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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雀梅有效成分分析

仲山民 田荆祥 吴美春 黎章矩

�浙江林学院
，
临安 �������

摘 要 时浙江省 �种雀梅不 同部位有效成分分析表明
�
雀梅所含的生物城以 大麦

城为主， 雀梅中的总生物碱含量以 及 大麦减含量均 以 刺藤子为最高
，
以 钧刺雀梅藤

为最低
。

它们的含量次序都是刺藤子
、

雀梅藤
、

梗花雀梅藤和钩利雀梅藤
，
而且种

间差异极显著
。
�种雀梅所含大麦碱和其他生物碱都主要存在于地下部分

，
其中须

根中含量最高
，
主根中次之

，
而地上部分所含的量很少

。
经检验

，
地下部分与地上

部分两者间也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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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一

雀梅是雀梅藤属�����������植物的总称
。

全世界约有��种
，
主要分布于亚 洲东 部 和 南

部
。

我国有��种 �变种�’�
。

浙江省经初步调查有 �种
� ①刺藤子��

�

二��������
，
在全省广为

分布， ②雀梅藤�� �
�����

，
全省分布

，
但浙北较多， ③梗花雀梅藤�� �

������
，
主要分布于

浙南山区， ④钩刺雀梅藤���

����� 。 �
，
主要分布于浙南山区

。

雀梅的根具有祛毒生肌
、

理气化痰等功效
，
民间用来治疗咳嗽

、

疥疮
、

漆疮
、

鹤膝风
、

肝炎等症
。

药理实验表明对 ����’ 所致的急性实验性肝损伤有一定作用 〔��� 雀梅根中 含 有大

麦碱�����������和木栓酮�����������等物质
，
而大麦碱是雀梅根中对受损伤肝细胞有保护

作用的有效成分之一
。

目前
，

杭州天 目山药厂以野生的雀梅根为主要原料
，
通过水煎

、

乙醇

沉淀等过程制成了
“
苏肝 口服液

” ，

经杭州市传染病医院等 �家医疗单位临床验证
，
有显著的

退黄
、

降酶作用
，
总有效率达��

�

��
，
疗效高于国内的同类型产品

，
且无副作用

，
是目前治

疗病毒性肝炎和急性黄胆肝炎的高效药物
。

随着
“
苏肝口服液

”
等药物的不断开发

、

生产
，
雀

梅的用量不断增加
。

同时
，
雀梅根也常作为良好的树桩盆景而被大量挖掘

，
资源 日渐枯竭

。

为了今后有效地扩大资源并合理地利用资源
，
我们对浙江省 �种雀梅不同部位的有效成分进

行了 � �较系统的分析研究
，
以便为人工选育

、

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 样品采集与制备

野生刺藤子采自临安县顺溪乡
，
零星分布于冲积土上

。
野生雀梅藤采自临安 县 城 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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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石灰性土壤

