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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木蝴蝶药材的质量标准。方法：性状鉴定，粉末显微鉴定，以黄芩苷对照品作对照进行 ＴＬＣ鉴别，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部）要求对其中的水分、总灰分、酸不溶灰分、杂质、醇溶性浸出物等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市售５
批药材中水分、醇溶性浸出物含量均符合药典标准，醇溶性浸出物含量以云南最高，达３１０９％。确定了木蝴蝶药材总灰分范
围：３１６％～３９９％；酸不溶灰分范围：００１％～００６％；杂质含量范围：００４％ ～００９％，并对其含量限度提出了建议。结论：
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完善木蝴蝶药材质量标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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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蝴蝶为紫葳科植物木蝴蝶（Ｏｒｏｘｙｌｕｍｉｎｄｉｃｕｍ
（Ｌ）Ｖｅｎｔ）的干燥成熟种子，别名玉蝴蝶、千张纸、破
布子，主产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广东、福建也有分

布［１］。木蝴蝶主含白杨素、黄芩苷元、黄芩苷元 －７－
Ｏ－β－Ｄ－龙胆二糖苷、木蝴蝶甲素等化学成分［２－８］。

文献记载，木蝴蝶性寒，味苦，入肺、肝经。有润肺，疏

肝，和胃，生肌之功效，主治风热咳嗽、喉痹、音哑、肝胃

气病、疮口不敛［９］。现载入２０１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但检

测项目仅有性状、显微、薄层鉴别，水分检查和浸出物测

定，不能全面、有效反映和控制药材质量。为此，采集和

收集了５批不同产地木蝴蝶药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部）检测项目对其质量进行了分
析研究，增加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杂质检查项目，

旨在较全面评价木蝴蝶药材质量，确保制药企业投料准

确和临床用药安全。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ＦＷ３１５中草药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
有限公司）；ＦＡ２００４Ｂ电子天平（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ＤＨＧ－９１４０Ａ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鸿都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ＳＸ２－４－１０箱式电阻炉（沈阳市节
能炉厂）；ＭＯＤＥＬＸＳＰ－２ＣＢＡ生物显微镜（上海光学
仪器五厂）；ＫＱ－３００Ｄ中国超声仪专业清洗仪器（东
莞市科桥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　黄芩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批号：１１０７１５－２０１１１７）
１３　药材　从云南普洱、耿马，广西邕、宁武鸣、凭祥
等地购回木蝴蝶药材共５个样品，编号１～５，经广东省
新兴中药学校彭瑞松副主任中药师鉴定为紫葳科植物

木蝴蝶的干燥成熟种子。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木蝴蝶药材的性状鉴别　本品为蝶形薄片，除基
部外三面延长成宽大菲薄的翅，长５～８ｃｍ，宽３５～
４５ｃｍ。表面浅黄白色，翅半透明，有绢丝样光泽，上
有放射状纹理，边缘多破裂。体轻，剥去种皮，可见一

层薄膜状的胚乳紧裹于子叶之外。子叶２，蝶形，黄绿
色或黄色，长径１～１５ｃｍ。气微，味微苦。
２２　木蝴蝶药材的显微鉴别　本品粉末黄色或黄绿
色。种翅细胞长纤维状，壁波状增厚，直径 ２０～４０
μｍ。胚乳细胞多角形，壁呈念珠状增厚。（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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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木蝴蝶粉末显微特征（１０Ｘ１０）
　　注：１、种翅细胞，２、胚乳细胞

２３　木蝴蝶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　取样品１和样品３
粉末各０１ｇ，加甲醇２５ｍＬ，超声处理３０ｍｉｎ，滤过，取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黄芩苷对照品，加甲醇分

别制成每１ｍＬ含１ｍｇ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
薄层色谱法（附录Ⅵ Ｂ）试验，吸取上述三种溶液各５
μＬ，分别点于同一聚酰胺薄膜上，以醋酸为展开剂展
开，展距１３０ｃｍ，取出，晾干，置紫外光灯（３６５ｎｍ）下
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斑点；喷以１％三氯化铁乙醇溶液，日光
下显相同的暗绿色斑点。（见图２）

