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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采自国内厚朴主产区的 70个单株的树皮样品的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含量。结果表明:厚朴树皮外观性状与内在品质存在显著的相关

性。皮厚 、 表面粗糙 、油性足 、粉末颜色深和纤维含量少的厚朴品质好 , 反之品质

较差 , 其中 , 粉末颜色和皮厚是外观性状中的主要性状。它们是制定厚朴品质标准

的最主要外观因素。同时 , 也为厚朴遗传改良的品质判别提供简单且可操作的外观

指标 。表 4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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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 , 药用部分主要是树皮 , 是我国特有的

珍稀中药材 。自 《神农本草经》 始载以来 , 历代本草和民间均根据其外观性状进行品质评

价
[ 1 ～ 3]

。为了考证传统经验的可靠性 , 并利用外观性状与内在品质的相关性选择优质厚朴 ,

开展遗传改良 , 我们对影响厚朴药材内在品质的外观性状与厚朴酚类含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

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1　研究材料和方法

1.1　厚朴样品的采集

供试厚朴样品于 1997年 6月采集 。共采集浙江遂昌 、景宁 , 福建浦城 , 江西庐山 , 湖

南新宁 、 张家界 , 广西资源 , 湖北五峰 、鹤峰 、 恩施和四川灌县等 7省 11县(市)70个样品 ,

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厚朴的主产区。经浙江林学院树木教研组李根有 、楼炉焕副教授鉴定 , 为

厚朴与凹叶厚朴(M.officinalis subsp.biloba)或其中间类型[ 4] 。采样时 , 所有样品均采自离



地面 95 ～ 105 cm 树干处 , 并分别记载产地 、 胸径 、 树高 、 皮厚 、 树皮粗糙程度和树龄等 。

样品统一用自然阴干法阴干备用。

1.2 　主要外观性状类型的划分

本文所指的外观性状主要指传统和民间用来评价厚朴品质的树皮外观特征 , 包括树皮厚

度(皮厚)、粉末颜色 、易磨性 、油性 、 树皮粗糙程度(简称粗糙度)和围径大小(简称筒围)等

6个因素 。其中 , 皮厚和筒围为定量指标 , 其他因素为定性指标 。粉末颜色即树皮断面颜

色 , 根据标准土色卡 , 被分为 6个类型:1 ～ 6分别为暗红棕 、 暗棕红 、 红棕 、 棕红 、淡棕

和淡棕红;易磨性根据研磨的难易程度被分为 2类:0为易磨 , 1为难磨;油性根据研磨时

沾附研体的程度被分为 2类:0为非油性 , 粉末不沾附研钵 , 1为油性 , 粉末沾附研钵 。树

皮的表皮粗糙度被分为 2类:0为粗糙 , 树皮表面极粗糙 , 皮沟十分明显 , 余者为 1。

1.3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含量的测定

1.3.1　测定方法　厚朴酚类含量的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HPLC)测定[ 5～ 6] , 面积归一

法计算。

1.3.2　HPLC分析条件　液相色谱仪为美国Waters 600型(Nova-pak 60A4μm , 3.9mmⅸ150.0

mm C18柱);检测器为Waters 486型可调紫外检测器 , 检测波长为 300 nm , 流动相乙腈∶水=

57∶43 , 室温 , 流度1 mL·min-1 , 数据处理采用HS色谱数据工作站 。厚朴酚 、 和厚朴酚标准

样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生产 , 乙腈 (HPLS级)由上海吴泾化工总厂生产。

1.3.3　样品制备　厚朴树皮切碎后研磨并过筛(40目)。精确称取 0.1 g 粉末 , 加入 5 mL甲

醇 (HPLS级), 超声振荡 10 min后 , 10 000 r·min-1常温离心 10 min , 倾出部分上清液用于

HPLC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1　树皮外观性状与厚朴酚类含量的关系

表 1　厚朴粉末颜色和油性与酚类含量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der color , oiliness

and the content of phenols g·kg -1

外观性状 样本数
厚朴酚

含量

和厚朴

酚含量

厚朴酚类

总量

暗棕色 12 49.8 23.9 73.7

暗红棕 8 30.1 16.3 46.4

红棕 12 22.1 12.8 34.9

棕红 16 26.7 04.5 31.2

淡棕 12 12.8 06.4 19.2

淡棕红 10 10.3 03.8 14.1

油性 6 66.7 23.3 71.4

非油性 4 24.2 09.9 31.4

2.1.1　厚朴粉末颜色和油性与厚朴酚类含量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 , 厚朴皮颜色越深 ,

