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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实验方法分析槲寄生断面异常绿色的成因并探讨该绿色与质量的相关性。方法：用溶剂提取该绿色成
分，采用紫外灯下观察荧光，紫外可见光吸收波长扫描、薄层色谱等方法判断性质，并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有效成分紫丁
香苷的含量。结果：该绿色成分可被９５％或无水乙醇冷提，提取液在３６５ｎｍ紫外光下显红色荧光，在波长６６５ｎｍ有最大
吸收峰。该提取液薄层下相应斑点Ｒｆ值及颜色与叶绿素相符合，紫丁香苷含量测定达到药典标准。结论：槲寄生的断面
绿色是由于叶绿素大量保留形成的。饮片的紫丁香苷含量不因绿色多少而减少。叶绿素被完好保存并颜色特异可能与

加工方法、栽培条件、采收时间和贮藏条件等因素相关，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药典的有关描述是否需要修订值得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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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槲寄生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
（Ｋｏｍａｒ）Ｎａｋａｉ的干燥带叶茎枝［１］。２０１０版药典规
定：“槲寄生表面黄绿色，金黄色或黄棕色，皮部黄

色，木部色较浅”［１］；２０１５版药典对这一描述未做任
何修订。而近几年来我们在商品饮片中经常发现槲

寄生饮片的断面皮部为绿色；甚至皮部和髓部都为

绿色，木部也微带绿色，即药材横断面整体为绿色，

并且绿色异常偏蓝，这与常见的叶绿素的绿色有一

定偏差。该饮片断面为绿色不符合药典的描述，是

否属于正常现象？市场人士的解释为“新货多为绿

色，放置时间久了则绿色消失”。根据经验，我们认

为叶绿素被完好保留的可能性最大。是需要修订标

准中有关描述，还是应当用陈货？取决于该绿色成

分是什么及该颜色与质量优劣是否有相关性。为了

证明猜想，我们拟通过溶剂来提取该饮片中的绿色

成分。考虑到叶绿素较易溶于有机溶剂［２］，使用乙

醇、石油醚可获得槲寄生的主要叶绿素成分。叶绿

素有特定的紫外可见光吸收波长［７］和荧光现象［８］，

并可以通过与叶绿素的薄层层析对比［２３］，证实叶绿

素的存在。

１　仪器与试药
Ｌ５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仪电分析仪器

有限公司）；ＦＷ１００型高速万能粉碎机（天津泰斯特
仪器有限公司）；ＫＱ５００Ｅ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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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ＺＦ２型三用紫外仪（上海安亭
电子仪器厂）；安捷伦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ＢＳＡ２２４Ｓ型电子天平（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硅胶 Ｇ板（１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青岛海洋化工工厂分厂）。

槲寄生ａ（断面黄色）、槲寄生 ｂ（断面绿色），槲
寄生ｃ（断面黄绿混合），均为市售饮片，经鉴别为桑
寄生科植物槲寄生 Ｖｉｓｃｕｍ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Ｋｏｍａｒ）Ｎａｋａｉ
的干燥带叶茎枝。紫丁香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批号１１１５７４２００２０１，供含量测定用）。
新鲜菠菜（自购于市场）。甲醇为色谱纯，无水乙

醇、９５％乙醇、磷酸、石油醚、乙酸乙酯、碳酸钙均为
分析纯。

２　实验方法
２１　断面绿色饮片提取液的强光照射和荧光观察
２１１　槲寄生提取液的制备　将槲寄生 ｂ的饮片
取适量粉碎，称取３０ｇ；量取１５ｍＬ无水乙醇，超声
５ｍｉｎ。过滤，收集到试管中，备用。
２１２　强光照射实验　将提取液均分成两份编号
１、２。１号提取液放在日光灯管近距离强光下照射，
２号放在暗处保存，经过３～４ｈ后在白背景下观察
两者的颜色差异。

２１３　荧光观察　将１号提取液放在３６５ｎｍ紫外
灯下照射，观察是否有荧光。

２２　断面绿色饮片的光照试验　取一定量的槲寄
生ｂ分成两份编号１、２。１号放置在阳光下光照，２
号放置在无阳光照射的地方，各放置一段时间后观

察对比两者颜色变化。

２３　两种饮片提取液的紫外可见光吸收波长扫描
２３１　槲寄生提取液的制备　将槲寄生 ａ、槲寄生
ｂ饮片取适量粉碎，分别称取２份１０ｇ的粉末，编
号１、２、３、４。将粉末分别倒入已编号的烧杯中，加
入１０ｍＬ的 ９５％乙醇，超声处理 ５ｍｉｎ。取滤纸 １
张，置漏斗中，用９５％乙醇湿润，沿玻棒把提取液倒
入漏斗中，过滤到已编号的试管中。

