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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对长泰砂仁的品种进行本草考证及其生药鉴别。方法  从本草考证、基源鉴别、性状鉴别、显

微鉴别和理化鉴别等几方面来确定长泰砂仁的品种问题。结果  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具有同一性,即是同一

物种。结论  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的化学成分含量略有差异,但主要特征成分相似,均符合国家药典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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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仁是中国四大南药之一, 历来被视为/医林珍
品0,在中医药中享有盛誉,驰名中外。砂仁性味辛、

温,具有化湿开胃、温脾止泻、理气安胎等功效, 主治

湿浊中阻、脘痞不饥、脾胃虚寒、呕吐泄泻、妊娠恶阻、

胎动不安等病症,为消化系统之良药。5中国药典6所
载的砂仁中药材来源为姜科植物阳春砂 ( Amomum

villosum Lour1)、绿壳砂( A1 villosum var1 xanthioides

T1L1Wu et Senjen)或海南砂( A1 longiligulareT1L1Wu)

的干燥成熟果实[ 1]。砂仁所含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

龙脑、樟脑、乙酸龙脑酯、柠檬烯、莰烯、橙花叔醇等,

最近研究报道砂仁含有莪术醇,是治疗宫颈癌的有效

成分。福建省长泰县种植砂仁有 100多年历史,是全

省最大的砂仁种植地, 5中国植物志6[ 2]收载的砂仁品

种为长泰砂仁,周先治等[ 3]曾对长泰砂仁进行分子鉴

定,表明长泰砂仁与阳春砂、绿壳砂同源性均达 99%

以上。然而,却未有学者对长泰砂仁进行本草考证、

基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定等方面的

系统鉴别。本研究就这几方面作了基础鉴别, 旨在进

一步确定长泰砂仁品种, 为长泰砂仁的 GAP 种植和

综合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1  本草考证

我国应用砂仁防治疾病已有 1 000多年的历史。

自唐朝以来, 历代本草对砂仁的产地、药材性状及功

能主治都有记载。砂仁原名/缩砂蜜0,始载于唐#甄

权著5药性论6, 谓/缩砂蜜出波斯国,味苦、辛。主冷

气腹痛, , ,消化水谷,温暖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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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经6对缩砂蜜的产地、形状有详细描述: /缩砂蜜

生南地,今唯岭南山泽间有之。苗茎似高良姜,高三、

四尺。叶青,长八九寸, 阔半寸以来。三四月开花在

根下,五六月成实, 五七十枚作一穗,状似益智而圆,

皮紧厚而皱, 外有细刺, 黄赤色。皮间细子一团, 八

隔,可四十余粒,如大黍米,外微黑色,肉白而香,似白

豆蔻仁
[ 5]0。明#李时珍5本草纲目6谓: /此物实在根

下,仁藏壳内, 亦或此意欤0。到了清代严西亭等著

5得配本草6,开始将缩砂蜜称为砂仁,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缩砂蜜并不是阳春砂,而是绿壳砂。

砂仁主产于中国广东省,以阳春、阳江出产最为

著名, 至于阳春市从何时开始种植砂仁,至今未有确

切的考证。明嘉靖丙辰年,阳春县志载: /砂仁苗茎似

高良姜,在根下成实必数十颗,阳春土产,以此为最0。
信宜县志载: /缩砂蜜就是砂仁,以阳春产者为佳, 故

名春砂0。恩平县志载: /砂仁以出产阳春蟠龙坑者最

佳0。这说明信宜, 恩平等相邻县的砂仁是从阳春引

种过去的
[ 6]
。5福建植物志6第六卷记载: /砂仁又名

阳春砂仁、长泰砂仁, 果实药用, 为芳香健胃、祛风

药0 [ 7]。长泰县是福建砂仁的主产区, 主要种植地是

山重、陈巷和三娘仔村。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 长泰

砂仁应该是从广东引种而来的阳春砂 Amomum villo-

sum Lour1。
2  基源鉴别

本实验在福建长泰砂仁的种群中采集原植物作

为鉴定材料,用植物分类学的方法, 观察其原植物形

态,并与文献及标本进行比较核对,其特征与5中国植

物志6的描述相符[ 2] , 经厦门大学田惠桥教授鉴定

为 Amomum villosum Lour1。其特征如下:

