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药学 2 0 02 年 第 14 卷 第 4期

衰 l 巴布裔剂中双氮芬酸钠累积渗透 t 中 g c/ m “ )及累积透过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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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巴布 , 剂中双撅芬暇钠渗透线性方程和渗透速率

实验号 Q
一 t实验方程

r

k( 限 c/ m“
·

h)

I Q二 2 0
.

28+ 5
.

2 4 t 0
.

9 9 72 5
.

2 4

Z Q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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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t 0
.

9 99 7 5 5 6

3 Q二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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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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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8

4 Q二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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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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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S Q二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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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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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体外经皮实验时
,

透皮时 间不宜过长
,

温度

不宜过高
,

否则将使离体鼠皮腐烂变质
,

影响实验结

果
。

为了消除皮下脂肪和脱毛霜对测定的影响
,

在制

备离体皮肤时应力求去尽皮下脂肪组织并用生理盐

水反复将皮肤冲洗干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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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时 紫苏 子化 学成 分 的研 究 结果表明

:

种 子含 大 童脂 肪 油 (含 量 42
.

16 写 )
.

油 中含 大 全 不 饱 和脂 肪酸
:
亚 麻 酸 ( 64

.

7 52 % )
、

亚 油 政

(1 3
.

80 2% )
、

油 酸 (l 4
.

2 78 % )等
.

总 1 达 9 4
.

6 82 肠
。

此外
.

种子含 18 种氛基酸和 18 种矿质元素
,

表明种子含有种类 齐全的氛墓 酸和矿质元素
。

因

此
,

种子和种子油 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和 药用 保健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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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唇形科紫苏属的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
。

生于路旁
、

山坡及空旷草地
。

分布于广东
、

广西
、

湖

北
、

云南
、

贵州
、

四川
、

台湾
、

浙江
、

安徽
、

福建等省区
。

民间全草人药
,

有发汗
、

镇咳
、

健胃
、

利尿
、

镇痛
、

镇静

和解毒的功效
,

能治疗感 冒
、

中暑腹痛等症
〔`

、

“ 〕 。

梗有

平气安胎之功
。

紫苏子有镇 咳
、

平喘和祛痰的功效
。

紫苏子的化学成分已有报道
〔2 , 。

福建省紫苏子资源

极其丰富
,

本文对野生紫苏干燥成熟种子的化学成

分进行初步研究
,

为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科学

依据
。

1 材料及方法

1
.

1 材料 紫苏种子于 2 0 0 0 年 8 ~ 10 月采集于福

州市仓山区建新郊区山坡
。
众
一

亚麻酸甲醋标准品 (美

国 I
J e e m a n

公司 )
。

1
.

2 仪器 l( )脂肪 油测定
:

气相色谱仪 G C
一

17 A

(岛津 )
,

带 IF D 离子化检测器
。

数据处理机
:

毛细管

柱
: D B

一

W a s O O
·

2 5m m x 3 o m
。

( z )氨基酸测定
:

日立

8 3 5
一

5 0 型氨基酸 自动分析仪
。

色氨酸用 M P S
一

5 0 0 0

型分光光度计
。

( 3) 矿质元素
:
U V

一

2 2 01 型紫外可见

光谱仪
,

IP
声

A
一

C P E C (I 美 国 L ee m a n
公司 ) 电感藕合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1
.

3 方法

1
.

3
.

1 脂肪油成分测定
:

种子干燥后用石油醚浸提

4 次
,

回收溶剂得总油
,

取油 .0 49 用 B F 3一

c H
3
O H 进

行甲醋化
。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脂肪酸的组成

含 量
。

色谱条 件
:

载 气为 N Z ,

柱 前 压 7 k5 P a ,

空 气

5 5 k P a ,

氢气 6 5 k P a ,

柱温 2 2 o C
,

进样 口 温度 2 8 0 C
,

检 测 器 温 度
: 2 8 0 C ;

分 流 量 50 m l
·

m in
一 ’ ,

进 样

1
·

O川
。

对照样品为标准混合酸 甲醋
。

于归一化法 (峰

面积法 )计算相对含量
。

.1 .3 2 氨基酸测定
:

采用氨基 酸 自动分析仪分析
,

样品处理
:

盐酸水解法
。

色氨酸采用碱水解法
。

1
.

3
.

