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编中
MODER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9化学善丝发版缸



新编中药志

MODER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第 四 卷

肖培根主 编

李大鹏 副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 京·

．哗



《新编中药志》第四卷编委会
任：肖培根

任：李大鹏 ，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于澍仁 冯毓秀 刘 勇 朱兆仪

宋万志 陈鹭声 何丽一 封秀娥

张贵君 张继 谢晶曦



(京)新登宇0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中药志．第四卷／肖培根主编．一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2002．12
ISBN 7-5025—4085—7

I．新⋯ Ⅱ．肖⋯ Ⅲ．中药志IV．R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3165号

新编中药志

MoDER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第 四 卷

肖培根主编

李大鹏副主编

责任编辑：任惠敏

责任校对t陈静

封面设计；蒋艳君 ，

*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3号邮政编码100029)

发行电话l(OLO)64982530

，http：／／WWW．cip．tom*椎

{·⋯^-·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东柳装订厂装订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1／16印张53％彩插12字数1347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200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25—4085-7／R·126

定价：180．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该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随着新世纪的一声钟响，我们跨入了新千禧的21世纪!

． 回顾20世纪中叶新中国刚成立的年代，那时真是百废待兴，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中医

药，也亟待整理、发扬和提高。那时候，中国医学科学院一批刚跨出校门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毛主

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精神鼓舞下，分赴全国各地，

翻山越岭，深入到中药的各个原产地，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药普查。

普查结束后，紧接着对这批调查资料和标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从1959年开始出版了

《中药志》四卷，作为向建国10周年的献礼。

这部著作的出版，获得了国内外的好评，并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

随着中医药科研工作的不断开展，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内主要科研机构对它进行了一次较大的

修订。参加单位有：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

所、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江苏植物研究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中国中医研

究院中药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医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药学系、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云南

省中医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上海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长春中医学院、山东省海洋药物科学研究所等，总计有近百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修订出版了《中药志》第二版共六卷。

由于种种原因，第二版《中药志》六册出版的时间跨度较长(自1982年至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出版以后，社会各界也期待《中药志》新版本的出现。但昔日

参加《中药志》前二版编写的同志，绝大多数已经退休，要组织大规模的人员参加，确有实际困难。

现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老专家们组成新的编委会，推举肖培根院士任主

编。对《中药志》前五册的植物药部分进行重新编写和修订，各个品种除署名者外，全书的药理作用

及临床应用部分由于澍仁教授统一修订；化学成分部分由谢晶曦教授审定，中药成分的色谱分析部分

则由何丽一教授统一审定。编委会的同志们群策群力，历时1年余，终于完成了这次较大的修订重编

任务。

这次的重编，突出常用中药，收载品种范围大致与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相仿。

为适应中药质量评价的需要，重点对化学成分、中药成分的定性色谱图，中药特征性成分或有效成分

的定量分析进行了补充，对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部分也扼要地增加了新的内容}某些重点中药品种，

还增补了药材的宏观和微观鉴别；参考文献大都追踪到2000年，为了方便使用，将原《中药志》前

五卷合并为前三卷，原《中药志》第六卷动物药及矿物药部分及全书总索引作为本书第四卷出版。本

书前三卷卷末均编排了本卷所收载的中药材与原植物的中文名称与拉丁学名索引，第四卷编排了全书

总索引。在总索引部分除了本书所收载的全部中药材与原植(动)物的中文名及拉丁学名索引外，还

编排了中药材化学成分的中、英文名称索引，按中医药理分类的。中药功能索引”，及按西医药理作

用和临床用药方法分类的“药理作用索引”。总之，《新编中药志》以实用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

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药部分的注解和参考作用。

有关中药的照片已在相关参考书籍中较完整地体现，为节省篇幅，予以删除，我们建议读者参考

以下专著：

1．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彩色图集》(1995年版)．1996年．广东科技

出版社

2．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广东省药品检验所编． 《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1～4册．

1995"-"1999年．广东科技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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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培根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12卷．1988～199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人民卫生出

版社。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药典委员会允许我们对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薄层色

谱彩色图集》(1993年，广东科技出版社)中少数薄层色谱图版采用黑白图的形式予以转载。

总之，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中药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医药工作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因而，我

们谨以此书敬献给在20世纪为中医药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为《中药志》前二版

的编写做出贡献的单位和参加者，他们为本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衷心感谢《中药志》前二版的出

