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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对萼猕猴桃的根与茎进行比较研究，为扩大对萼猕猴桃的用药部位提供实验依据。方法：对其根与茎从性

状、理化性质、有效成分含量、药理作用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结果：两者都呈生物碱、皂苷阳性反应；紫外可见吸收光谱都存

在２８０ｎｍ 吸收峰；水浸出物得率分别为 ５．３５％、５．６８％；ｄｉｈｙｄｒ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ｄｉ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含量分别为０．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６４１％；对 ＨＬ６０肿瘤细胞株的ＩＣ５０分别为６２．３９ｍｇ和７５．５１ｍｇ，对 Ｋ５６２白血病细胞株的ＩＣ５０分别为７０．４７ｍｇ和

７７．４６ｍｇ，对小鼠皮下移植 Ｈ２２肿瘤的抑制率分别为５０．０９％和４４．５２％；两者的自由基清除能力和还原作用相近；两者都不

具有镇痛作用。结论：两者除性状差异显著外，在理化性质、有效成分含量、药理作用方面，茎与根的总体情况相近，茎代替根

入药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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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ＤＺ１９８０８）．
［作者简介］　辛海量，博士．Ｅｍａｉｌ：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ｘｉｎ＠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Ｔｅｌ：０２１２５０７０８８６，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ｕａｎ＠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对萼猕猴桃（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Ｄｕｎｎ）系猕猴
桃科猕猴桃属植物，其根即为华东地区常用抗肿瘤
中药猫人参［１５］。由于长期以来对萼猕猴桃以根入

药，自然更替缓慢，野生资源急剧减少。目前，一方
面市场上流通的猫人参多为根和茎混合品，依法认
定应属假药。若依法严格查处，则临床用药需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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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法满足。另一方面从用药安全、有效的角度衡
量，茎能否代替根入药，亦尚无定论。近年来，我们
连续开展了猫人参化学、药理等方面的研究工
作［６８］。

　　本实验从性状、理化性质、有效成分含量、药理
作用方面，对对萼猕猴桃的根与茎进行比较研究，以
期为扩大或变更猫人参的基原提供实验依据。

１　仪器、材料及动物

１．１　仪器　岛津ＬＣ２０ＡＤ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
四元梯度系统，ＤＡＤ检测器；分析天平（ＡＵＷ２２０Ｄ
型，岛津公司）；ＴＵ１９０１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ＷＦＨ２０１Ｂ暗箱式紫外投
射反射仪（上海精科实业有限公司）；３１８ＭＣ型酶标
仪（上海三科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　ＤＰＰＨ（１，１二苯苦基肼，上海晶纯试
剂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０７１２０７１，含量：９７．２％）ｄｉ
ｈｙｄｒ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ｄｉ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 ａｌｃｏｈｏｌ（自 制，含 量：

９８．３２％）；乙腈（色谱纯，ＤＩＫＭＡ公司）；小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公司）；无水乙醇、浓硫酸、正丁醇、冰醋
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产品）；高纯水（自
制）。

１．３　材料　对萼猕猴桃根、茎材料是作者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采自浙江衢州，经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生药学
教研室郑汉臣教授鉴定为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Ｄｕｎｎ，
依据《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１９９４年版）切制成根、
茎饮片。

１．４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由复旦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０２０００２。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性状鉴定　见图１。

图１　对萼猕猴桃植物及饮片

Ｆｉｇ１　Ｐｌａｎｔａｎｄ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
Ａ：Ｐｌａｎｔ；Ｂ：Ｆｒｕｉｔ；Ｃ：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ｒｏｏｔ；Ｄ：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ｐｉｅｃｅｓｏｆｓｔａｌｋ

　　根：本品为斜切或纵片，直径１～４ｃｍ，厚度

０．３～０．７ｃｍ，表面灰褐色，有不规则裂纹。皮部宽

０．１～０．４ｃｍ，木部黄白色，常可见淡黄棕色，可见明
显管孔。气微，皮部味稍苦涩，有刺舌感。

　　茎：本品为斜切或纵片，直径１～３ｃｍ，厚度

０．３～０．７ｃｍ，表面灰褐色，有不规则裂纹。皮部宽

０．１～０．３ｃｍ，木部黄白色，偶可见淡黄棕色，可见明
显管孔。中心具质松软白色的髓部，直径０．２～０．７
ｃｍ。气微，皮部味稍苦涩，有刺舌感。

２．２　理化鉴定　分别取根、茎药材粗粉５ｇ，加５０
ｍｌ蒸馏水，回流提取１ｈ，过滤，补加蒸馏水使成５０
ｍｌ，得滤液Ⅰ。分别取根、茎取药材粗粉５ｇ，加５０
ｍｌ８０％乙醇，回流提取１ｈ，过滤，补加８０％乙醇使
成５０ｍｌ，得滤液Ⅱ。

