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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川贝母最新试验研究结果进行描述，为川贝母药材鉴别方法提供一定提升思路。方法：用性状观察，薄层
色谱研究，含量测定方法对川贝母药材特点进行详细描述。结果：１）栽培品与野生川贝母在性状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栽
培品鳞叶表面的颜色偏黄，有皱缩，稍粗糙，青贝的个体较大（可达４ｃｍ）；２）实际上市的栽培品中具松贝性状特征的，主
要源于暗紫贝母，具青贝性状特征的主要源于川贝母、瓦布贝母和太白贝母；３）川贝母的薄层色谱特征主要与植物基源有
关，有效成分结构类型相似但细微结构有差异；４）具有松贝特征的栽培品与具有青贝特征的栽培品的总生物碱含量有明
显差异。结论：建议将川贝母“栽培品”细分为“松贝栽培品”和“青贝栽培品”２种规格以便市场管理和临床应用，对川贝
母薄层色谱鉴别方法和现行标准中总生物碱含量限度提出了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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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贝母是百合科植物川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ｓａ
ＤＤｏｎ）、暗紫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ｕ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Ｈｓｉａｏｅｔ
ＫＣＨｓｉａ）、甘 肃 贝 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梭砂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ｄｅｌａｖａｙｉＦｒａｎｃｈ）、太
白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ｔａｉｐａｉｅｎｓｉｓＰＹＬｉ）或瓦布贝母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 ｕｎｉｂｒａｃｔｅａｔａ Ｈｓｉａｏ ｅｔ ＫＣＨｓｉａ

ｖａｒｗａｂｕｅｎｓｉｓ（ＳＹＴａｎｇｅｔＳＣＹｕｅ）ＺＤＬｉｕ，
ＳＷａｎｇｅｔＳＣＣｈｅｎ）的干燥鳞茎。上述川贝母药
材按照性状不同分别习称“松贝”“青贝”“炉贝”和

“栽培品”［１］，是中医药治疗肺经疾病的要药，也是

具有代表性的川产道地名贵药材［２３］。自《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收载川贝母的栽培品以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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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的产业化栽培快速发展，为满足临床需要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川贝母药源。其相对固定的植物基源

和生长条件，使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性状、成分种类

和含量，这为科学评价川贝母栽培品的品质，完善其

质量标准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川贝母栽培品和野

生川贝母间存在明显的性状差异，而无论是药材的

临床应用还是市场监管层均对这种性状差异所涉及

的药材内在品质持慎重甚至是怀疑态度，这对川贝

母栽培品的推广应用产生了广泛的不利影响。

本文从性状特征、薄层色谱斑点和主要活性成

分（生物碱）含量等主要指标的角度对川贝母栽培

品进行品质评价研究。为川贝母栽培品的市场流通

和临床应用提供科学的依据，进而为建立川贝母栽

培品规范的质量标准奠定基础，以此促进川贝母产

业化栽培的顺利发展。这对规范川贝母市场流通秩

序，解决川贝母资源可持续利用所面临的问题具有

重大意义。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数码照相机［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型
号：ＥＯＳ５０Ｄ］；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Ｓｔ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德
国，型号：ＢＰ２１１Ｐ）；电子天平（福州华志科学有限公
司，型号：ＨＺＴＡ＋２００）；超声波清洗机（宁波新芝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型号：ＳＢ２５１２ＤＴ）；旋转蒸发
装置（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型号：ＲＥ５２０３）；打粉
机（上海江信科技有限公司，型号：ＬＸ０５）；真空泵
（浙江黄岩求精真空泵厂，型号：２ＸＺ１）；全自动真
空泵（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美国，型号：ＸＷＫⅢ）；优普系列
超纯水机（四川优普超纯科技有限公司，型号：ＵＰＲ
ＩＩ１０Ｔ）；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谱元仪器有限
公司，型号：Ａｌｐｈａ１８６０）。
１２　试剂　贝母素乙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批号：１１０７５１２０１７１２）、西贝母碱对照品（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１１０７６７２０１７１０）、贝母
素甲（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１１０７５０
２０１６１２）、贝母辛（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１１１８９２２０１４０２）；水为纯水，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１３　分析样品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５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８
年８月期间，对包括四川、西藏、青海、陕西、重庆、甘
肃、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川贝母栽培品主产区的资源

