部 的 叶 鳞 片 状 , 膜 质 , 淡 褐 色 , 茎 中 部 的 叶轮 生 或 互生 ,无 柄 , 卵 状 长 

圆 形 ,长 4~6.5cm, 宽 1~ 3cm, 基 部 圆 形 ,先端 钝 或 稍 尖 ,全 缘 , 表 面 绿色 , 背 面 淡 绿色 ,中 

脉 粗大 ,在 背面 稍 凸 起 。 总 花序 多 分 枝 , 在 葵 顶 排 成 复 伞 状 ;区 叶 4~5 枚 , 轮 生 , 卵 状 长 圆 

形 , 上 面 抽出 5~ 6 个 锌 梗 ,先端 各 有 3 枚 长 卵 形 苞 片 ,各 伞 梗 上 再 抽出 2 ~ 3 个 小 伞 梗 ,上 

具 2 枚 对 生 的 三 角 状 卵 形 小 苞 片 及 1 ~ 3 个 杯 状 聚 们 花序 ; 杯 状 总 苞 广 钟 形 ,边缘 及 外 侧 

被 白色 长 柔 毛 ,顶端 5 裂 ,裂片 卵 形 , 腺 体 5, 肾 状 半圆 形 ; 子 房 扁 圆 形 ,被 白色 长 柔 毛 , 花 

柱 3, 长 3~4mm, 先 端 各 2 歧 。 藉 果 扁 球形 , 具 3 ore, 2 7 ~ gmm, 初 时 密 被 微 毛 ,后 变 平 
BE. BLT MAB, KA 4mm, 淡 褐色 ,有 光泽 。 花 期 5 ~ 6 个 月 , 果 期 6~7 月 。 

(图 75) 

分 布 与 生境 ”黑龙 江 \ 吉 林 ̀ 辽 宁 河北 内 蒙古 江苏 安徽 .浙江 等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坡 及 山野 的 向 阳 处 。 

药 用 部 位 ” 根 和 地 上 部 位 。 

药材 性 状 ” 狼 毒 ( 狼 毒 大 戟 ) 根 呈 类 圆 形 的 横 片 、, 斜 片 或 块 状 , 直 经 4~ 7cm, 厚 0.5 ~ 

3cm, 偶 有 厚 达 7cm 者 。 表 面 黄 棕色 或 淡 棕 色 ; 外 皮 成 重要 的 薄片 状 , 易 剥 落 。 切 面 不 平 

坦 , 有 暗 棕色 与 黄白 色相 间 的 明显 同心 环 , 偶 有 环 纹 不 显著 者 。 质 轻 , 易 碎 ,以 水 湿 之 有 粘 

性 , 据 开 可 见 拉 长 的 粘 丝 , 以 刀 切 之 ,刀刃 上 即 附 有 一 层 胶 状 物 。 折 断面 粉 性 。 气 微 , 味 

甘 , 并 有 刺激 性 若 味 。 

显 微 鉴别 ” 横 切面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 木 栓 细 胞 3~6 层 ,小 而 整齐 ,皮层 薄 ， 异型 维 管 

束 排 列 略 成 环 状 ,最 外 一 层 万 皮 部 较 宽 , 韧 皮 射线 明显 , 落 壁 细胞 内 充满 粘液 。 

根 的 横 切 面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最 外 面 为 木 栓 层 , 韧 皮 部 较 宽 约 为 半径 的 1X3 ,射线 明 

显 ,由 1~2 列 细胞 组 成 ,弯曲 ,其 中 充满 圆 形 单 粒 淀粉 ,并 有 极 多 的 薄 壁 性 纤维 成 束 散在 。 

形成 层 环 状 。 木 质 部 约 占 半 径 的 2/3 ,导管 群集 中 在 形成 层 附 近 , 稍 向 内 有 多 数 异 型 维 管 

束 , 夹 杂 其 间 ,其 内 侧 为 韧 皮 部 ,外 侧 为 木质 部 。 亦 可 见 稍 弯曲 的 射线 ,基础 薄 壁 组 织 及 射 

线 细胞 中 充满 圆 形 单 粒 的 淀粉 , 脐 点 明显 , 呈 圆 形 线形 或 分 又 星 状 。 

理化 分 析 “” 狼 毒 大 戟 :粉末 黄 棕色 。 淀 粉 粒 单 粒 直径 至 24um, 复 粒 由 2~ 7 粒 组 成 ， 

半 复 粒 少见 ;网 状 具 缘 纹 孔 导管 直径 至 102pmj; 乳 着 无 色 。 

取 本 品 粉 末 5g, 加 乙醇 50ml ,加热 回流 1 小 时 , 滤 过 。 取 滤液 2m ,加 3%% 碳 酸 钠 溶液 
lml, 置 水 浴 中 加 热 3 分 钟 ,冷却 后 ;加 入 新 制 的 重 氮 对 硝 基 葵 胺 试 液 2 滴 , 显 红色 。 

化 学 成 分 “ 狼 毒 大 戟 地 上 部 含 树脂 ; 根 中 含 橡胶 。 本 属 植 物 的 乳 秆 中 往往 含有 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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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成 分 大 戟 醇 (Euphol) . = 7 PY BB (Jolkinolide) 。 

CHs CHs 

CHs 
H 2 Hs Hs 

a H3C is CH 
m.116 

Jolkinolide Euphol 

采集 加 工 ” 春秋 二 季 均 可 采 控 ,将 根 挖 出 ,去 掉 残 蕉 , 洗 净 泥 土 , 切 成 横 片 , 晒 二 即 得 。 

图 75 Euphorbia fischeniana Steud.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狼 毒 根 晒 干 碾 成 细 粉 , 深 翻 土地 时 放 人 沟 内 ,每 公顷 用 45kg, 可 防治 地 下 害虫 和 

猿 叶 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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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狼 毒 lkg, 加 水 30~ 40kg, 浸 2~3 天 ,揉搓 ,过 滤 喷 酒 ,可 防治 菜 青 虫 。 

3. 狼 毒 根 1kg, 捣 烂 后 加 水 10kg, 过 滤 喷 酒 ,每 公顷 用 1 500 ~ 2 250kg, 可 以 防治 蚜虫 

和 地 下 害虫 。 

4. 将 狼 毒 晒 干 磨 成 细 粉 , 按 1% 的 用 量 拌 种 ,防治 地 下 害虫 很 有 效 。 

5. 狼 毒 2kg, 肥 皂 0.$kg, 加 水 150 ~ 180kg, 每 公顷 用 1 205 ~ 1 350kg, 防治 蚜虫 效果 良 

好 
6. 将 狼 毒 的 根 蔡 叶 磨 碎 ,1 挑 娄 内 放 125g, 经 过 17 小 时 , 蛆 即 全 部 死亡 。 

7. 狼 毒 根 荃 叶 的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巴 的 杀 虫 率 达 75%。 

8. 狼 毒 干粉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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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 te 

‘448 «= FAHEFL Campanulaceae 植物 桔梗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DC.。 

WA ” 苦 桔 梗 AA, Bye, 47E, ARE, Mh 7E, aE. 

植物 形态 ZEBRA AAEALH. ERKDEP 2H. Aw 30~ 120cm, 无 毛 ， 

通常 不 分 枝 或 上 部 稍 分 枝 。 叶 3 ~ 4 枚 轮 生 、 对 生 或 互生 ,无 柄 或 者 极 短 柄 ,叶片 卵 形 至 披 

针 形 ,长 2~7cm, 宽 0.5 ~ 3cm, 顶端 尖 , 边 缘 有 尖 饮 齿 ,基部 槐 形 , 下 面 被 白粉 。 花 1 BR 

条 , 单 生 葵 顶 或 集成 玻 总 状 花 序 ; 花 苯 钟 状 , 裂 片 5; 花 冠 宽 钟 状 ,直径 4 ~ 6cm, 蓝 色 或 蓝 紫 

色 ,裂片 $, 三 角形 ;雄蕊 $, 花 丝 基 部 变 宽 ,密生 细毛 ; 子 房 下 位 ,花柱 $ BR. HRA A 

形 , 熟 时 顶部 5 RR, PEAR, ef. (Al 76) 

图 76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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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 生 于 山地 草 坡 、 林 边 。 全 国 南 北 各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并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He.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圆 柱 形 或 纺 强 形 , 略 扭曲 , 偶 有 分 术 , 长 6~ 25cm, HS 0.5 ~ 2.5cm。 

表面 灰白 色 或 淡 黄 白色 ,上 端 根 荃 部 ( 芦 头 ) 有 半月 形 的 葵 痕 ; 根 上 有 横 纹 ,全 体 有 不 规则 

纵 皱 及 沟 纹 ,并 有 横向 皮 孔 样 的 疤痕 。 质 硬 脆 , 易 折 断 , 折 断面 略 不 平坦 ,可 见 放 射 状 裂 

i, MAA ,形成 层 环 明显 ,木质 部 淡 黄 色 。 气 微 , 味 微 甜 后 稍 苦 。 以 根 肥 大 、` 色 白 ̀\ 质 

充实 、 味 苦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根 (中 部 直径 1.5cm) 的 横 切 面 : 木 栓 层 黄 棕色 ,但 一 般 多 已 除去 。 韦 皮 部 

宽广 ,外 侧 的 韦 皮 射线 弯曲 , 筛 管 群 多 压缩 颓废 , 乳 管 成 群 散 在 ,内 含 黄 棕色 颗粒 状 物 ,内 

侧 的 韦 皮 部 中 乳 管 群 径 向 排列 成 行 。 形 成 层 成 环 。 木 质 部 射线 宽 ,导管 多 角形 ,单个 或 数 

个 相聚 , 呈 放 射 状 排列 。 用 干 品 直接 切片 , 封 藏 在 乙醇 或 稀 甘 油 中 可 见 薄 壁 细 胞 中 含 菊 糖 

结 品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粉末 0.5g, 加 水 10ml ,于 水 浴 中 加 热 10 分 钟 , 放 冷 , 取 上 清 液 , 置 带 塞 试管 

中 ,用力 振 摇 , 产 生 持 久 性 蜂窝 状 泡 沫 。( 皂 起 ) 

(2) 取 本 品 粉 末 1g, 加 甲醇 10ml ,于 水 浴 中 加 热 回流 30 分钟, 过滤。 滤液 置 蒸 发 血 中 ， 
TAGLAR F , SNAG ET 2ml 溶解 , 倾 出 上 清 液 于 干燥 试管 中 , 沿 管 壁 加 入 硫酸 lml, 界 面 呈 

棕 红 色 环 , 上 层 由 蓝 色 立 即 变 成 污 绿色 。( 电 了 武 及 植物 省 醇 )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 多 种 皂 武 。 混 合 皂 武 经 完全 水 解 产 生 的 气孔 元 有 桔梗 耻 元 (Platy- 

codigenin) 、 远志 酸 (Polygalacic acid) 以 及 少量 桔梗 酸 A.B.C.(Platycogenic acid) 。 如 果 将 混 

合 皂 耻 部 分 水 解 , 则 得 到 一 种 次 皂 起 (Prosapogenin) ,经 证 明 是 桔梗 气孔 元 3-0-B 葡 萄 糖 

了 武 (3-0-8B- Glucosylplatycodigenin)。 最 近 有 人 由 桔梗 根 中 分 离 出 纯 的 皂 武 称 桔 梗 气 下 C 

(Platycodoside C) 和 桔梗 皂 武 D(PlatycodosideD) 。 此 外 , 根 中 还 含 - BSR LMF 0 - 菠菜 条 
醇 -B-D- 和 葡萄 糖 武 (ac- Spinasterol — 8 — D - glucoside) ® A FERS (Betulin), 7EGA—FK 

紫色 素 称 桔梗 色素 (Platyconin) ,该 色素 即 是 飞 燕 草 素 3 - 双 咖 啡 酰 芦 了 糖 -5- fi Ba ER 
( Delphinidin - 3 - dicaffeoylrutinoside — 5 — glucoside ) 

桔梗 皇 武 元 R= CHOH 
远志 酸 R=CH; 桔梗 酸 B R= COOH 

桔梗 酸 = A=COOH 桔梗 酸 C R= CHi 

采集 加 工 ” 春秋 二 季 采 挖 ,以 秋季 采 控 者 质量 较 佳 。 过 去 传统 的 加 工 方法 ,用 碗 片 或 

TAMARA , 晒 干 。 近 年 有 的 地 区 试行 不 刮 皮 , 洗 净 泥土 后 晒 干 或 在 产地 切片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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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改革 便于 节省 人 工 , 但 药材 外 观 稍 受 影 响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根 药 杀 菜 青 虫 效果 为 70% , 葵 、 叶 者 剂 杀 棉 蚜 效果 为 74.5%。 

2.1g 根 加 $ml 水 , 冷 淄 72 小 时 能 杀 菜 青虫 ̀  菜 蚜 。 

3.1g 根 加 2ml 水 , 热 煮 15 分 钟 ,能 杀 棉 蚜 与 菜 蚜 。 

4. 根 的 原 粉 能 杀 菜 青虫 和 棉 蚜 。 

5. SU lg 加 2ml ARAVA 15 分 钟 能 杀 棉 蚜 。 

参考 文献 

(1) Saito N, Osawa Y, Hayashi K. Isolation of a blue - violet pigment from the flowers of Platy- 

codon grandiflorum. Shokubutsugaku Zasshi , 1972, 85(998) : 105 ~ 110 

(2) Kubota T, Kitatani. H. Structure of Platycodigenin, a 4,4 - bis (hydroxymethyl) — triter- 

pene. Chem Commun, 1969(5) : 190 ~ 191 

(3) Akiyama T,et al. Chem Pharm Bull, 1972,20:1 957 

(4) Elyakov G B, Alad’ ina N G. Chemical studies on platy codoside C,a new glycoside from 

Platycodon grandiflrus. Tetrahedron Lett , 1972(35) :3 651 ~ 3 652 

(5) Tuzimoto M, Matumoto T. Chemical studies on the roots of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VII, 

The molecular weight and the hydrolysis of platycodin. J Agr Chem Soc Japan, 1939, 15: 

113 ~ 114 

(6) Elyakov G B, Alad’ ina N G. Platycodoside C, a new triterpene glycoside from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Izv Sib Otd Akad Nauk, 1970(3) : 148 ~ 151 

(7) Akiyama T,Iitaka Y, Tanaka O. Structure of plati — codigenin, a sapogenin of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Tetrahedron Lett, 1968(53) :5 577 ~ 5 580 

(8) Kubota T ,kitatani H, Hinoh H. Structure of Platycogenic acid A,B, and C, further triter- 

penoid constituents of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J Chem Soc D, 1969 (22) :313 ~ 314 

[9] Saito N, Osawa Y, Hayashi, K. Anthocyanins, L X [I] , Platyconin, a new acylated antho- 

cyanin in the Chinese bell - flower (Platycodon grandiflorum) . Phytochemistry, 1971, 10 

(2) :445 ~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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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Eats FSA Pt Simarubaceae fH49) 4 Ailanthus altissima Swingle.。 

别名 红 椿 , 白 椿 ,大 眼 桐 , 山 椿 虎 眼 , 恶 木 , 椿 白 皮 , 凤 眼 草 ANZ 

植物 形态 ”和 椿 为 乔木 。 树 皮 灰 色 至 灰 褐 色 , 嫩 枝 暗 棕色 , 叶 为 奇数 羽 状 复 叶 ,小 叶 

SURE ,基部 截 形 而 不 匀称 ,边缘 微波 状 。 花 小 , 排 成 圆锥 花序 , 生 于 顶端 ;雄花 开放 

时 有 臭 味 ; 花 为 内 外 两 面 均 被 柔 毛 ; 雄 攻 10 个 ,着 生 于 花 盘 上 , 伸 出 花 盘 ,10 裂 ;6~7 AF 

人 花 。 翅 果 在 近 中 部 生 种 子 1 粒 ,9 月 果 熟 。( 图 77) 

图 77 Ailanthus altissima Swingle.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大 部 分 地 区 均 有 产 ,浙江 、 福 建 .河北 山东 ,东北 江苏 、 新 疆 等 地 。 

药 用 部 位 树 皮 \ 术 和 叶 。 
药材 性 状 ” 根 皮 多 呈 扁 平 的 块 片 状 , 或 稍 内 卷 而 成 瓦 片 状 。 大 小 ,长 短 差异 甚大 。 外 

表面 黄 标 色 ,粗糙 , 皮 孔 极 明显 ,除去 粗 皮 者 则 具 黄 白色 皮层 ;内 表面 淡 黄 色 至 淡 黄 棕色 ， 

较 平 坦 ,密布 点 状 线 状 突起 ,有 时 破裂 成 小 孔 状 。 质 坚 脆 ,断面 不 平坦 , 棕 黄 色 。 具 油 腥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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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折 断后 较 强 烈 ) , 味 甚 苦 而 持久 , 嚼 之 带 砂 性 。 

显 微 鉴 别 ” 本 品 根 皮 粉 末 淡 灰 黄色 。 石 细胞 甚 多 ,类 圆 形 , 类 方形 或 形状 不 规则 , 直 

径 24 ~ 9%6jm, 壁 厚 , 或 三 面 较 厚 ,一 面 较 薄 , 有 的 胞 腔 内 含 草 酸 钙 方 唱 。 纤 维 直径 20 ~ 

40um, BEBE, AL. REST ARK 11 ~ 48um; fe AH AEN B 48pm。 淀 粉 粒 类 球形 或 卵 

圆 形 ,直径 3 ~ 13pm. 

于 皮 粉 未 灰 黄色 。 木 栓 细 胞 碎片 较 多 ,草酸 钙 复 唱 偶 见 ,无 淀粉 粒 。 

理化 分 析 “” 取 本 品 粉末 10g, 加 甲醇 Soml ,加 热 回流 30 分 钟 , 趁 热 滤 过 。 取 滤液 lml， 

BAG LAR F , 残 酒 加 冰 酝 酸 lml 使 溶解 ,再 加 醋 妍 - 硫酸 溶液 (19:1) lml ,溶液 由 黄 绿 色 

迅速 变 为 污 绿 色 。 

化 学 成 分 ST (Ailanthin) it. BAR -AHRES SARA ED BR 

Be ASV, FF BARR ( Quassiin) 2 FR AT APTA HZ BIR RR (Quercetin, Cys Hj 07) 

等 物质 。 

QH 局 

el page OH 

OE © 

溶 点 3912 ~316C m. 234 ~ 238 G 

Quercetin Ailanthone 

OCOCH; 
\ CH; "CH; 

HO.. i H 

iy H 4 H 8 Hc 下 fc 
m. 264 ~ 265°C m. 253 ~ 255 

Acetylamarolide Amarolide 

m.238 ~ 242 

Chaparri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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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SERRA TPR (Mersosin). WA, mia RER ES. pt 5h EH ( Ailanthone, 

Cop H2407) . Z. BET AN BE ( Acetylamarolide, Cy H3907) . 苦 内 酯 (Amarolide，CoHzs05) 和 另 一 化 

合 物 ( 分 子 式 为 CHzs0s)。 果 实 含 臭 椿 内 酯 (Ailantholide, Cop Hog 07 ) . #48 ££ Bd ( Chaparzi- 

none, C20H207) 及 酸性 物质 。 种 子 含油 约 35% , 叶 中 含 异 榭 皮 素 (Isoquereiotrin,Ci5Ho07)。 

据 国 外 报导 , 臭 椿 酮 具有 较 强 的 抗 阿 米 巴 原 虫 作用 。 

采集 加 工 ”采制 :四 季 均 可 采 收 ,但 以 春季 水 分 充足 , 树 皮 容 易 剥 离 采 收 较 宜 。 采 时 

将 于 皮 从 树 上 和 剥 下 上 晒 干 。 或 将 树 根 控 出 , 乔 去 外 面 黑 皮 , 以 木 棒 轻 锤 ,使 皮 部 与 木质 部 松 

离 ,然后 剥 下 根 皮 , 仰 面 晒 干 。 将 药材 用 清水 浸泡 , 润 软 后 , 打 直 条 , 顶头 切 成 2cm 见方 的 

TTR, H-F 0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树 皮 和 叶 都 可 防治 植物 病虫害 ,但 以 树 皮 的 毒 效 最 好 。 和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树 皮 20kg, 生 石灰 10kg, 加 水 100kg ,浸泡 24 小 时 过 滤 后 ,将 滤液 喷 在 田中 可 杀 死 

AIF AGA) WHE 

2, 树 皮 lkg, 加 春 麦 芽 0.16kg, 者 2 小 时 后 ,过 滤 ,加 水 20kg, EE, RIE TRE AR 
露水 时 撒 在 作物 上 ,可 以 防治 棉 红 铃 虫 . 造 桥 虫 金刚 钼 等 ,对 棉 蚜 虫 的 杀 虫 率 达 80% 。 

3. 将 树叶 晒 王 ,同时 每 千克 加 水 25ke, HE a, AK 400 克 放 和 2kg AUZEP , A 12 小 时 

后 杀 蛆 率 达 100% 。 

4. 树叶 lkg, 加 水 8kg, 浸 泡 过 滤 得 滤液 7kg, 每 公顷 喷洒 600kg, 可 以 防治 菜 青 虫 和 是 

虫 。 

5. 树叶 8kg, 加 水 16kg, 者 前 过 滤 得 到 滤液 ,每 千克 滤液 加 适量 水 ,对 棉 蚜 杀 虫 率 达 

80% ,对 棉 红 铃 虫 达 57% ,对 土 牛 子 为 80% ,对 造 桥 虫 为 S0% 。 

6. 树叶 加 5 倍 水 煎 者 液 对 霜 霉 病 有 抑制 作用 。 

参考 文献 

(1) Chiarlo B, Pinca M C. Constituents of the bark of Ailanthus glandulosa. I. Identification of 

quassine and neoquassine. Boll Chim Farm, 1965, 104(8) :485 ~ 489 

(2} Mikhel’ son L A. Composition of fatty oil from the seeds of Ailanthus glandulosa Desf.J 

Applied Chem(U S S P) , 1936,90:2 050 ~ 2 052 

[3] Casinovi C G,Grandolini G. Bitter substances contained in Ailanthus altissima. Atti Acad 

Nazl Lincei Rend classe Sci Fis Mat Nat, 1963 ,35(5) :348 ~ 350 

(4) Ferrari C.Spectrophotometric investigations of quassin and the bitter principle of the bark 

of Ailanthus. Ann chim applicata, 1942 ,32:255 ~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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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草 

烟草 ” 茄 科 Solanaceae 植物 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L. 。 

别名 ”黄花 烟草 。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草本 , 荃 直 立 ,粗壮 ,高 1 ~ 2m: 基 部 木质 化 ,上 部 分 枝 , 被 有 粘 质 

毛 。 叶 极 大 ,椭圆 状 披 针 形 , 长 10 ~ 30cm, 宽 8 ~ 15S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下 延 呈 心 耳 状 , 抱 葵 

性 ,全 绿 或 带 微波 状 ,表面 绿 色 ,背面 淡 绿 色 ,被 粘 毛 。 花 项 生 ,圆锥 花序 或 总 状 花 序 ; 花 有 

苞 和 柄 , 柄 长 4 ~ cm; 苯 绿色 ,长 圆 形 ,长 约 2cm, 裂 片 披 针 形 ,先端 尖锐 ,花冠 漏斗 形 ,长 

3 ~ Sem, 喉 部 稍 膨 大 , 简 部 粉红 色 ,罕有 白色 ,外面 被 软 毛 ,裂片 5, 先 端 锐 尖 , 红 色 , 雄 巷 5 

枚 ,花丝 与 花冠 等 长 或 稍 短 ES 1 枚 ,花柱 长 ,柱头 圆 形 , 子 房 上 位 ,二 室 , 胚 珠 多 数 。 基 

RAG ,长 约 1.5cm, 种 子 细小 ,多 数 , 黄 褐色 。 花 期 8~ 10 月 。( 图 78) 

图 78 Nicotiana tabacum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sc SAR BATE ,长 至 60cm, 宽 25cm; 叶 端 尖 ,叶柄 甚 短 , 有 

翼 , 全 绿 或 微 呈 波状 ,上 表 黄 棕色 ,背面 较 淡 , 主 脉 宽 而 凸 出 多 腺 毛 , 稍 经 润 湿 则 带 粘 着 性 。 

Fah FRE SA FF AA EEA , 味 苦 辣 , 作 哎 性 。 

化 学 成 分 “从 烟叶 中 分 离 14 种 生物 碱 ,含量 1% ~ 9% ,其 中 以 左旋 烟 碱 (1 - Nico- 
tine) . 毒 获 碱 ( Anabasine) ,去 氢 毒 获 碱 ( Anatabine) 较 为 主要 ,并 含 咖啡 酰 腐 胺 (Caffeoyl pu- 
trescine, Cy3H;g03N>) 对 — 香 豆 酰 腐 腕 (P - conmaroyl - putrescine, C)3H,g0,N> ) 、 阿 魏 酰 腐 胺 

(Feruloyl putrescine) , if YE BE ( Solanesol) 及 多 种 氨基 酸 一 天 冬 氨 酸 、 谷 氮 酸 、 天 冬 素 、 谷 栈 

胺 、 丝 氨 酸 、 组 氨 酸 \ 丙 氨 酸 、y - BET ER AR AR SAR ET AMR BAR 

氨 酸 、 异 亮 氨 酸 及 茶 丙 所 酸 。 此 外 , 尚 含 芦 了 苹果 酸 、 枸 橡 酸 、 咖 啡 酸 (Caffeic acid) 、 莽 草 

酸 (Shikimic acid) 、 硅 宁 酸 (Quinic acid) 、 绿 原 酸 (Chlorogenic acid) .4,8, 13 - FL{K= Mi - 1 - 

醇 -3- 酮 (4,8.13 - Duvatriene-1-ol-3-one)、11- 异 两 基 -4,8- 二 甲 基 -3,7,12- 十 

五 碳 三 烯 -2,14- BURR a — 及 B- 莱 防 脱 内 脂 (a- .B- Levantenolide) 8 - 丁香 燃 环 氧化 物 
(8 - Caryophyllene epoxide)`. 脂 肪 、 树 脂 \ 酶 及 无 机 物 等 。 种 子 含 顺 式 及 反 式 咖啡 酸 \ 芦 本 、 

AR EL 4 KH (Scopoletin) , A EL 4 HK (Scopolin) 及 绿 原 酸 。 花 含 桥 皮 素 - 3,3’ - 二 甲 醚 
(Quercetin — 3,3’ - dimethyl ether)。 根 含 去 甲 烟 碱 (Nomicotine) 。 

wae ):276C b.( = : 145 ~ 146°C (10mmHg) 

1-Nicotine Anabasine Anatabine 

RRML KERIK A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MSA TAA A, BOA ee AAS Ae = AR EE 

用 。 防 治 稻 蝇 虫 、. 稻 飞 乔 、 浮 尘 子 . 晴 象 S/T RS SS 

虫 。 此 外 还 有 杀 卵 作用 。 几 种 常用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烟叶 1lkg 加 水 40kg 浸泡 24 小 时 后 即 可 使 用 ;或 将 烟叶 磨 成 细 粉 ,通过 200 目 筛 得 

出 的 粉末 ,再 混 以 消 石 灰 配 成 1% 的 烟草 碱 粉剂 ,可 防治 蚜虫 。 

2. 烟 杆 10kg, 加 水 90ke, A 2 小 时 ,其 滤液 可 防治 蚜虫 . 红 蜘 蛛 iy EL FE Pie SER 

心 虫 .柑橘 潜 叶 蛾 等 。 如 加 入 适量 的 石灰 水 、 碱 或 肥皂 可 增强 防治 效果 。 

3. 烟草 粉 的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良好 ,对 小 麦 叶 锈病 

抑制 效果 亦 好 。 

4. 茎 叶 碾 细 , 加 入 稀 粥 或 米汤 搅 匀 ,再 加 适量 的 糖 , 能 诱 蝇 , 蝇 食 后 神经 麻 兽 而 掉 人 

米汤 里 渡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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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e 

SEB /|\ BER} Berberidaceae (A WE == Z Epimedium sagittatum Bak. 。 

别名 REA, =U AEF. 

植物 形态 BRELERA, FB 10~40em RKRAAA, ZADK, AE, SHR. 