。
���年生的栽培雀梅藤取自于临安县城杭州天 目山药厂内�野生梗花雀梅藤

采于云和县金村
，
生长于乱石堆中

。

野生钩刺雀梅藤采于泰顺县乌岩岭自然保护区
，
长于黄

壤中
。

植株采集后
，
除尽所附的泥沙

，
并按须根

、

主根
、

茎
、

小枝和叶分开
，
分别将其剪碎

，

风干
，
再经粉碎机粉碎

，
过筛后备用

。

�
�

� 方法�
��

�
�

�
�

� 含水量测 定 准确称取风千样品��左右
，
置于称量瓶中

，
于���℃烘箱内烘��，

取

出
，
在干燥器内冷却�� ��� 后

，
迅速称量

。

再用���℃复烘�� ��� 后，
取出

，
冷却

，
称量

，

直至恒重
。

计算含水量
。

�
�

�
�

� 化学方法浏 定总生物碱量 ①准确称取各样品约�� ，
装入滤纸包中

，
置索氏抽提器

，

用乙醚
�
乙醇

�
氨水 � ��

�
��

� �的混合液�� ��浸泡�� �
，
加入�����乙醚

，
在�����℃的水

浴中回流��
，
提尽生物碱

。
然后将提取液适当浓缩

。 ②将浓缩的提取液移入分液漏斗中 。

抽

提瓶用乙醚洗涤
，
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

，
然后用 ��的硫酸溶液 提 取 �次

。

第 �次�� ��，
以后每次�� ��

。

合并酸液
，
过滤

。

滤液加浓氨水碱化至 �� ���
，
使生物碱成 游 离态

。

再

加入乙醚提取生物碱
，
共 �次

。

第 �次�� ��
，
以后每次�� ��

。

合并乙醚液
，

用饱和氯化钠

洗涤 �次
。

精密加入标准的硫酸溶液�。
�

�� ��������� ��
，
振摇后静置分层

，
分取 酸液

。

乙

醚层再用蒸馏水提取 �次
，
每次 ���

。

合并酸液与水液于锥形瓶中
，
置水浴上加热除 去少量

乙醚
，
冷却后

，
加 �滴甲基红指示剂

，
用标准氢氧化钠溶液��

�

��������滴定至 溶 液 从红
变黄时即为终点

，
记下所耗用的氢氧化钠毫升数

。

而后根据当量原理求出与生物碱作用的硫

酸量
。

最后根据 ����
�

�������的硫酸相当于�
�

������大麦碱��
����。���这一结论 推导

出样品中总 生 物碱的含量
。

�
�

�
�

� 薄层层析法测定大麦碱含量 准确称取风干样品��于碘量瓶中
，
加氨水 ���碱化

，

加乙醇浸泡过夜
。

过滤后
，
残 渣再 用 乙醇浸泡

。

合并提取液
，
经浓缩和柱层析后

，
再浓缩

定容至���
，
用硅胶�薄板定量

。

�
�

�
�

� ���分析条件 标准样
�

大麦碱纯品�由浙江省测试中心提供�
。

薄板
� 。 �

������

一�� 硅胶�板���。℃活化 �� �����
。

展开剂
�

氯仿
�

甲醇 � ����� ��此溶液加氨水 �滴�
。

显色剂
�

改良����������� 试剂
。

定量方法
�
用标准大麦碱与样品同时点样

，
根据 比 移值

�� 定性
，
斑点大小定量

。

标准曲线制备
�
用已知的

、

不同浓度的标准液点样
，
根 据 含量与

面积大小制标准曲线得
�
回归方 程 为 ， � �

�

��� 。 � ��

��� �二 ， 犷 � 。 �

����
。

其 中
� ，为大

麦碱含量�林��
， � 为大麦碱斑点面积���

�
�

。

在上述条件下
，
大麦碱的�� 二 �

�

��
。

�
。
�

结果与分析

雀梅不同种类
、

不同部位的总生物玻含�比较

由表 �可知
� �种雀梅的总生物碱含量以刺藤子为最高

，
钩刺雀梅藤为最低

。

其次序是

刺藤子
、

雀梅藤
、

梗花雀梅藤和钩刺雀梅藤
。

不论哪种雀梅
，
其地下部分 所 含 的生物碱量

明显高于地上部分的生物碱量
。

整个植株以须根中含量最高
，
主根中次之

。

�
，
� 雀梅不同种类地下

、

地上部分的总生物喊含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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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种钱梅不同部位总生物碱含量���

����� � ������������� ��������������������� ����� �� ‘ ������� �上

��夕�����。

种 类 须 根 主 根 茎 小 枝 叶 合 计

刺 弃 子

雀 梅 藤

梗花雀梅那

钩刺雀梅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主根代表地下部分
，
茎代表地上部分进行分析比较

。

表 � �种省梅地下
、

地上部分的生物碱含量���

����� � �������� ����������������������� ��� � �������� �� ��������，

�� ‘ ������� ����������。

地 下 部 分 地 上 部 分

种 类

———
��� ��� ��� ��� ��� ���

阅 麟 子

食 梅 璐

梗花雀梅藤

构利雀梅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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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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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将表 �中数据进行�， �������扩 � 转换及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
结果见表 �

。

表 �结果说明
�

每种雀梅的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两者间在总生物碱含量方面均存在极显

著差异
。

表 � �种雀梅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所含总碱量的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 � ���������� ���� �������������� ��� ������������� ������� �� ‘

������� ���������‘�

地下部分 地上部分
种 类 �‘ � �。

劣 � � �

刘 弃 子 �
�

��� �
�

��� �
�

���� ��
�

���二 �。
� 。 ���

� ‘ �二 �
�

���

雀 梅 麟 魂
�

��� �
�

��� �
�

���� �
�

���二

梗花雀梅麟 �
�

��� �
�

��� �
�

���� ��
�

���二

钩刺雀梅麟 �
�

��� �
�

��� �
�

���� ��
�

���， �

�
�

� 省梅不同种类主根间总生物玻含�的趁异分析

表 �结果表明
� �种雀梅的主根中所含总生物碱量存在着极显著 差 异

。

为此
，
再进行�

检验
，
结果见表 �

。

由表 �可知
�
刺藤子和雀梅藤主根中的总生物碱含量与梗花雀梅藤和钩刺雀梅藤主根中

的生物碱含量均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刺藤子主根与雀梅藤主根之间有显著差异， 而梗花雀梅