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植物标本和药材样品采集，根

据《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描述的植物

形态［４５］对样品进行了植物基源鉴别，川贝母的６个
基源植物标本和药材。见表１。保存于四川大学华
西药学院生药教研室。调查发现，上述药典收载的

６种植物基源的川贝母中，实现产业化栽培的主要
有川贝母、暗紫贝母、太白贝母和瓦布贝母等４种。
甘肃贝母和梭砂贝母因产量过低［６８］等原因至今未

见量产商品药材上市。因此课题组主要针对上述４
种已经进行产业化栽培的川贝母进行采样研究。

表１　川贝母药材收集信息

编号 规格 品种 植物基源 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 年限（年）

ＣＹ１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６０７ 四川茂县 ３
ＣＹ２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７０７ 四川茂县 ３
ＣＹ３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 四川茂县 ３
ＣＺ４ 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 四川茂县 ５
ＣＺ５ 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 四川茂县 ４
ＣＺ６ 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 四川茂县 ４
ＣＺ７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Ｚ８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Ｚ９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Ｚ１０ 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Ｚ１１ 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５
ＣＺ１２ 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４
ＣＺＫＤ１松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大通县 ４
ＣＺＫＤ２青贝 栽培品 川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大通县 ４
ＣＺ１３ 松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 四川茂县 ３
ＣＺ１４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 四川茂县 ４
ＣＺ１５ 松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 四川茂县 ３
ＣＺ１６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 四川茂县 ５
ＣＺ１７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 四川茂县 ６
ＣＺ１８ 松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６１１ 四川茂县 ３
ＣＺ１９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５０８ 四川茂县 ５
Ｗ９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７０８ 四川茂县 ５
ＣＺ２０ 松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７０８ 四川茂县 ３
ＣＺ２１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７０４四川松潘县 ４
ＣＺ２２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四川松潘县 ５
Ｗ６ 青贝 栽培品 瓦布贝母 ２０１７０８四川松潘县 ５
ＣＹＴ１ 松贝 野生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５０７陕西太白县 ３
ＣＺ２３ 松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陕西太白县 ３
ＣＺ２４ 青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７０７重庆巫溪县 ５
ＣＺ２５ 青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８０９重庆巫溪县 ５
ＣＺ２６ 青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８１０重庆巫溪县 ５
ＣＺ２７ 松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重庆巫溪县 ３
ＣＺ２８ 青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８０７重庆巫溪县 ５
ＣＺ２９ 青贝 栽培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５０８重庆巫溪县 ４
ＣＹＴ２ 青贝 野生品 太白贝母 ２０１５０６重庆巫溪县 —

ＣＹＧ１ 松贝 野生品 甘肃贝母 ２０１５０９青海湟中县 ３
ＣＹＧ２ 松贝 野生品 甘肃贝母 ２０１５０９青海湟中县 ３
ＣＺ３０ 青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四川松潘县 ４
ＣＺ３１ 松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８四川松潘县 ３
ＣＺ３２ 松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四川松潘县 ３
ＣＺ３３ 青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５
ＣＺ３４ 松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Ｚ３５ 松贝 栽培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６青海互助县 ３
ＣＹＡ１ 松贝 野生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９四川壤塘县 —