２３２　波长扫描　将提取液分别放入比色皿中，在
波长２００～７８０ｎｍ进行全波长扫描。
２３３　紫外光照射　在阴暗条件下，将已编号的试
管中的提取液放置于波长为３６５ｎｍ的紫外光下，观
察提取液是否有红色荧光。

２４　针对叶绿素相关成分的薄层层析对比实验
２４１　叶绿素对照品的制备　取新鲜菠菜剪去大
叶脉，称取５０ｇ，剪成小于２ｍｍ宽的细丝。将材
料加入已编号的２５０ｍＬ的锥形瓶，各加入０１ｇ的

碳酸钙、石油醚和无水乙醇混合液 （３∶２）１５ｍＬ，
然后在室温条件下超声处理２０ｍｉｎ；取滤纸放入漏
斗，用石油醚和无水乙醇混合液 （３∶２）湿润，沿
玻棒把提取液倒入漏斗中，过滤到已编号的试管

中，备用。

２４２　槲寄生提取液的制备　分别称取槲寄生 ａ
和槲寄生ｂ的粉末各５０ｇ。同上方法制备，获得槲
寄生提取液作为样品，备用。

展开：在层析缸中加入２０ｍＬ石油醚和乙酸乙
酯的混合液（３∶２）［２３］，作为展开剂，盖好玻璃盖，摇
动使层析缸中的蒸气达到饱和。展开，计算Ｒｆ值。
２５　三种饮片中紫丁香苷的含量测定　本实验参
照２０１０版药典规定的方法［１］，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

２５１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
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甲醇０１％磷酸溶液
（１５∶８５）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２６４ｎｍ。理论板数
按紫丁香苷峰计算应不低于５０００。
２５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紫丁香苷对照品适
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１ｍＬ含５０μｇ的溶液，
即得。

２５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槲寄生 ａ、ｂ、ｃ细粉
各约２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７０％
甲醇２５ｍＬ，密塞，称定重量，超声处理 ３０ｍｉｎ，放
冷，再称定重量，用７０％甲醇补足减失重量，摇匀，
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５４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
品溶液各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即得。
３　结果
３１　断面绿色饮片提取液的强光照射和荧光观察
　见图１、图２。
３２　断面绿色饮片的光照试验　见图３。
３３　两种饮片提取液的紫外可见光吸收波长扫描
　　见图４。