藤主根与钩刺雀梅藤主根之间差异不显著
。

�
。
� 薄层层析的分析结果

由表 �可知
�
雀梅中的有效成分大麦碱主要存在于根部

，
尤以须根中含量为最高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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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种雀梅主根间总生物喊含最的方差分析
����� ‘ ����� ��������������� ������� ����� ���� �����

变异来湘 自由度 离差平方和 均 方 均 方 比

�
�

��

�
。

��

�
。

��

�
�

��

�
�

���

��
�

��二 �二 ����
，��二 �

�

�。和间内种种总

表 � �种告梅主根间总生物碱含量的多孟比较结果

����� � �������� ����������� ��������������� ���������������� �����

又。 三‘ 一荃� 歹‘ 一荃� 艾。 一王� �

刺 璐 子 牙
� �

�

��� �
�

���二 �
�

���二 �
�

��，� � 。 �

�� � �
�

���

雀 梅 挤 又� �
�

��了 一���二 �
� ，��二 ��

�
��二 �

�

��。

梗花雀梅份 牙一 �
�

��� �
�

���

钩朝雀梅蕊 又。 �
�

���

表 � �种雀梅不同部位的大衰碱含量���

����� � ��������� ������� ����������� ����� �� � ������� �����������

种 类 须 根 主 根 茎 枝 叶

刺 路 子 �
�

���� �
�

���� ��
�

��� ��
�

��� ��
�

���

雀 梅 路 �
�

���� �
�

���� ��
�

��� ��
�

��� ��
�

���

梗花雀梅慈 �
�

���� �
�

���� ��
�

��� ��
�

��� ��
�

���

钩刺雀梅慈 �
�

���� �
�

���� ��
�

��� ��
�

��� ��
�

���

雀梅中大麦碱的含量顺序为刺藤子
、

雀梅藤
、

梗花雀梅藤和钩刺雀梅藤
。

这与雀梅中总生物

碱的含量顺序完全一致
。

对 �种雀梅主根中的大麦碱含量进行方差分析后得知
�

大麦碱含量在种间的差 异 极 显

著
。

再经多重比较分析发现
� �种雀梅的主根间除刺藤子与雀梅藤两者间在大麦碱含量方面

差异不显著外
，
其他两两间均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

�
。
� 野生省梅与人工栽培省梅的大交碱含纽比较

通过分析得知
�

野生雀梅藤中含大麦碱�
�

�����
，
而���年生的栽培雀梅藤中 的大 麦

碱含量为。 �

���。�
，

占野生雀梅藤含量的��
�

���
。

两者间在大麦碱含量上存有一定差 异
。

这

可能与生长的环境条件
、

生长的季节和生长的年限不同有关
。

小结与讨论

浙江省 �种雀梅所含的生物碱主要是大麦碱
。
�种雀梅中的总生物碱含量及大 麦 碱含

量均以刺藤子为最高
，
钩刺雀梅藤为最低

。

它们的含量次序都是刺藤子
、

雀梅藤
、

梗花雀梅

藤和钩刺雀梅藤
，
而且种间的差异极为显著

。

为此
，
从中筛选出优良的雀梅种类

，
作为主要

的药材原料显得非常重要
。

今后是否考虑以野生的刺藤子代替雀梅藤来制
“
苏肝口服液

”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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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刺藤子进行人工繁殖
、

栽培的研究探索
，
以提高其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

�
�

� �种雀梅地下部分所含的总生物碱量及大麦碱量都远远高于地上部分所含的量
，
而且两

者之间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

因此
，
用雀梅来制药主要是利用其地下部分即根部

，
在收购原料

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

�
�

� 因为野生状态的和栽培状态的雀梅
，
在有效成分的含量方面存有一定差异

，

所以在采集

雀梅原料时
，
应注意产地

、

季节和年龄
。

特别是对栽培的雀梅
，
要保证它一定的生长年限

，

以确保有效成分的积累
。

谢呈 本报告标准样由浙江省测试中心提供， 何小 勇
、

李如铁等同志参加 试 验 工 作
。

一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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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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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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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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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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