酚类含量越高。研究结果表明:暗棕红色酚类含量最高 , 淡棕红含量最低 (表 1), 最优者

含量是最差者的 5.26倍。

供试 70个样本中 , 油性厚朴为 6个 ,

占总数的 8.57%。油性厚朴有效成分明

显高于非油性厚朴。前者厚朴酚类总含量

为后者的 2.17倍 (表 1)。这一结果与传

统的 “多润者佳” 的观点完全一致 。

2.1.2　易磨性和树皮粗糙度与厚朴酚类

含量的关系

易磨性实际上是纤维含量和强度的反

映。研究结果表明 , 纤维含量少 , 强度弱

的易磨厚朴有效成分比难磨的明显要高

(表 2)。

树皮粗糙程度与厚朴酚类含量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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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关系 , 通常粗皮厚朴有效成分含量比细皮的要高(表 2)。这一结果与 《本草纲目》 中描

述的 “极鳞皱者佳” 相一致。笔者认为 , 树皮的粗糙度虽与遗传因素有关 , 但外部环境条件

起着决定性作用 。长期野外调查发现 , 成片人工林的树皮一般都较细 , 幼林很少有粗皮现

象 , 粗皮厚朴树龄都有 25 a以上。因此粗皮形成需要一定的年龄和外部环境。

表 2　易磨性和树皮粗糙度与厚朴酚类含量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ing characteri stics, bark

roughness and the content of phenols g·kg -1

外观性状 样本数
厚朴酚

含量

和厚朴酚

含量

厚朴酚类

总量

易磨 53 29.4 12.4 41.8

难磨 17 13.5 06.0 19.5

粗皮 12 37.8 17.8 55.6

细皮 58 23.0 09.3 32.3

2.1.3　树皮厚度和筒围大小与厚朴

酚类含量的关系

传统民间经验认为厚朴树皮越厚

越好 , 实验结果完全一致(表 3)。厚

度6.0 ～ 7.0 mm的样品厚朴酚类总含

量是 2.1 ～ 3.0 mm的 3.71倍 。

筒围的大小是现行厚朴生产收购

等级评定的主要依据 。筒围大收购等

级高。研究结果表明 , 筒围的大小

与厚朴酚类含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 3)。这一结果与斯金平结论完全一致[ 7] 。

表 3　皮厚和筒围与厚朴酚类含量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bark thickness diameter of trunk bark and content of phenols g·kg -1

皮厚/mm 样本数
厚朴酚

含量

和厚朴酚

含量

厚朴酚类

总量
筒围/ cm 样本数

厚朴酚

含量

和厚朴酚

含量

厚朴酚

类总量

2.1～ 3.0 11 17.0 05.2 22.2 6.1～ 10.0 23 18.9 08.2 27.1

3.1～ 3.9 27 19.8 08.5 28.3 10.1～ 14.0 16 22.1 07.6 29.7

4.0～ 4.9 16 27.5 08.6 37.4 14.1～ 18.0 15 25.7 12.0 37.7

5.0～ 5.9 10 28.7 15.4 44.2 18.1～ 22.0 7 33.5 10.7 44.2

6.0～ 7.0 6 56.2 26.1 82.4 22.1～ 26.0 9 42.0 21.2 63.2

2.2　影响厚朴品质最主要的外观性状

研究表明 , 参试的树皮外观性状均对厚朴品质有较大的影响 , 但其影响的相关程度并不

一致 。颜色和皮厚等性状相关系数较大 , 树皮粗糙度最小(表 4)。为了能更简便科学地利用

外观性状评价厚朴品质 , 用逐步回归法 , 逐步加大 F 值剔除相对次要的因素 ,寻找影响厚朴

表 4　厚朴树皮外观性状与厚朴酚类含量相关系数表
Table 4　Correlative coefficients between characteri stics in bark appearance and the content of phenols