ＣＹＡ２ 松贝 野生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６０６四川红原县 —

ＣＹＡ３ 松贝 野生品 暗紫贝母 ２０１８０９四川阿坝县 —

ＣＹＳ１ 炉贝 野生品 梭砂贝母 ２０１９０３ 西藏昌都 —

ＣＹＳ２ 炉贝 野生品 梭砂贝母 ２０１９０３ 青海玉树 —

ＣＹＳ３ 炉贝 野生品 梭砂贝母 ２０１９０３ 西藏拉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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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性状与分析　取实地采样样品，摆放出各种角
度使能反映完整的药材性状，置室外自然光照下拍

照。由于收集的川贝母栽培品（上市商品）自然分

为“松贝栽培品”和“青贝栽培品”，即两者通常分别

采挖加工并销售，故两者按实际分别收集并分别拍

摄。上述４种植物基源的川贝母均可产生松贝和青
贝。见图１。不同基源的松贝栽培品的性状特点是
类圆锥状、近球形或圆柱状，高０６～１５ｃｍ，直径
０５～１２ｃｍ，表面类白色至浅黄棕色，或带黄棕色
斑纹，或皱缩，稍粗糙。外层鳞叶２瓣，大小悬殊，大
瓣紧抱小瓣，未抱部分呈新月形，习称“怀中抱月”；

顶部多闭合，少数开裂，多具粉性。不同基源的青贝

栽培品的性状特点是多呈类圆锥形、短圆柱形或类

扁球形，高０８～３０ｃｍ，直径０８～３５ｃｍ，表面类
白色至浅黄棕色，或带黄棕色斑纹，或皱缩，稍粗糙。

外层鳞叶２瓣，大小相近，相对抱合，习称“观音合
掌”；顶部开裂，内有心芽和小鳞叶２～３枚及细圆柱
形的残茎。

图１　川贝母药材性状图

２２　薄层色谱鉴别
经反复试验发现，川贝母药材的薄层色谱斑点

的异同主要与川贝母的植物基源有关，据此，本课题

组首先分别将相同基源的样品集中点样分析，再将

不同基源样品集中在一个薄层板上点样分析比较。

川贝母药材样品信息表见表１。试验条件如下。
２２１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１）川贝母（除暗紫贝
母）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川贝母粉末２ｇ，加浓氨试
液３ｍＬ，摇匀，密塞，浸泡１ｈ，加二氯甲烷无水乙醇
（４∶１）２０ｍＬ，超声处理１ｈ，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
甲醇１０ｍＬ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２）暗紫贝母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暗紫贝母粉末５ｇ，加浓氨试
液８ｍＬ，摇匀，密塞，浸泡１ｈ，加二氯甲烷无水乙醇
（４∶１）５０ｍＬ，超声处理１ｈ，滤过，滤液蒸干，残渣用
１％盐酸水溶液反复润洗，转移至分液漏斗中，直至
检测无生物碱反应，以相同体积石油醚调节 ｐＨ值
到１１萃取３遍，合并萃取液，残渣用甲醇０５ｍＬ使
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

２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贝母素乙对
照品５ｍｇ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以色谱甲醇定容即得
对照品溶液（０５ｍｇ／ｍＬ），依照以上方法同法制备
西贝母碱对照品、贝母素甲对照品、贝母辛对照品。

２２３　薄层色谱的展开　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０５０２）试验，吸取供试品１０～２０μＬ、对照品溶液５Ｌ，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石油
醚甲醇氨水（１０∶１０∶２∶１）的上层溶液为展开剂，展
开，取出，晾干。

２２４　显色与检视　以碘粉多次包埋显色至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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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５　方法验证　取不同来源、不同批次或不同等
级的川贝母药材，按照２２１～２２４项下方法进行
试验，川贝母药材信息见表１。川贝母样品主要来
源于四川、青海。来源于不同产区的川贝母样品薄