版单位人民卫生出版社和《新编中药志》的出版单位化学工业出版社，以及国家药典委员会，在他们

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下，本书才能如期与广太读者见面。

当前的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中药事业在中药现代化方针的指引下，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希望

《新编中药志》四卷出版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的出版，能再给本书一次较

全面的修订和勘误的机会。 。

，

为此，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的宝贵意见。 ．

编委会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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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依据其来源于植物或动物，以及来源于植物的不同部位来分卷，前三卷为

植物药，第四卷为动物与矿物药。关于植物药部分的三卷，是依据其来源于植物的不同部位——根、

根茎、种子、果实、花、叶、皮、全草·，或不同的植物类别——藤木、树脂、藻菌⋯⋯，并兼顾到各

类所含品种多少。第一卷，根与根茎类(157种)；第二卷，种子、果实、花类(150种)；第三卷，

全草、叶、皮、藤木、树脂、藻菌及其他类(151种)。第四卷，动物类药37种、昆虫类药12种、

矿物类药21种和全书总索引6种。

2．正文品种的编排是分类后按中文名称笔画顺序排列。 ．

3．每个药材品种收载的内容分为：历史与原植(动)物、采制、药材及产销、化学成分i药材

鉴别、性味及功效、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附注，少量品种带有“附”。 ，一

二、名称

1．书中药材的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一致。、

2．动、植物的拉丁学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现时写全属、种名及定名人等，以后在文字叙述及图表

中原则上不再重复出现。在植物检索表和某些特别需要的表中再次出现拉丁学名时，名称中。属名”

采用缩写形式。

三、各项内容的收载原则

【化学成分】主要记述药材的主要成分和有效成分，对于化学成分报道较少的种类，其一般成分

也收载。

(1)除极常见成分和在本书中前面的品种中已出现者外，均在本品种中首次出现的化学成分的中

文名称之后的括号内列出其英文名称。

(2)化学成分的结构式集中排列在它们的中英文名称的文字叙述之后。

(3)化学成分含量的测定方法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选择收载目前国内应用较广、精确度

较高、方法简便、易于操作、重复性较好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和常用的薄层色谱法，并选编了谱图与试

验条件。这些方法，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年版)中的规定方法，而更多是选自国内

权威科研单位与专家近年发表的文献。

【药材鉴别】主要描述本药材的外部形态，以及其横切面或表面片与粉末的显微特征，附有显微

特征图，并以文字指明要突出鉴别的要点，同时辅以薄层色谱等理化鉴别手段。

【附注】凡是在正文各项中未收载，但又应该反映出的内容，均在本项目中记述。内容包括；

(1)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未收载的常用中药或地区习惯用药；

(2)同名异物、同物异名以及个别地区误用的品种和伪品，

(3)以上各种按重要性及常用程度，分别对其原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特点、化学成分、药理及临

床作用等各项，加以简单扼要的描述，并多有附图，以资区别，

(4)有参考价值的近缘动植物的化学成分、药材的毒性反应以及一些有必要加以阐述的

问题。
。

附 中药材中原植(动)物相同，但其药用部位不同，或其性、味、功效不同，或加工方法不尽

相同者。如：。人参”，附：人参叶；“瓜萎”，附：瓜蒌皮、瓜萎子，。干姜”，附；生姜，。天南星”，

附：胆南星I⋯⋯。

[参考文献]本书中各药材品种的最后，列出了该药材的化学成分、含量测定、药理作用及临床

应用等内容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的原始出处．前三卷的文献一般收集至2000年，个别种类收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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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第四卷的文献全部收至2001年。

四、计量单位与表达
。

1．本书全面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的基本原则，量

与单位的表达与国标的有关规定一致性，为此，对于以往的一些习惯表达，根据其原定义做了如下规

范化处理：

％(g／g)——原文献数值X10-2后以‘‘g／g”为单位； 一·

‘；

’

％(ml／m1)——原文献数值×10．2后以。ml／ml”为单位； ‘’ i

％(v／w)——原文献数值×10_2后以。ml／g”为单位； ，

％(w／v)——原文献数值×10_2后以。g／ml”为单位； ⋯
；．

mg％——根据被测物的相对分子质量进行计算后，以“mmol／L”为单位。

2．因为。质量”一词习惯用来表达中药材的品质好坏，所以本书中仍使用了“重量”一词。

3．药材中各种成分的含量，习惯上在未指明时是以质量百分数(％)表示，书中仍按照习惯称

。百分含量”或。含量”，而未一一注明。

4．在高效液相色谱和薄层色谱中，流动相的配比大多数是以体积计量的。为避免过多的重复，

在本书文字叙述中凡没有标明的流动相成分比均为体积比。
’