基 生 叶 1~3 枚 ,三 出 复 叶 ,叶柄 细 长 ,长 约 13cm; 小 叶片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 9em, 先 端 急 尖 

或 渐 尖 ,基部 心 形 , ABE ,两 侧 小 叶片 基部 呈 不 对 称心 形 浅 裂 ,边缘 有 细 刺 毛 。 春 季 开 小 

花 , 集 成 圆锥 花序 或 项 生 总 状 花序 ; 葛 片 8 ,排列 为 2 轮 ,外 轮 较 小 ,外 面 有 紫色 斑点 ,内 轮 

白色 , 呈 花 为 状 ; 花 准 4, 黄 色 , 有 短 矩 ;雄蕊 4; 心 皮 1。 和 萌 葵 果 卵 圆 形 。 种 子 数 粒 , FES 

色 。( 图 79) 

图 79 Epimedium sagittatum B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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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浙江 安徽 .江西 \ 湖 北 ̀ 四 川 、 台 湾 、 福 建 、 广 东 等 省 有 分 布 。 野 生 于 山 

坡 竹林 下 或 路 旁 岩 石 中 ,现在 有 盆栽 供 观 赏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薄 层 层 析 : 取 淫 羊 蔓 生 药 细 粉 ,用 70% 乙醇 溶 液 冷 浸 过 夜 或 热 回 流 1 小时。 过 滤 , 滤 

液 浓缩 至 近 干 ,加 甲醇 少许 ,点 硅胶 G 板 , 以 三 氯 甲 烷 - 甲醇 (9:1)8ml 加 2ml 甲酸 或 三 氯 

甲烷 - 甲醇 (8:2) 展 开 ( 以 淫 羊 蓝 了 下 纯 品 对 照 ) ,取出 板 了 晾 干 , 喷 5%AICh 乙醇 溶液 , 置 电 炉 

上 烤 数 分 钟 ,荧光 灯 下 观察 , 淫 羊 蔓 武 Rf 值 分 别 为 0.27 及 0.37( 黄 色 斑 点 )。 

2. 库 伦 滴 定 法 

PRA 0.5¢ 的 生 药粉 未 (过 60 A fii) ,加 70% 乙 醇 25.0ml, 称 重 后 连接 于 回流 冷凝 器 

上 ,回流 工 小 时 ,冷却 , 称 重 ,加 70 多 乙醇 补 至 原 量 。 用 布 氏 漏斗 迅速 过 滤 ,准确 取 滤 液 

20.0ml, 蒸 至 近 王 ,加 甲醇 至 5.0ml。 有 少许 沉淀 物 沉 出 (沉淀 物 经 紫外 、 红 外 鉴别 证 明 不 

EZR) ,离心 。 吸 取 清 液 200] 点 于 聚 酰胺 板 上 ,点 成 条 状 , 王 后 于 层 离 槽 中 以 氯仿 - 甲 

醇 (9:1)9.5ml 加 0.5ml 甲酸 展开 ,取出 , 挥 去 溶剂 ,于 紫外 灯 下 观察 ,Rf 值 约 0.47 处 有 一 
瞳 黑色 带 ,用 小 针 划 出 位 置 ,将 含 淫 羊 蔓 孔 的 硅胶 刮 人 已 进行 空白 电解 的 电解 池 中 ,电解 

液 为 1M KBr-2M HCl - 乙醇 (1$:15:10) ,用 碱 进行 滴定 ,用 死 停 法 指示 终点 ,记录 电解 所 

需 时 间 t, 根 据 下 列 公 式 计 算 样 品 含量 。 

BPA a a = EO AIO = 电解 电流 (mA) t= 电解 时 间 (Seo) 
化 学 成 分 “ 箭 叶 淫 羊 蔓 全 草 含 淫 羊 蔓 起 (Icariine,C3Ho0ie ,为 一 种 黄酮 武 )、 皂 武 、 苦 

味 质 、 靶 质 。 此 外 , 尚 含 挥发 油 ` 晴 醇 (Ceryl alcohol) 三 十 一 烷 、 植 物 省 醇 、 软 脂 酸 、 油 酸 、 

亚 油 酸 。 根 及 根 状 葵 含 去 氧 甲 基 淫 羊 蔓 起 (Des - 0 - methylicariine). KR“ th, KIB AE 

MMA PREFER. RRRKASA PRE EERAA = WEE HR (Epimedo- 

side A) HHFERS. 

iC rf 
葡萄 糖 “9 ae 人 /)—OCHs Wa Oz —OH 

O- RH 4h Ra 
OH O OH O 

Icariine Epimedoside A 

采集 加 工 ” 夏 秋季 采集 洗 净 W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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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E20 1ke JO, ,加 水 Skg, 过 滤 后 喷洒 使 用 ,防治 蚜虫 。 

2. 10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及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制 效果 为 100% 。 

3.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菠 有 显著 抑制 效果 。 对 棉花 黄 雁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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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OS 

BS 唇 形 科 Labiatae 植物 黄 芬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corgi. 。 

别名 ”山茶 根 , 黄 芬 茶 ,黄金 条 根 , 香 水 水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高 30 ~ 60cm, 全 株 稍 有 毛 , 根 圆锥 形 ,粗壮 ,断面 鲜 黄 色 。 茎 

四 棱 形 , 自 基部 分 枝 多 而 细 , 基部 稍 木 化 , 叶 交 互 对 生 , 近 无 柄 , 披 针 形 ,长 1.5 ~ Scm, 帘 

0.4~ 1.2cm, 上 面 深 绿色 ,下面 淡 绿 色 ,被 下 陷 的 腺 点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具 叶 状 苞 片 ; 花 查 

Be £26, LRARA KIND , 果 时 增 大 , 膜 质 ;花冠 二 唇 形 , 蓝 紫色 或 紫红 色 ， 

LIBR, PISS, PR ARR BE, (ee a ,基部 又 曲 ,直立 ;雄蕊 4, 稍 露出 , 药 室 裂 

口 有 蜂 毛 ; 子 房 4 深 裂 , 生 于 环 状 花 盘 上 ;花柱 基 生 ,先端 二 浅 裂 。 小 坚果 4, 球 形 , 黑 宰 

色 ; 有 瘤 , 包 围 于 增 大 的 宿 莹 中 。 花 期 6~ 9 月 , 果 期 8~10 月 。( 图 80) 

| 80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河北 LT 陕西、 山西 内蒙、 云南 \ 山 东 等 省 区 。 生 于 草地 、 台 
地 、 山 坡 潮湿 处 。 

药 用 部 位 根 。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圆 锥 形 ,多 扭曲 ,长 5 ~ 25cm, 直 径 1 ~ 3cm。 表 面 棕 黄色 或 深 黄 色 , 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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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有 明显 的 纵向 皱纹 或 不 规则 网 纹 , 具 侧 根 残 痕 , A SR PASSE, ATE, DH 

折断 ,断面 黄色 ,中 间 红 棕色 , 老 根本 部 枯 朽 , 棕 黑 色 或 中 空 者 称 枯 芬 , 气 微 . 味 苦 。 以 条 

.长 , 质 坚实 , 色 黄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根 (直径 0.7c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外 缘 多 破裂 ,一 般 为 8 ~ 20 列 扁平 细胞 ， 

其 中 有 石 细胞 散在 , 栓 内 层 狭 罕 ,与 韦 皮 部 界限 不 明显 。 韦 皮 部 宽广 ,有 多 数 石 细胞 与 韦 

皮 纤 维 ,单个 或 数 个 成 群 散在 , 石 细 胞 多 分 布 于 外 缘 , 韧 皮 纤 维 多 分 布 于 内 侧 ,形成 层 多 成 

环 。 木 质 部 在 老 根 中 央 有 栓 化 细胞 环形 成 , 栓 化 细胞 有 单 环 的 ,有 成 数 个 同心 环 的 。 本 品 

薄 壁 细胞 中 含 淀 粉 粒 。 

粉末 黄色 , 味 苦 。 韦 皮 纤 维 甚 多 , 呈 棱 形 , 长 短 不 一 ,长 $S0 ~ 100 ~ 250um, 直径 10 ~ 

40kpm, 壁 甚 厚 , 木 化 , 孔 沟 明 显 ; 木 纤 维 较 细 长 ,两 端 尖 , 壁 不 甚 厚 , 微 木 化 , 石 细胞 较 多 , 呈 

类 圆 形 ,长圆 形 、 类 方形 或 不 规则 形 , 短 径 24 ~ 60um, 长 径 60 ~ 160m, BA 22 24um, FL 

沟 有 时 分 又 。 网 纹 导 管 多 见 , 具 缘 纹 孔 及 环 纹 导 管 较 少 。 木 栓 细 胞 棕 黄 色 ,多 和 角形。 淀粉 

粒 类 球形 , 复 粒 少见 ,由 2~ 3 分 粒 组 成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粉 未 2g, 置 100ml 锥 形 瓶 中 ,加 乙醇 20ml, 置 水 浴 上 回流 15 分 钟 。 过 滤 。 取 滤液 

lml ,加 10% 栈 酸 铅 试 液 2~3 滴 , 即 发 生 橘 黄色 沉 诞 ; 另 取 滤 液 Im, 加 镁 粉 少量 与 盐酸 

3~ 4 滴 , 显 红色 (黄酮 反应 )。 

2. MEEK 

(1) BRASH A BAS RY i TH BORDA 1g, 加 乙醚 40ml 于 脂肪 提取 器 中 回流 
至 无 色 ,浓缩 至 2 ~ gml,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0.5M 草酸 硅胶 C 板 (青岛 硅胶 200 目 8.5g+ 

1.5¢ 石膏 +0.5M 草酸 溶 液 23ml, 铺 板 , 室 温 干 燥 , 于 105% 活 化 1 小时)。 展 开 剂 :氯仿 - 
甲醇 (10:1) , 展 距 17cm, 于 365nm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荧光 。 

(2) 黄 芬 武 的 检查 : 取 上 述 乙醚 回流 后 残 酒 , 挥 尽 乙 醚 ,加 50% 乙 醇 浸 泡 过 液 ,回流 2 

小 时 ,乙醇 提取 液 供 点 样 用 。 支 持 剂 : 聚 酰胺 板 ( 聚 酰胺 lg + 甲酸 6ml 溶解 + 70% 乙醇 

3ml) 。 展 开 剂 :氯仿 - 甲醇 ~- 丁 酮 - 乙酰 丙酮 (16:10:5:1) , 展 距 Sem, F 365nm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菊 光 。 

(3) 将 黄 芬 用 水 在 水 浴 中 温 浸 2 小 时 ,于 50 色 浓缩 ,再 用 乙醚 提取 ,将 乙醚 提取 液 点 于 

用 0.5M 草酸 溶液 调制 的 硅胶 C 薄 层 上 ,以 氯仿 - 甲醇 (100:1) 展 开 。 

3.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精密 称 取 样品 粉末 (40 目 )1g,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加 乙醇 SO0ml, 提取 至 极 淡 黄色 ,提取 液 

加 硼酸 1g, 全 部 溶解 后 过 滤 至 50ml 容量 瓶 中 ,用 少量 乙醇 洗涤 提取 瓶 并 加 乙醇 至 刻度 , 备 

用 。 提 取 后 的 样品 残渣 在 红外 灯 下 干燥 后 加 水 10ml 回流 提取 40 分 钟 ,过滤 , 残 洁 用 水 

8ml 再 回流 40 分 钟 ,如 此 重复 两 次 ,合并 三 次 液 于 2$ml 容量 瓶 中 ,加 硼酸 0.5g, 溶 解 后 并 

加 水 稀释 至 刻度 ,过 滤 备 用 。 

吸取 一 定 体积 样品 提取 液 ,点 于 纤维 素 薄 层 (2.5g 纤维 素 粉 ,加 水 17ml OR 

层 ,室温 干燥 ,用 前 在 100°C 干燥 1 小 时 ,定量 用 的 薄 层 需 先 用 展开 剂 预 洗 1 次 ) 上 ,用 正 丁 

醇 - 酯 酸 - 水 (6:1.5:2.5) 直 立 式 展 开 ,在 紫外 灯 下 观察 斑点 位 置 ,分 别 刊 取 斑点 上 的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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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素 置 于 小 管 中 , 黄 芬 武 (1) 用 2% 硼 酸 的 50% CRAVE. WHA (2) FH 50% ZB 

溶液 洗 脱 , 黄 芬 素 (3) 用 2% 硼 酸 乙醇 溶液 洗 脱 , 汉 黄 芬 素 (4) 用 乙醇 洗 脱 , 洗 脱 总 体积 为 
5.0ml, 取 薄 层 上 空白 部 位 的 等 面积 纤维 素 用 同一 洗 脱 剂 洗 脱 作 空 白 ,分别 在 各 吸收 峰 波 

长 L[(1)279mm,(2)273nm,(3)276nm,(4)275nm] 测 定 吸 收 度 ,分 别 按 标准 曲线 计算 含量 。 

制剂 中 黄 芬 武 用 硅胶 GF245 薄 层 分 离 后 ,将 黄 芬 武 部 位 刮 下 洗 脱 , 用 分 光 光 度 法 测定 

或 用 光 密 度 计 法 直接 测定 黄 苍 武 。( 黄 酮 测定 ) 

4. 比 色 法 

(1) 标 准 曲线 的 绘制 :精密 称 取 芦 丁 20mg(120% 于 燥 恒 重 ) 置 100ml 容量 瓶 中 ,加 

60% 乙 醇 适 量 , 置 水 洽 上 加 热 溶 解 , 放 冷 , 用 60% 乙 醇 稀 释 至 刻度 FES, BL 25ml 用 蒸馏 水 

准确 稀释 到 50ml(0.1mg/ml) 。 准 确 吸 取 0.0.1.0.2.0…5.0ml 分 别 置 于 10ml 比 色 管 中 , 各 

加 30% 乙 醇 至 5.0ml, 先 加 5% 亚 硝酸 钠 溶 液 0.3ml , 摇 匀 ,放置 6 分 钟 。 再 加 10% 硝酸 铝 

溶液 0.3ml, 摇 勺 ,再 放 6 分 钟 ,加 4 色 氢 氧化 钠 溶液 4ml, 各 用 水 稀释 到 10ml, 在 波长 S10nm 

测 吸 收 度 (第 一 管 作 空 白 ) 绘 出 标准 曲线 。( 总 黄酮 测定 ) 

(2) 样 品 测定 :精密 称 取样 品 粉末 lg 置 100ml 三 角 瓶 中 ,精密 加 50% 乙醇 40ml, HE 

《准确 到 0.1g) , 置 水 浴 上 回流 8 小 时 ,冷却 ,再 称 重 ,补充 溶剂 至 原 重 ,过 滤 , 取 滤液 2ml， 

置 50ml 容量 瓶 中 ,用 30% 乙醇 稀释 到 刻度 ES A Sml 置 10ml 比 色 管 中 , 然后 按 标准 曲 

线 法 操作 ,空白 取 Sml 提取 液 置 10ml 比 色 管 中 ,不 加 试剂 ,用 水 稀释 至 刻度 ,在 波长 S10nm 

测 吸 收 度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含量 。 

5.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用 树脂 Amberlite XAD - 2 填充 柱 ,流动 相 用 3% 乙 醇 ,可 以 精确 而 迅速 地 测定 黄 芬 武 。 
( 黄 芬 起 的 测定 ) 

化 学 成 分 根 中 含 多 种 黄酮 类 衍生 物 : A HK (Baicalein)4.0% ~ 5.2% , 汉 黄 蕉 起 

Baicalein Wogonoside 

全 

HO p af ore HO G 

re se ag CILLA & 
HO- U ik 7 -= OH O 

Oroxylin Beacon Wogonin 

vGi@ —OH 
HOT 0 Ce 

Scutella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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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gonoside) 。 千 层 纸 素 A Ai PHM A ( Oroxylin A - glucuronde) 8 - 4 8 HB. 7H SE 

(Camphesterol) , & {{§ BE. # 4+ XK ( Baicalein) . 1M AF A ( Wogonin), Fl Hl HAZ (Ko- 

ganebanain ) , #4 #4 Ab] (Skullcapflavone) 工 及 开 以 及 千 层 纸 素 A(Oroxylin - A)、3 种 结构 未 知 

的 氨基 酸 。 此 外 , 尚 含 7 - 甲 氧 基 黄 芬 素 (7 - Methoy - baicalein) .7 - A ASE AE EAS 
素 (7 - Methoxy - norwogonin) 及 葵 甲 酸 。 

黄 芬 的 地 上 部 分 含 两 种 黄酮 : 红 花 素 (Carthamidin， Tctrahydroxyflavanonc ) 及 异 红 花 素 

(Isocarthamidin , Tetrahydroxyflavanone), 2&9} iy LL) BF HK ( Scutellarein) 8.4% ~ 10.3% , 

质 及 树脂 。 

采集 加 工 ” 春 夏秋 三 季 均 可 采 , 以 春 夏 采 者 为 好 。 将 根除 土 后 晒 至 有 2 ~ 3 成 干 
(外 部 披 棕 褐色 栓 皮 ) , 控 去 大 部 分 老 栓 皮 后 再 晒 至 半 干 时 , 探 第 二 次 , 除 尽 老 皮 ,再 晒 至 

80% F , HE I =i FE SAY , 探 第 四 遍 , 控 时 要 快 ,到 黄色 时 即 可 ,再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AAR 0.5kg 加 水 2.5kg, AK 1. 5kg, 滤 后 加 水 再 熬 ,一 直 熬 3 次 , 共 得 母液 4.5kg， 

PAI BS BR 2g.  0.5kg 母液 加 水 Ske, Xt BHA ARES HR REE SERRA 

等 均 有 效 。 

2. 黄 苍 根 粉 $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88% ,15 倍 水 浸 液 对 甘草 黄斑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制 效果 为 %.7%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为 99.4% 。 
3. 黄 芬 根 1S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以 上 ,对 小 麦 叶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S0% ~ 60%. 30 AKRAM SH SIAR AM 

制 效果 显著 。 对 棉花 黄蓉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100% , 对 棉花 枯萎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在 95% Wb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60% ,对 小 麦 叶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20% VA. 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站 的 杀 虫 率 为 100% 。100 倍 酒精 浸 液 杀 虫 率 为 453.5% 。 

参考 文献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卫生 部 药典 委员 会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药 典 (一 部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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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精 ”百合 科 Liliaceae 植物 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oute. 。 

别名 NE, AAW RB. 

植物 形态 SERA PAE MRR. Shot, ARI. RRA, 

一 般 5 片 少 有 4 片 或 6 片 轮 生 ,长 4~ Sem, 5% 6 ~ Sem," FE, Fo A EA. TEAK 
生 , 总 花梗 上 花 轮 生 , 花 绿 白 色 , 花 被 近 圆 简 形 , 花 被 裂片 6 个 ,雄蕊 生 于 花 被 简 中 部 以 上 ， 

花丝 上 有 突起 ,花柱 长 为 子 房 2 倍 。 浆 果 球 形 , 暗 紫色 。( 图 81) 

图 81 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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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WR MILT eA SRA. EF UR 

Fe 

药 用 部 位 根 , 葵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为 不 规则 的 长 条 状 , 有 的 呈 块 状 ,长 6~ 18cm, 直 径 1 ~ 3cm。 表 面 浅 

黄色 至 黄 棕色 , 半 透 明 , 有 纵 皱 纹 及 隆起 的 环 纹 , 并 有 地 上 茎 脱落 的 痕迹 (俗称 鸡眼 ) 和 须 

根 痕 。 断 面 黄 棕色 。 气 微 , 味 微 甘 有 粘性 。 

TMA RAR, ,角质 层 淡 灰 黄 色 , 厚 约 4m。 和 气孔 突出 表面 约 至 36pm, 和 孔 内 

充满 淡 黄 棕色 物 。 

根 葵 表皮 表面 片 : 表 皮 细 胞 垂 周 壁 多 略 均匀 增 厚 , 偶 见 念珠 状 增 厚 。 气 孔 直径 40 ~ 

63fm, 副 卫 细胞 3~5~7 个 , 余 同 襄 丝 黄精 。 

化 学 成 分 “黄精 根茎 含 烟 酸 \ 柄 类 成 分 .粘液 质 、 淀 粉 和 糖 类 。 赛 丝 黄 精 根 状 苓 含 强 

DEK o 

采集 加 工 SR RAAB TNA LAA, PATE AR, WRK 8~ 9 月 产 者 

为 佳 。 将 采 控 的 根茎 ,即行 翻晒 俊 毛 须 晒 王后 即 以 手轻 搓 , 晒 成 半 王 后 再 进行 第 二 次 揉 

搓 , 揉 时 用 力 , 毛 须 全 部 除去 , 干 后 用 艇 筑 艇 去 毛 须 即 成 。 在 加 工时 应 勤 翻 晒 ,不 要 堆放 ， 

以 防 霉 变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黄精 根茎 杀 虫 及 防治 植物 病 效果 良好 ,一 般 用 水 前 者 或 水 浸 。 

常用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取 黄精 地 下 块根 lkg, 切 碎 , 加 水 1Skg, 者 1 小 时 ,者 后 闷 一 下 去 洼 ,防治 稻 蜡 效果 为 

10% 。 

2. 黄 精 根 葵 1 份 加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在 20% 左 右 , 对 

棉花 枯萎 病菌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44% 。 对 小 麦 秆 锈病 抑制 效果 达 50% ,对 小 麦 叶 锈病 

抑制 效果 达 70% ~ 80% « 

3. 黄 精 15 倍 水 浸 液 ,对 甘薯 黑 斑 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3.1%。 用 20 倍 水 浸 液 

Xt LNA BAH 4.4% , FA 100 倍 酒精 浸 液 为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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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 菊 科 Compositae 植物 黄花 蒿 Artemisia annua 工 . 。 

别名 RE S4E BS eee , 苦 草 , 黄 项 , 牛 屎 区 , 青 项 。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本 。 高 Im 余 。 茎 直立 , 具 纵 沟 棱 ,有 时 全 暗 紫 色 或 仅 棱 上 淡 紫 

色 。 老 茎 无 毛 PRRBBEE, ZEA BA PRU EK, RE. BAM RAP 

部 叶 在 花期 枯萎 ; 基 生 叶 具 长 柄 ,长 ~ 3cm, 叶 片 轮廓 为 卵 圆 形 , 长 3~ Sem, 5% 2 ~ 4.5cm, 
三 回 羽 状 裂 叶 , 第 一 回 全 裂 ,第 二 回 全 裂 或 深 裂 ,第 三 回 次 裂 或 浅 裂 ,未 级 裂片 长 圆 形 或 长 

圆 披 针 形 ,顶端 急 尖 或 不 裂 而 为 锯齿 状 ; 葵 中 下 部 叶 有 具 柄 ,长 0.5 ~ 3cm, 叶 片 轮廓 为 卵 圆 

形 ,长 3~7cm, 宽 1~4cm, 二 至 三 回 羽 状 全 裂 或 深 裂 ,到 第 二 回 全 裂 ,三 回 则 深 裂 成 格 齿 状 

或 锯齿 状 ,未 级 裂片 矩 圆 状 线形 或 卵 状 线形 ,先端 急 尖 ,边缘 均 稍 外 翻 ,上 面 绿色 , FIR 

绿色 ,两 面 无 毛 或 被 微 毛 ,有 腺 点 ;上 部 叶 小 , 具 极 短 的 柄 或 无 , 常 为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葵 

生 叶 叶柄 基部 都 有 假托 叶 , 轮 廓 卵 圆 形 , 长 0.3 ~ 1.5cm, 一 至 二 回 羽 状 全 裂 。 苞 叶 线 形 ， 

长 3~ 6mm。 头 状 花序 极 多 数 密集 成 扩展 的 金字 塔 状 圆 锥 形 ; 头 状 花 序 球形 ,直径 1.5 ~ 

3mm, 有 短 梗 ,长 1~ 3mm, 下 垂 ;总 苞 片 无 毛 , 绿 色 ,2~3 层 ,外 层 短 于 内 层 。 外 层 者 和 矩 圆 

形 ,背部 绿色 WAR, ABA FONE IAI, ,边缘 宽 膜 质 ;边缘 为 肉 花 ,10 ~ 12 AR. 

花冠 狭 管 状 , 长 约 1mm; 中央 为 两 性 花 ,12 ~ 13 条 ,花冠 钟 状 管 形 , 长 约 Imm; 中央 为 两 性 

花 ,12~ 13 东 , 花 冠 钟 状 管 形 ,长 约 Imm; 花 序 托 无 毛 。 瘦 果 矩 圆 形 或 倒卵形 ,长 约 0.53mme 

花期 8~9 月 , 果 期 9~10 月 。( 图 82) 
分 布 与 生境 ” 广 布 于 全 国 各 地 。 亚 洲 、 东 欧 及 北美 洲 均 有 分 布 。 生 于 空旷 湿润 的 平 

地 山坡 沟 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荟 呈 圆柱 形 , 上 部 多 分 枝 ,直径 2 ~ 8mm, 表 面 黄 绿色 或 棕色 ,有 明显 的 纵 

校 线 。 质 稍 硬 , 易 折 断 ,断面 中 央 有 发 达 的 白色 侯 部 , 皮 部 呈 纤 维 性 , 老 葵 木 部 黄白 色 , 嫩 

茎 木 部 菲 薄 ,叶片 卷 缩 易 碎 ,完整 叶 展 平 后 为 2~ 3 回 羽 状 深 裂 ,裂片 及 中 小 裂片 长 圆 形 。 

头 状 花序 呈 总 排列 , 花 多 已 脱落 , 呈 球 形 ,直径 1.5 ~ 2mm。 味 微 苦 。 

显 微 鉴别 ”本 品 葵 中 段 ( 径 约 gm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为 2~ 5 BA, SAI RAK 

方形 , 淡 棕 黄色 ,于 棱 线 突起 处 的 外 侧 皮层 细胞 壁 增 厚 ,皮层 为 数 至 十 数 层 切 向 延长 的 细 

胞 ,分泌 腔 呈 长 椭圆 形 或 长 方形 ,长 径 约 1 000m, 内 含 淡 黄色 物质 。 维 管束 外 韦 型 ,在 棱 

线 凸 起 对 应 处 的 中 柱 鞘 部 位 有 一 纤维 束 , 韧 皮 纤 维 成 群 排列 成 断 续 环 层 , 木 化 。 形 成 层 明 

显 。 木 质 部 由 导管 , 木 纤 维 , 木 薄 壁 细 胞 及 木 射线 细胞 组 成 ,导管 椭圆 形 或 类 圆 形 ,直径 

25 ~ 60pum, 单 个 或 2~7 个 径 向 排列 。 射 线 1~ 3 列 。 髓 部 较 小 ,细胞 圆 形 或 多 边 形 ,有 的 

细胞 可 见 壁 孔 。 在 皮层 及 韧 皮 部 的 薄 壁 细胞 中 散在 淡 黄 色 小 颗粒 内 含 物 。 

茎 上 段 ( 径 约 4mm) 横 切面 :表皮 细胞 1~2 层 ,细胞 椭圆 形 或 长 方形 , 非 腺 毛 有 两 种 ， 

一 种 为 单 细 胞 ,细小 ,长 25 ~ 60um, 12 3 ~ Spm, 另 一 种 为 多 细胞 ,多 由 2 ~ 3 细胞 组 成 , 较 粗 ， 

263 



K 30 ~ 50um, %% 5 ~ 10um, HP A — 2 if 5 Pa AR, BOE AE , 为数 层 切 向 延长 的 细胞 组 

BR, CEP Th oe A Be I Fs SoS JER, HE ESR a) BY, SP A HE AER 

W) KARR A FE RUER A. RE, BORK AMUSE RK. MEK. EKER 

皮 部 薄 壁 细胞 中 散布 黄 棕色 点 状 物 。 

粉末 :全 草 粉 末 呈 黄 绿色 。 蔡 表皮 组 织 碎片 可 见 ,表皮 细胞 呈 长 方形 ,排列 较 整 齐 。 

万 皮 纤 维 碎 块 成 束 或 单个 散在 ,多 不 完整 , 顺 直 , 直 径 10 ~ 18um, 壁 厚 , 胞 腔 小 , 木 纤 维 呈 

长 梭 状 ,单个 或 成 束 散 在 ,长 250 ~ 700um, HEA) 20km。 花 粉 粒 呈 类 圆 形 或 椭圆 形 , 直径 

15~ 22pm, 3 个 萌发 孔 。 外 果皮 细胞 类 方形 或 长 方形 , 壁 厚 而 微 隆起 , 非 木 化 。 花 苞 组 

织 碎 块 黄色 或 黄白 色 ,表皮 细胞 呈 狭 长 方形 , 略 弯曲 。 导 管 为 网 纹 及 螺纹 , 直径 20 ~ 

70pxm。 艇 部 薄 壁 细胞 多 角形 ,排列 较 紧 密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醚 20ml ,浸渍 2 小 时 , 振 摇 , 滤 过 ,滤液 供 下 述 试验 。 取 滤液 Sml， 

挥 二 乙醚 , 残 酒 用 甲醇 2ml 溶解 , 滤 过 ,滤液 加 入 7% 盐 酸 凑 胶 的 甲醇 液 2~ 3 WR 10% 

甲醇 配制 的 氢 氧 化 钠 液 2~ 3 滴 , 置 水 浴 上 微 沸 , 冷 却 , 加 稀 盐 酸 调节 pH 值 至 3 ~4, 加 入 

1% 三 氯 化 铁 乙醇 溶液 2 滴 , 产 生 紫 红色 。 

2. Meee 

样品 制备 : 取 滤 液 Sml, 水 浴 上 浓缩 至 约 lml, 供 点 样 。 

对 照 品 的 制备 : 取 青 若 素 5 ~ 10mg ,溶解 在 lml 乙醚 中 ,备用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海 

洋 化 工厂 ,颗粒 度 10 ~ 40m) ,用 水 适量 制 板 。 展 开 剂 :石油 醚 (60~ 90°C) -乙醚 (6:4)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0.5% 香 医 兰 素 浓 硫酸 溶液 喷雾 。 显 一 个 蓝 色 斑 点 及 4 个 紫色 斑点 ， 

其 中 的 蓝 色 斑 点 与 青 贰 素 对 照 品 斑点 相对 应 。 

化 学 成 分 “从 本 品 挥发 油 中 分 离 得 1- 樟脑 (1 - Camphor) ,F& #4 Ai ( Cineol) , 黄花 贰 酮 

百 CHs 

BCS c= CH- CH- —CH=CH 
Ha 下 ie 

CH; 
b.71C (6mmHg) 

Artemisia alcohol 

Arteanuin 

H CHs PE 

Ha | 
iz €=CH—-C—C- CH=CH 

H3C- H; | 
HO’ CH3 

CH2 
0 b.182T ,61T 

SEN Artemisia Ketone 

(Artemisia ketone) .1 — 8 — #7675) RE(1 - 8 - Artemisia alcohol) AY BABE ; M447 7H AB LS BB 

5} 5} 13 CE (Hexanal) fil 1 - a — jek (1 - a - Pinene) ,由 高 沸点 部 分 分 离 得 葵 甲 醇 乙 酸 

8 ( Benzylalcohol acetate) a- 二 甲 基 丁 酯 (a- 2 - Methylbutyrate) , #424 HE ( Cuminal) 、 含 氧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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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醛 (Caryophyllene oxide) , HE (Pentacosane) ,并 认为 含有 单 莫 醇 (Monoterpene alcohol) 及 倍 

半 蓓 醇 (Sesquiterpenes alcohol) 类 化 合 物 。 近 年 来 ,国内 在 寻找 抗 准 药 的 研究 中 ,从 本 品 分 

离 得 一 抗 宅 有 效 成 分 ,为 一 种 新 型 的 倍 半 划 内 酯 ,定名 为 青 葛 素 (Arteanuin)。 还 分 得 青 项 

FA BEAR PER FERS. FERPA VARA BV. AEA BS 

( Artemisilactone ) 和 校 醇 (Clobulol , C};H 60) « 

BARE, MB AA AED (Artemisia annua 工 . ) 中 分 离 得 与 本 种 相同 的 成 分 ， 

但 得 率 比 黄花 莲 为 低 。 

| 82 Artemisia annua L. 