层斑点基本一致。来源于青海产区样品（１～６，８）均
含有贝母素乙、贝母辛、贝母甲素、部分含有西贝母

碱对应斑点，来源于四川产区样品（９～１６）均含有贝
母素乙、贝母辛、西贝母碱而部分含有贝母素甲对照

斑点。通过重复试验，均可得到以上结果。见图２。
　　瓦布贝母样品主要产于四川阿坝州。不同来
源、不同生长年限的瓦布贝母，无论青贝或松贝还是

青贝、松贝混合样品薄层斑点均较为一致，且均具有

贝母乙素、西贝母碱、贝母甲素、贝母辛对照斑点，通

过重复试验，均可得到以上结果。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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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川贝母薄层色谱图
　　注：１～３ＣＹ１ＣＹ３；４～６ＣＺ４ＣＺ６；７混合对照品（从上到下：

贝母乙素、西贝母碱、贝母甲素、贝母辛，下同）；８川贝母；９～

１４ＣＺ７ＣＺ１２；１５ＣＺＫＤ１；１６ＣＺＫＤ２

图３　瓦布贝母薄层色谱图
１～７ＣＺ１３ＣＺ１９；８混合对照；９川贝母；１０ｗ９；１１～１３ＣＺ２０

ＣＺ２２；１４ｗ６

　　太白贝母的薄层斑点在本色谱条件下主要分布
在Ｒｆ０５以下下，野生品种可能由于含量差异斑点
不够清晰。上图中，太白贝母具有贝母乙素、贝母辛

对照斑点，可能含有贝母甲素对照斑点，西贝母碱对

照斑点不明显，以上试验结果与田芡等［９１０］关于太

白贝母的研究结果一致。两批甘肃贝母样品薄层图

谱较为一致，具有贝母乙素和贝母辛对照斑点。重

复试验均可得到以上结果。见图４。
　　不同生长年限，不同来源暗紫贝母薄层斑点具
有一定的统一性，均含有贝母甲素对照斑点，部分含

有贝母辛斑点，但从薄层图谱中无法判断是否含有

贝母乙素、西贝母碱。见图５。

图４　太白贝母和甘肃贝母薄层色谱图
　　注：１ＣＹＴ１；２～５ＣＺ２３ＣＺ２６；６混合对照品；７川贝母；８～

９ＣＺ２７ＣＺ２８；１０ＣＹＧ２；１１ＣＹＧ１；１２ＣＺ２９；１３ＣＹＴ２

图５　暗紫贝母薄层薄层色谱图
　　注：１混合对照品；２～４ＣＺ３０ＣＺ３２；５～７ＣＹＡ１ＣＹＡ３；８～

１０ＣＺ３３ＣＺ３５

２３　含量测定　按照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一部川贝母【含量测定】方法测定。川贝母项下

川贝母基源１４个样品总生物碱含量范围为０１％～
０２％，最高值为 ０２０５％，最低值为 ００８９％，平均
值为０１２８％；瓦布贝母１２个样品总生物碱含量范
围为０１％～０３％，其生物碱含量较其他基源川贝
母普遍偏高，最高值为０２９０％，最低值为０１１６％，
平均值为 ０２０４％，其中松贝总生物碱平均值为
０１９９％，青贝总生物碱平均值０２０７％；太白贝母９
个样品总生物碱含量范围为００５％～０３％，最高值
为０２７１％，最低值为００８０％，平均值为０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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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紫贝母１２个样品总生物碱含量范围为００３％～
０１％，最高值为 ００７６％，最低值为 ００３２％，平均
值为 ００５２％，其 中 松 贝 总 生 物 碱 平 均 值 为
００４６％，青贝总生物碱平均值００７２％；梭砂贝母３
个样品总生物碱含量，平均值为 ００６４％。以上川
贝母样品野生品种总生物碱含量明显低于栽培品