五、简称 -． ·? 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在本书正文叙述中一律简称为《中国药典》。 ：

2．“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在本书正文，特别是在图表中，简称为

“药植所”。 ·

索引 本书前三卷每卷末编排了本卷中所收载的中药材与原植物的拉丁学名索引、中文名称汉字

笔画索引、中文名称汉语拼音索引。第四卷编排了全书总索引6种：有本书中所收载的中药材及原植

(动、矿)物的中文名称索引两种(汉字笔画与汉语拼音)、拉丁学名索引、化学成分的中文与英文名

称索引、按中医药理分类的中药功能索引、按西医药理作用和临床用药分类的药理作用索引。中药功

能索引中编排该药材所在的卷与编号，药理作用索引中编排了该药所在的卷号、在该卷中的序号及其

该药理作用出现的页码，其余索引均编排出其所在卷及页码。 ·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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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HA ARCAE
严 ‘ ’

本品为少常用中药。为蚶科动物魁蚶、毛蚶、泥蚶的贝壳。

【历史】本品原名魁蛤，始载于《名医别录》，列为上品。载：“生东海。正圆，．两头空，表有

文，采无时一，《本草拾遗》又载：有“蚶生海中，壳如瓦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魁蛤与蚶

合为一条，并引郭璞《尔雅》注：“魁陆即今之蚶也，状如小蛤而圆厚”。又引《临海异物志》：“蚶之

大者径四寸，背上沟文似瓦屋之垄，肉味极佳。今浙东以近海田种之，谓之蚶田”。上述形态特征与
’

今所用的瓦楞子一致。 ，

一 √”
．

：

． 【原动物】
、

1．魁蚶别名：毛蚶(《山东中药》)、大毛蚶(大连)、赤贝(山东长岛)。

Arca inflata Reeve一蚶科Arcidae ，，一 ．．．
r一

贝壳大，斜卵圆形，极膨胀，左右两壳稍不相等。壳顶膨胀，稍接近，壳前端钝圆，向后渐变

狭，背后方斜下，壳上具放射肋纹42"--48条(通常为43条)，光滑而整齐，肋纹与肋间沟宽度相等，

壳表被有棕色外皮及毛，极易脱落。壳内面白色，近顶部处略带灰色，边缘厚，具有与壳表放射肋及

沟相当而突出的长形齿，无放射肋纹，但有极细弱的放射条纹。铰合部直，铰合齿约70枚左右，自

两端向中央渐细密，外套痕与闭壳肌痕均明显，前闭壳肌痕较小，近似圆形，后者略大，似方形，外

套膜边缘厚，有褶襞(彩图1)。
‘‘

生活于浅海泥沙底中。在浅海数十米深的软泥或泥沙质海底，在我国北方产卵期约为6---9月。
， 分布于黄海、渤海、东海及南海，以连云港、青岛、金州等处较多。

’
’

2．泥蚶别名：灰蛤(《药材学》)，垅蛤(《中国药用动物志》)，粒蛤、瓦垄蛤(《我国的海产贝类

及其采集》)，蚶子(通称)。

Arca granosa Linnaeus——蚶科Arcidae ．，

贝壳极坚厚，卵圆形，壳长约43mm，高36mm，左右两壳相等，膨胀。背部两端略呈钝角，腹

缘圆。壳顶凸出，尖端向内卷曲并偏于前方；两壳顶间的距离远。表面放射肋发达，18～21条，肋

上具有极显著的颗粒状结节，此种结节在成体壳的边缘较弱。壳表面白色，被褐色薄皮，生长轮脉在

腹缘明显，韧带面宽，呈箭头状，稍倾斜，韧带角质，黑色，布满菱形沟。
一

壳内面灰白色，边缘具有与壳面放射肋相应的深沟。铰合部直，齿细密。前闭壳肌痕较小，呈三

角形，后闭壳肌痕大，四方形。(彩图2)

生活于浅海软泥滩中，并常发现于有淡水流入处，退潮时即可采到，产卵期约为8～10月，生殖

腺成熟时雌性为淡红色，雄性为淡黄色；卵在海水中受精孵化，幼贝生于风浪小的细沙质的潮间带，

2年成熟。我国养殖者于幼贝发生后第二年春季4月间采苗；一般在高潮带养殖者筑塘，在中潮带及

低潮带养殖者筑畦。’

