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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石斛为兰科!

%&'()*+',+,

"植物石斛属!

-,.*&/0)1.

"多种药用植物的总称#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扩张

血管等作用%其化学成分主要有生物碱类$菲类和联苄类$多糖类成分和其它类成分%由于现有的质量控制方法专属性较

差#为了更好地控制石斛的质量#保证药材及其产品的疗效#现将石斛属药用植物质量控制方法作一综述%

关键词!石斛&质量控制&综述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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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石斛为兰科!

%&'()*+',+,

"植物石斛属!

-,.*&/0)1.

"多种药用植物的总称#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因其生于石

上#故名石斛&石斛为常用贵重药材#药用历史悠久#具有益

胃生津'滋阴清热的功能#用于阴伤津亏#口干烦渴#食少干

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石斛具有

抗肿瘤'抗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扩张血管等作用(

"

)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3##$

年版收载石斛为金钗石斛
-,.8

*&/0)19./0):, ;).*:5

'铁 皮 石 斛
-5'+.*)*19 <+:"5,=

;).*"5

或马鞭石斛
-5>)90&)+?19@//A5B+&5/'1:+?19@//A5

及其近似种的新鲜或干燥茎&

"

!

主要化学成分

石斛属植物的化学成分主要有生物碱类&菲类和联苄

类'多糖类成分和其它类成分&生物碱为研究最早的一类成

分#到目前为止从石斛属植物中共分得
!3

种生物碱(

3

)

#但不

同石斛属植物中含有的生物碱成分有很大不同(

"

)

#菲类和联

苄类成分为酚类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肿瘤'体外抗血管生

成及清除自由基的活性#到目前为止#共从
"3

种植物中分离

得到
3!

种化合物#如鼓槌联苄'毛兰素'鼓槌石斛素等(

!

)

&

多糖类成分是石斛属植物中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和抗肿瘤作

用的活性成分#不同品种间多糖含量差别极大#结构组成也

不同#如钩状石斛'束花石斛'美花石斛'铁皮石斛'紫斑金钗

和流苏石斛
C

种均含有
-8

木糖和
-8

葡萄糖#但也存在着显

著性差异#表现在是否含有
;8

阿拉伯糖#

-8

果糖和
-8

甘露

糖(

D

)

&此外#石斛属植物中还含有芴酮类化合物'甾体糖苷

类化合物'薯蓣皂苷配基衍生物'苷类化合物'香豆素类化合

物(

$

)

'蒽醌类化合物'挥发油类等成分&

3

!

鉴别

35"

!

性状及显微鉴定
!

传统鉴定石斛的主要依据是石斛的

表型特征&马国祥等(

C

)对
!D

种石斛药材进行组织鉴定#研

究其性状包括表皮#角质层#皮下层细胞#维管束#内'外侧纤

维群#木质部导管#基本薄壁组织等#表明不同种类的石斛#

某些性状之间存在差异&刘学平等(

6

)对
"#

种较多见的中药

石斛粉末进行显微鉴定#以其茎表皮细胞的形状'直径'壁

厚'纹孔以及束鞘边缘是否突起或分支'壁厚及层纹有无#木

纤维是否分支#非腺毛有无'多少'束长等作为种间的鉴别特

征&

353

!

薄层鉴别
!

王昌华等(

4

)采用氨水湿润#氯仿超声提取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以正丁醇
8

乙酸
8

水!

DE"E$

#上层"为展

开剂#改良碘化铋钾溶液为显色剂#用以鉴别金钗石斛组培

品与野生品&尹爱群等(

F

)同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以氯仿
8

甲

醇!

"#E#54

#氨蒸气饱和"为展开剂#用改良碘化铋钾喷雾显

色#鉴别金钗石斛与其伪品戟叶金石斛&樊宝扣等(

"#

)采用

盐酸乙醇回流提取法制成供试品溶液#以苯
8

丙酮
8

石油醚
8

氨

水!

DECE"E#5!

"展开#于紫外分析仪!

!C$.9

"下观察荧光

斑点#用于鉴别石斛及其伪品石仙桃&

35!

!

紫外光谱法!

GH

"

!

石斛药材乙醇提取液和石油醚!

!#

!

C#I

"提取液#在
3##

!

D##.9

波长范围内扫描测定#结

果金钗石斛与其伪品戟叶金石斛出现不同吸收峰#可鉴别两

者(

""

)

&

35D

!

红外光谱法!

J2

"

!

不同品种的石斛粉末采用
KL&

压片

法制成供试片#于
D###

!

D##'9

M"区域内中速扫描#结果铁

皮石斛'细茎石斛'钩状石斛'束花石斛'马鞭石斛'齿瓣石斛

显示不同的吸收峰#借此可用于鉴别(

"3

)

&

35$

!

高效液相!

@N;O

"指纹图谱
!

