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伪品天麻的简易化学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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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共 本文介绍了试 管预 试法及画形池纸层析预试法等化学方法
,

对真伪品天麻进行鉴 定
,

结

果在撼纸层析显色和 pH 测试中
,

夭麻的乙醉提取液呈玫瑰红色
,
p H 3

.

。; 几种伪品的均呈 淡 红 色
,

p H 6
。

O
。

天麻 (G a str o d ia e la ta B I
.

)在我国大部分

省区均有野生及人工栽培
,

市场上及药材收购

部月经常发现有不少伪品出售
。

仅仅依据药材

之外观形状特点
,

往往不易将真伪品确切地鉴

别出来
。

但一种简易的化学鉴别方法
,

却能够

做到这一点
。

陈代贤等
‘”对几种伪品 天麻 提

出了三种鉴别方法
。

本文根据已知天麻主要化

学成分
〔: ’〔. ’,

用试管预试法及圆形滤纸层析预

拭法
〔权分 对各种检试品进行了定性的预试验

。

得到了不祠的结果
。

将这几种结果相互比较
,

就很容易地鉴别出真伪来
。

夭麻定性化学预试

验的结果与红外光谱
、

紫外光谱
、

核磁共振谱

及质谱仪等分析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

材料和方法
:

天麻样品系云南省昭通地区

所产野生夭麻
。

伪品由云南省玉溪地区药检所

及南华县工商管理局
,

药材公司等协助收集
。

伪品共五种
:
(i)

”

紫茉莉 (M irab ilis ialap a L
·

)
。

(2 ) 大丽菊 (D ahlia p in n a za Ca v
.

)
。

( 3 ) 马铃

薯 (So la n u m tu be ro su m L
.

)
。

(4 )黄精 (Po ly
,

g o n atu m k in g ia n o m C o ll
. et H e m sl

.

)
。

(5 )商

陆 (Phyt o la e e a a e in o s a R o x b
.

)
。

样品 的制备

及化学预试方法参照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所编 《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 》 (第一分册 )

所述试管预试法及圆形滤纸层析预试法进行
。

结果
:

见下表
。

由下表可以看出
:

¹ 天麻酚性成分预 试 验 结

天 麻 及 IL 种伪品 夭麻 化学顶试 脸结果 比较裹

项目
酚 性 成 分

、

有

} 试管

机 酸 植物幽醇
,

肖体皂贰
,

三菇类
,

三 菇皂贰
方 摇

样品 鞭试雏 试管 、 拢纸

1%三舰
)
2%三教

滤 纸

PH
试纸

0 .

1%甲基红
0 .

1%甲基橙

试

泡沫试验
化铁乙醉{化铁乙醉
液 液 f0. 黯

蕊“{酸”’ 硷性管 }试

量碘
硫酸
验

一—
一 一 一五 一 f

— 一 — —
一

—
一飞一

—
天 麻 蓝绿色沉深蔚蓝色

‘

PH 3
.

o
」

玖瑰红色
淀

泡沫少
,
泡沫较多{棕红色阵红色 橙红色 {深蓝色

++
萦茉莉 蓝色沉淀 谈蓝色 PH 6

.

0

同上

很淡红黄色 { 泡沫多 泡沫多 .淡棕黄谈黄色
,

色

大丽菊
,

蓝色沉淀很淡蓝色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无色

马铃薯

黄 精

奄 陆

蓝色沉淀

蓝绿色沉
淀

蓝色沉淀

同上 同上

蔚蓝色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蔚蓝色 同上 同上

‘泡沫较多⋯泡沫较多

泡沫很多
,

泡沫很多 同上 同上

金红色 }淡蓝色
士

,淡黄绿色,

翟些
蓝

同上 同上

同上 {深蓝色

什
无色 深蓝色

什

果圆滤纸层析色斑为深蔚蓝色
,

可明显 地与其

它几种伪品天麻区分
。

这一结果与天麻含有的

主要药用成分酚贰—
天 麻 素 ( G as trod in ) 与

对经挂苯甲醛 ( p
一

hvd r o x yb e ”z a ld e hyd e ) 成 分

有关
。

试管法天麻乙醇提取液呈蓝绿色反应
,

与黄精相似
,

其余呈蓝色反应
。

滤纸层析法色

斑比试管法差异较明显些
。

哟 有机酸!成 分 以

圆形滤纸层析色斑最为明显
, (下转 第44 页 )