分布于我国沿海地区，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皆有养殖。

3．毛蚶别名：血蚶、毛蛤(《山东中药》)，红螺(广西)，毛蛤蜊(俗名)。

Arca subcrenata Lischke一蚶科Arcidae”
贝壳长4．1～5．6cn，高3"-4．2cm，宽2．9～4cm，壳质坚厚，膨胀，呈长卵圆形。两壳不等，右

壳稍小，背侧两端略具棱角，腹缘前端圆，后端稍延长，壳顶突出，向内卷曲，位置偏于前方，两壳

壳顶距离不很远。表面放射肋凸出较密，共约35条左右，肋上显出方形的小结节，此种结节在左壳

上尤为明显。壳表面白色，被有褐色绒毛状表皮；生长轮脉在腹侧极为明显，韧带面不宽，稍倾斜，

韧带黑色。壳内面白色或灰黄色，壳缘具有与表面放射肋相应的或深或浅的小沟。铰合部直，而两端

较宽。齿密而小，而侧者较大。前内壳肌痕略呈马蹄形，后闭壳肌痕为卵圆形。(彩图3)t

j。气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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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我国沿海，生活于浅海水深4"--20m的泥沙质的海底，稍有淡水流入的环境中；生殖腺成

熟时，卵巢为红色，精巢乳白色；产卵期约为7～9月上旬，每次产卵数约为250万"--300万粒，受

精后12h开始游泳，2周开始附着。7

分布于我国沿海地区，尤以辽宁，河北两省蕴藏量最大。

【采制】春秋两季采收，一般在浅海泥沙中拾取后，洗净泥沙，以沸水煮熟，肉供食用，将壳晒

干即可。

【药材及产销】瓦楞子Concha Arcae．主产江苏、山东、河北沿海一带，销全国各地。

【化学成分】 ’、 一
’

1．魁蚶 含大量的碳酸钙，少量磷酸钙，总钙量在93％以上(按碳酸钙计算)。尚含少量镁

(Mg)、铁(Fe)、硅酸盐、硫酸盐、氯化物及有机质[1l。 ，．

采用EDTA(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法定量，选用钙黄绿素指示剂(简称I法)和钙指示剂法

(简称Ⅱ法)，测定瓦楞子生品及煅品中CaCO。的含量[21，结果见表1—1。

寰I-I 瓦楞子生品及煅品中cacol的含量(％)

产地或来源 I法 Ⅱ法

山东青岛 (毛蚶，生) 96．15士0．13 96．35士0．14

山东青岛 ．V (毛蚶，煅) 99．03士0．01 99．13士0．10

．江苏连云港 ’ (泥蚶。生)‘ 96．55士0．09 、96．85士0．07

江苏连云港， (泥蚶，煅) 99．03士0．06 98．85士0．06

辽宁大连 (毛蚶，生) 96．37士0．14 96．40士0．18

辽宁大连 (毛蚶，煅) 99．05士0．12 99．00士0．15

河jt：It戴河 (毛蚶，生) 96．23士O．05 96．47士0．10

河：fl：：lL戴河 (毛蚶，煅) 98．99土0．04 98．95士0．13

广东 (毛蚶，生) 97．21士0．19 97．04士0．16

广东 (毛蚶，煅) 99．02士0．02 99．12士0．10

北京中医学院标本室 (泥蚶，生) 96．65士0．10 96．87士0．03

北京中医学院标本室 (泥蚶，煅) 99，06±0．09 99．04士0．II

北京中医学院标本室 (毛蚶。生) 95．65士0．03 95．85士0．09

北京中医学院标本室 (毛蚶，煅) 98．96士0．13 98．99士0．19

用等离子发射光谱仪测定瓦楞子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嘲，结果见表1-2。

， 表1-2瓦楞子中微量元素的含量(fig／g)

瓦楞子产地 瓦楞予产地
元素名称 元素名称

山东青岛(毛蚶) 江苏连云港(泥蚶) 山东青岛(毛蚶) 江苏连云港(泥蚶)

Mg 199．7 204．3 Sr 1380 1077

Fe 52．01 53．15 V
‘’ 5．865 5．530

Mn 32．62 22．04 Ga 19．63 17．99

Cu 1．503 1．289 Ce 71．83 67．81
‘，‘

‘Zn 3．249 5．511 Be 5．117 -4．898

Cr 11．08 11．25 Sc 1．928 1．928

Mo 0．5309 0．4811 Si 120．5 105．8

P 134．1 155．6 Zr 3．756 3．546

Pb 13．42 13．08 Y 6．696 6．408

B 1．620 0．0967 Nb‘ 57．98
。

57．96

cd 10．56 、 10．55 La 19．36 18．46
’