多年生草本,植株高达 115~ 310 m。茎散生; 根

茎匍匐地面,节上被褐色膜质鳞片。叶 2列,叶片长

披针形,长 20~ 37 cm,宽 315~ 715 cm, 顶端尾尖, 基

部近圆形,上面无毛,下面被微毛; 叶鞘开放, 抱茎,具

凹陷的方格状网纹; 叶舌半圆形,淡棕色。花序梗由

根茎上抽出,穗状花序椭圆形, 每个花序有花 7~ 13

朵,总花梗长 4~ 8 cm, 被褐色短绒毛;膜质鳞片椭圆

形;苞片披针形,长 114~ 118 mm,宽 015 mm,膜质,黄

绿色;小苞片管状,长 10~ 12 mm, 无毛; 花黄白色; 花

萼管长 115~ 118 cm,基部疏被柔毛,顶端具三浅齿;

花冠管长 116~ 212 cm,裂片倒卵状长圆形,长 115~
210 cm,宽 015~ 017 cm; 唇瓣圆匙形, 长、宽约 116~
210 cm,白色,顶端具2浅裂,反卷的黄色小尖头, 中脉

凸起, 黄色并染有紫红色; 能育雄蕊 1 枚, 长 10~

12 mm,药隔附属体花瓣状;雌蕊花柱细长,先端嵌在两

药室之中,柱头漏斗状高于花药;子房下位, 3室,中轴

胎座, 被淡黄色柔毛。蒴果类圆形,长 115~ 2 cm, 宽

110~ 118 cm;成熟时紫红色,果皮被软刺;种子多角形,

被白色黏性的假种皮。花期 4~ 6月,果期 6~ 9月。

3  性状鉴别

观察方法按性状常规,但观察果皮表面刺的特征

和果皮内表面时采用了解剖镜观察。结果如下:蒴果

类圆形, 具不明显的三钝棱及三纵浅沟, 长 112 ~
210 cm,直径 019~ 116 cm。外表深棕色, 密生刺状突

起。顶端有花被残基,基部具果柄残痕。果皮薄, 易

沿腹缝线纵瓣裂; 内表面淡棕色, 有三纵棱; 果实 3

室,中轴胎座,内有种子 45~ 75粒,分成三瓣,每瓣 15

~ 25粒,互相黏结成团块, 由白色纵隔膜分开, 着生

于中轴胎座上。种子呈不规则的多面体或四面锥体,

长约 215~ 410 mm,宽 2~ 3 mm,外被膜质的假种皮,

种皮深棕色或暗褐色,表面具有不规则的皱纹。背面

平坦, 在较小的一端有凹陷的种脐, 种脊沿腹面而上,

成一纵沟。种子质坚硬,种仁黄白色。气芳香浓烈,

味辛凉、微苦[ 1]。

4  显微鉴别

取原植物的果实, 剥去种皮, 经 FAA 固定液固

定,石蜡切片,然后番红 ) 固绿染色,用树脂封片, 在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411  种子横切面  砂仁种皮包括外种皮、中种皮和

内种皮。外种皮由一层表皮细胞构成,其外表面有一

层极薄的角质层。表皮细胞排列紧密,横切面为椭圆

形;壁厚并轻度木质化,经番红 ) 固绿染色呈樱红色。

中种皮包括下皮层、半透明细胞层(油细胞层) 和由

3~ 5层细胞组成的色素层。下皮层为表皮下方的一

层薄壁细胞,细胞切向延长,内含红棕色色素物质; 半

透明细胞层为 1列切向延长的薄壁细胞, 内有油滴,

也称油细胞层;再向内为 3~ 5列多边形含色素的薄

壁细胞, 但这层在种脐区的周围处, 细胞的列数达

6~ 8列。内种皮由 1列径向延长的厚壁细胞构成, 细

胞排列紧密, 其内切向壁和径向壁极度增厚, 外切向

壁保持薄壁状态,胞腔小, 内含一粒近圆形的硅质体。

外胚乳位于种皮与内胚乳之间, 其外表面为一层

715 Lm厚的角质层。外胚乳细胞较大, 略呈长方形,

辐射状排列,内含丰富淀粉粒; 内胚乳细胞多角形, 排

列不规则,内含糊粉粒。胚居内胚乳中央, 细胞类圆

形,内有油状物。

412  粉末显微鉴别  取干燥的砂仁种子团碾成粉

末, 40目过筛;取粉末少许加水合氯醛透化, 微热, 封

片, Leica DM-750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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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如下: 假种皮细胞长方形,有的内含草酸钙