２．２．１　荧光实验　分别取根、茎滤液Ⅰ、Ⅱ１ｍｌ于

３６５ｎｍ紫外灯下观察（以水作为空白对照），结果见
表１。

表１　对萼猕猴桃根、茎理化鉴别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ｔｅｓ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ｈｅｐｔａｉｏｄｏｂｉｓｍｕｔｈａｔｅｔｅｓｔ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ｍｅｒｃｕｒｉｃｉｏｄｉｄｅｔｅｓｔ

Ｋａｌｉｕｍｉｏｄｉｄｕｍ
ｉｏｄｉｎｅｔｅｓｔ

Ｓａｐｏｎｉｎｔｅｓｔ

Ｆｏａｍｔｅ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
Ｂｕｒｃｈａｒｄｔｅｓｔ

ＲｏｏｔⅠ Ｍｉｇｎｏｎｅｔｔｅ Ｂｒｏｗｎ Ｂｕｆｆｙ Ｂｒｏｗｎｉｓｈｒ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ｌｋⅠ Ｍｉｇｎｏｎｅｔｔｅ Ｂｕｆｆｙ Ｂｕｆｆｙ Ｂｒｏｗｎｉｓｈｒ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ｏｔⅡ Ｍｉｇｎｏｎｅｔ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ａｌｋⅡ Ｍｉｇｎｏｎｅｔ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２．２．２　生物碱实验　分别取根、茎滤液Ⅰ１ｍｌ置于
试管中（各３份），分别加入碘化铋钾、碘化汞钾、碘
化钾碘，观察泡沫浓度（以水作为空白对照），结果见

表１。

２．２．３　泡沫实验　分别取根、茎滤液Ⅰ、Ⅱ１ｍｌ置
于试管中（溶剂挥干后，以同体积水溶解），剧烈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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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观察泡沫浓度（以水作为空白对照），结果见
表１。　　　
２．２．４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　分别取根、茎
滤液Ⅰ、Ⅱ１ｍｌ于表面皿上，挥干乙醇，残渣溶解于

１ｍｌ醋酐中，移入小试管，沿管壁加浓硫酸１ｍｌ，观
察泡沫浓度（以水作为空白对照），结果见表１。

２．２．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分析　分别精密吸取
根、茎滤液Ⅰ、Ⅱ各０．２ｍｌ，以水稀释至１０．００ｍｌ，
以水作为空白对照，２００～９００ｎｍ扫描，扫描速度：
快，间隔：０．０５ｎｍ，结果见图２。结果表明根、茎提
取液在２８０ｎｍ均有较强吸收峰，大于３００ｎｍ波长
吸光度均较低，两者紫外可见光谱相似。

图２　对萼猕猴桃根、茎提取液紫外可见分光光谱图

Ｆｉｇ２　ＵＶＶｉ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ｓｔａｌｋ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

２．３　浸出物分析　分别取根、茎粗粉２，置２５０ｍｌ
锥形瓶中，精密加水１００ｍｌ，密塞，称定质量，静置１
ｈ后连接回流冷凝管，加热至沸腾，并保持煮沸１ｈ。
放冷后，取下锥形瓶，密塞，再称定质量，用水补足减
失的质量，摇匀，用干燥滤器滤过。精密量取滤液

２５ｍｌ，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再水浴上蒸干
后，于１０５℃干燥３ｈ，置干燥器中冷却３０ｍｉｎ，迅速
精密称定质量。结果表明根、茎的浸出物得率分别
为５．３５％和５．６８％。

２．４　有效成分含量分析（ＨＰＬＣ方法）　色谱条件：

ＳｈｉｍｐａｃｋＣＬＣＯＤＳ色谱柱（４．６ｍｍ×２５ｍｍ，５

μｍ），保护柱：ＤＩＫＭＡＥａｓｙＧｕａｒｄＣ１８（１０ｍｍ×４．６
ｍｍ）；流动相：乙腈０．５％ 磷酸＝２０８０；流速：１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８０ｎｍ；柱温：２６℃。目标化合
物保留时间：２７．８３７ｍｉｎ。标准曲线：Ｃ＝１．４１×
１０－７Ａ＋２．９３×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９；线性范围：

０．００７９４～０．３１７６μｇ。色谱图见图３。结果根、茎
中的ｄｉｈｙｄｒ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ｄｉ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含量分别为

０．００５０１％、０．００６４１％，根、茎中ｄｉｈｙｄｒｏｄｅｈｙｄｒｏｄ
ｉｃｏｎｉｆｅｒ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含量接近。

图３　猫人参根、茎中有效成分含量

测定的ＨＰＬＣ色谱图

Ｆｉｇ３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
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Ｂ：Ｓｔａｌｋｓａｍｐｌｅ