～ 60．58 72．77 Na 4285 4285
“-●

Ti 2．188 2．424 K 36．84 39．93

Co 0．4320 0．2563 Ca0 40．25 41．37

Ba ． 25．99 9．106

①Ca质量为百分含量。

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毛蚶(Area subcrenata Lischke)壳中金属元素的含量‘副，结果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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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1-3水煎液和消解液中金一元素的含II(pg／g)(n----2)

生品煎液的 煅品煎液 煅醋淬品 煅醋淬品煎液
元素 生品消解液 生品煎液 煅品煎液

消解液 的消解液 煎液 的消解液

Zn 6．269士0．133 0．265士0．004 0．236士0．006 0．312士0．007 0．268士0．010 0．332士0．013 0．293士0．014

Co <0．500 <0．050 <O．050’ <O．050 <O．050 <0．050 <o．050

Ni <1．000 <O．100 <o．100 <0．100 <0．100 <0．100 <O．100

Mn 11．988±0．198 4<0．010 <O．010 <O．010 0．030士0．001 0．082士0．003 0．068士0．003

lee 152．717士2．264 0．106士0．003 0．944士0．010 0．417士0．013 0．859士0．04I 0．637士0．024 0．956士0．048

Cr <0．600 <0．060 <O．060 <O．060 <O．060 <O．060 <O．060

Mg 113．0士1．4 <O．100 <O．100 <0．100 <O．100 <0．100 <O．100

V <0．500 0．129士0．003 0．102±0．004 <0．050 <0．050 <O．050 <0．050

Ca 458 024．9士2022．3 116．7士1．8 112．5士3．5 6520．6士216．4 6082．4士282．8 13 455．3士60．4 12 823．7士313．0

Pb 30．493士0．340 <O．100 <0．100 0．625士0．021 0．61l士0．023 0．986士0．041 0．964士0．051

Cu 2．319士0．035 0．0197士0．0004 0．0186士0．0005 O．115士0．003 0．101士0．004 0．220士0．008 0．201士0．009

用二氧化碳重量法测定瓦楞子不同火候煅制品碳酸钙的分解率‘“，结果见表1—4。

裹1-4不同火候瓦楞子煅制品碳酸钙分解奉与水浸液oH值比较

炮制条件(生品) CaC03含量／％
收得率／％ 水浸液pH

温度／℃ 时间／min 实测值， 换算值 分解率

93．68士0．94 6～7

350 480 98．O 96．52士0．12 94．59 0 7

600 15 97．9

600 30 。 97．9 7．5
二 ‘‘

600 60 97．9 8．5～9

600 120 ‘97．8 96．37士0．60 94．25 O 。8．5～9

700 15 97．4 7"--8

700 30 97．4 7．5～8

700 60 97．3 9～10

700 120 97．3 97．46士0．59 94．83 O 9．5～10

800 15 97．4 8～8．5

800 30 95．5 >12

800 60 95．5 88．41士0．42 84．25 10．1 >12

900 15 86．4 >12

900 30 76．3 66．89士0．13 51．04 45．5 >12

1000 15 76．7 >12

1000 30 65．O 38．52士0．50 25．04 73．3 >12

【药材鉴别】
“

性状鉴别
。

1．魁蚶贝壳呈斜卵圆形或扇形，长6～8cm，宽7-一9cm。壳外面隆起，壳顶突出，向内卷曲，

自壳顶至腹面有延伸的放射肋42～48条，如瓦垄状，由灰褐色和白色相间而成，无明显结节，被棕

色细毛。壳内面乳白色，光滑，上端边缘有与肋纹相应的凹陷，而形成突出的锯齿约70枚(铰合

齿)。质坚硬，断面白色，气无，味淡。

2．泥蚶贝壳较小，长2～-4cm，宽1．5-～4cm，放射肋18～21条，肋上有颗粒状突起。质地较

坚硬。铰合齿约40枚。

3．毛蚶贝壳较短而宽，长2"-4．5cm，宽1．5～4cm，放射肋30--'34条，肋上有小结节，表面

被有带毛的壳皮。铰合齿约50枚。

显微鉴别

1．魁蚶磨片置于显微镜下可见层纹宽5～10弘m平行排列，交错纹粗10～15弘m分叉交互排列

(图1—1)。灰白色粉末在镜下可见枯白色微粒呈不规则针状、钝细条状，偶见黑、黄色微粒及小片明

矾般小条。

2．泥蚶磨片在镜下可见层纹宽5～10弘m，两纹相隔10～30弘m。交错纹粗5～50pm分叉交互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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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图1—2)。灰白色粉末在镜下可见磁白色微粒，形状不规则，有较多紫黑及极少棕黄色微粒。

