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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脷叶茎显微和薄层色谱鉴别的研究
丘　 琴１ꎬ２ꎬ 陈明伟１ꎬ 甄汉深１∗ꎬ 黄培倩１ꎬ３

( １. 广西中医药大学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ꎻ ２. 广西中医学校ꎬ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２ꎻ ３. 钦州市中医院ꎬ 广西 钦州 ５３５００ )

摘　 要: 龙脷叶(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为大戟科守宫木属植物ꎬ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西和广东等地ꎬ为
广西常用壮药ꎬ具有润肺止咳、通便之功效ꎬ在民间使用广泛ꎮ 现代研究表明ꎬ龙脷叶具有较好的抗炎和镇痛

作用ꎮ 全草均可入药ꎬ为国家药典收载品种ꎮ 但其鉴别方法尚未完全建立ꎬ质量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ꎮ 目前

其叶与根的显微鉴别已有报道ꎬ而茎的鉴别未见有相关报道ꎬ因此有必要对龙脷叶茎的鉴别方法进行研究ꎮ
该研究采用生药学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法对龙脷叶的茎进行了鉴别ꎮ 结果表明:龙脷叶茎的主要显微特征为

木栓层有 ７~１２ 列细胞ꎬ皮层中含有较多淀粉粒ꎬ并含有纤维束ꎬ韧皮部窄ꎬ木质部宽ꎬ射线明显ꎬ髓部大ꎻ粉末

可见螺纹、网纹及梯纹导管ꎬ 伴有草酸钙簇晶ꎬ淀粉粒较小ꎬ有纤维ꎮ 薄层色谱采用对照药材进行对照ꎬ发现

样品斑点与对照药材斑点数量和位置一一对应ꎮ 上述特征可作为鉴别和制定龙脷叶茎质量标准的参考依据ꎬ
该研究结果为建立龙脷叶茎的鉴别方法以及进一步建立其质量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ꎮ
关键词: 龙脷叶ꎬ 茎ꎬ 显微鉴别ꎬ 薄层色谱鉴别ꎬ 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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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脷叶(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为广西常

用 壮 药ꎬ 又 名 龙 利 叶ꎬ 其 来 源 于 大 戟 科

(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守宫木属(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Ｂｌ.)植物ꎬ主要

分布于我国的广西、广东、福建等地ꎬ全草均可入药

(国家药典委员会ꎬ ２０１０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

本草编委会ꎬ １９９９)ꎮ 中医认为龙脷叶性平ꎬ味甘、
淡ꎬ具有润肺止咳ꎬ通便之功效ꎬ主要用于治疗肺燥

咳嗽、口干、便秘等症(国家药典委员会ꎬ ２０１０ꎻ 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ꎬ１９９９ꎻ 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ꎬ ２００５ꎻ 广西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

所ꎬ １９９１)ꎮ
龙脷叶全草均可入药ꎬ药用价值高ꎬ为国家药典

收载品种ꎮ 目前ꎬ对龙脷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ꎮ 研究表明龙脷叶含有甾

醇类等化学成分(丘琴等ꎬ２０１３ꎬ２０１５)ꎻ具有较好的抗

炎和镇痛作用(甄汉深等ꎬ２０１３ꎻ丘琴等ꎬ２０１３)ꎮ 在龙

脷叶的鉴别方面ꎬ目前有对龙脷叶的薄层色谱进行了

鉴别(陈珍ꎬ２０１４)ꎻ龙脷叶的叶与根的显微鉴别已有

相关报道(刘蓉等ꎬ２００９ꎻ吴怀恩等ꎬ２００８)ꎮ 但未见有

对龙脷叶茎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鉴别的相关报道ꎬ因
此龙脷叶茎的鉴别方法和质量标准尚需进一步完善ꎮ
本研究采用显微鉴别和薄层色谱法ꎬ对龙脷叶茎的鉴

别方法进行了研究ꎬ旨在为建立龙脷叶的鉴别方法和

质量标准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切片机 (徕卡ꎬ ＲＭ￣２１４５ 型)ꎬ生物显微镜及

Ｑｗｉｎ 图像分析系统(徕卡ꎬＭｐｓ￣６０ 型)ꎬ超声波清洗

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ꎬＫＱ５２００Ｂ 型)ꎬ９３９
型自动铺板器(重庆南岸贝尔德仪器技术厂)ꎮ 薄

层层析硅胶 Ｇ(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ꎬ实验所用

试剂均为分析纯ꎬ水为纯净水ꎮ
龙脷叶茎采自广西钦州、北海、防城、上思、浦

北、东兴等地ꎬ对照药材采自广西中医药大学植物

园ꎬ经广西一心药业马脷飞副主任药师鉴定为大戟

科守宫木属植物龙脷叶(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ｉｌｌｅ /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Ｍｉｑ.)的茎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横切面和粉末制作　 采用生药学的方法ꎬ制作