3 种子矿质元素分析
:

磷
:

光度法
。

硫
:

比浊法
。

其它元素
:

选用干灰化法或湿法消解法
。

微量元素用

去离子水淋洗干净
,

置 10 5 C烘箱中干燥 4h
,

精密称

取样品 3
.

s()
,

于马福炉中灰化 h8
,

准确加入 20 %硝

酸 2 .() o m l
,

搅拌均匀
.

过滤
。

用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谱仪作半微量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紫苏子种子平均得油率 4 2
.

1 6%
,

种子油脂肪

酸组成与含量的测定分析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紫苏

种 子 油 含 有 大量 的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 a 一亚 麻 酸

( 6 4
.

7 5 2 % )
、

亚油酸 ( 1 3
.

8 0 2% )
、

油 酸 ( 1 4
.

2 7 8 % )
,

占总量的 94
.

68 2%
。

亚油酸 (L A )
、

亚麻酸 ( L N A )都

是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 的必需脂肪 酸
,

具有降低

血脂
,

调节免疫系统等重要生理功能
〔“

、

0
。

因此
,

紫苏

种子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
。

衰 l 策苏种子油脂肪酸组分及含 t

。 , 。 , ` . 棕搁 二
。匕 . 、 . 二 、 . Q一 不饱和 土 、 .

脂肪酸棕桐酸 黛段 硬脂酸 油酸 亚 油酸二 巍 . 裕器盆未知酸阴朋雌 邪
,门队 油酸 叹脂以

’ 因 以 工
’ 因 队亚麻酸脂肪酸 小州既

含量肠 2
.

9 1 2 1
.

8 50 2
.

1 2 8 1 4
.

2 7 8 13
.

8 0 2 6 4
.

7 5 2 9 4
.

6 8 2 0
.

27 8

2
.

2 种子氨基酸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2
。

由表 2 可知

总氨基酸 的含量 1 8
.

“ 9%
,

高于白苏子的氨基 酸含

量 17
.

10 9 %
。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 占 8
.

0 39 %
。

衰 2 1 0 09 紫苏子 奴若酸组成含 , ( g )

氨基酸 含量 (g ) 氨基酸 含量 ( g )

天冬氨酸 A s p 1
.

6 0 8 异亮氨酸 Ile
`

1
.

0 1 3

苏氨酸 T h r
’

0
.

8 0 2 亮氨酸 L e u
`

1
.

3 5 6

丝氨酸 eS
r 1

.

1 2 5 酪氨酸 T y r 0
.

8 7 2

谷氨酸 G lu 2
.

3 5 0 苯丙氨酸 P h e ’ 0
.

8 6 3

甘氨酸 G ly 1
.

1 1 2 赖氨酸 L y s
`

1
.

2 2 5

丙氨酸 A l a 0
.

8 9 0 组氨酸 Hi s” 0
.

3 0 2

胧氨酸 C y s 0
.

5 7 6 色氨酸 T r p
’

0
.

2 2 3

绷氨酸 V a l
’

z沼 4 5 精氨酸 A r g
’ `

1
.

5 5 0

蛋氨酸 M e t
.

0
.

2 1 2 脯氨酸 P r o 0
.

2 4 5

,

为必需氛基酸
, . `

儿童必需羲基酸

2
.

3 从种子中测定 了 18 种矿质元素的含量
,

其结

果 (见表 3 )
。

由表 3 可知
,

紫苏子含有丰富 的矿质元

素
。

F e 、

M n 、

C u 、

Z n
等生物必需 的微量元素含量丰

富
,

它们对人体有直接的作用
,

并参与新陈代谢的过

程 〔̀ 〕 。

衰 3 嫂苏子矿质元索含 ,

元素 含量 拜g
·

g ’ 元素 含量 拜g
·

g 一 ’

K 5
.

2 2 X I O 3 A s o
.

2 3 1

C n 4
.

7 6 x l 0 3 Hg 0
.

2 0 9

M g 2
.

59沐 10 3 V 0
.

3 1 2

N a 2
.

3 6 丫 10 2 N i 0
.

7 5

P 3
.

0 1沐 10 3 〔二r 0
.

8 6

F e 2 7 2 P b 0
.

2 1

Z n 8 1 S r 2
.

0 5

M
一1 6 0 5 1 6 1

〔
’ L一

2 2 H 7
.