2

· 图1-1魁蚶组织图(×220)

1．交错纹结构横断面l 2．交错纹结构纵断面I 3．交错纹结构表平行断面

⋯

图1—2泥蚶组织图(X 220) 图1—3毛蚶组织图(×220)

1．层纹#2．交错纹结构 1．层纹；2．交错纹结构

3．毛蚶磨片在镜下可见层纹宽5～10弘m，两纹相隔10～259m。交错纹粗10一--201zm分叉交互

排列(图1-3)。荔肉白色粉末在镜下可见白色微粒，形状不规则，有较多紫黑及极少棕黄色微粒。

理化鉴别 。

1．检查钙盐取魁蚶、泥蚶、毛蚶粉末各200mg，分别置于试管中，加醋酸2ml振摇，均产生

气泡，气泡逸出后，分别滤过于另一支试管中，滴加2滴饱和草酸铵溶液，均生成白色沉淀，再滴加

3"-5滴浓盐酸，沉淀重新溶解。

2．测定pH值取生、煅魁蚶、泥蚶和毛蚶粉末各100mg加新煮沸的蒸馏水10ml振摇，滤过，

取滤液用广泛pH试纸测其pH值，生者pH值为7，煅者pH值为9。

3．检查碳酸盐取魁蚶、泥蚶、毛蚶粉末各200mg，分别置于试管中，加入稀盐酸3～5ml即产

生气体，此气体通入氢氧化钙的水溶液中即出现白色沉淀。

4．薄层色谱样品制备：取泥蚶粉末500mg，置于试管中，加入lml丙酮，振摇，滤过，取滤

液备用。吸附剂：硅胶CMC板。展开剂：氯仿一丙酮一甲醇一冰醋酸(8 t 1；1：5滴)．展距：llcm。

在紫外光灯(365nm)下观察呈现两个黄色荧光斑点。

【性昧及功效】味甘、咸，性平。有消痰化瘀，软坚散结，制酸止痛的功能。用于顽疾积结，黏

稠难咯，瘿瘤、瘰疬、症瘕痞块，胃痛泛酸等症。用量9一--159，宜先煎。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

1．抗胃溃疡复方瓦楞子冲剂抗消化溃疡面愈合作用优于甲氰咪胍。该产品中的黏质胶，可在

胃、十二指肠黏膜表面形成薄膜保护层，并能促进新生肉芽生长，加速溃疡面愈合，采用腹腔注射给

nUn¨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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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对吲哚美辛性胃溃疡具有保护作用，此外还能抑制胃肠平滑肌收缩，使胃肠蠕动减慢陬引。复方

瓦楞子冲剂具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生长的作用，其抑菌能力优于甲氰咪呱[7]。

2．降血糖文蛤肉水煎液能使四氧嘧啶所致小鼠高血糖明显降低[8]。

3．其他药理作用

(1)以文蛤肉煎剂20mg／kg，小鼠灌胃1次／d，连续7d，对环磷酰胺(25mg／kg，4d，腹腔注

射)及乌拉坦(o．59／kg，4d，腹腔注射)引起的骨髓微核率增高均有显著对抗作用[8]．

(2)文蛤肉水煎剂能显著降低正常小鼠血清三酰甘油酯，对胆固醇无明显影响rs3。

临床应用：瓦楞子中碳酸钙含量在90％以上，口服可中和胃酸，减轻暧酸、胃痛等症状，起到

收敛制酸、止痛的作用，对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胃酸过多等有效口]。以瓦楞子为主药，治疗晚期血

吸虫病肝脾肿大获得较好的疗效[10,11"1。

有些病人服瓦楞子后可出现过敏反应，主要表现为荨麻疹、皮疹等，一般停药后即可消失[121。

【附注】
、 ’