采集 加 工 ” 夏 秋季 开花 时 采 收 地 上 部 分 ,阴干 或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黄花 荔 的 葵 、. 叶 、 花 均 可 用 来 杀 虫 及 防治 植物 病 , 具 有 良好 的 

Fl Be ̀ 触 杀 、 忌 避 和 刺激 生长 的 作用 。 黄 花草 尚 具 有 优良 的 湿润 及 展 布 的 性 能 , 故 又 可 作 

展 着 剂 用 ， snes 与 石 硫 合剂 混用 ,可 以 增加 硫 在 叶 面 上 的 附着 量 ,与 单独 使 用 比较 石 

硫 合剂 高 出 一 倍 多 ,还 可 延长 其 残留 时 间 ， oe 7 日 后 残留 量 可 比 单独 使 用 石 硫 合剂 
高 三 倍 多 ,超过 著名 的 展 着 剂 利 诺 " 或 “ 骨 胶 ”。 

站 

1. 用 黄花 蔷 10kg 的 碎 后 ,加 水 50 ~ 100kg, 浸 泡 一 日 ,过滤 后 喷洒 使 用 ,可 防治 棉 蚜 红 



2. 黄 花 蒿 植株 放 在 田 里 浇 泡 ,每 公顷 1 025 千克 ,可 以 防治 水 稳 蚁 蜡 ,并 可 兼 做 绿肥 。 

3. 黄 花 贰 做 成 毒饵 可 诱 粘 虫 ,效果 可 达 76% 。 

4. 黄 花 划 全 株 晒 干 ,点 燃 款 烟 , 可 驱 蚊 虫 。 

5. 5 倍 的 黄花 蒿 水 者 液 对 小 麦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5.4%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病 防治 效果 50% ~ 60%。 

6.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藻 有 抑制 作用 。 对 甘蓝 黑 斑 病 菌 内 生 孢 子 

抑制 效果 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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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剂 子 

BHF HERP Verbenaceac HW HIF Vitex negundo 工 .。 

别名 ” 黄 研 柴 , 蚊 烟 柴 ,七 指 风 , 土 蔓草 , 埔 姜 。 

植物 形态 ”落叶 灌木 或 小 乔木 ,高 达 Sm, AAA, RRR. OTA ,通常 掌 状 

五 出 复 叶 ,有 时 三 出 复 叶 ,小 叶 椭 圆 状 卵 形 、 披 针 形 或 椭圆 状 倒卵形 , SERB BRIE, ,顶端 长 尖 ; 

全 缘 或 浅 波状 缘 ,或 每 侧 有 浅 锯 齿 2~ $ 个 ;上 面 淡 绿色 : 稀 有 短 毛 ,背面 白色 , 密 被 白色 细 

绒毛 ,中间 三 小 叶 具 柄 ,两 侧 二 小 叶 常 无 柄 。 花 序 圆 锥 形 , 顶 生 ; 花 柄 短 , 划 钟 状 ,花冠 淡 紫 

色 ,长 约 6mm, 唇 形 , 上 唇 二 裂 , 下 唇 三 裂 ;雄蕊 4 枚 ,高 出 简 口 ,二 强 ; 雌 芒 1 枚 , 子 房 球形 ， 

柱头 二 裂 。 核 果 球 形 ,褐色 , 径 2.Som 余 ,下 托 宿 昔 。 花 期 7~8 月 。( 图 83) 

图 83 Vitex negundo L. 



分 布 与 生境 HPT Ase st are .山东 陕西 . 末 夏 .甘肃 及 四 川西 北部 。 

野生 于 阳光 充足 的 平地 ̀ 山 坡 、 林 缘 、 溪 边 的 灌木 从 中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以 及 根 、 葵 、 叶 。 

药材 性 状 ” 果 实 球形 ,上 端 略 大 而 平 圆 , 有 花 柱 脱落 的 四 痕 , 下 端 稍 尖 ,长 约 3mm, 直 

径 约 2mm, 宿 葛 灰 褐 色 , 密 被 灰白 色 或 棕 黄 色 细 红 毛 , 包 被 整个 果实 的 273 或 更 多 , 苯 简 顶 

端 5 齿 裂 ,外 面 有 5 ~ 10 条 明显 的 脉 纹 , 果 实 表面 棕 褐 色 ,坚硬 不 易 破 碎 。 断 面 果 皮 较 厚 ， 

棕 黄 色 ,4 室 ,每 室 有 黄白 色 种 子 1 枚 或 不 育 。 气 香 , 味 苦涩 。 

根 及 根 蔡 多 切 成 斜 片 ,大 小 不 一 ,根茎 外 表面 黄 棕色 至 灰 褐 色 ,外 皮 常 呈 片 状 剥 落 AN 

部 棕 黄 色 , 根 呈 圆柱 形 ,直径 0.8 ~ 1.5mm, 外 表面 土 黄色 , 红 棕 色 至 棕 褐 色 , 具 浅 纵 裂 纹 ， 

JRE ,不 易 折 断 ;平整 的 断面 皮 部 棕 褐 色 , 木 部 灰白 色 至 上 暗 灰 黄 色 , 有 数 个 同心 性 环 纹 ; 气 

微 . 味 淡 。 葵 枝 黄 棕色 至 棕 褐 色 , 上 部 呈 明 显 的 四 棱 形 ,下 部 类 圆柱 形 , 密 被 短 柔 毛 , 叶 多 

皱 缩 ,内 卷 ,上 表面 灰 黑 色 ,下 表面 灰白 色 密 被 短 柔 毛 。 宿 葛 钟 状 , 长 约 2.5Smm, 密 被 白色 

短 柔 毛 , 五 齿 裂 ,内 藏 棕 褐 色 的 果实 ,果实 呈 圆 球形 或 倒 卵 圆 形 , 长 2 ~ 4mm, 直径 

1.5~2.5Smm; 果 皮 较 厚 , 质 硬 , 不 易 破 碎 ; 气 微 臭 , 味 苦 微 泌 。 
显 微 鉴别 ” 黄 研 果实 横 切 面 : 外 果皮 为 1 列 类 圆 形 细 胞 ,内 含 淡 棕色 颗粒 物 ,外 被 角 

质 层 ,有 腺 毛 及 非 腺 毛 , 腺 毛 头 部 1~ 2 个 细胞 , 柄 单 细 胸 , 非 腺 毛 1~ 3 个 细胞 , 具 壁 疣 。 

其 下 为 1 列 东 壁 细胞 ,再 下 层 为 3~4 列 窗 长 形 薄 壁 细 胞 ,内 含 大 量 深 棕色 颗粒 物 。 中 果 

皮 细 胞 长 圆 形 , 壁 厚 , 木 化 ,其 外 端 分 布 一 圈 细 小 维 管束 。 内 果皮 为 2 ~ 4 列 类 圆 形 或 椭圆 

形 石 细胞 ,向 内 延伸 将 种 子 包 围 , 果 实 中 轴 部 分 有 两 个 周 韧 维 管束 ,种 皮 外 表皮 为 1 列 遍 

小 薄 壁 细胞 ,其 内 为 2~5 列 网 纹 细胞 。 牡 斌 和 砷 条 果实 横 切 面 组 织 与 黄 荆 相似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末 (40 目 )1g, 用 石油 醚 脱 酯 后 ,再 以 95% 乙 醇 10ml 浸泡 4~6 小 时 , 滤 过 , 滤 

液 浓缩 至 lml。 于 3 支 试管 中 各 加 浓缩 液 2 滴 , 分别 加 入 1% 三 氯 化 铁 ,盐酸 - 镁 粉 , 盐 

酸 - 锌 粉 试剂 ,依次 显 污 绿色 橙黄 色 和 樱 红色 (检查 黄酮 ) , 黄 斌 、 牡 斌 的 果实 呈正 反应 ， 

FAAS A eo 

2. Hees 

样品 制备 :将 上 述 石油 醚 提取 液 浓 缩 至 0.$ml,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 硅 胶 ( 青 岛 ) 加 

0.3% CMC 湿 法 制 板 ,105 扣 活化 1 小时。 展开 剂 :石油 醚 - 乙酸 乙 酯 (3:2) ,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2% 香 草 醛 硫酸 液 。 牡 研 内 酯 显 红色 ,很 快 变 为 蓝 色 ,最 终 成 为 稳定 的 浅 红色 。 

化 学 成 分 “本 品 叶 、 果 含 挥 发 油 、 牡 荆 碱 (Nishindine,Cl5HiON)\ 树脂 。 鲜 叶 经 蒸馏 得 

淡 黄色 挥发 油 , 成 分 为 w- Hei (a - Pinene) , # Hei (e - Abinene) 1,8 - KITA (1,8 - Ci- 
neole) 对 - 聚 伴 花 素 (P - Cymene) . 8 - Hi FF i (B - Elemene)、 8B- JT # i (8 - Caryophyl- 

lene) ，Caryophyllene、 丁香 烦 氧 化 物 (Caryophyllene oxide)、 柠 檬 炳 ( Limonene ) #l J & & 

(Eugenol) 等 。 

叶 尚 含 对 羟基 葵 甲 酸 , 原 儿 茶 酸 ( 即 3.4 一 二 羟基 葵 甲 酸 ) , 另 据 报道 果实 有 黄酮 耻 、 

强 心 了 .生物 碱 、 氢 基 酸 中 性 树脂 的 反应 ,果实 尚 含 油脂 及 晴 状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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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 秋 季 果 实 成 熟 时 采 收 ,用 手 搓 下 , 晒 干 扬 净 。 生 用 或 炒 熟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取 葵 叶 的 碎 ,每 0.$kg 茎 叶 加 热 水 1.Skg 浸 1 昼夜 ,并 揉搓 搅 

拌 , 至 浸出 液 褐 黄色 ;施用 时 每 公顷 用 浸出 液 7Skg 加 水 675kg ,喷雾 ,或 与 其 他 农药 配合 使 

用 ,防治 软体 害虫 。 

参考 文献 

C1)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编 .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 
1971 ,767 

(2)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全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 ,768 



fal Bi 

商 陆 。 商 陆 科 Phytolaceaceaet 植物 商 陆 Phytolaca acinosa Roxb. 。 

别名 章 柳 , 白 昌 ,马尾 , 山 葛 小 , 当 陆 , 土 人 参 , 白 母 鸡 , 野 胡 葛 小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约 lm, 全 体 光 滑 无 毛 ; 根 粗大 , 块 状 , 外 皮 呈 浅黄 色 ,内 部 

肉质 多 水 , 呈 浅 粉红 色 ,直径 达 20cm; 人 土 甚 深 , 侧 根 甚 多 。 葵 绿色 ,光滑 ,肉质 多 半 液 ,分 

梳 甚 多 , 圆 形 或 稍 具 棱角 。 单 叶 互生 ,不 具 托 叶 ; 叶 片 卵 状 椭圆 形 或 椭圆 形 ,长 12 ~ 15cm, 

宽 5 ~ 10cm, 顶端 尖 ; 基 部 槐 形 。 总 状 花 序 项 生成 侧 生 ,长 达 20cm, 密生 多 数 有 梗 的 小 自 

花 , 花 两 性 ; 花 葛 5 片 , 军 有 4 片 ;无 花瓣 ;雄蕊 8 个 ,花丝 白色 ,花药 淡 粉 红色 , 心 皮 8 个， 

离 生 , 果 序 直立 ; 浆果 具 宿 存 葛 , 熟 时 呈 深 红 紫 色 或 黑色 。 种 子 具 三 棱 , 长 约 3mm, 

(图 84) 

图 84 Phytolaca acinosa Roxb. 

分 布 与 生境 DHTSHARTAK. LTRS RM PR FEB. 

药 用 部 位 根 . 叶 \ 种 子 。 
药材 性 状 ” 为 条 状 的 圆柱 形 , 上 端 较 粗 , 尾部 较 细 , 少 数 有 分 枝 , 长 20 ~ 33cm, 直径 

1~2.5cm, 表 面 浅 黄色 或 标 黄色 ,全体 有 略 扭曲 的 皱纹 ,人 委 头 处 有 残留 的 茎 基 , 呈 密集 的 疙 

状 突起 ,俗称 "珍珠 盘 `。 表 面 有 多 数 圆 形 小 空洞 ,俗称 "沙眼 ”, 近 头 部 尤 多 。 质 松 而 脆 ,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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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时 有 粉尘 飞 出 ;断面 粗糙 ,具有 空隙 ,外 皮 ( 栓 皮 ) 甚 薄 , 中 央 有 黄白 相间 的 菊花 心 。 微 有 
香气 , 味 甘 而 微 苦 。 以 身 干 ,条 长 均匀 ARE ,外 皮 棕 黄色 ,断面 黄白 色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 别 ” 木 栓 层 为 数 至 10 余 列 细胞 , 栓 内 层 较 窑 。 维 管 组 织 有 数 层 同心 性 形成 层 

环 ,每 环 有 几 十 个 维 管束 。 维 管束 外 侧 为 韦 皮 部 ,内 侧 为 木质 部 , 木 纤 维 较 多 ,常数 个 相连 

或 围 于 导管 周围 。 薄 壁 细 胞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有 少数 草酸 钙 方 晶 或 篮 唱 ;并 含 淀粉 粒 。 

粉 未 灰白 色 。 草 酸 钙 针 晶 成 束 或 散在 , 针 晶 纤维 、 针 晶 束 长 40 ~ 72pm, 尚 可 见 草酸 钙 

Fim. KAAS RR, AE 10 ~ 20um, 壁 厚 或 稍 厚 , 有 多 数 十 字形 纹 孔 。 木 栓 细 胞 

棕 黄 色 ,长 方形 或 多 角形 ,有 的 含 颗粒 状 物 ,淀粉 粒 单 粒 类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直径 3 ~ 28um, 

脐 点 短 缝 状 点 状 . 星 状 和 人 字形 , 层 纹 不 明显 ; 复 粒 少数 ,由 2~ 3 分 粒 组 成 。 

化 学 成 分 “ 根 含 醇 溶 性 三 莫 商 陆 皂 起 ,水 解 后 得 到 商 陆 二 酸 及 D - ABAD - 葡萄 

糖 ; 根 中 还 分 得 去 甲 商 陆 皂 下 元 (Demethytolaccagenin) 。 根 中 含 加 里 高 酸 (Jaligonic acid) , 果 

实 的 皂 丰 水 解 得 到 28, 38,23 - 三 羟基 齐 墩 果 - 12 - 烯 ,28,30 - 二 酸 , 即 加 里 高 酸 (28B,3B， 

23 - Rihydrox yoleean - 12 -ene- 28 ,30 - dioic acid; Jaligonic acid) 商 陆 二 酸 (Acinosolic acid, 

Esculeuntic acid;2B`、38 - Dihydroxyolean - 12 - ene - 28, 30 - Dioic acid)、38 - F22E FFARR - 

12 — Hi — 28, 30 — 二 酸 即 斯 普 古 拉 杰 酸 (38 - Hydroxyolean - 12 - ene - 28,30 - Dioic acid, 

Spergulagenic acid) 。 

采集 加 工 ”野生 品 于 春 、 秋 季 采 挖 ,栽培 品 2~3 年 后 ,于 9 月 下 旬 , 控 取 根部 ,除去 地 

bE , 洗 净 ,切片 HF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用 商 陆 25kg 加 水 400kg 者 成 250kg 原液 ,每 千克 原 液 加 水 6 倍 ,可 防治 蚜虫 , 杀 虫 
率 为 80% 。 

2. 商 陆 叶 粉 的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33% 。 

3. 商 陆 叶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抑制 杀 虫 率 为 06.4% 。 

4. 商 陆 的 10 倍 水 煮 液 ,对 红 蜘 蛛 杀 虫 率 为 66.6% ~ 100% 。 

5.5% 商 陆 粉 剂 ,抑制 棉花 角 斑 病 及 稻 热 病 的 效果 均 为 100% ;对 棉 炭 着 病 为 75% 。 

6.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叶 锈 病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制 效果 为 30% ~ 40% ,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防治 效果 为 70% ~ 80%。 

参考 文献 

(1) 李时珍 .本 草 纲目 (上 集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57,944 
(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药 志 (第 一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59,421 

C3) 北京 药品 生物 制品 检定 所 等 .中 药 鉴别 手册 (第 一 册 )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72， 
461 

(4) 全 世界 书局 .中 国药 学 大 辞典 (下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 138 

(5] Shaaban A H, Ahmed Z 下 .A new spermatocidal principle from Phytolacca americana. Caz 

Egypt Soc Gynaecol Obstet , 1959 ,9:27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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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Fs 

=Pes *AnFt Solanaceae 植物 曼 陀 罗 Datura metel L.f. alba. . 

ANZ FEAR, WARE, IBA ZE ,喇叭 花 ,弥陀 花 , 山 茄子 , 洋 金 花 , 醇 仙桃 。 

植物 形态 ”一年生 直立 、 粗 壮 的 草本 ,高 0.3 ~ 1.Sm 。 蔡 圆柱 形 ,表面 光滑 ,灰白 色 ， 

上 部 灰 绿 色 ,二 又 状 分 枝 , 幼 枝 略 带 紫 色 。 叶 单 生 ,上 部 常 呈 对 生 状 , BT OE, 

长 9~ 18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不 等 边 ,表面 乳 绿色 ,背面 淡 绿 色 ,两 面 均 秃 净 ,边缘 微波 形 ， 

或 作 不 规则 的 浅 裂 。 花 单 生 在 校 又 间或 叶腋 间 , 花 柄 长 约 8mm; 花 葛 圆 简 状 ,长 4 ~ 6cm， 

宽 约 2em, 黄 绿色 ,先端 5 裂 ,或 劈 裂 具 线 状 齿 ,花冠 萎 凋 后 ,遗留 的 苯 简 呈 盘 状 ;花冠 漏斗 

状 ,长 14~ 17cm, 直 径 6~ 8cm, 下 部 淡 绿 色 , 有 五 角 棱 ,上 部 白色 ,开放 时 呈 喇 叭 状 ,5 BR, 

先端 短 尖 ,早晚 开放 ;雄蕊 5 枚 ,花丝 丝 状 , 贴 生 于 花冠 内 壁 ,长 7em, 花 药 线 形 ,扁平 ; 雌 芒 

一 枚 , 稍 短 ,花柱 丝 状 ,长 约 lem, FRR RHA, — SF. RRA, BRA 

3cm, 有 稀 玻 的 粗 短 刺 ,一 种 子 多 数 , 呈 三 角形 , 淡 褐 色 。 花 期 夏季 至 秋季 。( 图 85) 

图 85 Datura metel L. f. alba. 



SH5SAR MALS WH M0 REAM RRR AT. EF 

河沟 旁 、 山 坡 FA PRS eh EMT I ET, AREAL. 

药 用 部 位 叶 \ 花 种 子 (全 株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全 体 长 至 12cm, 呈 喇 叭 简 状 或 已 皱 缩 成 卷 条 状 , 黄 棕色 ,有 纵 脉 纹 ， 

基部 质 稍 硬 HEE $ 个 均 不 超出 花冠 外 。 质 柔 而 韧 ,不 易 拉 断 , 气 特异 , 味 辛 而 后 若 。 

显 微 鉴别 ” 叶 表 皮 细 胞 垂 周 壁 略 弯曲 ,外 壁 具 平滑 的 角 皮 ,气孔 为 不 等 式 , 在 下 表皮 

较 多 ; 腺 毛 的 腺 头 通常 由 2 ~ 7 个 细胞 组 成 , 腺 柄 为 单 细 胞 ; 非 腺 毛 圆 锥 形 , 由 2~5 个 细胞 

组 成 ,中 部 的 细胞 有 时 皱 缩 状 ,表面 有 显著 的 疣 状 突起 ,叶肉 及 中 脉 组 织 与 黄 营 的 相似 ,但 

结晶 细胞 中 主要 含 草酸 钙 复 唱 , 偶 有 少数 棱 唱 ,中 脉 部 有 时 可 见 少数 砂 唱 细胞 。 

荃 梅 造 与 颠 若 葵 相似 ,但 中 心 不 空 ,结晶 和 毛 昔 与 叶 中 所 见 者 相似 。 

花粉 粒 形状 与 颠 茄 的 花粉 粒 相 似 , 但 较 大 ,直径 60 ~ 80pm, 萌发 孔 无 萌发 沟 ,而 且 外 

壁 的 止 点 排列 不 规则 。 

理化 分 析 SER BAK $g, 加 氯仿 S0ml, 氨 水 Sml, 密 塞 , 振 摇 约 10 分 钟 , 放 置 2 小 

时 ,不 时 振 摇 ,用 棉花 过 滤 。 取 和 氯仿 提取 液 , 置 12Sml 分 液 漏斗 中 ,将 S% 盐 酸 溶液 20ml 提 

取 液 用 滤纸 过 滤 后 进行 以 下 试验 : 

1 .沉淀 反应 

(1) 取 盐酸 提取 液 Iml, 加 碘 化 负 钾 试剂 2~3 滴 ,产生 橙色 沉淀 。 

(2) 取 盐酸 提取 液 lm, 加 碘 化 未 钾 试 剂 2~3 滴 ,产生 黄白 色 沉 证 。 

2. 薄 层 层 析 法 

取 上 述 盐酸 提取 液 ,用 氨水 碱 化 ,用 氯仿 20ml 提取 ,分 取 氯 仿 液 ,用 10ml 水 洗涤 。 再 

加 少量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过滤 ,氯仿 提取 液 置 水 滩 上 浓缩 至 约 Iml, 取 此 液 适量 点 在 薄 层 

(硅胶 Gl0g, 加 水 约 50ml 制 板 , 厚 度 0.3 ~ 0.5mm, 110°C 30 分 钟 ) 上 ,同时 点 上 硫酸 阿 托 

品 乙 醇 溶 液 (10mg/ml) 及 氢 溴 酸 东 黄 若 碱 乙醇 溶液 (10mg/ml) 各 Syl 作为 对 照 , 用 (1) 甲 

葵 -两 酮 - 乙醇 - 氨水 (4:5:0.6:0.4) 或 (2) 氧 仿 - 二 乙 胺 (9:1) 展 开 后 喷 以 碘 化 负 钾 试 

剂 显 色 。 样 品 中 分 离 出 两 个 主要 斑点 ,分 别 与 阿托品 和 东 草 六 碱 的 Rf 值 和 色泽 相同 。 

3. 容量 法 
(HU) 采 得 新 鲜 曼 陀 罗 时 , 先 于 阳光 下 了 晒 干 ,再 在 60 ~ 70 乞 烘 烤 7 小 时 , 研 成 细 粉 (通过 

60 Affi). FRAMED A 3g, 置 于 沙 氏 提取 器 中 ,加 入 25% AK 3ml 及 乙醚 70ml ,在 

水 浴 上 (50 ~ 60°C ) 快 速 回流 1 小 时 ,将 醚 提取 液 倾 入 125ml 分 液 漏斗 中 ,用 蒸 饮水 洗 去 氢 

水 至 水 层 不 使 红色 石 芒 试 纸 变 色 ( 每 次 20ml, 洗 4 次 ) ,分 去 水 层 ,在 醚 层 中 加 入 无 水 硫 栈 

钠 脱 水 。 醚 液 用 脱 棉 过 滤 ,收集 醚 液 ,在 水 浴 上 蒸 去 乙醚 。 残 洁 用 乙醚 溶解 后 ,再 蒸 干 ,如 

此 反复 处 理 三 次 ,最 后 用 数 毫 升 毛 仿 溶解 ,加 入 0.02M 硫酸 溶液 10ml, 蒸 去 氯仿 后 ,加 入 

甲 红 指示 剂 ,用 0.02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滴定 。 

《2) 取 生 药 细 粉 约 10g, 精 密 称 定 ,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加 乙醇 - 浓 所 水 - 乙醚 (1:0.8:2) 

的 混合 液 适 量 ,浸渍 12 小 时 后 ,加 适量 乙醚 作 溶剂 ,回流 提取 约 3 小 时 ,至 生物 碱 完全 提 

出 。 提 取 液 置 水 滩 上 蒸发 ,除去 部 分 乙醚 后 , 移 至 分 液 漏斗 中 ,用 1M 硫酸 溶液 分 次 轻 轻 

振 摇 提取 (防止 严重 乳化 现象 ) ,每 次 10ml, 至 生物 碱 提 尽 为 止 , 合 并 酸 液 , 用 氯仿 分 次 振 

摇 , 每 次 10ml, 合 并 氯仿 液 ,用 2M 硫酸 溶液 10ml 振 摇 提取 , 弃 去 氯仿 ,合并 前 后 两 次 所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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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 , UY AAR EE , FEA RE, BE ES Ik, ERE A 