龙脷叶茎的横切面和粉末ꎮ
１.２.２ 薄层色谱鉴别　 (１)硅胶 Ｇ 薄层板的制备:称
取 ８０ ｇ 薄层层析用硅胶 Ｇꎬ加入 ２４０ ｍＬ １％羧甲基

纤维素钠溶液ꎬ搅拌均匀后置于自动铺板器上铺板ꎬ
自然晾干ꎬ于 １０５ ℃活化 ３０ ｍｉｎꎬ置干燥器内保存备

用ꎮ (２)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称取龙脷叶茎 ２ ｇ 于

１００ ｍＬ 带塞锥形瓶中ꎬ加入 ３０ ｍＬ 水饱和正丁醇ꎬ
超声提取 ３０ ｍｉｎꎬ过滤ꎬ滤液蒸干ꎬ残渣加无水乙醇

１ ｍＬ 溶解ꎬ作为供试品溶液ꎮ (３)对照药材溶液的

制备:取龙脷叶茎对照药材 １.０ ｇꎬ按 ２.２.２ 项方法制

备对照药材溶液ꎮ (４)操作方法:分别吸取供试品

溶液和对照药材溶液各 ２ μＬꎮ 于同一块硅胶 Ｇ 薄

层板上ꎬ分别用环己烷 ∶ 乙酸乙酯(８ ∶ ３)和石油醚 ∶
丙酮(２ ∶ １)两个展开系统展开ꎬ取出ꎬ晾干ꎮ 分别

在紫外灯 ２５４ ｎｍ 下检视和分别喷以 ２％香草醛－硫
酸溶液ꎬ在 １０５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显微鉴别

２.１.１ 茎横切面特征　 木栓层由 ７~１２ 列细胞组成ꎻ皮
层宽ꎬ卵圆形或不规则形ꎬ含有较多淀粉粒ꎬ纤维束镶

嵌其中ꎬ草酸钙簇晶较多ꎻ韧皮部狭窄ꎬ韧皮细胞细小

且不规则形ꎻ形成层由 １ ~ ２ 列细胞组成ꎻ木质部较

宽ꎬ由导管和木薄壁细胞组成ꎬ射线明显ꎻ髓部大ꎬ细
胞为不规则形ꎬ含有较多淀粉粒ꎮ 结果见图 １ꎬ图 ２ꎮ
２.１.２ 茎粉末特征　 淡黄色粉末ꎬ气清香ꎬ味淡ꎮ 导

管多见ꎬ有螺纹、网纹导管ꎬ直径 １１.５ ~ １９.１ μｍꎻ淀
粉粒很多ꎬ直径 １.５~６.４ μｍꎻ有纤维ꎬ胞壁厚ꎬ腔窄ꎬ
直径 １１.５~２８.４ μｍꎻ簇晶较多ꎬ伴有含草酸钙簇晶

薄壁细胞ꎬ 常数个呈轴向排列ꎬ 直径 ８.５~１９.８ μｍꎻ
偶见草酸钙方晶ꎬ直径 ４.３~１０.２ μｍꎻ 有木栓细胞碎

片ꎮ 结果见图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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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龙脷叶茎横切面简图 (×１００) 　 Ａ. 木栓层ꎻ Ｂ. 皮
层ꎻ Ｃ. 韧皮部ꎻ Ｄ. 木质部ꎻ Ｅ. 髓部ꎻ Ｆ. 草酸钙簇晶ꎮ
Ｆｉｇ. １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ｌｌｉｅ (×１００)　 Ａ. Ｃｏｒｋꎻ Ｂ. Ｃｏｒｔｅｘꎻ Ｃ. Ｐｈｌｏｅｍꎻ
Ｄ. Ｘｙｌｅｍꎻ Ｅ. Ｐｉｔｈꎻ 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

图 ２　 龙脷叶茎横切面详图 (×１００) 　 Ａ. 木栓层ꎻ Ｂ. 皮
层ꎻ Ｃ. 纤维束ꎻ Ｄ. 草酸钙簇晶ꎻ Ｅ. 韧皮部ꎻ Ｆ. 木质部ꎻ Ｇ. 髓

部ꎻ Ｈ. 淀粉粒ꎮ
Ｆｉｇ. ２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ｌｌｉｅ (×１００)　 Ａ. Ｃｏｒｋꎻ Ｂ. Ｃｏｒｔｅｘꎻ Ｃ.
Ｆｉｂｅｒ ｂｕｎｄｌｅꎻ 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ꎻ Ｅ. Ｐｈｌｏｅｍꎻ Ｆ. Ｘｙ￣
ｌｅｍꎻ Ｇ. Ｐｉｔｈꎻ Ｈ. Ｓｔａｒｃｈ ｇｒａｉｎ.