图２　木蝴蝶薄层色谱图

　　注：ａ：样品１甲醇提取液，ｂ：样品２甲醇提取液，ｃ、ｄ、ｅ、ｆ：

黄芩苷对照品

２４　木蝴蝶药材的水分测定　取木蝴蝶药材样品１
号至５号，粉碎成细粉，过２号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请标示版本一部附录 ＩＸＨ水分法（烘干法）测
定。根据５批样品测定结果分析，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４１５％，最低值为３９８％，平均值为４０９％（见表１）。
２５　木蝴蝶药材的总灰分、酸不溶灰分测定
２５１　总灰分测定　坩埚准备：高温炉逐渐升至（５５０
±１５）℃，恒温３０ｍｉｎ，开炉门稍冷，取出，置石棉网上
放冷约１０ｍｉｎ，置干燥器中３０ｍｉｎ，时而放热，取出，称
定重量（准确至００００１）。再按上述方法灼烧、冷却、
称重，直至恒重。称量供试品（过二号筛，混合均匀）３
ｇ，称量瓷坩埚与供试品的总重量（准确至００００１）。

炭化：在电炉上无石棉网状态炭化至无烟状态，约３０
ｍｉｎ。灰化：高温炉逐渐升至（５５０±１５）℃，恒温４ｈ，关
闭高温炉冷却３０ｍｉｎ，取出，置石棉网上放冷１０ｍｉｎ，干
燥器３０ｍｉｎ，称定重量（准确至００００１）。再按上述方
法灼烧、冷却、称重，直至恒重。根据残渣重量，计算供

试品中总灰分的含量（％）。５批样品总灰分测定结果
最高值为３９９％，最低值为３１６％，平均值为３４９％。
２５２　酸不溶性灰分测定　取前面得到的总灰分，于
坩埚中加入稀盐酸 １０ｍＬ，覆盖表面皿；沸水浴 １０
ｍｉｎ；用热水５ｍＬ冲洗表面皿，洗液并入坩埚；将坩埚
内容物用无灰滤纸滤过；洗涤滤纸至洗液不显氯化物

反应；折叠滤纸，放入坩埚；干燥、炭化：在电炉上烘３０
ｍｉｎ，滤纸炭化；灰化：高温炉升至（５５０±１５）℃，恒温１
ｈ，关闭高温炉冷却３０ｍｉｎ，取出，置石棉网上放冷１０
ｍｉｎ，干燥器３０ｍｉｎ，称定重量（准确至００００１）。再按
上述方法灼烧、冷却、称重，直至恒重。根据残渣重量，

计算供试品中酸不溶性灰分的含量（％）。结果最高
值为００６％，最低值为００１％，平均值为００３％。
２６　木蝴蝶药材的杂质检查　取木蝴蝶药材样品１
号至５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附录ＩＸＡ杂
质检查法检查。５批样品杂质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００９％，最低值为 ００４％，平均值为 ００７％。（见表
１）
２７　木蝴蝶药材浸出物测定　取木蝴蝶药材样品１
号至５号，粉碎成细粉，过２号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一部附录 ＸＡ浸出物测定法（醇溶性浸出物测
定法 热浸法），溶媒为７０％乙醇，测定。５批样品７０％
乙醇浸出物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３１０９％，最低值为
２４２７％，平均值为２８３０％。（见表１）

表１　木蝴蝶药材的水分、总灰分、酸不溶灰分、
杂质和浸出物测定结果

样品 产地
水分

（％）
总灰分

（％）
酸不溶灰分

（％）
杂质

（％）
７０％乙醇浸出物

（％）
１ 普洱 ４１５ ３９９ ００１ ００４ ３００３
２ 耿马 ４１３ ３１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３１０９
３ 邕宁 ４０９ ３３０ ００４ ００９ ２７９７
４ 武鸣 ４１１ ３４２ ００２ ００８ ２８１３
５ 凭祥 ３９８ ３５６ ００３ ００７ ２４２７

