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文
献
综
述
!

厚朴的品种鉴别研究

"

!李果!张的凤!余润民!张金莲!范晖!!江西中医学院药学院!南昌 ""###$"

关键词!厚朴!品种!鉴别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厚朴为木兰科植物厚朴!+,-./01,/22131.,014%56

7,(589104("或凹叶厚朴!+,-./01,/22131.,014%57,(

589104(:,;(<10/<,%57,(589104("的干燥干皮#根

皮及枝皮$其性温$味苦#辛$入脾#胃#肺#大肠经$能

燥湿消痰#下气除满$被广泛应用于临床%=&

' 厚朴

主要有效成分为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具有抗菌#镇

静#松弛肌肉#抗氧化活性等药理活性' 但近年来因

厚朴的生长速度缓慢$加之目前野生资源几乎灭绝

(故其资源日渐减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已被列为

国家 & 级保护中药材$因此其代用品的开发已经成

为较为紧迫的课题摆在人们面前'

因此本文从药物的基源角度出发$对近年来厚

朴的伪品#混淆品#代用品等品种鉴别研究作一综

述$为初步寻找其代用品进行探索'

=!伪品

有研究显示可在厚朴丝中掺木兰科其他植物如

威氏木兰#湖北木兰#桂南木莲#柴厚朴等干皮切丝$

或将内表面喷入厚朴酚与厚朴酚来混充厚朴%&&

'

沈勤家%"&将来源于五加科植物柴厚朴的干燥树干

皮与厚朴作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结果发现(两者显

微鉴别#理化鉴别均存在明显差异' 宋文国%$&从药

材性状#显微特征#薄层色谱将厚朴与武当玉兰#凹

叶木兰#西康木兰的树皮进行比较鉴别$结果表明(

厚朴与武当玉兰#凹叶木兰#西康木兰的性状#显微#

薄层色谱鉴别有着明显不同' 叶记沟等%)&收集八

种厚朴伪品(木兰科植物玉兰#辛夷#莽草$樟科植物

红楠$大戟科植物木油桐$山茶科植物木荷的树皮$

豆科植物由山欢的树皮或根皮$杨梅科植物杨梅的

根皮与正品厚朴的性状#显微结构#理化进行鉴别$

结果表明厚朴与伪品除原植物形态不同$其形状#粉

末显微征均有区别$理化反应颜色#沉淀差别明显$

薄层层析结果显示伪品均不含厚朴酚与和厚朴酚'

白仲梅等%>&对厚朴和滇藏木兰从性状#显微特征#

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等方面进行鉴别比较$结果

滇藏木兰与厚朴在性状#显微上存很大差异$并且滇

藏木兰不含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认为滇藏木兰不能

代替厚朴入药' 林仁札%?&从厚朴及黄杞的来源#药

材性状#显微特征等方面进行比较鉴别$发现厚朴与

黄杞性状#显微特征等有明显不同$黄杞中厚朴酚与

和厚朴酚无薄层显示' 徐鸣%'&将正品厚朴与木兰

科植物鹅掌楸的干燥树皮进行鉴别发现两者在形

态#内表面#断面和气味上均有明显差别' 曹阳%@&

区别了厚朴和同科植物广西木莲两者的不同$将两

者的性状#粉末特征及薄层层析做了比较$发现两者

表面#断面#气味#粉末显微#薄层层析均具有显著的

差异' 韦路%=#&将大戟科余甘子的干燥树皮与厚朴

进行性状#横切面#粉末的比较后发现厚朴与其是不

同科属的植物药材$两者的功能主治及化学成分均

有显著差异$厚朴含厚朴酚及和厚朴酚$而余甘子含

鞣质#羽扇豆醇等' 两者的来源#功能#主治及化学

成分均有显著差别' 孙安武%==&将厚朴的干燥茎皮

与木兰科木兰属玉兰的干燥茎皮#枝皮和另一种胡

桃科胡桃属核桃楸的干燥枝皮从性状#显微#薄层色

谱进行鉴别$结果发现后两种伪品较正品厚朴性状#

显微#薄层色谱均有显著差异' 于树玲等%=&&比较厚

朴与同科同属植物白玉兰的树皮$从性状#显微#理

化鉴别#薄层层析发现厚朴与伪品存在较显著差异'

这为厚朴与其伪品白玉兰的鉴别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依据' 杨启清%="&对厚朴和木兰科植物天目木兰的