WIS AA 10mil 水 洗涤 ,合并 氯仿 液 , 置 水 滩 上 蒸 王 ,加 中 性 乙醇 3ml 使 溶解 ,再 蒸 王后 继续 

加 热 15 分 钟 BAIA 2ml ,溶解 后 ,精密 加 0.04M 硫酸 溶液 20ml ,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除去 

氯仿 , 放 冷 至 室温 ,加 甲 红 指示 剂 2~3 滴 ,用 0.04M 氢 氧 化 钠 溶 液 滴 定 ,每 毫升 0.04M 硫 

酸 溶液 相当 于 6.068mg 的 东 芒 营 碱 。( 总 生物 碱 的 测定 ) 

4. 安培 滴定 法 

标准 曲线 的 绘制 :吸取 硫酸 阿托品 标准 溶液 不 同 量 ( 含 硫 酸 阿 托 品 4.6~ 30.5mg) ,分 

别 加 0.4M 硫酸 钾 溶 液 7.5ml, 加 蒸馏 水 至 1$ml, 通 和 人 氮气 去 氧 后 ,将 汞 电 级 与 盐 桥 (与 饱 

和 甘于 电 极 相通 ) 浸 入 电解 池 中 ,电压 保持 在 - 0.4V( 对 饱和 甘 冬 电极 ) ,从 微量 滴定 管 中 

分 次 滴 人 硅 钨 酸 标准 溶液 ,每 加 入 一 定量 后 即 通 氮气 搅拌 约 一 分 钟 , 然 后 测量 电流 , 由 加 

和 人 标准 溶液 体积 对 电流 作 图 确定 终点 ,以 硫酸 阿托品 量 对 硅 钨 酸 体积 作 图 ,制作 标准 曲 

线 。 

样品 测定 :准确 称 取 曼 陀 罗 生 药粉 未 (80 目 )2 ~ 4g 于 50ml 碘 瓶 中 ,加 入 pH2.6 缓冲 

液 (0.2M 磷酸 氢 二 钠 2.18ml ,加 0.1M 柠檬 酸 17.82ml)50ml , 振 摇 数 分 钟 后 放置 半 小 时 ,用 

FES m+ C, 过 滤 , 取 滤 液 25.0ml, 用 氢 氧 化 贸 溶 液 碱 化 后 ,用 氯仿 提取 4 次 (15、10、10、 

10ml) ,收集 氯仿 于 小 三 角 瓶 中 , 蒸 去 氯仿 ,加 入 0.1M 硫酸 溶液 10ml 溶解 ,并 以 少量 稀 酸 

洗 净 三 角 瓶 ,合并 于 电解 池 中 ,用 20 和 % 氢 氧化 钠 溶液 中 和 后 ,加 入 适量 硫酸 钾 使 其 浓度 为 

0.2M, 通 人 氮气 除 氧 后 按 标准 曲线 项 下 操作 , 由 标准 曲线 求 得 样品 中 总 生物 碱 含 量 。 
5. 化 色 尘 

(1) 曼 陀 罗 中 东 黄 萝 碱 和 阿托品 的 测定 : 取 生 药粉 末 0.$g 加 0.2% 硫酸 溶液 25ml 在 

热 水 浴 中 回流 30 分 钟 ,冷却 后 过 滤 , 取 滤 液 13ml 加 10% 7K lml 碱 化 ,然后 用 氯仿 振 摇 

(4x 15ml) ,合并 氯仿 提取 液 加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后 , 取 40ml( 相 当 于 0.2g FEAL) EF, OP 
醇 0.5ml 溶解 , 取 0.05 ~ 0.1ml 点 于 Whatman No.1 滤纸 条 (1.5cm x 46cm) 上 ,用 10% 盐 酸 
溶液 饱和 的 丁 醇 - 甲苯 (4:1) 或 丁 醇 -水 - 浓 盐 酸 (50:17:8) 下 行 展开 ,取出 于 室温 干燥 

后 , 喷 碘 化 匀 钾 试剂 ,对照 纯 品 划 出 东 其 营 碱 和 阿托品 的 斑点 。 于 室温 干燥 后 ,再 在 50 ~ 

60% 烤 2 小 时 ,将 东 芒 若 碱 与 阿托品 的 斑点 前 下 ,加 省 百 里 酚 蓝 缓冲 液 ( 取 省 百 里 酚 蓝 

1.56g 加 0.5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Sml 溶解 ,加 水 稀释 至 500ml, 取 此 液 2ml 加 pH7.4 磷酸 盐 组 

冲 液 48ml 混 匀 )$ml , 提取 30 分 钟 ,再 用 省 百 里 酚 蓝 缓冲 液 (3 x 2ml) 洗 ,合并 提取 液 ,用 无 

ASAT 10ml, 提取 3 分 钟 ,氯仿 液 用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 取 和 氯仿 液 5.0ml 加 0.01M 氢 氧 化 钠 

溶液 Iml, 摇 匀 ,在 610nm 测定 吸收 度 。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出 生 药 中 东 芒 营 碱 与 阿托品 的 含 

量 , 此 法 误差 为 上 +5%。 

(2) 生 药 中 其 营 碱 和 阿托品 总 量 的 测定 : 生 药 提取 液 点 于 预先 用 pH7.0 ~ 7.6 缓冲 液 

浸 过 的 滤纸 上 ,用 水 饱和 的 丁 醇 或 成 醇 上 行 展 开 , 萌 车 碱 和 阿托品 可 与 东 草 营 碱 分 开 , 但 

前 二 者 不 能 分 开 。 喷 碘 化 匀 钾 试剂 与 纯 品 对 照 前 下 斑点 ,用 醋 酥 提取 后 在 485nm 测定 吸 

收 度 。 

(3) 阿 托 品 及 东 芒 营 碱 的 测定 :将 阿托品 与 东 芒 著 碱 的 混合 液 , 含 生物 碱 0.05“ 
0.15mg, 点 在 10cm x 40cm 的 东洋 No.51 滤纸 上 ,以 0.1M 氢 氧 化 铵 溶液 为 电解 液 ,在 700V 

(7.5mAZ10cm) 电 泳 2 小 时 ,二 者 可 得 到 很 好 的 分 离 ,滤纸 干燥 后 ,用 碘 蒸 气 显 色 ,将 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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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铅笔 画 出 ,然后 再 用 二 氧化 硫 气 体 使 斑点 退色 , 剪 下 , 置 酸性 乙醇 ( 冰 栈 酸 6.0g, 乙醇 

5.4g 加 水 至 100g) 中 将 生物 碱 溶出 ,过滤 ,滤液 蒸 干 , 残 酒 加 0.2 ~ 0.3ml 发 烟 硝酸 ,再 蒸 

于 , 残 酒 加 少量 二 甲 基 甲 酰胺 定量 移 到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0.3ml25% 四 乙 基 氢 氧化 镑 溶 

液 , 用 二 甲 基 甲 酰胺 稀释 至 刻度 , 摇 匀 后 放置 5 分 钟 , 在 545nm WE RUE CY). FA FS 

公式 计算 溶液 浓度 (X)(pwg]ml) : 
阿托品 :X= 113Y+0.8 

ARE BWW: X = 131Y + 1.35 

Det A) AW ee SP Fos RAR SY to 

(4)FEET RSMAS OWE : 

中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 

a. 精 密 吸 取 阿 托 品 氯仿 溶液 (lwg/ 由 )10,30,50wl 于 10ml 分 液 漏斗 中 ,加 入 氯仿 6ml 
及 pH5.6 溴 甲 酚 绿 缓冲 液 ( 溴 甲 酚 绿 80mg HAF pH5.6 的 邻 茶 二 甲酸 氢 钾 缓冲 液 200ml 

中 )1ml 密 塞 后 剧烈 振 摇 3 分 钟 ,放置 , 待 氯仿 层 完全 分 清 后 ,分 取 氯 仿 溶 液 4ml 于 10ml 具 

BANE AEP UNA 0.005 ~ 0.01M AAFC CRA iol BORK EAR 

620nm 测定 吸收 度 。 绘 制 标准 曲线 。 

b. 精 度量 取 氢 省 酸 东 苇 营 碱 甲醇 溶液 (lvg/J4)20,40,604 于 10ml 分 液 漏斗 中 , 待 甲 

醇 挥发 干 后 ,加 氯仿 6ml,pH4.5 溴 甲 酚 绿 缓冲 液 ( 溴 甲 酚 绿 80mg 溶 于 pH4.5 的 邻 葵 二 甲 

酸 氢 钾 缓 冲 液 200ml 中 )lml, 以 下 均 同 划 疹 碱 项 下 操作 ,绘制 标准 曲线 。 

@@ 样 品 测定 :精密 吸取 洋 金 花 液 一 定量 ,点 在 圆 形 滤 纸 ( 直 径 12 ~ 15cm, 4 ~ 6 等 分 ) 的 

起 始 线 上 , 边 点 边 低温 烘 于 ,同时 将 黄 戎 碱 与 东 划 药 碱 的 标准 溶液 一 定量 分 别 点 在 另 一 条 

起 始 线 上 ,用 氢气 票 5$ 分 钟 后 使 生物 碱 全 部 呈 游 离 状态 ,将 纸 取 出 , 待 纸 上 无 氨 味 后 ,用 

30% 甲 酰胺 丙酮 溶液 处 理 纸 ,丙酮 挥发 后 在 纸 中心 插 和 信纸 抢 , 将 滤纸 夹 在 两 个 直径 相同 的 

培养 四 中 ,并 使 纸 捡 滥 入 盛 有 和 氯仿 展开 剂 的 小 玻璃 器 中 。 展 开 后 取出 ,在 电炉 上 烤 至 纸 片 

不 冒 白 烟 , 喷 改良 碘 化 包 钾 试剂 显 色 ,将 生物 碱 橙 红色 斑点 用 铅笔 划 出 , 纸 在 空气 中 防 干 

后 ,在 氨 气 中 和 票 片 刻 ,斑点 颜色 立即 消退 ,取出 , 待 纸 上 无 氨 味 后 ,分 别 将 草 若 碱 与 东 其 若 

碱 的 斑点 剪 成 细 条 , 放 在 10ml 分 液 漏斗 中 , 按 标准 曲线 顶 下 操作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出 样品 

中 芒 营 碱 及 东 芒 营 碱 的 含量 。 

化 学 成 分 + ERA EES Wi ( Hyoscyamine). fF] $6 Hh (Atropine) RABE 

(Hyoscine) 

Fiton 

H oer 

eu et) 
H 

Hyoscyamine 

“H20H 

Cie) -ovocr (9) 
Atropine 

Hyos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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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加 工 AAT7~S ARM, BAT 4~9 ARI. —ARCE A PB FE AY HE 

下 ,用 线 穿 成 串 或 分 散 阴干 、 晒 干 或 微 火 烘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葵 . 叶 \ 花 、 果 都 含有 效 杀 虫 成 分 ,其 中 以 花 含 量 为 最 高 。 用 时 

多 以 水 煮 液 或 水 浸 液 为 主 。 常 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BREX AAMT lkg, 加 水 8kg, 者 成 3kg 原液 ,将 原液 按 1:6 倍 稀释 喷洒 使 用 , 杀 蚜 虫 

效果 达 100%。 

2. SREP AM lkg, 加 水 8kg, 者 成 4kg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4kg, 喷 洒 使 用 ,对 蚜虫 、 

玉米 量 防 治 效果 达 90% 。 

3. 将 曼 陀 罗 全 株 切 碎 ,每 10kg 加 热 水 50 ~ 100kg, 浸 24 小 时 , 滤 过 后 的 浸 液 每 公顷 喷 

2 250kg, 对 稻 蜡 蚜虫 .红果 蛛 等 有 效 。 

4. SREP Arh 15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的 抑制 效果 为 95.5%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及 叶 锈 病菌 孢子 的 抑制 效果 达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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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社 ,1972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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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骨 木 

接骨 木 ”忍冬 科 Caprifoliaceae 植物 接骨 木 Sambucus williamsii Hance (S. racemosa 

L.)o 

别名 Fee ,大 接骨 丹 , 续 骨 木 ,公道 老 儿 , 马 尿 骚 。 

植物 形态 ”落叶 灌木 ,高 4~ 8m, 树 皮 淡 灰 褐 色 ; 枝 条 具 纵 棱 线 , 茵 都 淡 褐 色 , 叶 对 生 ， 

单数 羽 状 复 叶 ; 托 叶 退化 成 很 小 突起 物 ; 小 叶 5~7 片 , 具 柄 ,叶片 长 圆 状 卵 形 或 长 圆 形 , 顶 

端 小 叶 较 大 ,先端 长 渐 尖 ,基部 槐 形 ,边缘 有 明显 饮 齿 。 夏 季 开 花 , 聚 企 圆 锥 花序 顶 生 。 政 

散 ; 花 小 ,白色 或 黄白 色 ;花冠 辐射 状 , 具 5 卵 形 裂片 ;雄蕊 5, 较 花冠 短 ,浆果 球形 , 熟 时 蓝 

紫色 ;种 子 有 皱纹 。( 图 86) 

图 86 Sambucus williamsii Hance 

(S.racemos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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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甘肃 四 川 ae dt ae AS Se wT we 

等 省 区 。 生 于 潮湿 的 山沟 中 、 田 边 、 山 坡 、 林 下 灌 丛 、 路 旁 或 栽培 于 庭院 。 

药 用 部 位 ” 蔡 、 枝 。 

药材 性 状 ” 蔡 枝 呈 圆柱 形 , 长 8.5 ~ 19cm, 直径 0.5 ~ 1.2cm, 外 表 灰 褐色 或 绿 褐色 ,有 

纵向 隆起 的 沟 及 较 细 的 纵 裂 纹 和 点 状 突起 的 皮 孔 , 皮 易 剥离 ,脱落 后 呈 浅 绿色 至 浅黄 棕 

色 , 质 坚硬 , 体 轻 , 折 断面 不 平坦 , 皮 部 较 薄 ,褐色 ,本 部 浅黄 白色 至 浅 棕色 ,切面 可 见 放射 

状 纹理 及 明显 的 年 轮 , BEERS ,浅黄 棕色 或 棕 褐色 。 无 臭 , 味 淡 。 

斜 切 的 薄片 呈 长 椭圆 形 ,直径 2 ~ 6cm, 厚 约 3mm。 以 片 完 正 ,黄白 色 ,无 杂质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葵 ( 直 径 0.6c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由 10 数列 细胞 组 成 ,外 侧 黄 棕色 ,内 侧 色 

PIR, KURTA. A 10 余 列 细胞 组 成 。 细 胞 呈 椭 圆 形 、 类 圆 形 、 类 三 角形 ,可 见 有 呈 螺 状 

或 网 状 加 厚 的 细胞 群 。 皮 层 内 侧 有 单个 纤维 或 纤维 束 ,排列 成 断 续 的 环 , 偶 见 有 石 细 胞 伴 

fi. ES RIMM WRN 线 1~ 3 列 细胞 , 稍 弯曲 ,万 皮 部 筛 管 群 散在 。 有 的 细胞 内 含 

有 红 棕 色 物 质 。 形 成 层 明显 。 木 持 质 部 较 宽 广 。 由 导管 , 木 纤 维 束 、 木 薄 壁 细胞 及 木 射线 

组 成 ,年 轮 明 显 ,导管 类 圆 形 、 椭 圆 形 、 卵 圆 形 。 木 射线 细胞 壁 稍 增 厚 ,可 见 壁 孔 ,人 散 部 宽 

广 ,细胞 呈 圆 形 或 类 圆 形 ,可 见 明显 的 单 纹 孔 , 老 荃 可见 明 显 的 人 腔 。 本 品 在 皮层 、 韧 皮 部 

及 丘 部 薄 壁 细胞 中 均 可 见 细小 的 草酸 钙 砂 唱 。 

粉末 :黄色 。 纤 维 极 多 ,大 多 成 束 ,少数 散在 。 较 细 ,两 端 尖 ,有 的 先端 呈 波 状 弯曲 , 直 

径 10 ~ 30um; 木 纤维 壁 较 薄 , 胞 腔 大 ,皮层 纤维 壁 较 厚 , 胞 腔 窗 。 导 管 主 为 具 缘 纹 孔 ,长 

200 ~ 300um, H4@ 15 ~ 20pm, 木 射线 细胞 呈 长 方形 , 壁 稍 厚 , 木 化 。 有 具 明 显 的 单 纹 孔 。 章 

酸 钙 砂 晶 散 在 或 存在 于 薄 壁 细 胞 中 。 石 细胞 较 少 , 主要 存在 于 较 老 的 茎 中 ;常数 个 成 群 

或 散在 , 呈 椭 圆 形 方形 或 长 方形 , 壁 稍 厚 , 胞 腔 明 显 , 有 壁 孔 。 
理化 分 析 “” 取 本 品 粗 粉 Sg, 加 水 50ml, 室温 浸泡 过 夜 后 , 滤 过 ,滤液 在 60% 水 浴 中 加 

热 10 分 钟 , 趁 热 滤 过 , 取 滤 液 Sml 于 小 试管 中 , 密 塞 ,强烈 振 摇 , 产 生 强 烈 而 持久 的 泡沫 ， 

持续 10 分 钟 以 上 。 

Wms AAA, SS ALR. Re BRAS 

酚 类 。 

采集 加 工 ” 夏 、 秋 季 采 收 , 晒 二 备用。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接骨 木 荃 叶 0.5kg 切 碎 ,的 烂 ,加 水 2.5kg, 者 沸 , 去 酒 , 喷 酒 ， 

防治 蚜虫 。 

参考 文献 

江苏 新 医学 院 . 中 药 大 辞典 . 上 海 : 上 海 科 学 技术 出 版 社 ( 下 册 ) ,1977,2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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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75 16 

BSH AHF Staphyleaceae 442 F544 Euscaphis japonica (Thunb. )Dipp. . 

A «BH Pe ,鸡眼 椒 , 红 梁 , 鸟 健 花 。 

植物 形态 ”落叶 灌木 或 小 乔木 ,高 2~ 7m。 树 皮 灰 色 , 具 纵 裂 纹 ;小 枝 及 芽 红 紫色 ,村 

叶 揉 碎 后 有 恶臭 气味 。 奇 数 羽 状 复 叶 , 对 生 , 长 10 ~ 25cm; 小 叶 3~7 片 ,叶片 厚 纸 质 ， 
长 3~ 10cm, 宽 3 ~ Sem, SNE HEB BR ALI, ,顶端 渐 尖 或 尾 尖 ,基部 圆 形 或 阔 槐 形 , 边 

缘 具 细 锯 齿 ,下 面 叶脉 明显 隆起 ;小 叶柄 长 2 ~ Smm, 顶端 小 叶柄 长 达 12 ~ 2Smm, 小 托 叶 针 

形 , 早 落 。 圆 锥 花序 顶 生 ,长 15 ~ 20cm, 768 A, 2 Smm, 106; FH 5, ONG, HK, 下 

部 合生 ; 花 准 5, 长 卵 形 或 长 圆 形 ;雄蕊 $, 花 丝 扇 , 下 部 较 宽 ; 心 皮 3, 子 房 分 离 , 卵 形 ,1 室 ， 

花柱 上 部 初时 粘 合 JSD HSER 1 ~ 3, 分离, 卵 状 椭圆 形 ,长 1 ~ 1.5cm, 有 果皮 熟 时 紫红 

色 , 有 纵 条 纹 隆 起 ARSE RA, PRA BNE. RPA, hin, RBA, At 

泽 ,外 包 鲜 红色 肉质 的 假 种 皮 。 花 期 5~6 月 , 果 期 8~9 月 。( 图 87) 
分 布 与 生境 ”江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南 ` 湖 北 ̀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 广 东 \ 广 西 、 

河南 ` 山 西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坡 丛林 中 或 河沿 灌木 从 中 , 亦 有 生 于 次 生 草 丛 中 的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及 根 、 花 。 

显 微 鉴别 ”果皮 横 切 面 :外 果皮 为 1 细胞 ,类 方形 或 长 方形 , 孔 沟 明 显 , 壁 厚 , 木 化 ,外 

被 角质 层 。 中 果皮 约 10 余 层 细胞 ,细胞 多 呈 不 规则 的 长 方形 ,少数 呈 类 圆 形 , 胞 壁 薄 。 维 

管束 外 韧 型 ,单个 ,大 小 不 等 ,位 于 果皮 中 央 , 断 续 成 环 。 韧 皮 部 外 侧 间 有 纤维 束 , 木 化 。 

木质 部 由 导管 , 木 纤 维 \ 木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胞 壁 均 木 化 。 

粉 未 :果实 粉末 暗 棕色 , 显 纤维 性 , 石 细 胞 呈 长 方形 、 多 边 形 或 不 规则 纺锤 形 , 均 木 化 ， 

K 36 ~ 320um, Fi 16 ~ 50um, 其 内 果皮 石 细 胞 壁 较 厚 , 具 斜 纹 孔 ,或 壁 薄 , 具 单 纹 孔 ,内 种 皮 

石 细胞 较 细 小 壁 厚 , 纹 孔明 显 ,纤维 狭长 ,有 的 有 分 又 , 具 斜 纹 孔 , 木 化 ,长 300 ~ 800um, 直 

径 16~ 25pm。 果 皮 表 皮 细 胞 表面 观 呈 多 边 形 , 壁 薄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表面 观 亦 呈 多 边 形 ， 

显 棕 黑 色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粗 粉 2g, 加 乙醇 40ml ,回流 30 分 钟 , 滤 过 ,滤液 供 下 述 试验 : 

(HU) 取 滤液 2m ,加 3% 三 氯 化 铝 溶液 数 滴 , 放 置 数 分 钟 后 ,溶液 显 黄色 。 置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 显 蓝 绿色 荧光 。 

(2) 取 滤液 Sml , 置 蒸发 血 中 , 蒸 王 ,加 醋 栈 lml, 摇 匀 , 加 浓 硫 酸 1~2 滴 ,溶液 显 红色 ， 

瞬 转 为 紫红 色 ,后 变 成 蓝 紫 色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将 上 述 剩 余 乙 醇 溶液 蒸发 至 约 0.Sml ,点 样 成 条 状 。 吸 附 剂 : 取 硅 胶 G(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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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Euscaphis japonica (Thunb. ) Dipp. 

岛 海 化 工厂 , 薄 层 层 析 用 10 ~ 40um)1.5¢, 7K 6ml 搅 匀 , 制 成 Sem x 20cm WUE, WRF HE 

105° C78 1b 30 分 钟 。 展 开 剂 :氯仿 - 甲醇 (20:1) , 展 距 1Scm。 显 色 剂 :1% 香 草 醛 浓 硫 酸 ， 

M35 Ja 105 FH 5 ~ 10 分 钟 ,有 10 个 紫红 色 和 蓝 紫 色 斑 点 。 

化 学 成 分 “本 品 含 脂 肪 酸 。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235% ~ 30% 。 树 皮 含 缀 质 约 8% 。 果 实 含 

F¥ Bit BZ FA (Isoquercitrin) . K 4 9K 3 - APE - 葡萄 糖 起 (Cyanidin - 3 - xylosyl - glucoside) , 

OH J , 
HO CYS | 人 -oa Wstgelly aS 一 OH 

j 02 ia 一 glu—xylo 

OH O OH 

Isoquercitrin Cyanidin-3-xylosyl-glu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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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ae io 
| ae glu 

Astragalin Euscaphic acid 

Be EE HK ( Astragalin) #11 4£ FH FR ( Anthocyanin) . M+ LL AS BAR 3 - A He BE AK ( Kaempferol 

3 - glucoside) fi} XK 3 - AAPA (Querxcetin) 。 果 皮 含 齐 墩 果 醇 酸 (Oleanolic acid) , BBE 

菜 酸 (Termentic acid) 和 Pomolic acid( — #P Ht — ith Ha AEF FS te HAR Euscaphic acid)。 

采集 加 工 KARI.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将 野 椿 茎 皮 . 叶 晒 干 、 磨 细 , 药 粉 lkg, 加 细 士 3kg 喷 播 ,或 用 野 

椿 1lkg, 切 碎 ,的 拦 ,加 水 20kg, 煮 1~2 小 时 ,喷洒 ,防治 称 蜡 ,效果 60% 。 

参考 文献 

(1)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编 .全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 
1973 ,789 

(2) Koyama Y, Hisatsune T, Ito S, et al. Seed: Oils from eight species of Japanese Plants - 

Melothria japonica, Aralia elata, Gilibertia trifida, Kalopanax innovans, Idesia polycarpa, 

Staphylea bumalda, Euscaphis. japonica, and Prunus spinulosa. Mew Fac Eng Nagoya U- 

niv, 1959, 11:96 ~ 203 

(3) Ishikura N. Flavonol glycosides and anthocyanin from the capsule of Euscaphis japonica. 

Shokubutsugaku Zasshi, 1971 ,84(991):1 ~7 



BF 3a 4 

野 菊花 ” 野 薄 花 科 Compsitae 植物 野 菊 花 Chrysanthemum indicum L. (C. japonicum Thunb. )。 

别名 Bra, BE.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AAVRAAK ABA, BMRAE. tHE, WE BAK 

ONE KK 4 ~ 6cm, 羽 状 分 裂 , 侧 裂片 常 2 对 ,两面 均 被 细 和 柔 毛 。 头 状 花序 ,直径 不 过 2.5cm， 

具 长 柄 ,成 伞 房 状 排列 ,总 苞 宽 1 ~ 1.2cm, 外 苞 片 草 质 ,边缘 膜 质 ,中 央 被 毛 , 内 苞 片 全 膜 

质 。 小 花 黄色 。 花 期 9~ 10 月 。( 图 88) 

图 88 Chrysanthemum indicum L. 

(C. japonicum Thunb. ) 

分 布 与 生境 FORK ML RN a Ao BEAR Re T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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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花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呈 类 球形 ,直径 0.3 ~ lem, 棕 黄色 ,总 苞 由 4~5 层 苞 片 组 成 。 外 层 

苞 片 卵 形 或 条 形 ,外 表面 中 部 灰 绿 色 或 淡 棕 色 ,通常 被 有 白 毛 ,边缘 膜 质 ;内 层 苞 片 椭圆 

形 , 膜 质 ,外 表面 无 毛 , 总 苞 基 部 有 残留 花梗 。 舌 状 花 1 轮 ,黄色 , 皱 缩 卷 曲 ;管状 花 多 数 ， 

深 黄 色 , 体 轻 , 气 芳 香 , 味 藻 。 

理化 分 析 “” 取 本 品 粉 末 3g, 加 乙醇 40m, 加 热 回流 1 小时, 滤 过 ,滤液 照 下 述 方法 试 

验 : 

1 .颜色 反应 

(1) 取 滤液 1 滴 , 点 于 滤纸 上 ,喷洒 2% 三 氯 化 铝 的 乙醇 溶液 , 干 后 , 置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观察 i BEER ALTE. 