,

走神经中枢
,

使心率减慢
,

减少肠胀气
,

解热
,

兴奋

青翻加速排尿
。

若两者按一定比例配伍
,

不仅消除了

不良反应
,

且使腹部痛觉消失
,

腹肌松弛
,

麻醉效果

好
,

可予手术t1’1
。

又如治疗寒病的大 乌 头煎
,

以乌

头大热之性而破积散寒止痛
,

由于乌头有大毒
,

故方

用白盆煎熟
,

以制其毒
。

份有临床报告
,

服生乌头呈

斑一系列迷走神经兴奋的中毒症状川1 ,

并舌咽发麻
、

头晕
、

目眩
,

腹痛
, .乡乙而后 昏倒

。

服白蜜
,

则中毒

症状级解并渐恢复正常
。

可见白蜜配乌头
,

抑制乌头

操烈之性是有一定作用的tt .]
。

再如半夏有 刺激 明喉
4

等毒性
,

生姜
、

明矶能制其毒
。

小半夏汤由半夏配生

典两味药组成
,

功能和胃止呕
,

祛痰降逆
,

为调理气

分病证的方荆
。

方中生姜既制半夏之毒
,

又佐半夏温

口像饮
,

降逆止瓜
。

实验也指出
,

生姜能减低半夏的

催吐
、

失音等副作用
,

并协同其止咀[1. ., 01 。

攀贫子
,

有使食欲不摄
,

恶心呕吐
,

甚至腹 泻 等到作用[t1 J ,

和大枣配伍
,

可予抑制
。

如苹贫大枣泻肺汤
。

草 贫苦

寒扮利
,

开泄肺气
,

泻水逐痰
,

但恐其性猛伤正
,

而

佐以大枣调 和 之
。

说明药性拮 抗 配 伍 有 利 于 治

疗
。

祖国医举的理
,

法
,

方
,

药是一个整体
,

中药配

伍又是组成方剂的一个主要部分
。

在辨证审因
,

决定

治疗方法后
,

选择相应的中药
,

按照病情的级急
,

深

浅
,

轻重确定适应用盆
,

从而作出有法度
,

有比例
,

有目的的配伍组合
,

这就是中医在实际治疗疾病过程

中运用中药配伍的规律和法则
。

总之
,

中医治疗法则十分丰富
,

中药配伍形式也

比之多种多祥
。

枕药物在方剂中的地位
,

有主
、

辅
、

佐
、

使的药物配伍 , 就药物 的 治疗 方针
,

有针对病

阶 病位和病证的药物配伍, 就药物的治疗原则
,

有

按疾病的标本
、

或轻重
,

成级急兼顾的药物配伍
,

或

上下结合
,

表里同治
、

正治和反治的药物配伍
。

由于

配伍用药
,

使药物更适 应 复 杂 的 病情
,

增弧治疗效

果
,

有极其丰富的临床意义
。

近代药理实验也充分说

明中药配伍的科学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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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24 页 ) 乙醇提取液展开的显色色斑

呈玫瑰红色
,

其余几种伪品与显色指示剂颜色

相近
,

因此
,

对比效果很明显
。

酸性乙醇提取

液经中和为中性后
,

显色色斑为红色
。

这一结

果与天麻含有珑拍 酸 (Su e C in ie a e id )成 分 有

关
。

试管法用声试纸测定
,

天麻 乙醇提取液

班 约为 3
.

0
,

而其它伪品为 pH 6
.

O左 右
。 »

植物街醉
,

街体皂贰
,

三菇类
,

三菇皂贰预试

验圆撼纸层析结果
,

天麻展开色斑呈深蓝色
,

原色斑为淡盆萦包 展开色斑与黄精
、

商陆相

似
,

其余几种伪品色斑很淡
。

通过以上三项化学预试验
,

基本上可以比

较准确地鉴别出真伪品天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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