图１　断面绿色饮片提取液光照前后比较
　　注：１光照前　２光照后

·４４９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２



图２　断面绿色饮片提取液荧光观察

图３　饮片光照前后照片
　　注：左：光照前　右：光照后

图４　９５％乙醇提取液吸收光谱扫描图
　　注：实线为槲寄生ａ（断面黄色）　虚线为槲寄生ｂ（断面
绿色）

图５　槲寄生饮片针对叶绿素相关成分的薄层展开图
　　注：Ⅰ、Ⅱ为槲寄生 ａ提取液，Ⅲ、Ⅳ为菠菜提取液，Ⅴ、

Ⅵ为槲寄生ｂ提取液　Ａ脱镁叶绿素（Ｒｆ＝０８２）Ｂ叶绿
素ａ（Ｒｆ＝０７３）Ｃ叶绿素 ｂ（Ｒｆ＝０６４）Ｄ叶黄素（Ｒｆ＝
０４７）

表１　两种槲寄生饮片吸收峰对应吸光度值

槲寄生ａ（断面黄色） 波长（ｎｍ） ２１１　２１６　３５７　４１０　６６６

峰值 ２１２６　２２４３　１３６３　１６７９　０５６３
槲寄生ｂ（断面绿色） 波长（ｎｍ） ２１１　２１６　３５７　４１７　４６３　６１１　６６５

峰值
２０８６　２２０２　１３３５　１９１３　２２８０　
０５４９　２１１３

　　表１可以看出，槲寄生ａ（断面黄色）和槲寄生ｂ
（断面绿色）在波长２１１ｎｍ、２１６ｎｍ、３５７ｎｍ、６６５ｎｍ
处均有吸收峰。

３４　针对叶绿素相关成分的薄层层析对比实验　
见图５。
３５　三种饮片中紫丁香苷的含量测定　见图６、表
２。

图６　ＨＰＬＣ色谱图
　　注：Ａ对照品　Ｂ供试品　１紫丁香苷

表２　三种槲寄生饮片中的紫丁香苷的含量

编号 产地 性状 含量（％） 合格情况

ａ 吉林 断面黄色 ００６ 合格

ｂ 吉林 断面绿色 ０１２ 合格

ｃ 吉林 混杂饮片 ０１３ 合格

　　注：２０１０版药典规定，槲寄生饮片中紫丁香苷含量不少于

００２５％。

４　讨论
通过图４和表１可以看出，槲寄生饮片的９５％

的乙醇提取液，经过紫外可见光吸收波长扫描，在
６６５ｎｍ处均有吸收峰，但断面绿色的槲寄生饮片
（槲寄生ｂ）样品的吸光度远大于断面黄色槲寄生饮
片（槲寄生 ａ）样品的吸光度。根据文献，叶绿素提
取液在６６５ｎｍ有最大吸收峰［７］，所以推断槲寄生 ｂ
断面为绿色可能是叶绿素造成的结果。

图１、图２表明，断面绿色饮片的无水乙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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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经过强光照射绿色变浅消失。两种槲寄生饮片的

无水乙醇提取液放在紫外光３６５ｎｍ和２５４ｎｍ均显
红色荧光，但３６５ｎｍ下的红色荧光更为明显。同时
发现槲寄生ｂ提取液的红色荧光颜色比槲寄生ａ的
提取液更深。可以推断槲寄生ｂ中含有叶绿素而且
含量高于槲寄生ａ。根据文献叶绿素提取液可以在
紫外光线下显红色荧光［８］，与我们的实验结果相符。

在本次实验结束后，尝试过将槲寄生 ｂ提取液放置
在阳光下照射，发现隔了４ｈ后，槲寄生 ｂ的乙醇提
取液颜色由深绿色变为黄色。而后尝试将槲寄生 ｂ
的部分饮片放置在阳光下晾晒（结果如图１），放置
一段时间后与避光保存的同一批槲寄生ｂ的饮片对
比，发现经过阳光照射的槲寄生 ｂ的饮片颜色较避
光保存的饮片浅，但比溶液状态明显颜色变化时间

较长。

为了进一步确定，用薄层层析的方法来验证槲

寄生ｂ中是否含有叶绿素。参考李凯的方法［３］提取

菠菜的叶绿素，作为叶绿素对照品。薄层展开后（结

果见图４）发现在菠菜的叶绿素中含有的脱镁叶绿
素、叶绿素ａ、叶绿素 ｂ和叶黄素的斑点与槲寄生的
提取液展开的斑点一一对应而且 Ｒｆ值相同。证明
了槲寄生ａ、ｂ中确实含有叶绿素，且槲寄生 ｂ中叶
绿素ｂ的含量明显高于槲寄生ａ。

如表２所示，一批断面绿色饮片，一批断面黄色
饮片及一批混杂饮片按药典规定测其有效成分紫丁

香苷含量均达到药典的标准（不少于００２５％），准
确地说，断面绿色或混杂绿色的饮片含量不比断面

黄色的饮片含量低，是否断面绿色的含量更高，有待

更多的批次样品来证明。

根据文献［６］提到有发现槲寄生断面绿色的饮

片，认为可能类似于黄芩受潮发绿的现象，并通过挑

选金黄色断面的槲寄生饮片２５℃的室温下浸泡７２
ｈ，捞出放置２４ｈ，结果未出现发绿的现象，所以排除
受潮引起发绿的推论，我们进行了复验，结果是一致

的。

考虑到槲寄生的市场价格低廉且槲寄生传统质

量评价中，不存在断面绿色为佳的说法，因此没有必

要进行染色处理，这种行为的动机显然不成立。

５　结论与展望
断面为绿色的槲寄生饮片中的绿色是由于含有

叶绿素大量保留形成的。而叶绿素为一种天然色

素，安全无毒［６］；不影响槲寄生的质量。以药典规定

的紫丁香苷作为指标成分考察饮片断面绿色与质量

的相关性，未发现可导致辞含量变低的证据。

为何此种饮片的绿色保存完好，是采收过早叶

绿素含量过高还是加工方法变了？（经调查产地仍

然以阳光下晾晒为主）还是生长过程中受到土壤、水

质或环境的影响？（叶绿素的生成与某些金属元素

相关）为什么有的饮片是黄绿色有的是偏蓝绿色，这

种蓝绿色是否正常？可否受到加工辅料或增重物质

的影响？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同行有更多思路，

为提高槲寄生质量作出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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