(2) 取 滤液 2ml .加 镁 粉 少量 与 盐酸 4~5 滴 ,加 热 , 显 棕 红 色 。 

2. 生 药 的 提取 

(1) 乙 醇 提 取 法 :精确 称 取 一 定量 生 药 粉末 , 置 磨 口 三 角 瓶 中 ,准确 加 入 95 % BK 70% 

乙醇 S0ml , 称 定 重 量 并 移 置 于 沸水 浴 中 加 热 回 流 2h, 取 出 放 冷 ,以 相同 浓度 乙醇 补充 至 原 

重量 , 混 匀 后 ,放置 澄清 , 取 上 清 液 2Sml 并 浓缩 为 一 定 体 积 , 经 薄 层 分 离 后 进行 测定 。 

(2) 甲 醇 提 取 法 :精确 称 取 一 定量 生 药 置 提取 器 中 ,加 入 适量 甲醇 回流 提取 不 同时 间 ， 

并 浓缩 提取 液 到 --- 定 体积 ,经 薄 层 分 离 后 进行 测定 ,结果 如 表 。 

分 离 方 法 

溶 剂 含 量 (%) 

95% EtOH 0.37 

70% EtOH 0.43 

MeOH 0.42 

MeOH 0.45 

MeOH 0.41 

结果 表明 以 甲醇 提取 不 同时 间 与 70% 乙醇 的 结果 相近 ,但 以 甲醇 提取 法 操作 较为 简 

便 。 

3. WEEE 

取 适 量 生 药 的 甲醇 提取 液 ,点 于 聚 酰胺 G 薄 层 上 ,用 不 同 的 展开 剂 系统 进行 层 析 , 结 

果 表 明和 氯仿 - 甲醇 -水 (9.0:1.0:0.1) 展 开 , 获 得 比较 满意 的 分 离 效果 。 

称 取 生 药 剂 末 (60 目 ) 约 lg 于 提取 器 中 ,加 入 适量 甲醇 , 置 沸水 浴 中 回流 提取 2 小 时 ， 

浓缩 并 定 容 至 10.0ml 备用 。 用 微量 注射 器 吸取 此 液 300 岂 点 于 聚 酰胺 薄 层 上 ,点 成 条 状 ， 

并 列 点 一 刺槐 起 对 照 品 溶 液 , 挥 于 后 以 氯仿 - 甲醇 -水 (9:1:0.1) 展 开 , 挥 去 展开 剂 ,在 紫 

外 灯 下 观察 并 划 出 刺槐 起 位 置 ,然后 刊 取 色 带 上 含有 刺槐 了 武 的 聚 酰胺 。 在 H 型 电解 池 两 

区 倾 入 适量 电解 液 ,使 两 边 液 面 高 度 相当 ,选择 适当 恒 电流 进行 空白 滴定 ,然后 将 乔 取 下 

的 聚 酰胺 小 心 倾 入 电解 池 阳 极 区 中 进行 滴定 ,以 死 停 法 指示 终点 ,记录 电流 强度 和 电解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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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H PATE EA PRS 

it % = ae x 100 

step ij Hf EA) 5 | 
t 一 一 电解 时 间 (S) ; 

M—— Rl #2 EA) FB (592.5) ; 

F— TE TILSS 35 BX (96486 .57C/ep) ; 

W 一 一 点 于 薄 层 上 样品 量 (mg) 。 

化 学 成 分 ”含有 香精 油 菊 色素 (Ci Hz On ) , Chrysanthemaxanthin ( Cyp Hy 03 ) , Luteolin 

(CysHio03) A b ER RUPE EL (Acaciin ) RBA ( Acacetin) 。 

加 nee Ts OCH; 

OH | 

R=H : 
R= Rhamnose — Glucose 

Acacetin 

Lutcolin 

采集 加 工 KATZMAN Ri PA a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野 菊花 可 作 农 药 用 ,能 杀 虫 ， 常用 的 几 种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旬 

如 下 : 

1. 野 菊 花 1lkg, 加 水 Skg, 浸 泡 1 日 或 加 热 煮沸 半 小 时 ,过 滤 去 洼 ,喷洒 ,可 防治 蚜虫 、 

红 蜂 蛛 等 。 如 再 加 少许 肥皂 ,效果 更 好 。 

2. 野 菊 花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达 95% 以 上 。 

3. 将 花 的 碎 ,加 适量 的 温 开水 , 浸 汁 过 滤 得 原液 ,原液 10kg 兑 水 4 ~ Ske 搅 勺 喷洒 ,经 

室内 试验 杀 蚜 率 为 95% ,室外 试验 杀 棉 蚜 ̀  红 蜘蛛 ST BRIA 90% 以 上 。 

4. 野 菊 花 加 少量 清水 的 烂 ,榨取 原液 ,以 4 份 原液 与 1 份 清水 混合 并 加 少量 肥皂 液 搅 

匀 后 虹 酒 ,室内 试验 杀 棉 蚜 率 为 95% 。 

5. 将 蝇 蛆 放 在 10% 浸 液 中 ,48 小 时 可 有 25 儿 左右 的 蛆 死亡 。 

6. F FTE 10% 的 野 菊花 浸 液 中 ,36 小 时 全 部 死亡 。 

7.20 倍 水 浸 液 对 子 巴 杀 虫 效率 为 13.3% ,用 100 们 酒精 浸 液 杀 虫 率 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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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 ”梧桐 科 Sterculiaceae 植物 梧桐 Firmiana simplex(L.) Wight. 。 

别名 耳 桐 , 青 桐 , 桐 麻 树 。 

植物 形态 ”落叶 乔木 ,高 可 达 1Sm, 树 冠 圆锥 状 , 树 皮 绿 色 ,平滑 。 叶 互生 , 具 长 柄 , 心 

状 圆 形 ,3 ~ 5 掌 状 深 裂 ,直径 15 ~ 30cm 或 过 之 ,裂片 锐 尖 , 秃 净 或 于 背面 有 莓 毛 。 花 小 ， 

聚集 为 硕大 的 圆锥 花序 , 顶 生 , 花 单 性 或 杂 性 ; 苯 淡 绿色 ,长 8 ~ 10mm,5 深 裂 ,外 面 密 被 淡 

黄色 小 柔 毛 ,裂片 狭 矩 圆 形 ,外 向 反 卷 ,类 似 花 为 状 ;花瓣 缺 ; 雄 蕊 多 数 , 在 雄花 中 结合 成 雄 

BH , 柱 约 与 苯 片 等 长 ,花药 约 15 枚 ;在 雌花 中 常 有 不 完全 无 柄 的 花药 环绕 子 房 的 基部 ， 

子 房 有 柄 , 柄 上 着 生 5 个 心 皮 , 心 皮 上 部 结合 成 一 个 花柱 ,基部 分 离 ,各 具 一 心 皮 柄 ,每 心 

RASAS RI. BRK 7 ~ 10em, 具 4~5 HARM, RRR. OR 

子 球形 ,棕色 ,有 皱纹 , 径 5 ~ 8mm, BAF RIA. EHO A. (A 89) 

图 89 Firmiana simplex (L. ) W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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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我 国 河北 河南 WG wR Ree. aS SL. 

湖南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 .四 川 等 省 区 广 为 栽 培 。 生 长 甚 快 ,最 适宜 于 湿润 的 粘 质 土 ， 

亦 自 生 山 野 。 

药 用 部 位 ”种子 .叶片 。 

药材 性 状 PF SRE RUGS, AE 6 ~ 9mm, 表 面 淡 绿色 至 黄 棕色 , 微 具 光泽 ,有 

明显 隆起 的 网 状 皱纹 。 质 轻 而 硬 ,外 层 种 皮 较 脆 易 破裂 ,内 层 种 皮 坚 韧 。 剥 除 种 皮 , 可 见 

淡 红 色 的 数 层 外 胚乳 ,内 为 肥厚 的 淡 黄 色 内 胚乳 , 油 质 ,子叶 两 片 薄 而 大 , 紧 贴 在 内 胚乳 

上 , 胚 根 在 较 小 的 一 端 。 

显 微 鉴别 ”种 子 的 切面 ,最 外 层 为 一 列 排列 整齐 的 石 细 胞 ,向 内 为 一 列 扁平 的 长 方形 

细胞 ,再 向 内 为 10 数列 排列 不 整齐 的 薄 壁 组 织 , 向 内 有 2 列 左右 排列 紧密 的 结晶 层 , 几 乎 

每 个 细胞 均 含 有 方 晶 ,直径 3 ~ 9um, 也 有 大 到 13pm 者 。 内 种 皮 为 排列 整齐 的 栅 状 展 。 内 

胚乳 细胞 ,排列 紧密 , 除 含 脂肪 油 外 ,还 含 淀 粉 粒 及 糊 粉 粒 。 

粉 未 淡 黄 色 , 主要 特征 为 :四 外 种 皮 石 细胞 表面 观 多 角形 ,直径 6 ~ 22pm, 侧 面 观 长 方 

形 ,长 38 ~ 48um, 细胞 腔 小 。 四 内 种 皮 栅 状 层 , 细 胞 长 柱状 ,长 约 190um, 两 端 平 截 ,直径 

10 ~ 13ym, 层 纹 及 胞 腔 不 明显 。@ 外 胚乳 为 浅 红 棕 色 薄 壁 细 胞 ,细胞壁 呈 念 珠 状 增 厚 , 直 

径 15 ~ 30pm。 由 淀粉 粒 ,存在 于 内 胚乳 细胞 中 , 单 粒 类 球形 长 椭圆 形 、 广 卵 形 、 梨 形 或 不 

规则 形 ,直径 3 ~ 13pm, 脐 点 点 状 , 短 缝 状 人 字 状 及 星 状 , 层 纹 不 明显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1 A ,除去 杂质 , 研 细 ,加 水 20ml, 置 水 滩 上 加 热 , 趁 热 滤 过 ,滤液 加 盐酸 使 

成 酸性 ,用 少量 醋酸 乙 酯 提取 二 次 ,合并 提取 液 , 置 水 洽 上 蒸 干 , 残 洁 加 乙醇 10ml 使 溶解 ， 

滤 过 。 取 滤液 Iml ,加 镁 粉 少量 与 盐酸 4~5 滴 , 显 棕 红 色 。 

(2) 取 鉴别 (1) 项 下 剩余 的 滤液 lm, 加 7% 盐 酸 羟 胺 的 甲醇 溶液 与 10% 和 氧 氧 化 钾 的 甲 

醇 溶液 各 2~3 滴 , 置 水 浴 上 微 热 , 放 冷 ,加 稀 盐 酸 调节 pH 值 至 3 ~ 4, 再 加 1% =A 

W1~2, Pe. 

化 学 成 分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为 不 干 性 油 ,其 脂肪 酸 为 梧桐 脂肪 酸 ( 即 苹 婆 酸 )(Sterculic 

acid) , 另 含 有 咖啡 碱 (Coffeine ,CsHoN40;) 粘液 等 。 

ee 

H 

vA \ CHs— 上 
CHa(CH ))C = C(CH2 ))COOH N 

m.18.2~ 18.3 | 
CHs Sterculic acid 

Coffeine 

采集 加 工 10~ 11 月 间 , 种 子 成 熟 时 ,将 果实 打下 , 捡 起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桐 叶 Ike, DK 3kg, 熬 成 原液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Skg, 杀 蚜虫 效果 87% 。 
2. 用 梧桐 叶 粉 10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虫 率 为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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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梧桐 叶 的 10 倍 水 浸 液 ,对 棉 痰 着 病 抑制 效果 为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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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合 科 Liliaceae HZ Allium fistulosum L. . 

AA WEA.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高 可 达 50cm。 通 常 复生 ,全体 具 辛 臭 , 折 断后 流出 辛 味 之 粘 

液 。 须 根 丛生 ,白色 ,长 达 18cm, 直径 0.5 ~ lmm。 地 下 鳞 葵 圆柱 形 ,先端 稍 肥大 , 鳞 叶 成 

层 , 白 色 , 上 具 和 白色 纵 纹 。 叶 基 生 ,叶片 圆柱 形 ,中 空 ,长 约 4Scm, 直径 1.5 ~ 2cm, 先端 锐 

尖 , 绿 色 , 具 有 较 明 显 之 纵 纹 ,叶鞘 浅 绿色 ; 叶 从 外 面 渐次 枯萎 ,又 从 中 央 不 断 抽 生 新 叶 。 

花茎 自 叶 丛 抽出 ,通常 单一 ,间或 有 2 或 3 枝 ,长 约 40 ~ 50cm, 先 端 及 基部 较 细 , 中 央 部 膨 

大 ,中 空 ,绿色 , 亦 有 纵 纹 ; 花 成 圆 球状 伴 形 花序 ,总 苞 膜 质 ,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花 被 6 枚 ， 

排列 成 2 轮 , 外 轮 3 枚 较 小 而 短 ,长 4mm, 宽 2mm, 内 轮 3 枚 较 长 大 ,长 Smm, 宽 2.3~ 3mm, 

花 钙 片 中 央 有 一 条 明显 的 纵 脉 ; 雄 营 6 枚 ,花丝 细 长 , 约 6mm, 伸 出 于 花 被 外 ,花药 椭圆 形 ， 

黄色 ,丁字 着 生 ,花丝 基部 联合 ; 子 房 3 室 , 藉 果 三 棱 形 。 种 子 黑 色 ,三 角 状 半圆 形 ,长 约 

3mm, 宽 2mm, 表 面具 六 点 状 突起 。 花 期 7~9 月 , 果 期 8~10 月 。( 图 90) 

图 90 Allium fistulosum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均 有 栽培 。 以 东北 华北 各 省 为 多 。 

QAabic BAzAA). , 

药材 性 状 HPF=ARK ROE ,一 面 微 凹 , 另 面 隆起 ,有 校 线 1~2 条 ,长 3~4mm, 宽 
2~ 3mm, 表 面 黑色 ,多 光滑 或 偶 有 朴 皱 纹 , 四 面 平 滑 。 基 部 有 两 个 突起 , 较 短 的 突起 顶端 

灰 棕 色 或 灰白 色 ,为 种 脐 , 较 长 的 突起 顶端 为 珠 孔 。 纵 切面 可 见 种 皮 菲 薄 , 胚 乳 灰 白色 , 胚 

白色 ,弯曲 ,子叶 1 枚 。 体 轻 , 质 坚 硬 。 气 特异 CAR 

显 微 鉴 别 ” 种 子 横 切 面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外 壁 癌 外 突起 ,细胞壁 厚 ,被 有 薄 角 质 层 , 细 胞 

腔 含 暗 褐色 造 壁 物质 ,其 下 为 数列 棕 黄 色 薄 壁 细 胞 。 胚 乳 细 胞 形 大 , 壁 甚 厚 , 有 纹 孔 ,细胞 

中 含有 糊 粉 粒 及 脂肪 油 。 

粉末 灰 黑 色 。 主 要 特征 :@ 种 皮 表 皮 细 胞 黑色 ,长 条 形 、 多 角形 类 圆 形 或 不 规则 形 , 直 

42 18 ~ 37 ~ 74 ~ 130um, 表 面具 网 状 纹理 。 外 胚乳 细胞 众多 ,多 破碎 ,有 较 多 大 的 类 圆 形 

或 长 圆 形 纹 孔 。 

理化 分 析 “” 薄 层 层 析 方 法 及 结果 见 “ 非 菜子 "项 下 。 

化 学 成 分 “本 种 的 鳞茎 (和 敬 白 ) 含 S - HP 28 St BEAK DE AR (S - Allylmereaptocy - 

steine) \S — FA SL 3L SEK HEA BR (S - Methylmercaptocysteine) , 另 含 挥 发 油 , 油 中 含 二 硫化 物 及 

多 硫化 物 \S- Aye -— 1- 半 胱 氨 酸 硫 氧化 物 (S - propenyl - 1 - cysteine sulfoxide) 。 

采集 加 工 8~9 月 种 子 成 熟 时 ,将 果 序 摘 下 , 晒 二 后 , 搓 取 种 子 , 除 去 杂质 即 得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4 0.5kg, 捣 烂 后 加 水 1.5kg 过 滤 喷 洒 ,防治 蚜虫 ,每 公顷 喷 用 量 为 1 300 ~ 2 250kg。 
2. 萄 0.5kg, 的 烂 取出 汁 ,每 千克 加 水 Skg, 可 防治 蚜虫 , 杀 虫 率 达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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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6 SSI Labiatae 植物 紫 苏 Perilla nankinensis (Lour. ) Decne. ( Dentitia nankinen- 

sis Lour. ) 。 

NA aA AR, BRD, AR.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 本 ,高 30 ~ 100m, APRA. Ae OR , ae aR A, 

被 长 柔 毛 , 叶 对 生 ; 叶 柄 长 3 ~ Sem; 叶片 皱 , 卵 形 至 宽 卵 形 ,长 7~ 13cm, 宽 4.5 ~ 10cm, 先 端 

突 尖 或 渐 尖 ,基部 近 圆 形 或 广 模 形 ,边缘 有 粗 锯齿 ,两 面 绿色 或 紫色 ,或 仅 下 面 紫色 ,上 面 

玻 生 柔 毛 , 下 面 被 贴 生 柔 毛 ., 并 有 细 腺 点 。 轮 伞 花 序 组 成 偏向 一 侧 的 项 生 及 腑 生 总 状 花 

序 , 密 被 长 柔 毛 ;和 区 片 宽 卵 圆 形 或 近 圆 形 ,直径 约 4mm, 先端 具 短 尖 ,外 被 红 褐 色 腺 点 ,边缘 

Ain ; FES Ste , 10 Bk, PRRRKARE, KAR ERA, ABR A RA EH, ,结果 时 增 

K,KE 11mm, SI, LEKI, PBAK,2 A; tA ee RA A, BE, 

EIS TABLE, PS 3 裂 , 中 裂片 较 大 ; 花 简 短 ,长 2~ 2.5mm, MES 4.2 强 ; 子 房 4 裂 ,花柱 

基底 着 生 ,柱头 2 浅 裂 ,小 坚果 近 球 形 , 灰 褐 色 ,直径 1.5 ~ 2mm, 具 网 纹 。 花 期 6~8 月 , 果 

期 8~10 月 。( 图 91) 

图 91 Perilla nankinensis(Lour. ) Decne. 

(Dentitia nankinensis Lour. ) 



分 布 与 生境 ”河北 江苏 安徽 .浙江 \、 福 建 、 湖 北 ̀ 四 川 ̀ 云南、 贵 州 \ 河 南山 东 ̀ 江 西 、 

黑龙 江 等 省 区 均 有 分 布 。 文 献上 记载 :缅甸 印度、 朝鲜 日 本 以 及 北美 等 国有 此 种 野生 植 

物 生长 。 

AER FE LR 池 沼 和 水 库 周 围 以 及 村 前 屋 后 、 树 林 、 人 竹 园 等 阴 湿 地 带 。 全 

国 各 地 有 栽培 ,长 江 以 南 有 野生 ,见于 村 边 或 路 旁 。 

药 用 部 份 ” 蔡 , 叶 ,种 子 (全 株 )。 

药材 形状 ” 紫 苏 子 小 坚果 卵 圆 形 或 类 球形 ,直径 0.6 ~ 2mm。 表 面 灰 棕色 或 灰 褐 色 ， 

有 微 隆起 的 暗 棕色 网 状 花 纹 , 基 部 稍 尖 ,有 白色 状 果 柄 痕 , 果 皮 薄 而 脆 , 易 压 碎 ,种 皮膜 质 ， 

子叶 富 油 质 , 气 微 香 , 味 有 油腻 感 。 

显 微 鉴别 ” 紫 苏 子 果实 横 切 面 :外 果皮 具 角 质 层 , 中 果皮 为 2~3 列 薄 壁 细胞 ,有 维 管 

RAE ,其 内 为 一 列 色 素 细 胞 ,表面 观 呈 多 角形 ,棕色 ,其 下 为 一 列 内 果皮 异形 石 细 胞 ,长 

120 ~ 140um, 直径 30 ~ 40pm, 石 细胞 顶端 有 8 ~ 10 个 柱状 突起 ,外 壁 有 圆 钩 状 突起 ,和 孔 沟 

细 和 罕 , 木 化 。 果 皮 的 内 表皮 细胞 壁 微 木 化 ,有 密集 的 小 单 纹 孔 。 种 皮 外 层 为 一 列 壁 呈 条 纹 

或 网 纹 增 厚 的 细胞 ,表面 观 圆 形 或 椭圆 形 ,前 者 直径 40 ~ $2pm, 后 者 长 径 48 ~ 80um, FE 

36~ 48um, HP A 2 ~ 3 列 薄 壁 细胞 。 子 叶 含油 滴 。 

紫 苏 子 外 果皮 角质 层 较 薄 , 色 素 细 胞 中 常 有 深 棕 色 物 质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末 2g, 加 乙醚 20m。 温 浸 半 小 时 后 滤 过 , 取 乙 醚 提取 液 2ml , 置 玻璃 番 上 , 室 

温 挥 去 乙醚 , 将 残 酒 与 无 水 硫酸 钠 1~ 2 粒 直接 加 热 ,产生 气泡 并 有 刺激 性 特 具 的 白色 气 

体 ( 丙 烯 醛 ) 。( 检 查 油脂 类 化 合 物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 取 生 药粉 末 200g, 置 沙 氏 提取 器 中 ,用 30 ~ 60Y 石油 醚 加 热 回流 8 小 时 。 
冷 后 回收 石油 醚 得 总 油 , 取 油 2g, 加 0.5M 氢 氧 化 钾 乙 醇 液 80ml , 热 回 流 1 小 时 , 冷 后 回收 

乙醇 ,加 水 100ml, 用 乙醚 振 播 去 杂质 (2Sml x 4 次 ), 水 层 加 OM 盐酸 40ml, 再 用 乙醚 提取 

(25mlx4 次 ) ,用 水 洗 除 杂 质 (2$Sml x 4 次) 加 无 水 硫酸 钠 脱 水 ,回收 乙醚 ,得 总 酸 加 2% HR 

硫酸 - 甲醇 溶液 (1:5)30ml 回流 两 小 时 ,加 水 60ml ,用 石油 醚 提取 (25ml x4 次 ) ,回收 石油 

醚 得 甲 酯 点 样 。 吸 附 剂 :硅胶 G( 青 岛 ) 加 10%AgN0;(3:10) , 湿 法 铺 板 ,风干 后 于 105% 活 

化 1 小 时 。 展 开 剂 : 葵 , 展 距 18cm。 显 色 剂 :0.2%2',7' 二 氯 荧光 素 乙 醇 液 。 紫 外 光 灯 

(254um) F WIE, 2 4 个 黄色 斑点 。 

化 学 成 分 “果实 及 种 子 含 脂 肪 油 45.30% , Wh, mS HEA By 亚麻 油 酸 、 亚 油 酸 、 

THE 棕榈 酸 。 含 香精 油 约 0.5%。 油 中 含 紫 苏 醛 (Perillo oldehyde, CoH40) 约 50% 柠檬 
烯 (Limonene)20% ~ 30 纺 及 少量 w- 菠 烯 等 。 

RMI ”9 月 上 旬 花 序 将 长 出 时 , 割 下 全 株 , 倒 挂 通风 处 阴干 备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紫 苏 0.$kg 加 水 0.5kg, 榨 取 原 液 0.75kg,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Ike 搅 匀 使 用 ,可 防治 

棉 蚜 效果 达 80% 。 

2. 2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 铃 鞋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藻 有 显著 抑制 效果 。1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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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疫病 防治 效果 为 30% 。 
3. AIS 10 倍 水 浸 液 ,对 棉 痰 站 病 抑制 效果 为 75% 。 

参考 文献 

CO)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 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955 

(2) 全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上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5， 
287 

(3)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415 

(4) Furukawa S, Tomizawa Z. Essential oil of Perylla nankinensis, Decne. J Chem Ind Tokyo, 

1920, 23 :342 ~ 363 

【5] Jodot J, Niebes P.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cylated anthocyanin present in the 

leaves of Perilla nankinensis. Bull Soc Roy Sci Liege, 1968 ,37(11 ~ 12) :593 ~ 604 

(6) Ina k, Qgura I. Components of Perilla essential oil. Nippon Nogei kagaku kaishi, 1970, 44 

(5) :209 ~ 212 



Ini 草 

BE AAF#Ft Liliaceae 植物 营 草 Hemerocallis fulva 工 . 。 

别名 ” 红 花 草草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 具 短 缩 的 根茎 和 肉质 肥厚 的 纺锤 状 块根 。 叶 基 生 , 排 成 二 

列 , 宽 线 形 , 长 30~ 60om, 宽 1.5~3.5cm。 花 草 圆 柱 形 ,粗壮 ,高 60 ~ 100cm; 花序 分 歧 , 具 

6~12 花 , 苞 片 小 , 披 针 形 ;花梗 短 ; 花 被 橙色 或 橙 红 色 ,无 香气 , 花 被 管 长 2 ~ 3cm, 裂 片 6， 

两 轮 , 长 6 ~ 9em, 内 裂片 宽 3cm, 中 部 有 红色 三 角形 斑纹 , 花 盛 开 时 , 花 被 片 反 卷 , 早 开 晚 

谢 。 雄 蕊 6 枚 , 伸 出 ,上 弯 , 比 花 被 裂片 得; 花柱 伸 出 , 比 雄 蕊 长 。 藉 果 和 矩 圆 形 。 花 期 6~8 

Ao (#4 92) 

图 92 Hemerocallis fulv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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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黑龙 江 吉林 辽宁 es ARUP Aer oe 

陕西 甘肃 等 省 区 。 野 生 于 山沟 溪 边 或 林 下 阴 湿 地 。 全 国 各 地 广泛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WRA, 

药材 性 状 ”大 营 草 根 : 根 葵 呈 短 圆 柱 形 ,长 1~ 1.5cm, 直 径 约 len。 有 的 顶端 留 有 叶 

RE REA ,多数 已 折断 。 完 整 的 根 长 5 ~ Sem, LAE 3 ~ 4mm, 中 下 部 膨大 成 纺锤 

形 块根 ,直径 0.5 ~ lem, 多 于 瘙 抽 皱 , 有 多 数 纵 皱 及 少数 横 纹 ,表面 灰 黄 色 或 淡 灰 棕色 。 

体 轻 , 质 松 软 , 稍 有 韧性 ,不易 折 断 ; 断 面 灰 棕 色 或 暗 棕色 ,有 多 数 放射 状 裂 除 。 气 微 香 , 味 

稍 甜 。 

显 微 鉴别 ”大 鞋 草 根 ( 根 的 上 部 非 膨大 部 分 ,直径 约 4mm) 的 横 切 面 : 外 皮层 细胞 3 ~ 

5 列 , 呈 多 角形 ,细胞 壁 增 厚 , 木 栓 化 及 微 木 质 化 。 皮 层 宽 广 , 薄 壁 细 胞 排列 疏松 ,有 多 数 

径 向 排列 的 裂 除 。 内 皮层 细胞 扁 小 , 凯 氏 点 明显 。 中 柱 韦 皮 部 束 与 木质 部 束 各 为 30 个 左 

右 , 相 间 排 列 ;木质 部 束 的 原生 导管 直径 小 ,后 生 导 管 直 径 大 ; 佣 较 大 。 皮 层 及 允 部 薄 壁 组 

织 中 散布 有 稀少 的 草酸 钙 针 晶 束 。 

黄花 菜根 的 横 切 面 组 织 与 营 草 根 类 似 ; 但 小 萱草 根 的 中 柱 韧 皮 部 束 与 木质 部 束 数目 

BUD 4H 15~25 4.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1) 取 上 述 3 种 营 草 根 粗 粉 (20 Ait) & 2g, 分 别 加 95 色 乙醇 10ml ,加 热 浸 取 30 分 钟 。 

取 滤 液 il 于 小 试管 中 ,加 5 和 % 氢 氧化 钠 试 液 2~3 滴 , 营 草 根 显 红色 ;黄花 菜根 显 极 淡 的 

红色 ; 营 草 根 显 红 微 褐色 。( 草 本 类 反应 ) 

(2) 取 上 述 滤 液 lml , 置 蒸发 和 中 ,在 水 洽 上 蒸 干 , 残 酒 加 冰 栈 酸 lml 溶解 ,然后 加 入 本 

AF lml, 滴 和 硫酸 1 滴 , 摇 勺 , 观 察 颜 色 变化 。 营 草根 呈 黄 - 红 - 紫 - 绿 ( 变 化 速度 甚 快 ) ; 

黄花 莱 根 呈 黄 -》 红 - 紫 一 污 绿 (变化 速度 较 慢 ) ;小 营 草 根 呈 黄 - 红 - 紫 -; 污 绿 (变化 速度 

EB). (HALA WR). 