２．５　药理实验

２．５．１　供试品液的制备　分别取２．０ｋｇ的猫人参
根、茎药材粗粉，以８倍、６倍、６倍水，１．５ｈ／次，３
次，加热回流提取，提取液合并过滤，减压浓缩，补加
水至８００ｍｌ。分别取根、茎提取液各２００ｍｌ，加入无
水乙醇３００ｍｌ，搅拌，放置，上清液过滤，以少量无水
乙醇洗涤沉淀，滤液合并，减压浓缩，补加水至

２５０ｍｌ。

２．５．２　体外抗肿瘤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Ｋ５６２、

ＨＬ６０肿瘤细胞，用含１０％小牛血清的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基分别配成密度为７×１０４／ｍｌ、１．０５×１０５／ｍｌ
的细胞悬液，分别接种在９６孔培养板中，每孔接种

９０μｌ；分别加入含不同浓度（生药量）根、茎提取液
的ＰＢＳ溶液１０μｌ，使终浓度分别为１０、４０、６０、８０、

１００ｍｇ／ｍｌ，空白对照组加１０μｌＲＰＭＩｌ６４０培养
基，每组设５个平行孔，３７℃、体积分数为５％ＣＯ２培
养３ｄ；每孔加５ｍｇ／ｍｌＭＴＴ生理盐水溶液１０μｌ，

３７℃继续培养４ｈ；９６孔板８００×ｇ离心１０ｍｉｎ，弃
去上清，每孔加ＤＭＳＯ１５０μｌ，振荡混匀，在酶标仪
上以４９２ｎｍ波长测定光密度Ｄ值。肿瘤细胞生长
抑制率（％）＝（１－实验组Ｄ 值／对照组Ｄ 值）×
１００％。以浓度对肿瘤细胞生长抑制率作图得量效
关系曲线（图４），从中求出半数杀伤浓度（ＩＣ５０）。
根、茎提取液对 ＨＬ６０肿瘤细胞株的ＩＣ５０分别为

６２．３９ｍｇ和７５．５１ｍｇ，对Ｋ５６２白血病细胞的ＩＣ５０
分别为７０．４７ｍｇ和７７．４６ｍｇ，表明根、茎的细胞毒
作用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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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对萼猕猴桃根、茎对ＨＬ６０、

Ｋ５６２肿瘤细胞株的抑制作用

Ｆｉｇ４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ｓｔａｌｋｏｆ

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Ｌ６０ａｎｄＫ５６２ｃｅｌｌｓ

２．５．３　体内抗肿瘤实验　小鼠肝癌细胞系 Ｈ２２复
苏传代培养，收集对数期细胞，用生理盐水调整密度
至１×１０６／ｍｌ，以每只０．５ｍｌ接种于小鼠腹腔中，１
周后抽取小鼠腹水，用生理盐水按照１∶４稀释成细
胞悬液，以０．２ｍｌ／只接种于小鼠右前肢腋部皮下。
在接种２４ｈ后，小鼠完全随机分配至空白对照组、
根组、茎组，每组１０只。采用腹腔注射方法，给药量
为含生药量１００ｇ／ｋｇ，连续给药１０ｄ；采用颈椎脱臼
法处死小鼠，剥离瘤块称质量。肿瘤生长抑制率
（％）＝（对照组平均瘤重－治疗组平均瘤重）／对照
组平均瘤重×１００％。结果表明给予根组、茎组均能
抑制肿瘤的生长（表２），根、茎对皮下移植瘤的抑制
作用接近。

表２　对萼猕猴桃根、茎对小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

Ｔａｂ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ｓｔａｌｋ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ｔｕｍｏｒｓｉｎｍｉｃｅ
（ｎ＝１０）

Ｇｒｏｕｐ Ｄｏｓｅ
ｗＢ／（ｇ·ｋｇ－１）

Ｔｕｍｏｒｗｅｉｇｈｔ
ｍ／ｇ

Ｔｕｍｏ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ｔｅｒ １．７０±０．２７ 
Ｒｏｏｔ １００ ０．８５±０．１１ ５０．０９
Ｓｔａｌｋ １００ ０．９４±０．０９ ４４．５２

　Ｐ＜０．０１ｖｓｂｌａｎ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２．５．４　抗自由基实验　取部分供试品液，分别以蒸
馏水稀释为１、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ｍｇ／ｍｌ浓度，取２ｍｌ
稀释液及２ｍｌ０．１ｍｇ／ｍｌＤＰＰＨ 溶液置具塞离心
管中，摇匀，放置２０ｍｉｎ，以８０％乙醇为空白于５１７
ｎｍ测其光密度Ｄ值，平行测定３次，按下式计算药
物对自由基清除率：自由基清除率（％）＝［Ｄ０－
（Ｄ１－Ｄ２）］／Ｄ０×１００％，其中 Ｄ０：２ｍｌＤＰＰＨ 溶