种［１］。见表２（ｎ＝２）。
表２　川贝母药材总生物碱含量测定

编号 规格 品种 含量（％） 编号 规格 品种 含量（％）

ＣＹ１ 松贝 川贝母 ００８９ ＣＺ１４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１９９
ＣＹ２ 松贝 川贝母 ００９２ ＣＺ１５ 松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２６
ＣＹ３ 松贝 川贝母 ００９９ ＣＺ１６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０４
ＣＺ４ 青贝 川贝母 ０２０５ ＣＺ１７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１９０
ＣＺ５ 青贝 川贝母 ０１２０ ＣＺ１８ 松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５４
ＣＺ６ 青贝 川贝母 ０１５２ ＣＺ１９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１５
ＣＺ７ 松贝 川贝母 ０１４３ Ｗ９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１８４
ＣＺ８ 松贝 川贝母 ０１０５ ＣＺ２０ 松贝 瓦布贝母 ０１６２
ＣＺ９ 松贝 川贝母 ０１１３ ＣＺ２１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５７
ＣＺ１０松贝 川贝母 ０１３９ ＣＺ２２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２９０
ＣＺ１１青贝 川贝母 ０１３０ Ｗ６ 青贝 瓦布贝母 ０１１６
ＣＺ１２青贝 川贝母 ０１６６ ＣＺ３０ 青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６７
ＣＺＫＤ１松贝 川贝母 ０１２６ ＣＺ３１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５８
ＣＺＫＤ２青贝 川贝母 ０１１５ ＣＺ３２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５５
ＣＹＴ１松贝太白贝母 ０１０５ ＣＺ３３ 青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７６
ＣＺ２３松贝太白贝母 ０２６１ ＣＺ３４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４８
ＣＺ２４青贝太白贝母 ０２５７ ＣＺ３５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５２
ＣＺ２５青贝太白贝母 ０１９９ ＣＹＡ１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４４
ＣＺ２６青贝太白贝母 ０２７１ ＣＹＡ２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３２
ＣＺ２７松贝太白贝母 ０１７４ ＣＹＡ３ 松贝 暗紫贝母 ００３５
ＣＺ２８青贝太白贝母 ０１４８ ＣＹＳ１ 炉贝 梭砂贝母 ００７５
ＣＺ２９青贝太白贝母 ０１９１ ＣＹＳ２ 炉贝 梭砂贝母 ００５７
ＣＹＴ２青贝太白贝母 ００８０ ＣＹＳ３ 炉贝 梭砂贝母 ００５９
ＣＺ１３松贝瓦布贝母 ０１５３

３　讨论
３１　关于性状与规格划分
３１１　川贝母栽培品的性状特点　如图１，松贝栽
培品大小多不超过１０ｃｍ，具“怀中抱月”特征，表
面类白色或浅棕黄色，稍粗糙，部分有皱缩；青贝栽

培品大小差异明显，但形成商品的多在２０ｃｍ，甚至
直径达４０ｃｍ。由此可见，与野生川贝母的性状比
较，栽培品性状与之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鳞叶表面

的颜色有的偏黄，有皱缩，稍粗糙，而且青贝栽培品

的大小明显大于药典规定青贝的大小。从这种变异

的程度和性质来看，显然不影响川贝母栽培品作为

川贝母的临床使用。

３１２　松贝栽培品与青贝栽培品　野生川贝母中
松贝与青贝的差异仅表现为性状［１１］不同而分为２
种规格，其植物基源、成分结构与含量等的异同较为

模糊，也未见研究报道；近年来川贝母的规范化和规

模化的栽培，自然形成了２种性状区别明显栽培品：
一种是以暗紫贝母为主要种质资源的松贝栽培品，

一种是以瓦布贝母、川贝母和太白贝母为种质资源

的青贝栽培品。调查发现，暗紫贝母种子资源丰富，

价廉，但种植后第４年种植时，需要翻挖移栽，种植
后产量（增重）较低，故在播种时多采用高密度种

植，种植３年后采挖作“松贝”上市销售，不再移栽；
瓦布贝母、川贝母和太白贝母种植后第４～５年生长
迅速，年增重可达３～５倍，效益明显，故这３种基源
的栽培品多以种植４年或５年后的“青贝”上市销
售。由于松贝的价格略高于青贝，故种松贝的效益