2. 薄 层 层 析 法 

(1) 检 查 意 柄 类。 样品 制备 : 取 上 述 三 种 营 草 根 粗 粉 (20 FA Sit) 2g, HN 95% CE 20ml, 

回流 提取 1 小 时 ,滤液 浓缩 至 Sml ,毛细管 一 次 点 样 。 对 照 品 :大 黄 酸 (0.5% 无 水 乙醇 液 )、 

大 黄 素 (0.5% 氧 仿 液 ) 大 黄 酚 (0.5% 和 氯仿 液 )。 吸 附 剂 : 硅 胶 G( 上 海 董 光化学 厂 出 品 , 规 

格 为 薄 层 层 析 用 )Sg 加 1Sml 蒸馏 水 铺 板 。 展 开 剂 :氯仿 - 丙酮 - 环 已 烧 (30:30:40) , 展 距 

13.Scm。 显 色 剂 :5% 氧 氧化 钠 。 

薄 层 展开 后 在 紫外 光 灯 下 (波长 254nm) ,观察 斑点 荧光 颜色 或 喷 显 色 剂 后 观察 斑点 

颜色 。 

(2) 检 查 省 体 化 合 物 的 方法 同上 ,但 用 25% 磷 钼 酸 作 显 色 剂 ,上 述 三 种 营 草 根 在 薄 层 

上 均 显 三 个 蓝 色 斑点 。 

化 学 成 分 “ 含 天 门 冬 素 (Asparagine) 、 秋 水仙 碱 、 营 草根 素 (Hemerocall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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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0 oh mc 
CHY EN - COOH 

949 OH OH 

CH3 ie 

Hemerocallin 

Asparagine 

采集 加 工 7~9 A eee RAM EMS, VE ,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根 1g 加 水 3ml, 冷 浸 72 小 时 能 杀 棉 是 。 

2. 根 lg 加 水 3ml, 热 煮 15 分 钟 能 杀 菜 青虫 和 棉 蚜 。 

参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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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442 

(3)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商 业 部 土产 废品 局 ,中国 科学 院 植 物 研究 所 . 中 国 经 济 植物 志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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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首 

Ba =F Polygonaceae 植物 篇 蓄 Polygonum aviculare L. 。 

别名 watt WE KRKSH SE Wms, aS We, 

植物 形态 ”一 年 生 草本 ,高 10 ~ 50cm, BMRA EMH AAA, AeA L, 

色 , 有 沟 纹 , 叶 互生 ,长圆 状 倒卵形 或 线 状 披 针 形 ,长 1~3.5Scm, 宽 2~ 10mm, 先 端 钝 或 锐 

尖 , 基 部 槐 形 ,全 缘 , 近 无 柄 ; 托 叶鞘 膜 质 微 白色 。 花 小 , 常 1~ 5 条 徐 生 于 叶腋 , 具 短 花 梗 ; 

花 被 5 裂 , 暗 绿 色 ,边缘 带 红 色 或 白色 ;雄蕊 8。 瘦 果 卵 状 三 棱 形 ,黑色 或 褐色 。 花 期 4~8 

月 , 果 期 6~9 月 。( 图 93) 

图 93 Polygonum aviculare L.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青海 Pe WEG .浙江 .山东 吉林、 河北 2) Se 
蒙 、 江 苏 湖南 .甘肃 山西、 安徽 云南。 

药 用 部 位 ”全 草根 。 

药材 性 状 本 品 茎 呈 圆 柱 形 而 略 扁 , 有 分 歧 , 长 15 ~ 40cm, 直 径 0.2 ~ 0.3cm。 表 面 灰 
绿色 或 标 红色 ,有 细密 突起 的 纵 纹 , 节 部 稍 膨大 ,有 浅 棕色 膜 质 托 叶鞘 , 节 间 长 为 3em。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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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PT OT, BT eA Af. PAE CK AA. Mb a Ae RSG, RE CEA 

展 平 后 呈 披 针 形 ,全 缘 ,两 面 均 呈 棕 绿 色 或 灰 绿色 。 无 臭 , 味 微 若 。 

显 微 鉴别 ”本 品 粉末 灰 绿 色 。 叶 上 、 下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近 平 直 , 平 周 壁 有 角质 线 纹 。 

气孔 主 为 不 等 式 , 副 卫 细 胞 3 个。 叶肉 断 面 观 为 两 面 栅栏 式 , 薄 壁 细 胞 含 草酸 钙 复 晶 , 直 

径 18 ~ 43 um, 

理化 分 析 

(1) 荧 光 试验 :取样 品 甲 醇 提 取 液 Iml ,在 沸水 浴 上 蒸 干 ,加 入 硼酸 的 饱和 丙酮 溶液 及 
10% Fi KARA BAYS RA lml ,继续 蒸 干 ,将 残渣 在 紫外 灯 下 照射 ,如 观察 有 强烈 的 荧光 时 

表示 含有 黄酮 类 化 合 物 。 

(2) 生 药 中 黄酮 化 合 物 , 可 用 重 氢 化 比 色 法 进行 测定 ,为 消除 生 药 提取 液 中 其 他 杂质 
的 影响 ,可 预先 通过 卡 普 纶 柱 层 后 比 色 。 

化 学 成 分 “ 含 氧化 草 醒 化 合 物 , 全 草 含 糖 2% ~ 3 色 及 单 宁 香精 油 、 蜡 .树脂 .去 氢 黄 

Al Ae to Bt K BA FH ( Emodin ) . fei fa BA ( Avicularin) 。 

: OH 

Q 

OH O 阿拉 伯 糖 和 
Avicularin 

采集 加 工 

1. 采制 :夏季 当 花 未 开 , 叶 正 茂 盛 时 采 收 品质 最 好 。 采 时 , 割 取 青 绿色 带 叶 的 地 上 

荃 , 当 日 晒 干 , 即 为 成 品 (必须 当日 晒 二 ,否则 叶 易 霉烂 颜色 变 深 , 影 响 质 量 )。 

2. 切 制 :将 原 药 湿润 后 ,顶头 切 成 长 约 0.5cm 左右 小 段 HAE A.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FARES At 40 份 切 碎 加 水 100 份 ,者 半 小 时 ,过 滤 后 ;加 少许 肥皂 喷洒 ,防治 晴 象 ， 

杀 虫 率 达 100% 。 

2. 将 鲜 荃 叶 切 碎 ,每 千克 加 水 2kg, 加 热 煮 后 过 滤 ,所 得 原液 加 水 10 倍 , 即 可 喷洒 使 

用 ,防治 茉 青虫 , 杀 虫 率 为 75% 。 

3. 将 全 株 切 碎 , 投 入 厕所 内 ,可 以 杀 蛆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 物 研 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2) Haverland F. Polygonum aviculare - the knotgrass: a botanical — chemical — pharmaceutic 

al reworking. Pharmazie, 1963 , 18:59 ~ 87 



SH wp 

草 生 百 部 ” 百 部 科 Stemonaceae 植物 草 生 百 部 Stemona Japonica (Bl. )Miq.. 

别名 百 部 根 ,多 子 母 , 婆 妇 草 , 百 奶 , 野 天 冬 , 多 嘎 婆 , 儿 多 母 若 , 九 丛 根 , 九 十 九条 

根 , 百 部 带 , 剧 药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 根 荃 短 , 有 少数 肥厚 的 块根 ,块根 长 达 1Scm。 葵 长 60 ~ 

90cm, 上 部 草 生 。 叶 每 4 片 或 3 片 轮 生 , 卵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长 3~ 9em, 宽 1.5 ~ 4cm, 全 缘 

或 略 呈 波状 ,有 弧 脉 5~9 条 , 横 小 脉 细密 平行 ;叶柄 长 1.5 ~ 3cm。 总 花梗 长 1.5 ~ 2.5cm， 
其 下 部 常 贴 生 于 叶片 中 肋 上 ,每 梗 常生 一 条 花 ; 花 直立 , 呈 半 开 状 ; 花 被 片 4, 二 列 , 长 约 

15mm, 淡 绿色 ;雄蕊 4, 二 列 , 药 隔 膨大 而 伸 长 并 突出 于 药 之 上 而 成 线 状 附属 物 , 药 的 顶端 

也 有 一 短 钻 状 附属 物 ; 子 房 一 室 ,无 花柱 。 藉 果 直 径 约 gmm。( 图 94) 

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江苏 ̀ 安 徽 ̀ . 浙 江 、 江西 福建、 湖北 湖南 等 省 。 生 于 阳 坡 灌木 林 

下 或 竹林 下 ,路 劳 。 野 生 于 山坡 和 竹林 中 , 亦 栽 培 于 园 围 。 

药 用 部 位 ”纺锤 形 块根 。 

药材 性 状 ” 根 两 端 稍 狭 细 ,表面 淡 灰 白色 ,多 有 不 规则 皱 禄 及 横 皱 纹 ; 味 较 苦 。 

mss) SAMAR PRA 1.5cm) 横 切面 :与 直立 百 部 根 的 主要 区 别 在 于 其 

根 被 为 3~6 列 细胞 , 韧 皮 纤维 木 化 ,导管 较 大 ,少数 径 向 至 184 yum, 导管 通常 较 深 入 分 布 

至 通 部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 未 $g, 加 80% 乙醇 50ml ,加 热 回流 1 小 时 ,过 滤 ,滤液 蒸 去 乙醇 ,残留 物 加 氮 

水 调节 pH 值 至 10 ~ 11, 再 加 氯仿 Sml 振 摇 提 取 ,分 取 氯 仿 层 , 蒸 干 , 残 酒 加 1% 盐 酸 Sml 使 
溶解 ,过 滤 。 滤 液 分 作 二 份 ,一 份 中 滴 加 碘 化 氟 钾 试 液 ,发 生 橙 红色 沉淀 ; 另 一 份 中 滴 加 硅 

钨 酸 试 液 ,发 生 乳 白色 沉淀 。( 生 物 碱 反应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分 别 取 3 种 百 部 粗 粉 3g, 加 90% 乙醇 20ml 与 2% 盐 酸 lml 的 混合 液 ,回流 
加 热 微 沸 20 分 钟 ,放置 过 夜 ,过 滤 ,滤液 浓缩 至 干 ,加 水 3ml, 加 氨水 调节 pH 值 至 10 LAE, 

用 氯仿 提取 3 次 ,合并 氯仿 提取 液 ,浓缩 至 于 ,加 90% 乙醇 0.5ml 溶解 。 吸 附 剂 : 硅 胶 C 
(250 ~ 300 目 ,青岛 )160g, 加 0.8% CMC 溶液 400ml, 铺 板 , 干 燥 后 ,活化 2 小时。 展开 剂 ， 

氯仿 - 甲醇 (8:2) , 展 距 :10cm。 显 色 剂 : 碘 化 匀 钾 试 液 ,斑点 均 显 橙 红 色 。 

化 学 成 分 “各 种 百 部 的 根 含 多 种 生物 碱 。 直 立 百 部 含 直立 百 部 碱 ( Sessilistemonine) 、 
霍 多 林 碱 (Hordonine) 对 叶 百 部 碱 (Tuberostemonine) \ 原 百 部 碱 (Protostemonine) 。 

&/E A ah & & Bb BR ( Stemonine ) 次 百 部 碱 (Stemonidine, Gy; H3, OJN) 、 异 次 百 部 碱 

(Isostemonidine , Ci9HiiOJN) 、 原 百 部 碱 (Protstmonine) . 草 生 百 部 碱 (Stemonamine) 、 异 草 生 百 

部 碱 (Isostemonam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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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叶 百 部 中 含 对 叶 百 部 碱 (Tuberostemonine) 异 对 叶 百 部 碱 (Isotuberostemonine) 次 对 

叶 百 部 碱 (Hypotuberostemonine)、 氧 化 对 叶 百 部 碱 (Oxytuberostemonine) .斯 蔡明 碱 (Stemine)、 

斯 蔡 宁 碱 (Stenine) 。 

采集 加 工 3~4 月 或 9~11 月 均 可 采 收 ,一 般 在 新 芽 出 土 时 及 苗 枯 后 控 取 , 洗 净 -z 

或 浸 烫 至 无 白 心 ,取出 晒 干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百 部 根 烘 于 研 成 细 粉 , 揉 在 牲畜 毛 内 可 杀 死 各 种 牲畜 体 乱 和 跳蚤 。 或 用 百 部 根 

1 份 黄 烟 1 份 加 水 20 份 ̀  浸 一 昼夜 后 去 酒 , 浇 在 牲畜 身上 也 具有 同样 效果 。 

2. 百 部 根 10kg, 捣 碎 加 水 30kg.2R0 0.5kg。 浸 泡 3 BRK, WEA ia sc RAB 

等 。 泼 洒 在 猪 . 牛 圈 内 可 杀 死 子 耕 , 泼 在 凑 坑 内 ,可 杀 蛆 。 

3. 百 部 Ike 加 水 24kg 煎 煮 。 每 千克 原液 加 水 ~ 6kg, 对 蚜虫 有 效 。 
4. 百 部 根 5 倍 水 浸 液 对 菜 蚜 杀 虹 为 97% ; 百 部 根 粉 散 施 在 玉米 苗 叶 上 , 黏 虫 长 期 拒 

B ,表明 有 整 避 效 力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 果 为 98% © 

5. 百 部 粉 .20 倍 水 煮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40% 。 

6.3% 百 部 粉剂 ,对 棉 角 斑 病 抑制 效果 为 75% ~ 100% , MHRA 75% ,对 棉 立 枯 

病 为 75% ,对 乔 豆 根 腐 病 为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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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Stemona japonica (Bl.) Miq. 

7. 百 部 根 $ 倍 水 煎 煮 ,对 豆 蚜 杀 虫 率 为 58% 。 

8.15 倍 水 浸 液 对 小 麦 秆 锈病 菌 夏 孢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以 下 RD 

子 发 芽 抑 制 效果 为 90% 以 上 ,30 倍 水 浸 液 对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稍 有 抑制 作用 。 

参考 文献 

(1) Kondo H, Satomi M, kaneko T. New alkaloids from the root of Stemona tuberosa. Ann Rept 

ITSUU Lab, 1956,7:24 ~ 29 

(2) Lobstein J E,Grumbach J.The root of Stemona tuberosa, botany, chemistry and pharmaco- 

dynamics. Bull sci pharmacol, 1932 ,39:26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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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A 

ia 49#+ Compositae 植物 漏 芦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 

别名 | BIND , AK ERTE , 球 花 漏 芦 ,火绒 球 花 , 火 绒 球 草 ATS , K BUF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达 lm。 根 圆柱 形 , 直 径 0.5 ~ 1.5cm, 淡 红 色 。 葵 单一 , 直 

立 , 下 部 玻 生 蜘 丝 状 毛 , 上 部 密生 白 绵 毛 。 叶 互生 ,二 回 羽 状 分 裂 或 深 裂 , 基 生 叶 具 长 柄 ， 

长 圆 状 倒卵形 ,长 约 20cm; 上 部 叶 渐 小 ,长 椭圆 形 至 卵 形 ,长 10 ~ 18cm, 先 端 锐 尖 , 基 部 抱 

茎 ,边缘 具 尖 刺 , 上 面 被 蜘 丝 状 毛 ,下面 密 被 白 绵 毛 。 头 状 花 序 顶 生 ,球形 ,直径 约 4em, 由 
许多 小 头 状 花序 组 成 ;外 总 苞 刚 毛 状 ,内 总 苞 片 外 层 为 匙 形 , 顶端 渐 尖 ,边缘 具 睫 毛 ,内 层 

菱形 至 长 圆 形 , 顶端 锐 尖 , 中 部 以 上 被 睫毛 ;花冠 简 状 ,先端 5 裂 罕 长 圆 形 , 淡 蓝 色 , 简 部 白 

色 ; 雄 蕊 5, 花 药 聚 合 ,花丝 短 ,分 离 ; 瘦 果 圆 柱 形 ,密生 黄 褐色 柔 毛 , 冠 毛 长 约 Imm。 花 期 

7~ 9 个 月 , 果 期 10 月 。( 图 95) 

图 95 Echinops latifolius Taus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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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分 布 。 

药 用 部 位 ” 根 。 

药材 性 状 ， 根 呈 类 圆柱 形 , 稍 扭曲 ,长短 不 一 ,直径 0.5 ~ 1.Scm。 表 面 土 黄色 或 灰 棕 

色 ,粗糙 , 具 纵 皱 纹 ,顶端 有 棕色 硬 毛 ,为 残存 的 叶柄 维 管束 。 质 坚 ,断面 粗 纤维 状 , 皮 部 棕 

色 , 木 部 具 黄 黑 相 间 的 菊 纹 。 气 微 , 味 微 涩 。 以 枝条 粗 长 .表面 土 棕色 、 质 坚实 ,长短 整齐 

者 为 佳 。 
显 微 鉴别 ” 根 (直径 lcm) 横 切面 :后 生 皮 层 黄 棕色 ,皮层 细胞 4~S5 列 , 切 向 延长 ,有 

分 泌 腔 散在 ,内 含 棕色 分 泌 物 ,内 皮层 细胞 单列 整齐 。 韦 皮 部 有 许多 淡 黄 色 纤 维 束 散在 ， 
纤维 细胞 间隙 内 充满 深 棕 色 内 含 物 。 形 成 层 成 环 。 导 管 放 射 状 排列 ,纤维 束 散在 于 薄 辟 

组 织 中 。 

理化 分 析 

(1) 取 祁 州 漏 芦 醇 溶 液 (lg/ml)lml, 加 1% 三 氯 化 铁 试 液 1 滴 ,产生 黄 棕色 沉淀 。 

(2) 取 漏 芦 醇 浴 液 1 滴 于 滤纸 上 ,在 紫外 光 灯 下 观察 , 显 亮 蓝 色 荧 光 , 再 滴 加 三 氯 化 铁 

试 液 1 滴 , 呈 黄 绿色 ,荧光 消失 。 

化 学 成 分 “ 漏 芦 的 根 含 挥发 油 0.34% 。 成 分 预 试 表 明 ,本 品 尚 含 酚 性 物质 。 漏 芦 根 

含 蓝 刺 头 碱 (Echinopsine) 约 0.04% 。 

CH3 

m. 152°C 
Echinopsine 

采集 加 工 ” 春 、 秋 季 采 挖 , 除 净 泥 土 晒 干 ,一 般 的 秋季 控 取 者 较 粗 大 而 质量 好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漏 芦 的 根 1g 加 4ml 的 水 冷 浸 72 小 时 能 杀 芽 蚜 , 杀 虫 率 66.67% 。 

2. 漏 芦 的 根 1g 加 3ml 的 水 , 热 者 10 分 钟 能 杀 棉 是、 菜 青 虫 菜 蚜 。 

3. 漏 芦 根 的 原 粉 lg REARS BRE See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422 

(2) Doepke W, Fritsch G. Echinine, a dihydroquinoline alkaloid from Echinops ritro seeds. 

Pharmazie , 1969 ,24( 12) :782 

303 



辣椒 

FRA nF} Solanaceae FAW FRIN Capsicum frutescens 工 . 。 

别名 FRAN, BA SA FR. 

植物 形态 ”直立 灌木 状 草本 , 多 分 校 , 叶 形 变化 很 大 ,通常 为 卵 状 披 针 形 , 长 3-~ 

10cm, 先 端 渐 尖 ,基部 下 延 ,有 长 柄 。 花 单 生 或 数 条 生 于 叶腋 内 , 淡 绿 色 或 淡 黄 色 。 果 实 球 

形 或 长 圆 状 披 针 形 ,开始 时 绿色 ,成 熟 时 红色 ,有 若 味 。 夏 秋 开 花 。( 图 96) 

图 96 Capsicum frutescens L. 

分 布 与 生境 ”全国 各 地 普遍 栽培 。 

药 用 部 位 ”果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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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呈 长 圆锥 形 或 纺锤 形 ,往往 稍 弯曲 ,长 达 10cm, 直径 1 ~ 2cm, 顶端 

大 ,基部 微 圆 , 附 有 五 齿 状 (不 甚 明显 ) 宿 昔 和 果 柄 ,外 表 鲜 红色 或 红 棕色 ,有 光泽 ,内 部 空 ， 

由 中 隔 分 隔 或 2~3 室 , 中 轴 胎 座 , 每 室 有 多 数 黄色 扁平 的 种 子 。 呈 臂 形 或 圆 形 , BRK 

5mm, 厚 约 0.Smm, 气 特殊 ,有 催 呈 性 , 味 辛 如 灼 。 

显 微 鉴别 ”果实 横 切 面 :@@ 外 果皮 的 表皮 系 一 层 细小 细胞 ,具有 壁 孔 ,外 被 角质 层 , 下 

皮 组 织 为 数列 厚 角 细 胞 ;@ 中 果皮 薄 壁 组 织 由 圆 形 薄 壁 细胞 组 成 ,有 的 细胞 中 含有 砂 唱 ; 

有 双 韦 型 维 管束 ,最 内 为 一 列 类 圆 形 巨细 胞 ;@@ 内 果皮 紧 接 于 巨细 胞 下 方 ,由 石 细 胞 与 薄 

壁 细胞 组 成 , 石 细 胞 常 紧 靠 于 巨细 胞 的 凸 出 部 。 

果实 的 中 隔 全 系 薄 壁 组 织 , 其 两 面 的 细小 表皮 细胞 , 均 略 作 径 向 延长 排列 。 为 分 泌 绍 

胞 ,产生 状 椒 碱 ;中 间 的 细胞 则 作 切 向 延长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砂 唱 。 

种 子 横 切 面 : 种 皮 的 表皮 细胞 为 稍 呈 径 向 延长 的 石 细 胞 ,其 侧 壁 及 内 壁 增 厚 ,其 下 为 

MRVNCLAIWE ABA 1 列 切 向 延长 的 细胞 。 种 皮 以 下 为 胚乳 组 织 ,细胞 呈 多 角形 ， 

内 含糊 粉 粒 , 胚 环 曲 。 

粉末 : 暗 橙色 至 红 橙 色 , 味 极 辣 。 

理化 分 析 

状 椒 素 的 0.02MNa0H80% 甲醇 溶液 ,在 紫外 光 区 有 画 个 吸收 峰 , 峰 波长 分 别 为 248nm 

和 294nm, FRA A SW EM: 

1. 比 色 法 

(1) FPR ERE 4g 样品 粉 未 (50% FER) FA 40ml 丙酮 振 摇 ,离心 10 分 钟 , 取 丙酮 液 20ml， 

与 10ml 除 臭 煤油 混合 ,混合 物 与 $5%NaCl 溶液 10ml 振 摇 5 分 钟 ,分 出 水 层 蒸 干 后 , 残 酒 用 

丙酮 提取 (10、.Sml) 过 滤 ,加 丙酮 稀释 到 13ml, 加 入 0.25ml YEE AR, O. ImINH,VO;, RA Wk 

摇 20 秒 ,在 720nm 进行 比 色 。 

(2) 亚 硝酸 钠 - 钥 酸 钠 法 标准 曲线 的 制备 :精密 吸取 辣椒 素 标准 品 溶液 (10mg/25ml 

乙酸 乙 酯 )0.05.0.1.0.2.0.3.0.4 和 0.5ml, 分 别 置 于 小 烧杯 中 ,用 热风 ( 低 于 65%) 小 心 歇 
于 ,然后 各 加 入 lml 水 ,2ml10.5MHCI 溶液 和 lml 10.5MNaNO, 的 0.025MNazMo04 试剂 , 混 

匀 后 放置 15 分 钟 ,加 入 1NNa0H 溶液 2ml,430nm 以 空白 试剂 为 对 照 测 量 吸收 度 并 绘制 标 

HE HH ZX 

样品 的 测定 : HES PRE PRAL } (40 目 ) 于 20ml 容量 瓶 中 ,加 乙酸 乙 酯 至 刻度 , 振 摇 后 

放置 24 小 时 ,用 滤纸 过 滤 , 取 lml 置 小 烧杯 中 , 同 标准 曲线 操作 , 测 得 吸收 值 由 标准 曲线 

算出 含量 。 样 品 阁 为 红 状 椒 , 则 需 通过 一 个 碱 性 氧化 铝 小 柱 净化 ,用 丙酮 - 甲醇 - 水 (75: 

25:2) 洗 脱 ,收集 50ml 洗 脱 液 , 取 20ml, 65°C 以 下 蒸 王后 , 按 标准 曲线 法 操作 。 

2. HUSA 

(1) Bt AUG EAR A : BE RE A AE, PEE GF2s 薄 层 上 ,用 

氯仿 - 甲醇 - DK BBR (95:5:1) EFPIA, BER PRA ER ERE PE) ,用 

5%NaB407.10Hz0 溶液 和 重 氮 化 4 - 硝 基 葵 胶 振 摇 ,然后 再 用 NaOH 水 溶液 和 乙醇 处 理 三 

次 ,每 次 分 出 上 清 液 合 并 后 加 水 稀释 至 一 定 体积 ,5$46nm 测量 吸收 度 ,由 标准 曲线 算出 含 

Et , PRL WY Bt 7E50 ~ 300ug 范围 服从 比 耳 定律 。 

《2)GCibbs 试剂 法 : 称 取 一 定量 样品 (2 ~ 10g) ,用 无 水 甲醇 提取 完全 (至 少 6 小 时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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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液 在 40CAT , 残 酒 用 氯仿 - PRU: DARI E—ERR. R-ERRRM( AH 

椒 素 不 小 于 80wg)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无 水 甲醇 - BARR (49:1) BARA, BR, 0.01% 

Gibbs 试剂 (2.6- 二 氯 - 对 - BRAK) HARARE FP , 挥 去 丙酮 后 再 轻 喷 一 次 

pH9.4 0.05M 硼酸 盐 缓冲 液 ,在 暗 处 放置 数 分 钟 PRA TE Re = 0.8 处 出 现 一 个 弱 的 蓝 色 

斑点 。 立 即 划 出 相应 的 斑点 位 置 ,并 从 薄 层 上 刊 于 盛 有 3ml 硼酸 盐 缓 冲 液 的 离心 管 中 , 揪 

5 分钟 ,离心 ,小心 取 出 上 清 液 , 再 用 2ml 硼酸 盐 缓冲 液 提 取 一 次 ,上 清 液 合并 ,并 加 缓 许 

WZ 10ml , 摇 匀 ,在 600nm 测 吸收 度 ,由 标准 曲线 算出 含量 。 关 椒 素 的 量 在 ~ 80wg 范围 

服从 比 耳 定律 。 

(3) 偶 氮 苯 磺 酸 法 : 称 取 lg 样品 粉 未 置 提 取 器 中 ,用 70% 乙醇 在 水 浴 上 提取 完全 ( 取 

一 滴 提取 液 加 偶 氮 葵 磺 酸 试剂 试 之 ) ,并 浓缩 提取 液 为 10m, 取 一 定量 ( 含 辣 椒 素 50 ~ 

150wg) 点 于 硅 菠 土 薄 层 ( 硅 藻 土 - 淀粉 -水 5:0.1:18 调 成 匀 奖 铺 成 薄 层 ) 上 ,和 干 后 在 80% 

烤 10 分 钟 ,以 石油 醚 (40 ~ 60) - 无 水 乙醇 (99:1) 展 开 后 , 喷 1% AAR 8% 
NazC0; 溶液 显 色 , 刮 下 相应 辣椒 素 (Rf = 0.58) 色 带 ,转移 于 氧化 铝 柱 (0.4cmx 10cm) 上 ,用 

10ml 70% 乙 醇 洗 脱 后 , 洗 脱 液 浓缩 至 约 为 4ml, 加 0.Sml 偶 氮 茉 磺 酸 试剂 ,加 70% 乙醇 至 

5.0ml 摇 匀 ,在 505nm 测 吸收 度 , 另 取 4.5ml 乙醇 加 0.5ml 试剂 作 空 白 对 照 ,由 标准 曲线 计 

算 含量 。 
3. 纸 层 析 比 色 法 

(1) 磷 钼 酸 法 : 称 取样 品 Sg 用 丙酮 30ml 提取 ,过 滤 , 调 至 SOml, RX lml HARM, AEA 

酮 ,加 一 定量 乙醇 溶解 ,然后 吸取 乙醇 液 2 份 点 于 滤纸 上 ,用 甲醇 饱和 的 茶 展 开 3.5~ 4 小、 

时 ,其 中 一 份 用 0.1MNaOH 溶液 和 3% 磷 钼 酸 溶液 显 色 ,前 下 另 一 份 未 显 色 的 相应 辣椒 素 

部 分 ,用 30ml 甲醇 提取 1 小 时 , 蒸 干 , 残 酒 溶 于 Sml0.1MNaOH 溶液 中 ,用 3ml3 % BEAR 

液 处 理 后 在 730nm 测 吸收 度 。 

(2) 重 氮 化 - 对 氨基 葵 磺 酸 法 : 称 取 0.1g 样品 ,用 乙醇 提取 , 取 一 定量 提取 液 点 于 滤 

纸 上 ,用 下 行 法 以 甲醇 - 醋酸 -水 (5:1:5) 展 开 后 干燥, 剪 下 一 条 用 1MNaOH 溶液 处 理 ,并 

在 1% 重 氢化 对 氨基 茶 磺 酸 的 1.0MHSO4 溶液 中 浸 5 分 钟 ,辣椒 素 呈 砖 红 色 (Rf=0.78)。 

将 未 显 色 的 相应 辣椒 素 部 分 前 下 ,用 Sml95% 乙醇 洗 脱 , 洗 脱 液 用 O. Iml 0.2MNaOH 溶液 
碱 化 , 并 滴 加 lml0.092% 重 氮 化 对 氨基 葵 磺 酸 的 0.3MHSO4 WRK, BH HE, BINA 

1ml0.75% Nal 溶液 ,在 60 ~ 70% 加 热 5 分 钟 ,冷却 ,用 0.2MNa0H 溶液 调 至 10ml ,在 500nm 

测 吸 收 度 ,空白 试剂 作对 照 。 

4. 气相 层 析 法 

准确 称 取 关 椒 干粉 0.4g, 加 入 30ml 丙酮 ,在 60 色 水 浴 上 回流 60 分 钟 ,丙酮 提取 液 减 

压 浓 缩 后 残留 物 加 入 20ml 已 烷 , 用 1Sml 30% 水 - 甲醇 溶液 提取 2 次 ,在 水 浴 上 减 压 浓缩 ， 

并 向 残留 物 加 入 lml 内 标 物 溶液 (0.2mg 花生 酸 甲 酯 1.0ml 氯仿 ) , 取 Qu) 此 溶液 注入 涂 有 

3% Apiezon grease 工 的 Gas ChromQ(100 ~ 120 目 ) 的 玻璃 柱 (lImmx 3mm) 上 。 柱 温 235% , 氮 

为 载 气 ,流速 36mlmin, 火 焰 离 子 化 检测 器 操作 。 

状 椒 素 、 二 氢 关 椒 素 和 去 甲 二 氢 疗 椒 素 的 校正 曲线 ( 峰 面 积 比 - 含量 作 图 ) 的 线性 范 

围 分 别 为 0.4~ 2ug.0.2 ~ lug A 0.1 ~0.8n2. 