３　讨论
１）通过对木蝴蝶药材的性状、粉未进行鉴别和对

其水分及７０％乙醇浸出物进行检查，结果表明，所检
项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部）
的要求，说明市售药材质量相对稳定。

２）测定木蝴蝶药材的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杂质
含量等项目直接出反映其纯度，是确保木蝴蝶药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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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要指标，如三项检查结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的最高限量，则说明木蝴蝶药材不符合规

定，不能临床用药。本研究首次增加了总灰分、酸不溶

性灰分、杂质等项目的检查，结果５批次木蝴蝶药材的
总灰分最高值为 ３９９％，最低值为 ３１６％，范围为
３１６％～３９９％。酸不溶灰分测定最高值为００６％，
最低值为００１％，范围为００１％ ～００６％。杂质测定
结果最高值为 ００９％，最低值为 ００４％，范围为
００４％～００９％。为提高木蝴蝶药材的纯度，控制木
蝴蝶药材的杂质含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

部有关规定并参考相关文献［１０－１３］，建议暂定总灰分检

查限度不得超过５０％，酸不溶灰分检查限度不得超
过０１０％，杂质检查限度不得超过０１０％。
３）据陈亮亮［２］等人对木蝴蝶化学成分进行研究，

表明木蝴蝶主含白杨素、黄芩苷元等成分。王锐［３］等

人对木蝴蝶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证实木蝴蝶

具有润肺，疏肝，和胃，生肌之功效。曹阳阳［１４］等人及

张爱玲［１５］等人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木蝴蝶中木蝴蝶苷 Ｂ
和黄芩苷的含量，结果是木蝴蝶药材中木蝴蝶苷 Ｂ质
量在００６１～１５２５μｇ和黄芩苷００４２２～６９００μｇ。参
考这些研究结果，进一步完善了木蝴蝶药材质量标准。

４）本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
部）为依据，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取得了较满意的实

验数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木蝴蝶药材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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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医药学会联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河南郑州召开
　　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２２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
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本届学术

年会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

中医学院承办。大会以“中药化学研究思路与方法”为主题。

来自中国内地、韩国、日本等国的１５０多名专家和学者参加。
河南中医学院院长郑玉玲教授、世界中联秘书处魏金明社

长、世界中联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会长匡海学教授、河南中医

学院药学院院长冯卫生教授等专家出席会议，大会开幕式由世

界中联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药科大学孔令义教授

主持。

世界中联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会长、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

长匡海学教授致开幕词，总结了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一年内的

工作成绩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世界中联魏金明社长代表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致辞，向各位领导、来宾和代表表示欢迎，对

河南中医学院的组织和服务工作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世界中医

药学会联合会和中药化学专业委员会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

中医药国际传播、组织建设和学术内涵建设等方面所做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绩。

开幕式后，本届学术年会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始，来自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复旦大学、南开

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

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以及

日本明治药科大学、长崎国际大学等２４位本领域的知名学者
做了大会特邀报告，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了他们在

中药及天然药物的药效物质基础、质量控制，中药及天然药物

化学成分的生物活性、生物合成、生物转化、结构修饰和改造，

中药化学与临床药学研究等领域的先进研究方法，探讨了在目

前新形势下中药化学在中医药基本理论、创新药物研发方面的

应用。来自全国各地中药化学相关领域的１５０多名专家代表
参加了本次会议，并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大会出版了论文

专辑，共收集论文１２２篇，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和三
等奖共１２篇。

会议期间诸位领导和参会人员还参观了河南中医学院新

校区，重点考察了药学院实验室。匡海学会长表示，希望借助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的国际学术和联络平台，不断壮大学术

团队，培养中药化学专业的优秀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充分发

挥中药化学专业在中药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

·０３２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９，Ｎｏ．９


	2014年世界中医药9月第9期 116
	2014年世界中医药9月第9期 117
	2014年世界中医药9月第9期 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