张尊建等(

"3

)采用氨水润

湿
8

氯仿索氏提取'氯仿索氏提取'氨水润湿
8

氯仿超声提取和

F$P

乙醇回流提取四种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以甲醇
8

水

或乙腈
8

水系统作为流动相#紫外检测#得到
@N;O

*

GH

指纹

图谱#用于鉴别密花'马鞭'短棒'鼓槌和金钗等五种石斛&

对密花'马鞭和鼓槌等三种石斛的
@N;O

*

QR

指纹图谱进行

了研究#并对色谱峰进行了初步归属&

35C

!

-S7

指纹图谱
!

虞泓等(

"!

)采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

7T;N

"技术对石斛属内石斛组
D

个种!金钗石斛'细茎石

斛'流苏石斛'束花石斛"和一个外类群种!人工栽培种碟花

石斛"进行基因组
-S7

多态性分析#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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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属的
D

个种与人工栽培种碟花石斛准确地区分开#彼此关

系得到了很好的分辨&丁鸽等(

"D

)采用
27N-

分子标记技

术#对铁皮石斛
4

个野生居群的遗传多样性'亲缘关系以及

分子鉴别等进行研究#利用特异性条带对铁皮石斛野生居群

进行指纹分析鉴别#结果铁皮石斛居群间遗传差异明显#具

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该法可作为铁皮石斛野生居群遗传

多态性'居群亲缘关系和分子鉴别研究的手段&

!

!

含量测定

!5"

!

总生物碱
!

石斛粉用氨水浸湿#氯仿回流提取#制备供

试品溶液#加
U

@D5$

缓冲液和
#5#DP

溴甲酚绿溶液显色#振

摇#静置后#氯仿层滤过#续滤液加
#5#"9/:

*

;

氢氧化钠无

水乙醇溶液摇匀&以氯仿作为空白对照#石斛碱为对照品#

于
C3#.9

处测定吸收度#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含量(

"$

)

&张明

等(

"C

)比较了不同栽培条件下金钗石斛总生物碱含量#表明

驯化栽培于锯木屑的石斛其生物碱含量不低于野外树干栽

培的石斛&李亚芳等(

"6

)测定结果表明金钗石斛总生物碱含

量高于铁皮石斛&

!53

!

多糖
!

采用水提醇沉法得到石斛粗多糖#以葡萄糖为

对照品#采用苯酚
8

硫酸法#于
DF#.9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用

标准曲线法计算含量#结果表明铁皮石斛中多糖含量高于金

钗石斛(

"6

)

&

!5!

!

石斛碱
!

石斛碱为金钗石斛药材中的特征性成分#具

有一定的药理活性#可将其作为定量指标#华茉莉等(

"4

)采用

气相色谱法#以萘为内标#内标法测定金钗石斛中石斛碱含

量#该法操作简便#准确度高#适用性好&

!5D

!

滨蒿内酯
!

张蕾等(

"F

)采用薄层扫描法测定石斛属
D

种

植物中滨蒿内酯含量#以醋酸乙酯提取液制成供试品溶液#

点于硅胶
V

板#采用两次展开#第一次为氯仿
8

醋酸乙酯!

"E

"

#浓氨饱和",第二次为环己烷
8

氯仿
8

醋酸乙酯!

"#E"$E

"$

"#置紫外光灯!

!C$.9

"下#可见滨蒿内酯蓝色荧光斑点#

选用双波长反射法锯齿扫描#

"

R

W!D$.9

#

"

2

W!6#.9

#测定

滨蒿内酯含量#其中密花石斛含滨蒿内酯最高#短棒石斛次

之#迭鞘石斛又次之#晶帽石斛未检出&

!5$

!

酚类化合物
!

杨虹等(

3#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鼓

槌石斛中化合物中量较高的鼓槌菲'毛兰菲'毛兰素'鼓槌石

斛素'鼓槌联苄及
"

#

3

#

$8

三羟基
868

甲氧基
8

芴酮含量#流动相

为甲醇
8

水!

$4ED3

"#检测波长
3!6.9

#结果表明不同采收期

的样品各成分总量有明显差异#为其质量评价及探索最佳采

收期提供科学依据&

!5C

!

氨基酸
!

蒋秀梅等(

3"

)测定了石斛中的氨基酸#结果表

明铁皮石斛鲜品和金钗石斛鲜品含有
C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金钗石斛含有
3

种半必需氨基酸#而铁皮石斛鲜品含有
"

种

半必需氨基酸&铁皮石斛鲜品中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的含

量最高,而金钗石斛鲜品中精氨酸含量最高&但在铁皮石斛

鲜品中#未测出精氨酸#可见二种石斛在氨基酸组成上差别

很大&

D

!

结语

综上#目前石斛类药材质量控制方法尚不够全面#且方

法较落后#如传统用性状或显微特征来鉴别不同石斛属植

物#但其形态特征种类繁多#标准难以量化&尤其是铁皮石

斛#作为药典收载品种之一#其化学成分研究基础较薄弱#缺

少特征性成分的检测#在定性鉴别和有效成分或指标性成分

的含量测定上都未见有较为理想的标准#因此有待于在深

入'系统地研究铁皮石斛化学成分的基础上#应用各种先进

的质控手段#建立科学'全面的质控方法#如建立相应的指纹

图谱库#以更好地控制铁皮石斛的质量#保证药材及其产品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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