茎皮的性状#显微特征#薄层色谱及理化反应进行观

察$发现无论在性状#显微#粉末#薄层层析及理论反

应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薄层层析和理

化反应方面差异更为明显$为真伪厚朴的鉴别提供

了一定的依据' 章惠兰%=$&对伪品厚朴薄叶润楠采

用性状#显微#理化等方法与厚朴进行鉴别' 发现伪

品薄叶润楠较厚朴可见横向皮孔多突起$油痕不明

显)含多数草酸钙砂晶$分枝状石细胞少见' 加米伦

试剂显灰棕色沉淀! AA" 特征' 认为该研究提供

的鉴别方法$能准确地把厚朴和薄叶润楠予以鉴别'

李水福等%=)&对几种常见厚朴伪品黄山木兰#乳源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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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和深山含笑进行性状$显微和理化鉴别比较$供厚

朴真伪鉴别参考$发现三种伪品与正品性状相似$但

皮孔#油性和琥珀点有较明显区别' 显微区别显示

石细胞形态#分布和排列情况$油细胞多少及纤维分

布等几者均有差异' 三种伪品在薄层色谱上均无厚

朴酚' 三者的紫外光谱也有明显区别' 杨昭华

等%=>&列举正品厚朴与几种伪品厚朴云南厚朴!大叶

木兰"#川姜朴#威氏木兰#武当玉兰#樟树皮#柴厚

朴等的外形差别之处$提示要认真鉴别' 朱焕平%=?&

将正品厚朴与大叶木兰#白背鹅掌柴!柴厚朴"#大

叶新木姜外观性状进行鉴别$发现有显著差异' 余

昕等%='&从原植物形态#药材性状#显微特征#理化鉴

别将正品厚朴与合欢皮鉴别$发现厚朴与合欢皮在

原植物的叶#花#果实的形态上有明显差异)性状特

征#显微特征#理化鉴别上也有着明显不同' 傅厚道

等%=@&对正品厚朴及其伪品秦氏木莲!平南厚朴"#白

背鹅掌柴!柴厚朴"$采用性状#显微特征及薄层色

谱法区别其真伪$发现三者在性状上有较多相似之

处$但从显微和薄层色谱鉴别有明显的区别'

&!混淆品

许春泉等%&# D&=&将木兰科木莲属植物桂南木莲#

红花木莲#四川木莲和乳源木莲的树皮与厚朴作生

药学鉴定$分别从性状#横切面和纵切面作显微观

察$并作了粉末和解离组织观察$结果发现这 $ 种药

材与厚朴主要区别在于表面皮孔横向延长#分泌细

胞稀少#韧皮纤维发达#排列整齐#除红花木莲外$石

细胞分枝长而锐尖#细胞中不含草酸钙晶体' 彭

强%&& D&"&先将厚朴和野核桃树皮进行了生药鉴定$发

现两者在性状#显微特征和薄层层析有显著差异'

之后又将厚朴与玄参科植物毛泡桐树皮从药材性

状#显微特征#理化鉴定等方面鉴定$发现两者仍然

存在显著差异' 王少华等%&$&将厚朴和木兰科植物

山玉兰的干燥树皮进行比较鉴别$发现两者性状#显

微和薄层层析都有显著差异' 汪群红%&)&从性状鉴

别#显微鉴别等方面比较厚朴与川姜朴!威氏木兰#

湖北木兰#凹叶木兰"$结果发现川姜朴与厚朴在上

述鉴别中存在显著差异' 彭善祥%&>&将正品厚朴与

混淆品威氏木兰#凹叶木兰#滇康木兰!滇藏木兰"#

山玉兰从性状#粉末#化学成分#理化等方面进行鉴

别$发现厚朴及 $ 种混淆品各方面均不相同' 陈

慧%&?&进行厚朴和傣药喃买亮!豆科"的性状鉴别#横

切面#粉末显微鉴别#理化鉴别$发现两者外观相似$

但理化鉴别差异明显'

"!代用品

周燕萍等%&'&在相同条件下测定厚朴生品及 "

个不同代用品!湖北木兰#凹叶木兰#威氏木兰"中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含量$实验结果表明$不同代用