液＋２ｍｌ空白溶剂的Ｄ值；Ｄ１：２ｍｌＤＰＰＨ溶液＋２
ｍｌ样品溶液的Ｄ值；Ｄ２：２ｍｌ空白溶剂＋２ｍｌ样品
溶液的Ｄ 值。结果表明根、茎均具有较强的抗自由
基的作用，并且两者的作用强度相近（图５）。

图５　对萼猕猴桃根、茎的抗自由基作用

Ｆｉｇ５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ｓｔａｌｋ

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ｏｎＤＰＰＨ·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２．５．５　还原作用　取部分供试品液，分别以蒸馏水
稀释为２５、１２５、２５０、３７５、５００ｍｇ／ｍｌ浓度，取０．５
ｍｌ稀释液加入１０ｍｌ具塞刻度离心管中，加入０．２
ｍｏｌ／ＬｐＨ＝６．６的磷酸缓冲液（ＰＢＳ）２．５ｍｌ，１％的
铁氰化钾溶液２．５ｍｌ，混匀，５０℃保温２０ｍｉｎ后，加
入１０％三氯乙酸（ＴＣＡ）溶液２．５ｍｌ，４４７２×ｇ离心

０．５ｍｉｎ，取上清液２．５ｍｌ，加２．５ｍｌ蒸馏水、０．５ｍｌ
０．１％的三氯化铁溶液，５０℃保温２０ｍｉｎ，测７００ｎｍ
光密度值，以８０％乙醇代替样品溶液做空白。按下
式计算药物的还原能力：还原能力＝Ｄ７００（样品）－
Ｄ７００（空白）。结果表明根、茎均具有较强的还原能
力，并且两者的作用强度相近（图６）。

图６　对萼猕猴桃根、茎的还原能力

Ｆｉｇ６　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ｏｔａｎｄ

ｓｔａｌｋｏｆ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ｖａｌｖａｔａ

２．５．６　镇痛实验　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体质量

１８～２０ｇ，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哌替啶组、根提取
液组、茎提取液组，每组１０只，除哌替啶组皮下给药

１５ｍｉｎ后腹腔注射０．６％醋酸溶液（１０．３ｍｌ／只）致
痛外，其余各组分别灌胃０．１ｍｌ生理盐水、根、茎供



·３０２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３月，第２９卷

试品液［２．５ｇ（生药）／ｍｌ］１ｈ后，腹腔注射０．６％醋
酸溶液（０．３ｍｌ／只）致痛，同时开始记录注射后２０
ｍｉｎ内小鼠扭体次数，结果表明根茎均不具有镇痛
作用。

３　讨　论

　　从用药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药的基原和用药部
位绝非一成不变，中药基原的扩大、变更，不乏其
例［９］。迄今，猫人参用药历史近半个世纪，早期仅以
根作为药用部位。由于需求量不断增加，野生资源
更替缓慢，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市场上根
和茎的混合品广泛流通，临床上根和茎混合应用已
是不争的事实。本实验从性状、理化性质、有效成分
含量、药理作用等方面对对萼猕猴桃的根与茎进行
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除性状差异显著外，茎与根其
他方面的情况相近。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以及现实的
情况，我们认为以茎代替根入药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护资源，扩大药源［１０］。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将来ＧＡＰ的实施。当然，随着对萼猕猴
桃化学、药理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分子生物学理论和
技术的进步及其在中药鉴定、品质评价等领域的广
泛应用［１１］，应对对萼猕猴桃的根与茎进行更加细
化、量化的比较研究，从而为临床用药提供更加可靠
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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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主管药师职称考试强化训练习题集》已出版

　　本书由陶文明编著，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８１０６０８１３８，１６开，７５１页，定价：８６．００元。

　　本书是根据卫生部考试中心编写的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组织了多名具有多年辅导经验的老师，结合了近几年来的考试

题型和考试内容编写的，旨在帮助学员在晋升主管药师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本习题集适合参加主管药师职称考试者使用，

主要内容包含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药学专业知识、专业实践能力四大篇幅，涵盖了考试大纲的全部内容。本书题量大、范

围广，与考试大纲编排的章节一致，考生在学习、复习后，可通过做本书的练习题和模拟试卷检验学习效果。根据考试题型，本

书将题型归纳为Ａ型、Ｂ型和Ｘ型题３类。Ａ型题为最佳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最佳参考答案；Ｂ型题即配伍题，指若干组考

题共同使用５个备选答案，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答案：Ｘ型题即多重选择题，每题有多个备选答案。本书每章节末备有参考答

案，以便读者检验复习情况。

　　本书由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发行科发行，全国各大书店均有销售。

　　通讯地址：上海市翔殷路８００号，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邮购电话：０２１６５３４４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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