FRAP Capsaicinoid 测定 lg BRABUEE Hh FAA HE BUA ,在 硅胶 HF?:4 薄 层 上 ,以 不 含 过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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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物 的 乙醚 展开 ,在 紫外 灯 (254nm) 下 观察 斑点 位 置 ,用 甲醇 -水 (9:1) 提 取 , 提取 物 用 
Trisil TBT 处 理 变 为 三 甲 基 硅 衍生 物 , 加 入 可 待 因 作 内 标 ,用 气相 层 析 法 ,在 涂 有 1.25% 

OV - 210 的 ChromosorbG 柱 上 进行 分 离 ,火焰 离子 化 检测 器 测量 峰 面 积 , 由 标准 曲线 计算 

SH. (MER ARRAS F — ARM ) 

5. 高 效 液 相 层 析 法 

(1) 称 取 关 椒 样品 lg, 置 圆 底 烧 瓶 中 ,加 入 10ml 氯仿 及 100 内 标 溶 液 (75.00mgl1 , 3 

二 硝 基 茶 溶 于 25.00ml 氯仿 中 ) 水 浴 热 提 1 小 时 , 放 冷 .过 滤 , 减 压 除去 氯仿 , 残 酒 以 Sml 二 

AAA BX 30 ~ 50 由 注入 Lichrosorb Rp -8 柱 (250mm x4.6mm 上 ,用 二 氧 六 环 -水 44: 

56) 作 流动 相 , 流速 1. Sml/min, 25°C HEE , 280nm 检测 , 测 得 各 成 分 总 和 即 为 总 冰 椒 素 含 
量 。 

(2) 状 椒 样品 的 甲醇 提取 液 , 在 Lichrosoro Rp - 8( 7pm) #: (250mm x 4.6mm) 上 ,以 甲 

醇 -水 (53:47) 作 流动 相 , 流 速 2ml/min, APE A tH, FE 280nm 检测 , 葵 在 254nm 检测 。( 测 

TERA Al BUR ) 
化 学 成 分 “ 含 辣 椒 素 (Capsaicin)、 二 氢 辣 椒 素 (Dihydrocapsaicin)、 去 甲 二 氢 辣 椒 素 

(Nordihydrocapsaicin) , = PR ALA ( Homocapsaicin) , = —. 2.3" HLA ( Homodihydrocapsaicin) ,此 外 

BEA PRL AK APRATLL EH ( Capsomubin) VA BHA | H (Carotene) ` 维 生 素 C、 脂 肪 油 、 树 

脂 等 。 

H3 

CH: - CH: CH=CH -(CH]; CO- NH: cH:»—(_)—on" 

capsaicin 

HsG. CH; a aA 

PAGS Cole, ae Nc wot 
HC H; Ts HaC CHs3 

Capsanthin H QH 

H2 

H3 

CH oo = 
HO CX CEN 中 cle ; 
“cH a Ge 

CHs3 

m.201C 

Capsorubin 

FOr TE PRE Wy FRA BL ( Capsaicine , C}gHy7NO3,0.05% ~ 0.2% ) 大 多 存在 于 中 隔 的 表 

KAA BRP RAE, AY LT IE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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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 b ie SF — PRTC BS RAE ah, FS RAL ZL 4, ( Capsanthin,, CsoHss03) 与 微量 的 

FEA TH FESS He ES SE AK (Isodecenic acid vanillylanide) 。 

KML HETRLMRANKEM TF.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青 关 椒 0.5kg, 加 水 1.25kg FOIE , ,过 滤 得 母液 1.4kg,0.5kg 母液 加 水 Ske 喷洒 , 防 

治 棉 蚜 效果 为 95% 。 

2. 干 红 藻 椒 0.5kg, 加 水 1Skg, 水 开 后 熬 30 分 钟 左右 ,过 滤 得 原液 10kg, 喷 原液 防治 

棉 蚜 效 率 为 76.5% ,防治 象 鼻 虫 效率 为 57.73% 。 

3. 干 红 状 椒 先 磨 成 粉 ,每 0.5kg 加 消 石灰 粉 0.5kg 作 喷 粉 用 ,或 辣椒 1 份 加 水 10 份 ， 

浸出 汁液 直接 喷洒 用 ,或 将 辣椒 加 水 磨 成 糊 状 ,用 布袋 过 滤 , 榨 出 原 汁 加 水 20 倍 喷洒 , 防 

治 菜 青虫 、 椿 象 . 桑 螨 、 野 等 药 效 达 70% 。 

4. FRA O.5kg 加 水 Skg, 者 沸 半 小 时 ,过 滤 后 直接 喷洒 或 磨 成 细 粉 喷 粉 使 用 ,可 防治 蚜 

WSR Fe He AR RRS 
5. 将 辣椒 1.5kg, JBIEDIZK 80kg Ab, AAV WEA HR EA, ME 7k A BR BA = 

A HE A A 

6. 辣椒 0.5kg, 晒 二 的 烂 拌 匀 即 成 ,每 公顷 用 150kg ,在 露水 未 于 前 使 用 最 好 。 

7. 辣椒 0.5kg, 捣 烂 ,加 水 30kg 浸 24 小 时 过 滤 ,每 公顷 用 225kg, BRAT KL. = tbe, 
星 心 虫 、. 剃 枝 虫 . 抢 叶 虫 ,效果 达 80% ~ 90% « 

8. PRAL 45 份 ,加 水 5 000 份 , 者 20 分钟, 过滤 后 所 得 的 药 液 经 试验 5$ 小 时 后 对 防治 菜 

白 蝶 幼虫 效果 达 100% 。 

9. 关 椒 叶 加 少量 清水 的 烂 ,榨取 原液 ,以 7 份 原液 与 13 份 清水 混合 加 少量 肥皂 液 搅 

SV AP BRA 90% 。 

11.20 7K RANT F FAH 100% , 100 倍 酒精 浸 液 杀 虫 率 69.6%. 

参考 文献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编写 组 .全 国 中 草药 汇编 (下 册 ) .北京 :人民 卫生 出 版 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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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oR 

BEZ = Hii FL Solanaceae 植物 酸 浆 Physalis alkekengi L. 。 

别名 灯笼 草 ,天 泡 草 , 扑 扑 子 草 , 红 姑娘 , 挂 金 灯 ,天光 泡 果 , 打 拍 草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本 ,全 株 光 滑 , 仅 地 上 幼 嫩 部 分 略 具 下 毛 。 根 状 葵 横 走 , 地 上 苍 

直立 ,高 35 ~ 80cm, 茎 下 部 常 带 紫色 ,上 部 不 分 枝 而 略 作 "之 "字形 , 微 具 棱角 , 葵 节 略 膨 

大 。 叶 在 葵 下 部 者 互生 ,在 中 、 上 部 者 常 二 叶 同 生 一 节 呈 假 对 生 ; 叶 柄 1.5 ~ 33cm; FJ 

形 至 卵 形 , 长 6~ 12cm, FE 5 ~ 9em, 先 端 锐 尖 或 浙 尖 。 基 部 广 枫 形 而 豫 狭 下 延至 叶柄 上 部 ， 

叶 缘 不 规则 波状 或 具 朴 浅 缺 刻 并 略 具 短 毛 , 花 单 生 叶腋 ,花梗 纤细 ,长 0.8 ~ 1.6cm, Ze 

钟 状 ,绿色 ,长 5~ 6mm, 边 缘 及 外 侧 具 短 毛 FA 5, 三 角形 ;花冠 广 钟 状 , 白 色 ,直径 1.5 ~ 

2cm, 裂 片 $, 阔 而 短 ,先端 急 尖 ,外 有 短 毛 ; 雄 芒 5, 短 于 花冠 ,花丝 长 约 2mm, 基 部 扁 阔 ,着 

生 于 花冠 近 基 部 处 ;花药 椭圆 形 ,黄色 ,长 约 3mm, 基 生 , 纵 裂 ;雌蕊 亦 短 于 花冠 ,长 约 7mm， 

花柱 细 长 ,柱头 二 浅 裂 , 子 房 上 位 , 卵 形 ,2 室 。 果 梗 长 2 ~ 3cm, 宿 功 呈 阔 卵 形 宫 状 , 直径 

2.5~3.5cm, 橙 红色 至 朱红 色 , 薄 革 质 , 先 端 尖 ;浆果 封 于 宿 葛 守 中 。 球 形 ,直径 1.5em 左 

右 。 橙 红色 至 朱红 色 。 光 滑 ,种 子 多 数 ,为 扁平 阔 卵 形 ,黄色 。 花 期 6~ 10 月 , 果 期 7~11 

Ao (B97) 

图 97 Physalis alkekeng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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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除 西藏 外 ,各 省 \ 市 .自治 区 广 有 分 布 ,北方 较 多 。 朝 鲜 AAA. 

见于 上 旷野、 山坡 、 林 缘 等 地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本 品 常 破碎 或 压 扁 ,完整 的 宿 葛 膨胀 如 具 五 角 的 阔 卵 形 宫 状 物 ,长 3 ~ 

4cm, 直 径 2.5~3.5cm, 橙 红色 至 朱红 色 , 有 时 中 、 上 部 色 较 浅 ;表面 具 纵 肋 10 条 , 肋 间 网 状 

脉 明显 ,先端 尖 ,闭合 或 5 微 裂 ,基部 平 截 或 略 内 目 ,着 生长 2 ~ 3cm 的 果 梗 , 体 轻 , 落 革 质 ， 

若 浆 果 未 除去 , PA es ,可见 浆 果 1 枚 ,完整 者 圆 球 形 , 直 径 1.2 ~ 1.5cm。 表 面 光 滑 、 橙 

红色 到 朱红 色 。 但 常 干 瘙 或 压 破 ,基部 与 宿 葛 基 部 相连 ;种 子 多数 、 扁 平 阔 儿 形 , 具 钧 状 小 

尖 头 ,长 近 2mm, 淡 黄色 ,表面 密布 细微 网 纹 , 气 微 , 略 似 烟 草 , 宿 葛 味 淡 而 微 辛苦 ,浆果 微 

甜 而 微 酸 。 

显 微 鉴别 ” 宿 苯 (中 部 ) 横 切面 :上 \、 下 表皮 细胞 各 1 列 , 皆 切 向 延长 ,外 被 角质 层 , 下 

表皮 具 少 数 腺 毛 , 非 腺 毛 与 气孔 。 主 脉 上 四 下 凸 , 上 、 下 表皮 内 侧 各 有 少许 厚 角 细 胞 , 维 

管束 半月 形 、 双 韧 型 。 叶 肉 分 化 不 明显 ,细胞 长 多 角形 ,其 内 充 橙 红色 颗粒 ,细胞 间隙 大 ， 

以 叶肉 的 下 半 部 为 多 。 

宿 葛 粉 : 浅 橙 红色 。@ 下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波状 弯曲 ,气孔 不 等 式 或 不 定式 ,长 约 
30um。(@ 上 表皮 细胞 垂 周 壁 略 平整 , 尤 气孔 。@ 非 腺 毛 长 162 ~ 252um, ,由 3~4 个 细胞 

单列 组 成 。 壁 常 具 小 疣 点 。 外 腺 毛 , 头 部 单 细 胞 ,椭圆 形 , 长 径 66 ~ 78um, 胞 内 常 有 淡 黄 

绿色 挥发 油 , 柄 部 长 223 ~ 28$pm;, 由 3~4 个 细胞 单列 组 成 。@@ 叶 肉 细胞 含 多数 橙 红色 颗 

粒 。 

浆果 横 切面 :外 果皮 细胞 1 列 , 切 向 延长 ,长 径 58 ~ 85pm, FA 8 ~ 9um, 外 被 角质 层 。 

中 果皮 广阔 ,中 散 有 双 万 型 维 管束 ,导管 直径 12 ~ 20km。 

种 子 横 切面 :种 皮 最 外 为 工 列 石 细 胞 ,排列 紧密 ,细胞 类 方形 , 径 向 长 48 ~ 54ym, 壁 作 
U 字形 增 厚 ,外壁 甚 薄 , 非 木 化 。 常 皱 缩 , 侧 壁 及 内 壁 均 增 厚 并 木 化; 石 细 胞 层 顶 面 观 呈 网 

状 , 细 胞 为 不 规则 多 角形 ,长 径 110 ~ 160um, 短 径 25 ~ 98um, 壁 波状 弯曲 ,互相 镰 戏 。 石 细 

We PAAR ERNE, FORE. PIAA SAK 

PLAST ABR Fe Te ita , FA Mk.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末 1g 加 甲醇 10ml, 置 水 洽 上 回流 加 热 10 分 钟 , 乘 热 滤 过 ,滤液 置 水 洽 EAR 

干 , 残 酒 用 冰 醋 酸 lml 溶解 。 加 入 醋酸 本 - 浓 硫 酸 (19:1) 试 剂 lml, 混 合 均匀 。 洲 液 立即 

经 黄 、 红 \ 紫 . 青 最 终 呈 污 绿色 。( 检 植物 省 醇 ) 

2. HREM. 

样品 制备 :取样 品 粉 末 $g, 加 氯仿 20ml , 冷 浸 过 夜 , 滤 过 。 滤 液 置 水 洽 上 浓缩 后 点 样 。 

吸附 剂 :硅胶 G (FF Sh ) HN 0.5% CMC , 湿 法 制 板 。 在 105% 活 化 1 小时。 展开 剂 : 石 油 酸 

(60 ~ 90% ) - 丙酮 (20:5) , 展 距 18cm。 在 紫外 光 灯 (365nm) 下 观察 。 

化 学 成 分 “浆果 含 两 种 新 的 当 醇 : 酸 浆 醇 (Physanol)A、B。 种 子 油 的 不 皂 化 物 中 分 离 
得 多 种 4a — 甲 基 省 醇 , 主 要 为 禾 本 省 醇 (Gramisterol) 和 钝 叶 醇 (Obtusifoliol) 及 4 个 新 当 体 。 

此 外 ,还 有 多 种 4- 脱 甲 基 省 醇 ,如 胆 沼 醇 .2.4 - CES. HP PMA S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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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元 醇 , 其 中 环 木 菠萝 烷 醇 (Cycloartenol)35% , A AX we B i BF ( Cycloartenol ) 27% , 羊毛 

脂 -8- 烯 -38- 醇 (Lanost-8-en-38-ol)24% 。 

t 

phCOO~ I HO~ 

O 

PhysanolA R= CH2 Gramisterol 

B R=H ,'CHs 

Obtusifoliol 

_R=H,R=CHy (VV ) 

oS AT WV 
pkgs RER-Y~ 
ARS RBR= ~~ Y 

Cycloartenol 

羊毛 脂 - 8 — ti — 38 - 

采集 加 工 Kk, eS A EAB Heh REZ , HEIR AR PF, PRA BK PR AK 
A , HAF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取 酸 浆 0.5kg 切 碎 后 加 水 lke, Aa PER BE, WE 

酒 使 用 可 防治 地 下 害虫 ,效果 达 90% 。 

参考 文献 

Jana M, Raynaud J. Flavonoid pigments of physalis alkekenj (solanaceae ) . Plant Med Phy- 

tother, 1971 ,5(4) :301 ~ 4 



Re i 

RH SER Polygonaceae 植物 酸 模 Rumex acetosa L. 。 

别名 SSK RAG FAA , 酸 汤 菜 , 黄 根 根 。 

植物 形态 ”多 年 生 草 本 ,高 30 ~ 100cm。 根 肥厚 ,黄色 , 葵 直 立 , 细 弱 ,通常 不 分 枝 。 

基 生 叶 丛 生 , 有 长 柄 , 葵 生 叶 无 柄 而 抱 葵 ;叶片 长 圆 形 至 披 针 形 ,长 3~ 153em, 宽 1.5 ~ Sem, 

先端 钝 或 尖 , 基 部 箭 形 或 近 戟 形 ,全 缘 或 有 时 微 呈 波状 ; 托 叶鞘 膜 质 , 斜 截 形 。 罕 圆锥 花 

序 , 顶 生 ; 花 小 , 单 性 ,雌雄 异 株 ; 花 被 片 6, 椭 圆 形 , 呈 2 轮 ; 柱 头 3, ER. BRA, 

果 被 圆 形 ,全 缘 。 花 期 4~6 月 , 果 期 5~8 月 。( 图 98) 

图 98 Rumex acetosa L. 

分 布 与 生境 AMAT 河北 陕西 江苏、 浙江 ` 湖 北 ̀ 四 川 ̀  云 南 、 新 疆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欧 洲 、 美 洲 及 亚洲 其 他 地 区 也 有 。 生 于 山地 草 坡 山谷 河滩 水 边 草地 等 潮湿 肥沃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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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用 部 位 ” 根 和 全 草 。 

药材 性 状 ” 根 葵 粗 短 ,顶端 有 残留 的 葵 基 。 根 数 条 ,复生 , 稍 肥 厚 , 长 3.5 ~ 7cm, 直 径 

1 ~ 6cm, 表 面 棕 紫 色 或 棕 红 色 , 有 细 纵 皱纹 。 质 脆 易 折断 ,断面 粗糙 , 棕 黄 色 。 

显 微 鉴别 ” 根 横 切 面 组 织 : 木 栓 层 由 3 ~ 4 列 方形 或 长 方形 细胞 组 成 ,细胞 内 充满 棕 

褐色 物质 。 皮 层 薄 壁 细胞 多 为 椭圆 形 ,可 见 多 边 形 或 类 圆 形 的 纤维 成 束 或 单个 散在 ,纤维 

壁 较 厚 , 略 木 化 , 孔 沟 及 层 纹 明显 ,并 可 见 类 方形 、 分 枝 状 或 不 规则 状 石 细胞 。 石 细胞 胞 腔 

较 大 ,和 孔 沟 明显 。 韧 皮 部 筛 管 群 可 见 。 束 中 形成 层 较 明显 。 木 质 部 导管 呈 多 边 形 ,单个 散 

在 或 多 个 相聚 ,成 放射 状 排列 ; 木 纤维 成 束 。 中 部 朋 。 薄 壁 组织 细 胞 中 含有 众多 淀粉 粒 

或 充满 棕 黄 色 至 红 棕 色 物 质 。 酸 模 根 葵 横 切 面 组 织 与 根 相似 ,但 根茎 中 可 见 大 量 复 唱 。 

粉 未 : 黄 棕色 。 淀 粉 粒 甚 多 ,多 为 单 粒 , 呈 类 球形 , 盔 帽 形 或 多 面 形 ,直径 3 ~ 17pm, 脐 

点 呈 圆 点 状 . 条 状 、 三 叉 状 及 人 字形 ,位 于 中 央 部 , 层 纹 不 明显 ; 复 粒 多 由 2~4 分 粒 组 成 。 

纤维 成 束 或 单个 散 离 , 鲜 黄 色 ,形状 细 长 而 微 弯 曲 ,未 端 膨大 、 钝 圆 或 渐 尖 ,有 的 呈 分 枝 状 ， 

直径 26~ 38um, K 82 ~ 370km, 壁 极 厚 , 略 木 化 , 胞 腔 狭 细 , 含 黄 棕色 物 , 有 时 可 见 致密 的 层 

纹 。 石 细胞 浅黄 色 , 呈 类 长 方形 椭圆 形 或 纺锤 形 , 有 的 分 枝 , 直 径 34 ~ 49um, 壁 略 厚 ,和 孔 

WH RASH EY. ean (el, RE, A 20 ~ 70km。 薄 壁 细 胞 碎片 甚 多 。 导 

管 主 为 网 纹 导管 , 稀 为 梯 纹 导管 及 孔 纹 导 管 。 

理化 分 析 

1. 定性 反应 

(1)Bomtrager 反应 : 取 本 品 粉 未 0.1g, 置 具 塞 锥 形 烧瓶 中 ,加 乙醚 10ml ,浸渍 10 分 钟 ， 
时 加 振 摇 , 滤 过 , 取 滤 液 加 氢 氧 化 钠 试 液 2ml, 振 播 , 氢 氧 化 钠 液 层 显 红 色 ( 检 查 草本 )。 

(2) 微 量 升华 : 取 本 品 粉 未 少量 进行 微量 升华 ,升华 物 置 显微镜 下 观察 ,可 见 黄色 针 状 

或 羽 状 结晶 。 滴 加 氢 氧 化 钠 试 液 一 滴 , 结 唱 即 溶解 ,溶液 显 红色 。 

2. Beers 

取 酸 模 粉 末 0.1g, 置 具 塞 锥 形 烧瓶 中 ,加 甲醇 Sml ,浸渍 20 分 钟 , 振 摇 , 滤 过 ,滤液 备 

用 。 另 取 大 黄 酚 \、 大 黄 素 对 照 品 ,各 加 甲醇 溶解 制 成 每 Iml 中 含 0.2mg 的 溶液 。 

化 学 成 分 AHR (Vitexin), RESHOKRRHRR, RRBRKAS AR 

生物 大 黄 酚 (Chrysophanol) .大黄 素 (Emodin) 大 黄 素 甲 本 (Physcion) 和 酸 模 素 (Nepodin) , fy 

ARG RR BR AR BAK ( Hyperin , Co, Hop Op) © 

H 
P i 

4 / <n 
3 galactose 

O 

rin 熔点 :236 ~ 238°C 
m. 263 

Hyperin Ke ) 

Vitexin 
Rea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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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OH 全 

‘one CHs 

大 黄 素 R= OH 
大 黄 素 甲 醚 了 = OCH; 酸 模 素 

RRM RFK EBT.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将 酸 模 全 株 lke, DE ,的 烂 , 加 水 10kg, 过 滤 ,原液 喷洒 施用 ,防治 蚜虫 。 

2. 酸 模 10 倍 水 浸 液 ,防治 小 麦 叶 锈 病 效 果 为 85.3% ;防治 条 锈病 效果 为 74%。15 Si 
水 浸 液 抑制 马铃薯 晚 疫病 菌 孢 子 发 芽 为 93.1%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 科学 院 植物 研究 所 .高 等 植物 图 鉴 ( 第 一 册 ) .北京 :科学 出 版 社 ,1972,570 

(2) 湖北 省 植物 研究 所 .湖北 植物 志 ( 第 一 册 ). 武汉 :湖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7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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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OS 

BES 3%F Moraceae tH 4 BE% Ficus pumila L. , 

别名 PEE TARE, ABS, ABS ,凉粉 果 , 木 铎 , 膨 泡 树 , 文 头 果 ARI, BEG, 

木 壁 莲 , 怜 墙 虎 , 风 不 动 , 络 石 茧 。 
植物 形态 ”攀援 灌木 ,以 气 根 爬 于 墙壁 或 树 上 。 叶 异型 ,互生 ; 幼 叶 心 状 卵 形 ,基部 候 

斜 ,长 约 2.5em, 几 无 柄 ;至 成 长 时 , 梳 硬 而 直立 , 叶 大 而 厚 ,椭圆 形 , 长 4 ~ 10cm, 先 端 钝 , 基 

部 圆 或 心 形 ,全 缘 , 下 面 有 显著 网 状 脉 并 被 细毛 ;叶柄 长 约 Lom, 托 叶 脱 落后 留 有 环 状 痕 
迹 。 花 雌雄 异 株 , 生 于 中 空 肉质 的 花 托 内 成 隐 头 花序 ;雌花 托 较 小 于 雄花 托 , 花 托 单 生 叶 
腋 ,有 粗 梗 , 梨 形 或 倒卵形 ,顶端 截 形 ,长 约 Som, 宽 3 ~ 4em 无 毛 ,绿色 , 熟 后 紫 褐 色 ,雄花 
及 瘦 花 的 花 被 片 4~5 片 。 瘦 果 长 圆 形 ,多数 密 生 。 花 期 5~ 6 月 , 果 期 10 月 。( 图 99) 

化 7 一 一 

e” =e Za SK 

al) INK 

图 99 Ficus pumila L. 