1．瓦楞子中有相当部分为同科动物结蚶Anodara modifera(Martens)的贝壳混充其中，因其

贝壳与瓦楞子极为相似，不易区别，造成了瓦楞子人药品种的混乱。现将毛蚶、泥蚶、魁蚶和结蚶主

要区别列于表1—5r”]。

衰1-5 瓦楞子与混伪晶的主要性状特征比较

品名 形 状 放射状纵肋 铰合部 毛 茸

毛 贝壳较短而宽，呈长卵形，长 壳外表面的放射状纵肋楞平，纵 铰合小齿38～46枚 具有带毛的壳皮
蚶 2．5～7cm；两壳通常不等，右壳 肋楞30～40条；无粒状突起

较小

泥 贝壳较小，呈卵圆形，长2．5～ 壳外表面的放射状纵肋楞由断续 铰合小齿32～41枚 不具毛茸
蚶 4cm!左右两壳等大，壳顶间距离 的粒状突起构成l纵肋楞18～

较远 20条

魁 贝壳很大。坚厚，呈斜卵圆形，长 壳外表面的放射状纵肋楞平，纵 铰合小齿63～70枚 被有棕色外皮及细毛
蚶 6．5～9cmI极膨胀，合抱近于球形 肋楞42～48条，无粒状突起

结 贝壳较小，呈长椭圆形，长2．1～ 壳外表面的放射状纵肋楞由断续 铰合小齿43～50枚 不具毛茸
蚶 3．3cm；左右两壳等大，极膨胀，壳 的细粒状突起构成；纵肋楞20～

顶稍接近 24条

2．炮制方法取中等粗细河沙，置于炒药锅内武火加热，将瓦楞子埋人，并继续加热，直至炮

制品质地变松脆后取出，晾凉并碾成粗末即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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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 黄 N i Uh UCI ng

CALCULUS BoVIS

本品为常用中药。商品主要有天然牛黄、人工牛黄和培植牛黄3类。天然牛黄系牛科动物牛的胆

结石。
．

【历史】牛黄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列于兽部第五十卷。《名医别录》

载：“牛黄生陇西及晋地，特牛胆中得之，即阴干白日使燥，无令见日月光”。陶弘景谓：“今人多就

胆中得之。一子大如鸡子黄，相重叠。药中之贵，莫复过此”。苏颂谓：“一子如鸡子黄大，重叠可揭

折，轻虚而气香者佳。然人多伪之，试法但揩摩手甲上，透甲黄者为真”。由此而知，古代所用牛黄

与现今相符。因其为牛的肝胆结石，色金黄或棕黄，故名。

【原动物】牛别名：家牛、黄牛、丑。

Bos taurus domesticus Gmelirr一牛科Bovidae 、

牛为人类所习养的大型家兽之一。体格壮大结实，各部发育匀称，头大额广、鼻阔口大。上唇上

部有2个大鼻孔，其间皮肤光滑，称为鼻镜。眼极大，头上有角1对，左右分开，角之长短、大小随

品种而异。．全身被短毛，绝大部分为黄色，无任何杂毛掺混。四肢健壮，蹄趾坚硬。雌性有乳头2

对。(彩图4)

一般健康的牛，皮质柔软富有弹性。若皮质干燥、缺乏弹性，则为营养不良或病牛之征。牛的性

格较为温顺，生长很快，尤以出生以后1～2岁之间发育最盛，4～5岁即已完全成熟。体重一般在

250kg左右。其主要食物为各种草类。

我国最优良的品种为秦川牛。体格高大而壮实。角短，向外方稍弯。颈粗。肢匀称，尾长短适

中，尾毛细，帚大。全身赤褐，毛色光泽细致，较美观。

牛根据其应用目地的不同，分乳用、役用、肉用或役肉兼用等品种。全身无废物，经济价值极

大。小牛尚可制造痘苗，在医学上也极重要。

【采制】全年有产。宰牛时注意检查胆囊、胆管、肝管等有无结石，如发现，立即取出(迟则为

胆汁浸润而变黑)，去净附着的薄膜，将牛黄用通草丝、灯芯草、棉花或纱布包好，放阴凉处，至半

干时用线扎好，以防破裂，阴干。取自胆囊的习称“胆黄”或“蛋黄”，取自胆管及肝管的习称“管

黄”或“肝黄”。

【药材及产销】牛黄Calculus Bovis(Cow-bezoar)

1．天然牛黄天然牛黄全国各地屠宰场均可采得。主产于北京，河北，天津，新疆乌鲁木齐、

伊梨、昌都地区，青海，西藏，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河南洛阳、南阳，广西百色、宜山，甘肃岷