2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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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 1紫苏子脂肪油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a

-

亚麻酸
、

亚油酸和油酸等
,

是一种理想的食用油
。 a -

亚麻酸具有重要 的生理功能
:

它能增强神经系统和

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
,

降低并预防多种疾病味
6 , 。

3
.

2 种子含种类齐全的氨基酸和矿质元素
。

F e 为

人体合成血红蛋 白所需
; Z n 、

C u 包含在许多金属蛋

白和酶 中
; M n 是 构成体 内精氨 酸

、

脯氨酸酶 的成

分 〔5 , 。

此外
,

e a 的含量较高
,

达 4
.

7 6又 1 0乍g
·

g
一 ’ ,

可

以进一步加工成补钙食品
。

因此
,

其种子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
,

具有潜在的开发利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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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板 蓉

;鉴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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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山药 又名薯 菠
,

为薯菠 科薯拔属植 物薯预

D io s e o r e a o p p石s i t a T h u n b
.

〔D
.

b a t a t a s D e e n e
.

〕的一

种缠绕草本
,

肉质根状茎植物
,

药用根茎
,

以产于河

南焦作的温县
,

武险
,

博爱
,

沁 阳 (古怀庆府 )等地
,

为

著名得
“

四大怀药
”
之一

。

山药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
,

称薯孩
,

列为上品
,

具有
“
主治伤 中

,

补虚赢
,

除寒热

邪气
,

补足益气
,

长肌肉
,

久服耳 目聪明
,

轻身不饥延

年
。 ”
现代功效为健脾

,

固精
,

补脾
,

益肾
。

主治肺虚咳

嗽
,

脾虚
,

腹泻
,

糖尿病
,

遗精尿频
,

赤白带下等症
,

药

用价值高
,

品质好
,

为常用药材
` ,

、

2 , 。

传统的用药习惯
,

将 同科植 物参薯得干燥块茎

当药用山药使用
,

其使用地域 的广泛
,

许多地方的中

药鉴定书将参薯列为习用品
,

如薯预科植物参薯的

根茎 为山药的替代品种
,

称方山药
〔3〕 。

而 2 0 0 0 年版

《药典 》中所收载山药的质量标准为薯祯科植物薯预

的干燥根茎
,

同科植 物参薯的干燥根茎 的性状
,

显

微
,

理化鉴别与正 品怀 山药都有差异
。

按新颁发的

《药品管理法 》规定参薯应当按假药论述
。

为了明辨

真伪
,

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将真品怀山药与混淆

品
,

伪品鉴别如下
:

·

2 8
.

1 来源

l
·

I ILJ 药 薯预科 植 物 薯 莎 D io s e o r e a
.

o p o s i t a
.

t h u n b 的干燥根茎
,

别名怀山药
,

白皮山药
。

1
.

1
.

1 毛山药
:

薯菠在冬季枯萎后采挖
,

切去芦头
,

洗净
,

除去外皮及须根
,

用硫磺熏后干燥
,

习作
“

毛山

药
。 ”

1
.

1
.

2 光山药
:

薯预采挖后去皮干燥
,

选择肥大顺

直 的置清水 中浸至无干心
,

闷透
,

用硫磺熏后
,

用木

板搓成圆柱状
,

切剂两端
,

晒干打光
,

习称
“

光山药
” 。

1
.

2 参薯 薯技科植物参薯 D i o s e o r e a
.

a l a t a
.

I
, .

的

干燥根茎
,

别名
:

毛薯
,

雪薯
,

方 山药
。

1
.

3 脚 板 若 薯 祯 科 植 物 脚 板 苔 iD os c or ea
.

b a t a t a s
·

F
·

f la b ll a
·

M
a k ir o 的干燥块茎

,

别 名大薯
,

红

脚板薯
,

鸡窝薯
。

2 性状鉴别

2
.

1 毛山药 为圆柱形成扁圆形
,

长 15 ~ 3 c0 m
,

直

径为 1
.

5一 c6 m
,

表面黄白色或淡黄色
,

有纵沟纵皱

纹
,

兼有残留的棕褐色栓 皮或须根痕
,

两头不整齐
,

体重
.

质脆易断
,

断面白色
,

饮片断 面平坦
,

用指 甲

刮
,

粉性十足
.

粉末颗粒状
.

味甘酸
,

嚼之发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