图 ３　 龙脷叶茎粉末图 (×１００) 　 Ａ. 纤维ꎻ Ｂ. 薄壁细胞ꎻ
Ｃ. 导管ꎻ Ｄ. 木栓细胞ꎻ Ｅ. 草酸钙簇晶ꎻ Ｆ. 草酸钙方晶ꎻ Ｇ. 淀

粉粒ꎮ
Ｆｉｇ. ３　 Ｐｏｗｄ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
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ｌｌｉｅ (×１００)　 Ａ. Ｆｉｂｅｒꎻ Ｂ. 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 ｃｅｌｌꎻ Ｃ. Ｖｅｓ￣
ｓｅｌꎻ Ｄ. Ｃｏｒｋ ｃｅｌｌꎻ 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ｒｙｓｔａｌꎻ Ｆ. Ｐｒｉｓｍａｔ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ꎻ Ｇ. Ｓｔａｒｃｈ ｇｒａｉｎ.

２.２ 薄层色谱鉴别

供试品溶液和对照药材溶液同一块硅胶 Ｇ 薄

层板上ꎬ取出ꎬ晾干后ꎬ分别在紫外灯 ２５４ ｎｍ 下检视

和分别喷以 ２％香草醛－硫酸溶液ꎬ在 １０５ ℃加热至

斑点显色清晰ꎬ供试品溶液薄层色谱中ꎬ在与对照药

材色谱相应位置上ꎬ均显相同颜色的斑点ꎮ 结果见

图 ４－７ꎮ

２３３１ 广　 西　 植　 物 ３６ 卷



图 ４　 龙脷叶茎薄层色谱图　 展开剂:环己烷 ∶ 乙酸乙酯

(８ ∶ ３)ꎻ 显色剂:２％香草醛－硫酸溶液ꎮ Ａ. 对照药材ꎻ Ｂ￣Ｉ. 不

同产地龙脷叶茎提取液ꎮ 下同ꎮ
Ｆｉｇ. ４　 ＴＬ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ｌｌｉ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ｅｔｈ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８ ∶ ３)ꎻ Ｃｈｒｏｍ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ａｇｅｎｔ:
２％ ｖａｎｉｌｌｉｎ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ꎻ
Ｂ－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 ｒｏｓｔｒａｔｕｓ Ｍｉｑ.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３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显微鉴别中ꎬ龙脷叶茎的木栓层、皮层

中所含的淀粉粒、纤维束ꎬ韧皮部和木质部的宽窄、
射线和髓部的特征ꎬ粉末中的导管、草酸钙簇晶、纤
维等可作为其主要显微特征ꎮ 上述特征可作为鉴别

和制定龙脷叶茎质量标准的参考依据ꎮ 在薄层色谱

鉴别中ꎬ因目前尚未能找到龙脷叶有效化学成分的

合适对照品ꎬ本研究只能采用其对照药材进行对照ꎮ
在展开剂中ꎬ以环己烷 ∶ 乙酸乙酯(８ ∶ ３)ꎬ石油醚 ∶
丙酮(２ ∶ １)系统展开ꎬ展开斑点 Ｒｆ 值适中ꎬ斑点形

状较完整ꎬ无拖尾现象ꎬ其研究结果可作为龙脷叶茎

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的参考依据ꎮ
关于龙脷叶的薄层鉴别ꎬ陈珍(２０１４)发表的论

文“龙脷叶薄层色谱鉴别”主要针对龙脷叶的皂苷

图 ５　 龙脷叶茎薄层色谱图　 展开剂:环己烷 ∶ 乙酸乙酯

(８ ∶ ３)ꎻ紫外灯(２５４ ｎｍ)观察ꎮ
Ｆｉｇ. ５　 ＴＬ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ｕｒｏｐｕｓ ｓｐａ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ｓ Ｂｅｌｌｉ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ｅｔｈ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８ ∶ ３)ꎻ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ｌａｍｐ 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２５４ ｎｍ).

和氨基酸成分进行了鉴别ꎮ 而本研究中的薄层色谱

鉴别主要是对龙脷叶药材的正丁醇提取液进行鉴

别ꎬ所用的展开剂配制较前者简单ꎬ斑点数量较多ꎬ
且较清晰ꎬ分离度较好ꎬ鉴别特征更显著ꎬ同时本研

究还对龙脷叶的茎进行了显微鉴别ꎬ可为龙脷叶的

鉴别和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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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龙脷叶茎薄层色谱图　 展开剂:石油醚 ∶ 丙酮(２ ∶
１)ꎻ显色剂:２％香草醛－硫酸溶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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