也不差，各产地因地制宜栽培上述几种川贝母，形成

了松贝栽培品与青贝栽培品同时存在的格局。进一

步的测试发现，上述不同基源的川贝母药材的薄层

色谱鉴别斑点各具特点，彼此有一定差异，表明其生

物碱的（细微）结构有一定差异（见图２～５）；还应引
起注意的是，上述“松贝栽培品”的总生物碱的含量

通常在００３％～００７％之间，而“青贝栽培品”的总
生物碱的含量通常在００８％以上，瓦布贝母的含量
通常约在０２０％。即是说，这２种性状的栽培品的
区别不仅是外在的性状不同，更在于其植物基源不

同，由此还涉及到所含的成分结构与含量等内在品

质的区别。因而应该将川贝母栽培品细分为“松贝

栽培品”与“青贝栽培品”２种规格［１２］，含量限度也

可分别制定，以利于合理的进行品质评价和利用。

３２　关于薄层鉴别　川贝母商品规格的划分主要
是依据药材性状，这种划分难以说清楚与内在品质

的关系；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内在品质有关的检

测方法主要是基于有效成分的理化鉴别与含量测

定。薄层色谱鉴别是目前评价川贝母真伪优劣简

便、有效且不能取代的主要方法之一［１３１４］。现行

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也收载了川贝母的
薄层鉴别方法，但其以贝母素乙作为对薄层鉴别对

照品及相关操作存在不妥：其一，本课题组通过液质

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ＥＬＳＤＨＰＬＣ）等分析手段多
次试验证明，川贝母药材中源于暗紫贝母、甘肃贝

母、梭砂贝母和太白贝母植物基源的药材中几乎不

含贝母素乙，或难以检出；其二，川贝母主要伪品浙

贝母和湖北贝母均含有贝母素乙［１５１８］，并将其作为

指标成分之一，如川贝母也用以作对照品，易致混

淆。加之还有其他不妥之处，故本课题组认为有修

订的必要。本研究从川贝母薄层鉴别用对照品、供

试品溶液制备、点样量与展开剂体系、温度和显色方

法等５个方面进行方法改进，使其专属性、准确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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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有所提高。

３３　关于含量测定　需要关注２点：１）松贝的总生
物碱平均值为 ００４６％，青贝的总生物碱平均值
００７２％，所以松贝与青贝的区别不应仅看做是性状
的或外在上的区别，其内在品质特征也是有区别的；

２）自２０１０年版药典收载【含量测定】项，其含量限
度为“以西贝母碱计，不得低于００５％”，而经数年
的实践，发现松贝，尤其是植物基源为暗紫贝母和甘

肃贝母的野生品，有相当数量的含量达不到这一限

度，本课题的实测进一步证实了现行标准的含量指

标偏高，故建议将川贝母的含量限度修订为“以西贝

母碱计，不得低于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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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专家投入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疫情发生后，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中国科
学院院士仝小林任组长的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

专家紧急赶赴一线，密集开展调研、查房和诊疗方案

修订工作。

１月２１日以来，黄璐琦、仝小林、刘清泉、
张忠德、齐文升、王玉光、苗青等专家分批抵达武

汉，深入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医医院、武汉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开展调研，了解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情

况，进入隔离病房对部分收治病例进行查房会诊，

与医院医护人员进行讨论，并对医院加强医疗救治

管理、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提出建议。黄璐琦、仝

小林等专家还召集相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了解国家

中医诊疗方案的试行情况，听取各级各类中医医

院、传染病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家及一线医

生的意见；在此基础上，黄璐琦、仝小林在武汉主

持召开网络视频会议，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组顾问

和成员、部分国家中医医疗队专家认真讨论，对国

家中医诊疗方案作进一步优化完善，拟尽快发布指

导全国中医医疗救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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