方晶。种皮的表皮细胞淡黄色,表面观呈长条形, 常

排列成栅状,细胞侧壁厚;下皮层细胞含红棕色物质。

色素层细胞皱缩, 界限不清楚,含深棕色物质。内种

皮厚壁细胞呈杯状,红棕色,表面观多角形, 壁厚, 胞

腔内含硅质块; 断面观为 1列栅状细胞,内壁及侧壁

极厚, 胞腔偏外侧, 内含硅质块。外胚乳细胞类长方

形,内有细小淀粉粒集结成的淀粉团, 有的含细小草

酸钙结晶。内胚乳细胞为不规则形状, 内有细小糊粉

粒及脂肪油滴。油细胞类圆形,无色,壁薄,偶见散在

的油滴。粉末中夹杂着色素团块
[ 1]
。

5  理化鉴别

根据5中国药典6( 2010版,附录 Ö B)的薄层色谱

法鉴别。取长泰砂仁干燥药材,去果皮,把种子团捣

成粉末,过三号筛, 取粉末 1 g, 用70%乙醇湿润粉末,

加石油醚( 60~ 90 e ) 5 mL, 超声处理 30 min(必要时

加冰, 控制水温) , 滤过, 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8]。

另精确吸取乙酸龙脑酯加乙醇制成 1 mL 含 10 LL 的

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取上述 2种溶液各 5 LL,分别

点于同一硅胶 G薄层板上, 以环乙烷- 乙酸乙酯( 22

B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 喷以 5%香草醛硫酸

溶液, 在 105 e 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在

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12个。

6  讨论

611  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基源特征的相似性  砂仁
为被子植物门单子叶植物纲姜科植物, 被子植物基源

鉴定的主要器官是花。把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的花

器官特别是唇瓣和花粉粒的特征进行比较,其相似度

100% ,即: 穗状花序从根茎上抽出, 每个花序有花

7~ 13朵。花萼基部管状, 黄白色, 顶端 3浅齿。花冠

着生于花萼之内, 白色, 下部管状, 上部裂成 3片, 长

圆形。大唇瓣圆匙形, 中部颜色鲜艳, 顶端有外卷的

黄色小尖头,中脉凸起,基部至顶端为紫红色涂抹状。

雄蕊和雌蕊面向大唇瓣基部, 并被其包裹, 花药有 2

个花粉囊,花粉囊之间以药隔相连; 柱头从药隔间伸

出,呈扁平漏斗状, 稍高于花粉囊顶端。同时其花粉

粒的萌发孔和棘突的形状无显著性差异[ 9]。

612  性状特征比较  砂仁的药用部位为干燥成熟果

实,因此, 其药材的主要性状特征是果实的形状,特别

是果皮的特征、种子的形状、种子团的重量和粒数。

比较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特别是电镜观察果皮的表

面特征,其软刺的形状、数量无显著性差异;而种子团

的重量和每果种子粒数却略有差异,即阳春砂仁种子

团平均千粒重 615 g, 每果种子粒平均数 2618 粒; 长

泰砂仁种子团千粒重 665 g, 每果种子粒平均数 4112
粒[ 10] , 这可能是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造成的。

613  显微特征比较  显微观察长泰砂仁的石蜡切片

和粉末制片, 并与中国药典( 2010版)收载的阳春砂

仁进行比对, 发现二者无显著性差异,特别是具有显

微特征的种皮表皮细胞、油细胞、内种皮厚壁细胞以

及外胚乳细胞和内胚乳细胞的形状,无显著性意义的

区别, 说明长泰砂仁与阳春砂仁属种的同一性。

614  理化特征比较  福建省长泰县位于福建东南

部,其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与广东相近, 所产的砂仁

个大、气香、质优。依据5中国药典62010 版一部, 挥

发油测定法(附录 XD甲法)测定Ó ,长泰砂仁挥发油

含量为 3152% ( mL/ g) , 乙酸龙脑酯的相对含量为

38169%,龙脑的相对含量达 8103%; 而广东阳春砂仁

挥发油含量为 413% ( mL/ g) , 乙酸龙脑酯的相对含量

为 40174%,龙脑的相对含量为 3181% [ 10]。长泰砂仁

与阳春砂仁的化学成分含量略有差异, 但主要特征成

分相似,均符合国家药典规定。乙酸龙脑酯、龙脑均属

于植物次生单萜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而次生萜类代

谢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植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方

面[ 11]。产地不同引起砂仁挥发油成分的差异, 可能是

由于道地产区不同植物生态环境差异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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