分 布 与 生境 ”湖北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  江 苏 ̀ 浙 江 、 安 徽 、 江 西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日 本 .印度 也 有 。 常 以 气 生 根 攀援 于 树干 .墙壁 或 岩石 上 。 
药 用 部 位 ”全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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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性 状 ” 蔡 呈 不 规则 圆柱 形 ,长 而 弯曲 ,直径 0.5 ~ 1.5em, 表面 棕 褐色 , 常 有 攀援 

根 或 点 状 突起 的 根 痕 ; 质 坚 硬 , 易 折断 ,断面 纤维 状 ,黄色 或 黄 褐色 ,可 见 众多 针眼 大 的 小 

孔 ( 导 管 )。 侯 部 圆 点 状 ,黄白 色 , 略 偏 于 一 侧 。 气 微 , 味 淡 。 

RRS) AAA 7mm) 横 切面 : 木 栓 层 细胞 4~7 列 ,多 破裂 ,其 内 侧 为 木 栓 形 成 

层 2~4 列 ,再 内 为 栓 内 层 , 有 3~5S 列 ,细胞 类 方形 、 类 长 方形 或 棱 形 。 皮 层 稍 宗 ,有 16 ~ 

17 列 细胞 ,外 侧 为 石 细胞 层 ; 石 细 胞 类 圆 形 或 类 长 方形 ,3 ~5 列 ,连续 排列 成 环 带 。 韦 皮 

部 稍 宽 ,有 成 束 的 初 皮 纤 维 ,形成 层 明 显 。 木 质 部 发 达 ,导管 单列 断 续 作 放射 状 排列 , 木 纤 

维 发 达 , 射 线 由 2 列 或 3 列 细胞 组 成 , 自 外 渐 宽 ,年 轮 明 显 。 朋 部 。 在 皮层 薄 壁 细胞 、 韦 

皮 部 薄 壁 细胞 .射线 细胞 以 及 艇 细胞 中 均 有 草酸 钙 方 唱 淀粉 粒 和 散 生 的 分 泌 细 胞 。 

粉 未 : 灰 棕 色 。 石 细胞 大 多 成 群 , 浅 灰 绿色 ,类 圆 形 或 类 长 方形 ,长 24 ~ 150pm、 宽 

15 ~ 30um 、 壁 厚 10 ~ 15pm, ERK, , 纹 孔明 显 。 木 纤维 成 束 或 散 离 ,直径 8 ~ 20m, 壁 厚 ， 

胞 腔 罕 狭 。 纤 维 束 周围 的 薄 壁 细胞 中 含有 草酸 钙 方 晶 。 草 酸 钙 方 晶 类 方形 长 柱 形 或 棱 

IG tk 4 ~ 30pm, Fi 4 ~ 10um。 导 管 有 螺纹 、 梯 纹 、 孔 纹 等 类 型 ,直径 15 ~ 80pm。 射 线 细 胞 

长 方形 ,长 25 ~ 60um, BH 18 ~ 30pum, 壁 稍 增 厚 ,有 单 纹 孔 。 

理化 分 析 

(1)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乙醇 10m, 浸渍 24 小 时 , 滤 过 ; 取 滤 液 Im, 加 盐酸 数 滴 及 镁 粉 

(2) 取 本 品 粗 粉 lg, 加 水 10ml ,浸渍 过 夜 。 中 取 滤 液 Iml, 加 0.2% 草 三 酮 水 溶液 ,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5 分 钟 ,冷却 后 溶液 显 蓝 紫色 。 另 取 滤 液 Iml, 加 入 等 量 碱 性 酒石酸 酮 试 液 , 置 

水 浴 上 加 热 数 分 钟 ,发 生 棕 红色 沉淀 。 

化 学 成 分 “本 品 乙 醇 浸出 液 分 离 得 5 种 晶体 ,有 内 消 旋 肌 醇 (Mesoinositol)、 芸香 起 

(Rutin) .8 — 谷 省 醇 、 清 公 英 当 醇 乙酸 酯 (Taraxasteryl acetate) 和 B- 香 树脂 醇 乙 酸 酯 (B - 

Amyin acetate), BMA WEA WK. 

EC CH 

CHs 
CH2C 

H H3C 

Cb 256 ~257C 
B— Amyin acetate 

Taraxasteryl 
acetate m.236°C 



采集 加 工 ” 全 年 可 采 ,于 燥 或 鲜 用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蕉 叶 切 断 , 每 1kg 加 水 4~ 6kg, 浸 取 过 滤 ,去 酒 制 成 原 半 1kg, 施 用 时 加 水 15 倍 稀 

FE ,喷雾 。 能 杀 菜 青虫 . 菜 蚜 。 

2.1kg FERRED Ske 水 热 浸 可 杀 棉 蚜 和 茉 青虫 。 

参考 文献 

(1) 中 国医 学 科学 院 药物 研究 所 . 中 草药 有 效 成 分 的 研究 (第 一 分 册 ) . 北京 :人 民 卫 
生出 版 社 ,1972 ,414 

(2) 王 铁 僧 等 .民间 抗 癌 药 用 植物 的 整理 鉴定 .中 成 药 研究 ,1979(2) :33 

317 



ie fa] 

薄荷 “” 唇 形 科 Labiatae 植物 薄荷 Mentha arvensis L. . 

别名 ”薄荷 荣 , 南 薄荷 , 夜 息 花 。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芳香 草本 ,高 50 ~ 80cm; 葵 方 ,青绿 色 或 紫色 ,被 送 生 长 柔 毛 。 叶 

WE ,长 卵 形 至 椭圆 形 ,顶端 渐 尖 ,基部 枢 形 ,边缘 有 细 句 齿 , 近 全 缘 , 两 面 被 白色 短 柔 毛 和 

黄色 腺 点 。 轮 伞 花 序 腋生 , 苞 片 线形 或 披 针 形 ; 花 苯 钟 状 ,先端 裂 成 5 齿 ; 花 冠 粉红 色 或 紫 

色 , 有 时 白色 ,4 裂 ;雄蕊 4 梳 ; 子 房 4 裂 ,小 坚果 长 圆 形 , 淡 褐 色 ,顶端 圆 形 , 夏 、 秋 季 开 花 。 

(图 100) 

图 100 Mentha arvensi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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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布 与 生境 ”分布 于 全 国 各 省 , 生 于 山坡 .平原 ,水 沟 边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以 叶 为 主 。 

etek AHI, KA 50cm, HE 2 ~ Smm, 表 黄 棕色 或 带 紫 色 , 有 节 ,棱角 处 及 

节 处 具 毛 茜 。 折 断面 白色 ,中 空 , 叶 对 生 , 多 卷曲 皱 缩 破碎 ,完整 的 叶片 呈 长 卵 形 至 椭圆 

形 ,长 4~8cm, 宽 1~4cm, 表 面具 白色 短 毛 ,先端 尖 , 叶 缘 上 部 有 锯齿 , 近 基 部 全 缘 。 叶 柄 

长 1~ 2em。 叶 上 表面 深 绿 色 ,下 面 灰 绿色 , 质 脆 易 碎 ,花序 腋生 ,花冠 多 脱落 。 气 芳香 , 味 

辛 而 凉 。 

RES) ZRH: SOA. ORKA WMKAK AA. TRA. ARR 

EAE. QRZ ARIV ER ae hte, HEF BRS , pe AP AL ee J FB 2 ak, A 

@@ 韦 皮 部 为 2~ 3 WA, SRPK. OUMEMH. OXMRMEDRAMAKA, SEA 

形 ,本 纤维 多 角形 ,射线 宽 狭 不 一 。@ 艇 部 由 薄 壁 细胞 组 成 ,中 心 常 有 空隙 。 

茎 的 粉末 中 ,表皮 细胞 呈 长 方形 ; 木 纤 维 成 束 , 壁 较 薄 , 微 森 化 ,有 斜 壁 孔 ; 有 螺纹 导 

管 与 具 缘 纹 孔 导管 。 

叶 横 切面 :@O 上 表皮 的 细胞 长 方形 ;下 表皮 细胞 细小 , 扁平 , 具 气 孔 , 上 下 表皮 都 有 特 

异 扇 球状 腺 毛 ( 腺 鳞 ) 和 非 腺 毛 。@@ 栅 栏 组 织 为 一 列 薄 壁 细 胞 , 亦 有 二 列 的 ;海绵 组 织 为 

4~5 列 不 规则 薄 壁 细胞 ;叶肉 组 织 中 有 时 有 特异 的 簇 针 状 橙 皮 起 结晶 。@@ 主 脉 维 管束 外 

韧性 ,木质 部 导管 常 2~4 个 排列 成 行 , 韧 皮 部 较 小 ,细胞 多 角形 , 主 脉 上 下 表皮 内 侧 有 若 

于 列 厚 角 细 胞 , 薄 壁 细胞 和 少数 导管 内 有 时 亦 有 橙 皮 了 起 结晶 。 

MAAR: BAR AREA , 味 清 凉 。 中 表皮 细胞 壁 薄 , 呈 波状 ,下 表皮 有 众多 直 

轴 式 气孔 。@ 腺 鳞 的 腺 头 呈 扇 圆 球形 ,由 8 个 分 泌 细 胞 排列 成 辐射 状 , 腺 头 外 围 有 角质 

层 , 与 分 泌 细 胞 之 间 辽 处 贮 浅 黄色 油 质 , 单 细 胞 柄 极 短 , 腺 柄 四 周 约 有 12 个 表皮 细胞 , 作 

辐射 状 排列 。@ 非 腺 毛 由 3 ~ 8 个 细胞 组 成 , 常 弯 曲 , 胞 壁 厚 , 外 壁 呈 现 疣 状 突起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生 药 叶 粉 少许 ,经 微 热 升华 得 油状 物 ,放置 片刻 ,在 显微镜 下 观察 有 针 簇 状 结晶 HK 

后 加 硫酸 2 滴 及 香 荚 兰 醛 结晶 少许 , 初 显 黄色 至 橙黄 色 ,再 加 水 1 滴 , 即 变 紫 红色 。 

2. BEER 

称 取 薄荷 粉末 5 ~ 10g, BH 500m! 蒸馏 瓶 中 ,加 水 150 ~ 200ml, FA Bk (kK) RE 

馅 出 液 约 100ml ,用 乙醚 50ml 提取 ,将 乙醚 提取 液 移 至 蒸发 茵 中 ,将 乙醚 自然 挥发 净 , 取 藻 

荷 油 约 30mg, 加 氯仿 10ml 溶解 , 取 此 液 5 ~ 10 岂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用 葵 - 丙酮 (9:1) 或 

正己 烷 -乙酸 乙 酯 (8:2) 展 开 , 喷 以 2% 香 莱 兰 醛 硫酸 溶液 ,然后 置 于 110% 烘箱 加 热 2 分 

钟 ,薄荷 醇 斑点 呈 玫 瑰 红 色 。 

准确 称 取 薄 荷 生 药粉 末 A 100g 按 中 国药 典 附录 的 挥发 油 测定 法 进行 测定 。( 挥 发 

油 的 测定 ) 

3. faze 

(1) 取 薄荷 油 1g 用 二 硫化 碳 释 至 10ml 置 于 碱 性 硅胶 柱 (10mm x 200mm) 7, (硅胶 4g 

与 氨 氧 化 钠 0.7g 研磨 后 装 柱 ) ,用 含 10% 二 硫化 碳 的 石油 醚 20ml 洗 脱 。 薄 荷 醇 黄 原 酸 盐 

则 用 含 S% 浓 盐酸 的 甲醇 洗 脱 , 直 到 硅胶 变 为 无 色 , 洗 脱 液 用 甲醇 稀释 到 50ml, 取 10ml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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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 到 S0ml, 取 上 述 最 后 的 稀释 液 0.5Sml 5 0.1% Xt - 羟基 葵 甲 醛 的 855% 磷酸 溶液 10ml 

混合 ,在 94 ~ 96°C NFA 20 分 钟 ,冷却 后 在 波长 S72nm 测量 吸收 度 ,由 以 同样 方法 用 薄荷 醇 

标准 溶液 制备 的 标准 曲线 计算 样品 含量 。( 薄 荷 醇 的 测定 ) 

(2) 取 薄荷 油 25 ~ 30mg, 加 试剂 ( 重 铬 酸 钾 3g 加 浓 硫 酸 16g 及 水 60g)0.$ml, 氧 化 2 小 

时 ,过 量 的 三 氧化 铬 用 甲醇 破坏 ,生成 的 薄荷 酮 用 氯仿 提取 , 按 测 定 薄荷 酮 方法 定量 。( 薄 

荷 醇 的 测定 ) 

(3) 称 取 薄 荷 油 样品 20mg, 溶 于 氯仿 10ml 中 , 取 lml DAA RE 10ml, 0. 1% — AR EE Hh 

剂 1Iml 和 盐酸 甲醇 ( 浓 盐 酸 lml 加 甲醇 100ml) 混 合 ,在 SS% 加 热 75 分 钟 ,冷却 后 加 混合 液 

(AACE 10g, 水 10ml, 加 甲醇 到 100ml)Sml ,放置 8 分 钟 后 在 波长 535nm thf. (eta Bl 

的 测定 ) 

4. 气相 层 析 法 

(1) 在 含有 30 狗 烷 基 葵 磺 酸 钠 (Na - Alkylbenzene sulphonate) 的 Celite 22 RAZ Mist 

乙 二 醇 6000(Polyoxyethylene glycol) 为 固定 相 的 柱 ( 长 13m, 直径 4mm) 上 ,在 165% :以 氢气 

为 载 气 (流速 每 分 钟 60ml) 进 行 气相 层 析 , 落 荷 醇 ( 工 ) , 异 薄 荷 醇 ,新 薄荷 醇 ( 工 ) ,新 异 薄 

荷 醇和 薄荷 酮 ( 亚 ) 等 ,其 中 除 (I) 和 ( 亚 ) 用 前 一 固定 相 ,( 工 ) 和 ( 亚 ) 用 后 固定 相 外 ,都 可 

得 到 很 好 的 分 离 ,其 峰 面 积 可 作 定 量 。 

(2) 取 1% 薄 荷 油 的 乙醚 溶液 1 由 注入 涂 有 SE30 的 Chromusorb WAW - DMGS 的 2 米 长 

玻璃 柱 中 ,在 115 吕 进行 操作 ,用 火焰 离子 化 检测 器 利用 电子 积分 峰 面 积 作 定 量 。 

(3) 将 薄荷 油 的 氯仿 提取 液 ( 约 500 ppm 薄荷 醇 ) 注 入 涂 有 10% Carbowa x 20M 的 Rus 

- Chromp(100 ~ 140 目 ) 的 柱 中 (6ft x 4mm) ,在 180% 操 作 , 氮气 为 载 气 ,流速 60ml/min, A 

火焰 离 于 化 检测 器 进行 测定 。 
(4) 含 10% 二 甘 醇 已 二 酸 聚 酯 (Diethylene glycoladipic acid polyester) AY + AY RUE 

(颗粒 大 小 为 0.02 ~ 0.03 cm) 柱 (275cm x 0.6cm) , 以 氢气 为 载 气 ,130% 进行 操作 ,样品 体 

积 为 5 ~ 10 由 。 用 热 导 池 检 测 器 操作 。 

(5) 制 剂 中 薄荷 醇 的 测定 : 取 粉 状 样品 Se 加 水 10ml ,放置 12 小 时 ,加 入 0.2% (W/V) 

十 二 烷 醇 的 四 氯 化 碳 溶 液 Sml 作 内 标 物 ,放置 5 小 时 , 轻 轻 摇动 避免 形成 乳 状 物 , 水 层 用 

3ml 十 二 烷 醇 溶 液 再 提 一 次 ,合并 有 机 相 , 过 滤 , 取 5$ 岂 注入 用 20% Reople x 400 涂 于 Chro- 

mosormb WAW(60 ~ 80 目 ) 的 柱 (lm x 0.3Smm) 中 ,在 140% 操作 , 氮气 为 载 气 , 流 速 23ml/ 

min。 用 火焰 离子 化 检测 器 测量 薄荷 醇 对 十 二 烷 醇 的 峰 面 积 , 计 算 含 量 。 

(6) 制 剂 中 薄荷 醇 亦 可 在 涂 有 20% FA GE HY MH E (100 ~ 120 8) HEE, BOCHARA 

混合 气体 (4:1) 作 载 气 ,流速 100mljmin。 乙 基 葵 作 内 标 物 ,进行 测定 。 

5 区 外 分 光 光 波 法 

(1) 薄 荷 油 样品 1~ 2mg 用 四 氯 化 碳 Sml 和 Beckmann 试剂 ( 重 铬 酸 钾 60g, 浓 硫 酸 80g 

和 水 270g)Sml 处 理 ,使 薄荷 醇 转化 为 薄荷 酮 ,然后 按 薄 人 荷 酮 的 紫外 分 光 光 度 法 测定 。( 薄 

fo EY Ul ZE ) 

(2) 薄 荷 油 样品 1~ 2mg 与 四 毛 化 碳 Sml 和 0.1%2,4 — AA SEAE AY 2M 盐酸 溶液 2Sml 

反应 12 小 时 ,得 到 葵 脏 溶液 ,经 浓缩 后 加 到 氧化 铝 柱 中 ,用 乙酸 乙 酯 洗 脱 ,在 波长 

362. Siam 测量 洗 脱 液 的 吸收 度 , 葵 肪 的 浓度 在 8mg 代 内 服从 比 耳 定律 。( 薄 荷 酮 的 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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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薄 层 定量 法 

(1) 以 适当 量 的 内 标 物 溶液 加 到 不 同 量 标准 品 溶液 中 ,经 薄 层 分 离 后 测量 两 者 的 斑点 

面积 ,用 斑点 面积 的 比 Ds/Di 对 标准 品 量 的 对 数值 作 图 , 作 一 条 校正 曲线 ,然后 在 样品 溶 

液 中 也 加 等 量 的 内 标 物 , 同 法 操作 得 到 Ds/Di 的 比值 ,从 标准 曲线 上 求 得 含量 。 

Ds 与 Di 分 别 为 标准 品 与 内 标 物 斑点 面积 的 平均 值 , W 为 薄荷 醇 的 毫克 数 。 

方法 : 

人 中 标准 品 溶液 配制 :准确 称 取 薄荷 醇 纯 品 100mg 置 于 100ml 容量 瓶 中 ,加 甲醇 溶解 并 

稀释 到 刻度 ,吸取 此 溶液 1.0,2.0,3.0ml 分 别 置 于 10ml 容量 瓶 中 ,各 加 入 1% 百 里 酚 甲醇 

溶液 2.0ml, 再 用 甲醇 稀释 到 刻度 。 

@ 标 准 曲 线 的 绘制 : 取 上 述 三 种 浓度 薄荷 醇 标准 溶液 2 ~ 3 内 ,点 于 硅胶 C 薄 层 上 ,用 

葵 展 开 后 , 喷 以 冰 本 酸 - 硫酸 (95:53) 和 1% 苘 香 醛 乙醇 溶液 , 喷 后 在 105% 加 热 5 分 钟 , 显 

出 色 点 (薄荷 醇 Rf= 0.10 百 里 酚 Rf=0.26)。 测 量 各 斑点 面积 , 取 其 平均 值 之 比 和 薄荷 醇 

量 (mg) 的 对 数值 作 图 , 画 出 标准 曲线 。 

@ 测 定 方法 :准确 称 取 薄荷 油 0.2g 于 25ml 容量 瓶 中 加 甲醇 溶解 并 稀释 到 刻度 , 取 此 

溶液 Sml BF 10ml 容量 瓶 中 ,加 入 1% 百 里 酚 甲 醇 溶液 2.0ml, 用 甲醇 稀释 到 刻度 ,然后 取 

此 溶液 2~ 3 点 于 硅胶 G 薄 层 上 , 同 标准 曲线 操作 ,由 Ds/Di 值 从 标准 曲线 求 得 薄荷 醇 

含量 。 

(2) 取 薄荷 醇 乙醇 溶液 10 点 于 硅胶 C HEL, AC be - 乙酸 乙 酯 (17:3) 展 开 , 然 后 

喷 五 氧化 锁 的 四 氧化 碳 溶液 , 显 色 后 测量 斑点 面积 。 

7. 电导 滴定 法 

落 和 荷 醇 、 薄 人 荷 酮 在 二 甲 基 甲 酰胺 中 可 用 氯化镁 或 四 氯 化 硅 的 二 甲 基 甲 酰胺 溶液 进行 

滴定 ,误差 小 于 0.7% 。 

方法 :准确 称 取 样品 约 10mg 溶 于 二 甲 基 甲 酰 腕 中 ,以 0.01M 四 氧化 硅 或 所 化 镁 的 二 

甲 基 甲 酰胺 溶液 滴定 ,每 分 子 薄 荷 醇 、 薄 从 酮 与 氯化镁 或 四 氯 化 硅 都 生成 1:1 或 1:2 的 比 

例 关 系 ( 即 滴定 曲线 上 有 两 个 转折 点 ) ,由 所 消耗 试剂 的 体积 计算 含量 。 

化 学 成 分 SHEATH 1% ~3% , 油 中 含 左旋 薄荷 醇 (1 - Menthol)70% ~ 90% 薄荷 酮 

(Menthone)10% ~ 20% , 栈 酸 薄荷 酯 约 3 多 及 柠檬 烯 等 莫 类 化 合 物 。 

采集 加 工 ”每 年 采 收 2~3 次 ,第 一 次 是 叶 茂 花 未 开 时 。 割 取 地 上 部 分 ,阴干 称 “ 头 刀 

薄 谷 " ,一 般 用 于 提取 薄荷 油 及 薄荷 脑 ;一 次 是 花 盛 开 叶 未 凋 时 , 割 取 地 上 部 分 ,阴干 或 晒 

至 半 王 后 扎 成 小 把 ,再 晒 王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1. 把 薄荷 叶 挨 少 量 的 清水 的 烂 ,榨取 原液 ,以 原液 加 等 量 清 水 ,再 加 少量 的 肥皂 液 搅 

匀 ,喷洒 , 杀 蚜 虫 效 果 达 70% 。 

2. 薄荷 液 2.5kg 加 水 2kg 的 烂 后 ,过 滤 即 成 原液 。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3.5 ~ 4kg, 喷 酒 
使 用 可 防治 棉 蚜 ,效果 达 85% 。 

3. BFW fay 0.2$kg, 加 水 Ike 者 成 原液 0.69kg。 每 0.5kg 原液 加 水 2.5 ~ 3kg, 对 防治 棉 
蚜 很 有 效 。 

4. 留 兰 香 (薄荷 属 的 另 一 种 )0.5kg, 加 水 0.25kg 的 烂 后 ,榨取 原液 加 水 Ske, 防治 蚜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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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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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OF 

eA AF Liliaceae fA" Veratrum nigrum 工 . 。 

别名 Be wa As aR ASE A KE, Re 

植物 形态 ”多年生 草本 ,地 下 丛生 多 数 宿根 aK, AM, TNR. AB Im 左 

右 , 质 坚韧 ,基部 通常 被 有 棕 毛 状 的 叶柄 残 基 。 叶 互生 , 广 椭圆 形 或 卵 状 披 针 形 , 锐 尖 或 渐 

尖 , 基 部 呈 鞘 状 , 包 于 葵 的 周围 , 叶 上 面 带 青绿 色 ,背面 灰 绿色 ,两 面 均 无 毛 ,平行 脉 隆起 明 

显 。 由 叶 丛 中 抽 花 葵 ,圆锥 状 复 总 状 花 序 ,花序 轴 密 被 灰白 色 细 绵 毛 ;雄花 通常 生 于 花序 

轴 下 部 ,两 性 花 着 生 于 中 部 以 上 ; 花 被 6 片 , 紫 黑色 , 卵 形 ;雄蕊 6 枚 ,花丝 丝 状 ,花药 肾 形 ， 

基 着 ; 子 房 卵 形 ,上 位 ,三 室 ,柱头 三 裂 。 果 实 为 藉 果 。 花 期 7~8 A. (A 101) 

图 101 Veratrum nigrum L. 

分 布 与 生境 REMAKE. 

四 川 等 省 区 有 分 布 。 生 于 山谷 .山地 阴 坡 或 灌木 林 下 。 



药 用 部 位 ”全 草 。 

药材 形状 ”根茎 圆柱 形 ,长 2 ~ 4cm, 直 径 0.7 ~ 1.5em; 表面 棕 黄色 或 土 黄色 ,上 端 残 

MER EBRD ,四 周 生 有 众多 细 根 。 根 细 长 , 略 弯曲 ,长 10 ~ 20cm, 直径 1 ~ 4mm; 表 

面 黄 白色 或 灰 褐色 ,有 较 密 的 横 皱 纹 ,下 端 多 纵 皱纹 ; 质 坚 脆 ,断面 类 白色 ,中 心 有 淡 黄色 

APE, DAR BATE Ui, RET ,粉末 有 强烈 的 催 咕 性 。 

显 微 鉴别 ” 根 (直径 3mm) 横 切面 :表皮 细胞 略 径 向 延长 ,外 壁 稍 厚 ; 下 表皮 为 2~ 3 列 

类 圆 形 细胞 ;皮层 占 根 的 大 部 分 , 靠 外 有 腔 辽 , 薄 壁 细胞 含 草酸 钙 针 晶 束 ,并 含 淀 粉 粒 , 针 

晶 长 约 60pm; 内 皮层 明显 ,内 壁 及 侧 壁 增 厚 。 中 柱 初 生 木 质 部 13 ~ 14 RAY; RAR 

于 木质 部 弧 角 间 ; PR BBE) 

根茎 ( 直 径 7mmy) 横 切面 :最 外 为 黑 褐 色 的 后 生 皮 层 ,3 ~ 4 列 细 胞 ;皮层 约 占 半 径 的 

1/3, 有 周 木 型 叶 迹 管束 散在 ;内 皮层 细胞 内 壁 及 侧 壁 增 厚 ;中 柱 有 多 数 维 管束 散在 , 近 内 

皮层 处 较 密 ,多 为 外 韧 型 ,内 部 者 多 为 周 木 型 , 尚 可 见 自 中 柱 鞘 发 生 的 根 迹 组 织 。 

理化 分 析 

1 .颜色 反应 

取 本 品 粉 末 0.2g, 加 3% FEB Sml, 于 水 洽 上 加 热 5 分 钟 ,并 时 时 振 摇 , 滤 过 。 取 滤液 

Il, DBE EE FPA 1 1~2 滴 ,有 红 棕 色 沉 证 。 另 取 滤 液 lml, 加 碘 化 示 钾 试 液 1~2 滴 , 显 

淡 黄色 沉淀。( 检 查 生 物 碱 ) 

2. 薄 层 层 析 法 

样品 制备 : 取 本 品 粉末 lg 用 适量 氨水 湿润 后 ,以 氯仿 10ml 冷 浸 24 小 时 , 滤 过 ,滤液 

供 点 样 用 。 吸 附 剂 : 取 硅 胶 G( 北 京 化 工厂 ) 铺 板 , 于 10S CHG 1 小时。 展开 剂 : 葵 - A 

i - 异 丙 醇 (8:8:2)。 氮 水 装 于 小 容器 内 , 置 层 离 槽 中 。 展 距 16cm。 显 色 剂 :改良 碘 化 匀 

SAAT - 碘化钾 试剂 (1:1)。 生 物 碱 斑点 呈 橙 红色 。 

化 学 成 分 “总 生物 碱 含 量 1% ~ 2% 。 含 原 蔡 芦 碱 A - SB(Protoveralrine A, B) 4277 Dai 

(Veratramine)、 介 获 芒 胺 (Jervine) {43 BZ FA HK ( Pseudojervine) , ZL 7P 3% F* RK ( Rubijervine) iF 

FRM Bat ( Germerine) , 42 7 BEE EE ZE Bik ( Veratroylzygadenine ) , #27 Bik ( Veratrole) 。 

m.270 ~ 271°C 

Veratroyl zygade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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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RRRAHRA ;Ri= (+ Ch — CH; 

到 CHs 

On Ro=H 
: R3= (一 )0O- CH~ CH~ CH 

= OH CH aoCS 
Ri ey OR2 SSR FT B :Ri= (+ )CO- POH- PH- CH 

CH; OH 

R2.= R3= CO- CH; 

R= (- <A chive ier 

CHs 

Rein 

HO™ 

红 介 蔡 芦 碱 
Ae R=H 
(AK R=D-=- 葡 萄 糖 

计 末 林 碱 

Ri= (+ )CO- sak — CH2CH3 

CHs3 
Ro=H 

R3= (- )CO- 入 — CH2CH3 

CH3 

有 效 成 分 在 空气 中 易 挥 发 ,因此 要 密闭 贮藏 。 
配制 方法 及 防治 对 象 ” 获 芦 在 很 早 以 前 就 被 用 来 杀 虫 ,其 茎 基部 和 根 须 缘 为 有 杀 虫 

效果 的 胃 毒 药剂 。 其 中 有 效 成 分 为 生物 碱 。 常 用 的 配制 方法 和 防治 对 象 如 下 : 

1. 用 适量 水 或 米汤 糖水 混合 ,可 以 诱杀 苍蝇 , 杀 虫 率 90% 。 

2. 用 奉 芦 浓缩 液 ,加 石灰 水 (10% )5 份 ,防治 葡 马 、 蝇 类 等 害虫 效果 很 好 。 药 液 防治 

蚜虫 杀 虫 率 达 100% 。 

3. RPT ABE 1kg, 粉碎 加 水 10kg, AYA BRI HS 24 小 时 ,再 加 表面 活性 剂 适量 稀释 至 

50kg 左右 ,喷洒 ,对 家 蝇 防 治 率 90% 。 对 蚜虫 . 菜 青 虫 . 桑 螨 . 野 蛋 、 蜡 虫 等 均 有 防治 效果 ， 

尤其 对 棉 蚜 杀 虫 率 为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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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RE 200 目 筛 ,粉剂 对 棉 立 枯 病 的 抑制 效果 为 95% « 
5.20 倍 的 获 芦 水 浸 液 对 子 予 的 杀 虫 率 为 89% 。 
6. 用 蔡 芦 作 毒 饵 诱 杀 粘 虫 的 杀 虫 率 为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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