品的总酚量!厚朴酚及和厚朴酚量的和"各异$以湖

北木兰含量最高$凹叶木兰次之$威氏木兰含量最

低' " 种代用品中所含厚朴酚#和厚朴酚的总量均

不少于 &(#E$符合中国药典 &### 版标准$因此认

为 " 种代用品替代厚朴入药是可行的' 刘瑜等%&@&

对厚朴及其几种代用品!湖北木兰#四川木莲#桂南

木莲"生物学和药材性状特性进行研究$发现生物

学特性和药物性状都有显著的区别' 苏世文等%"#&

对中药厚朴及其类似品中的有效成分+厚朴酚#和

厚朴酚及木兰箭毒碱分别进行了高效液相色谱法和

双波长扫描法测定$对其挥发油中化学成分进行了

气6质联用分离与鉴定' 结果显示(正品厚朴均含有

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只是由于来源不同其含量有所

不同$同一种厚朴的根皮其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含

量往往大于干皮)姜朴!玉兰$紫玉兰#望春玉兰#武

当玉兰"均不含厚朴酚及和厚朴酚)木莲属植物多

数亦含少量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从测定 > 种样品结

果看$木兰箭毒碱的含量$木莲属植物高于木兰属植

物' 在挥发油的鉴定中$发现厚朴与长喙厚朴中共

同含有的成分有 ? 个$其中主要活性成分 F+桉叶

醇厚朴中含量为 $$(?&E$长喙厚朴为 &()'E' 长

喙厚朴与正品厚朴含有相同的活性成分$长喙厚朴

有可能代替厚朴'

$!讨论

根据以上研究记载$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厚朴伪

品#混淆品#代用品的生药学鉴别研究主要涉及对以

下 @ 科 $# 个不同品种的鉴别和比较!表 ="$主要使

用性状特征鉴别#显微特征鉴别#薄层鉴别#高效液

相色谱等方法'

表 =!与厚朴相鉴别的品种

所属科类 品种数量 具体品种

木兰科 &$

湖北木兰#凹叶木兰#滇藏木兰#西康木兰#

武当玉兰#白玉兰#山玉兰#威氏木兰#天目
木兰#大叶木兰#长喙厚朴#紫玉兰#望春玉
兰#黄山木兰#四川木莲#红花木莲#桂南木
莲#乳源木莲#广西木莲#鹅掌楸#辛夷#莽
草#深山含笑#秦氏木莲

大戟科 & 余甘子#木油桐

樟科 $ 红楠#薄叶润楠#樟树皮#大叶新木姜

胡桃科 " 黄杞#野核桃#核桃楸

杨梅科 = 杨梅

五加科 = 柴厚朴

玄参科 = 毛泡桐

山茶科 = 木荷

豆科 " 由山欢#喃买亮#合欢皮

!!&##)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中药正品

指的是其规定的品种及其特定部位' 伪品是相对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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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品而言$指的是无正品的疗效作用$是,药典-规

定正品的品种以外来源的药物冒充正品入药' 混淆

品是真假混淆$常常因为中药材品种的混乱#药材名

称相同或形状相似等原因而引起' 代用品是指其性

味#归经#功能主治与被代用的药材相似$但在配方

付药时不能随意取代$需征得医生同意方可%"=&

'

不同的方法鉴别显示(不同科属的药材与厚朴

差别是比较大的$有些外观性状就和厚朴具有一定

不同的表现$如莽草#红楠#木油桐#大叶木兰#大叶

新木姜等' 有些理化鉴别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如武

当玉兰#滇藏木兰#合欢皮等' 有些薄层分析显示明

显差异$如玉兰#辛夷#莽草#红楠#木油桐#木荷#由

山欢#杨梅#滇藏木兰#黄杞#广西木莲#余甘子#武当

玉兰#天目木兰#核桃楸#黄山木兰#乳源木莲#深山

含笑#喃买亮#秦氏木莲等' 高效液相色谱显示威氏

木兰#湖北木兰#凹叶木兰等所含厚朴酚#和厚朴酚

的总量符合药典要求$而玉兰$紫玉兰#望春玉兰#武

当玉兰均不含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多数木莲属植物#

山玉兰等含少量厚朴酚及和厚朴酚' 在厚朴这些品

种的研究中$很多与厚朴正品具有显著差异$属于伪

品和混淆品$而关于厚朴的代用品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和综合分析'

目前寻找代用品的途径主要包括(一以传统的

中药药性理论为指导$从文献中寻找或从性味#功能

主治类同的中草药中去找)二以现代科学客观指标

为依据$从生物基源#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近似的药

材中去寻找)三通过扩大同种植物的不同药用部位

寻找代用品)四用人工培育#生物工程或人工合成品

替代天然药物%"&&

' 虽然寻找和利用中药代用品具

有巨大的优势和意义$但目前有关中药代用品的成

份$药理$疗效等以及和被代用品的相关性$至今尚

无完整的科学依据与系统的说明$仅仅根据部分作

用类似而选择$因此可能常被称为混淆品$导致概念

混乱#使用不明' 基于此$厚朴的代用品研究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不仅可以保护现有珍贵物种$促进中

药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同时可以为代用

品研究提供更多有力的科学依据和阐述$从而切实

寻找更多安全有效的临床药物$为缓解临床药物使

用压力做出积极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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