颜色 油性 易磨性 粗糙度 皮厚 筒围 厚朴酚 和厚朴酚 厚朴酚类

颜　色 -0.279 3＊ 0.335 0＊＊ 0.122 5 -0.251 1＊ -0.162 9 -0.558 0＊＊ -0.564 0＊＊ -0.593 5＊＊

油　性 -0.173 4 -0.537 7＊＊ 0.334 8＊＊ 0.375 4＊＊ 0.383 8＊＊ 0.357 9＊＊ 0.396 4＊＊

易磨性 0.169 2 -0.127 8 -0.051 2 -0.377 2＊＊ -0.256 6＊ -0.352 2＊＊

粗糙度 -0.626 8＊＊ -0.561 8＊＊-0.308 9＊＊ -0.297 0＊ -0.3222 6＊＊

皮　厚 0.801 7＊＊ 0.500 8＊＊ 0.502 0＊＊ 0.531 0＊＊

筒　围 0.430 4＊＊ 0.393 2＊＊ 0.441 4＊＊

　　说明:＊0.05为水平显著相关 , ＊＊为 0.01水平极显著相关

品质的最主要外观性状。结果证实 , 厚朴的粉末颜色和树皮厚度是影响厚朴酚类含量的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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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利用上述 2个性状对 70个样品进行品质评价 , 其偏相关系数达到0.712 8。如果对同

一产地的厚朴利用上述 2个性状进行品质评价 , 可靠性会更高。

从表 4可见 , 树皮颜色与油性和皮厚等因子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 与易磨性存在极显著的

相关性 , 也就是说 , 树皮颜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易磨性 、油性和皮厚的综合反映 。参加油性试

验的厚朴树皮颜色都比较深 , 全部为暗棕红或暗红棕。同样 , 颜色深的厚朴纤维含量较少 ,

强度较弱 , 易磨 。树皮厚度除与易磨性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外 , 与油性 、 筒围和粗糙度等性

状均存在极显著的相关性 。树皮厚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油性 、筒围和粗糙度的综合反映。随着

树干增大 , 树皮增厚 , 表皮更糙 , 含油量增加 , 有效成分含量随之增加。

3　结论和建议

3.1　传统和民间根据厚朴树皮外观性状评价厚朴品质方法基本可靠

厚朴树越大 , 树皮越厚且表面粗糙 , 粉末颜色深(暗红棕或暗棕红), 油性足 , 纤维含量

少 , 强度弱 , 品质越好。这一结果与 《本草纲目》 所载 “皮极鳞皱而厚紫色多润者佳 , 薄而

白者不堪”
[ 1]
及 《中国药用植物志》 记载 “以皮厚油润而味带辛辣者为最佳”

[ 2]
完全吻合 , 说

明传统和民间经验与现代科学对厚朴品质评价基本一致。

3.2　厚朴树皮厚度和粉末颜色是评判厚朴品质的最主要的外观性状

树皮厚度和粉末颜色是其他外观性状的综合反映 , 是判断厚朴品质的主要外观性状 , 今

后在制定厚朴品质标准时 , 应充分重视这 2个性状 。

研究还表明:厚朴株产量与品质存在正相关 , 树大皮厚者品质好 。这为厚朴遗传改良 ,

实现速生丰产和优质高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 , 厚朴的外观性状与品质以及性状之间存在

显著的相关性 , 为厚朴遗传改良时品质判断提供了简单而可操作的具体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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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between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quality in

Magnolia officin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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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ents of magnolol and honokiol in 70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main growing areas of

Magnolia officinalis within the country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HPLC.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bark and its internal quality.The bark

which is thick , rough in appearance , oily , dark in powder color and small in fiber content is of high

quality and vice versa.Powder color and bark thickness are main parameters in appearance , which are

most important in establishing a quality standard for M.officinalis and simple and operationable in

making a judgement of quality in the course of genetic breeding.

Key words:Magnolia officinalis;characteristics in appearance;magnolol;honok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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