县、卓尼，陕西西安、宝鸡，江苏南京，上海等地。以西北、西南、东北等地产量较大。销全国各

地。国外主产于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乌拉圭等地。

2．人工牛黄 由牛和猪胆的胆酸、胆甾醇、胆红素、无机盐等组成。主产于天津、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

3．培植牛黄我国人工培植牛黄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经实验证明，人工培植的牛黄

和天然牛黄在成分、质量、药理作用等方面都一致。同时还证明手术牛在生长发育、发情配种、妊娠

产仔以及使役肥育等方面同正常牛一样无明显不良反应。认为人工培植天然牛黄有广阔的前景[1]。采

用异物核牛培植牛黄、黄牛胆汁引流及腹腔内膜模拟胆囊引流法培植牛黄r2]、药物法培育牛黄[3J]、

注射法培植牛黄[53等培植技术均已获得成功。

【化学成分】 天然牛黄含胆酸(Cholic acid)5．57％～10．66％、胆甾醇(Cholester01)

0．565％一1．66％、胆红素(Bilirubin)72％"-76％(其中胆红素及其钙盐含量为25％～70％)。含胆

绿素(Biliverdin)、尿胆素、胆红素脂。含胆固醇(Cholester01)类1％～5％、如胆固醇酯、麦角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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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等。含卵磷脂(Lecithin)0．17％～O．2 0A、去氧胆酸(Deoxycholic acid)1．96％---2．29％。还含

有鹅去氧胆酸(Chenodeoxycholic acid)、石胆酸、甾族胆酸、牛磺胆汁酸盐、甘氨胆汁酸盐、脂肪

酸(1．O％～2．1％)、黏蛋白、3种类胡萝卜素、维生素D、粒状无色结晶(C2。H．，N03)、性状不明

的荧光物质和油状的强心成分。
”

胆红素

H

H

HO

去氧胆酸。R=H

胆酸：R=OH

一

。

一 胆甾醇

另含丙氨酸、甘氨酸、牛磺酸、精氨酸、天门冬氨酸、白氨酸、蛋氨酸、亮氨酸等氨基酸；2种

酸性肽类成分(即平滑肌收缩物质SMc-s2、SMC-F)以及无机元素和无机盐类：钾、钙、钠、镁、

铁、铜、锰、锌(500pg／g)、磷、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碳酸根离子、五氧化二磷、氮等。

牛黄及人工培植牛黄成分含量比较：胆红素是牛黄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评价牛黄品质优劣的依

据之一，对澳洲、北美洲、印度、南美洲及欧洲产牛黄中胆红素含量测定表明，各地产牛黄中胆红素

含量范围为31．2％～49．6％，而北美产5种样品和南美产3种样品中的胆红素含量范围则分别为

10．57％-'-,15．5％及12．3％"--13．41,AC引。张文侠分析了京牛黄和金山牛黄中胆红素的含量，测定结

果分别为55．80％及47．30％r71。 ：

韩咸泰等Is]应用薄层色谱扫描法，对天然牛黄、培植牛黄等进行了胆红素、胆酸、去氧胆酸和胆

固醇的含量测定，结果见表2-1。薄层色谱条件：硅胶G-CMC-Na薄层板。胆红素的展开剂为氯仿一

醋酸乙酯一冰醋酸(5：5。1)，胆酸、去氧胆酸的展开剂为异辛烷一醋酸乙酯一冰醋酸(5：5：1)；胆固

醇的展开剂为异辛烷一醋酸乙酯一冰醋酸(5；2 t 1)。显色剂：胆酸、去氧胆酸、胆固醇均用乙醇一硫

酸一醋酸酐(10 t 1。1)，胆红素斑点呈黄色。

分析结果表明：天然牛黄胆红素含量大于培植牛黄，另外，培植牛黄的胆红素含量，个体间差异

较大。《中国药典》规定，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胆红素不得少于35．O％。

张启明等[。]采用HPTLC法测定了一批京牛黄和二批进口牛黄中的胆酸(cA)，去氧胆酸

(DCA)及鹅去氧胆酸(CDCA)的含量。结果表明，3种天然牛黄中的游离胆汁酸含量相差很悬殊，

以进口印度牛黄为最高，京牛黄为最低(表2—2)。《中国药典》规定，本品按干燥品计算，含胆酸不

得少于4．0％。
， 张启明等[10]应用气相色谱法对3批天然牛黄中游离胆固醇及总胆固醇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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