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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鉴别人参及其伪品,避免临床误用。方法:从基原鉴定 、性状鉴定 、显微鉴定 、理化鉴定四个方面鉴别人参和伪品栌兰 、

紫茉莉。结果:人参和栌兰 、紫茉莉在四个鉴别方面有差异。结论:可以上述方法区分人参和栌兰 、紫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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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identifythegoodproductandfakeofRadixGinseng, toensurethequalityofclinicalmedicine.Methods:

Themethodswerecarriedbyoriginidentification, macroscopyidentification, microscopyidentificationandphysicochemicalidentifica-

tion.Results:RadixGinseng, RadixTalinum, RadixMirabilisweredeterminedsimultaneouslybythosemethods, especially, themicros-

copycharactersandthemainpartwereverydifferentfromeachother.Conclusion:Abovementionedcharactersareobviousandcanbe

usedfortheidentificationofRadixGinsenganditsf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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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是一味名贵中药, 现多为园参 (栽培品 ) 。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历代本草均有收载, 《名医别录》

载:“如人形者有神, 生上党及辽东 ” [ 1] 。人参功能大补元

气, 补脾益肺,生津, 安神益智。主治元气虚脱证 、肺脾心肾

气虚证 、热病气虚津伤口渴及消渴证 [ 2] 。现代研究表明, 人

参还可用于治疗恶性肿瘤, 急性呼吸功能不全, 肝炎, 哮喘,

危重症的急救, 遗尿病,糖尿病, 神经衰弱症等等 [ 3] 。人参的

应用范围广泛, 历来不乏掺伪。 明代李时珍对沙参 、荠尼乱

人参析之颇详, 足见人参伪品古亦有多种。为了避免伪品冒

充人参使用, 影响临床疗效,甚至产生毒副作用,有必要对人

参及其伪品进行鉴别, 做到防微杜渐,保证用药安全。以下

是对人参和其伪品栌兰 、紫茉莉的鉴别比较。

1　基原及原植物形态

1.1　人参　为五加科植物人参 PanaxginsengC.A.Mey.的

干燥根。

多年生草本, 高 30 ～ 70cm。根圆柱形或纺锤形, 肥大肉

质, 末端多分歧, 外皮淡黄色。叶为掌状复叶, 有长柄;轮生

叶的数目依生长年限而不同, 一般 1年生者 1片三出复叶, 2

年生者 1片五出复叶, 3年生者 2片五出复叶, 以后每年递增

1片复叶,最多可达 6片复叶;小叶 5, 偶有 7片;小叶柄长 1

～ 3cm;小叶片披针形或卵形, 下方 2片小叶, 较小, 长 2 ～

4cm, 宽 1 ～ 1.5cm, 上部 3小叶长 4.5 ～ 15cm,宽 2.2 ～ 4cm先

端渐尖,基部楔形, 边缘具细锯齿, 上面绿色, 沿叶脉有稀疏

细刚毛, 下面无毛,伞形花序单一顶生, 总花梗长 15 ～ 25cm,

每花序有 10～ 80多朵花, 集成圆球形;花小, 直径 2 ～ 3mm;

花萼绿色, 5齿裂;花瓣 5,淡黄绿色, 卵形;雄蕊 5,花丝甚短;

子房下位, 花柱 2,基部合生, 上部分离。果实为核果浆果状,

扁球形, 直径 5 ～ 9mm,多数, 集成头状, 成熟时鲜红色, 种子

2颗,乳白色, 直径 4 ～ 5mm, 扁平圆卵形, 一侧平截。 花期 5

～ 6月,果期 6 ～ 9月。

1.2　栌兰　又名土人参。为马齿苋科栌兰属植物栌兰 Tali-

numpaniculatum(Jacq.)Gaertn.的干燥根。

一年生草本, 高达 60cm, 肉质, 无毛。主根粗壮有分枝,

外表棕褐色。茎直立, 有分枝, 圆柱形, 基部稍木化。叶互

生;倒卵形或倒卵状长圆形,长 5 ～ 7cm,宽 2.5 ～ 3.5cm, 先端

渐尖或钝圆, 全缘, 基部渐狭而成短柄。圆锥花序顶生或侧

生, 二歧状分枝, 小枝及花梗基部具苞片;花小两性,淡紫红

色;萼片 2, 早落;花瓣 5, 倒卵形或椭圆形;雄蕊 10枚以上;

子房球形, 花柱线形, 柱头 3深裂,朔果近球形, 3瓣裂, 熟时

灰褐色。种子多数, 黑色有光泽。花期 6 ～ 7月, 果期 9 ～

10月。

1.3　紫茉莉　为紫茉莉科紫茉莉属植物紫茉莉 Mirabilis

jalagaL.的干燥根。

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高 50 ～ 100cm。根肉质,圆锥形或

纺锤形,表面棕褐色, 里面粉质,白色。茎直立, 多分枝, 圆柱

形,节膨大。叶对生;具长柄;叶片纸质, 卵形或卵状三角形,

长 3 ～ 10cm,宽 3 ～ 5cm, 尖端锐尖, 茎部截形或稍心形, 全缘,

花 1至数朵,顶生,集成聚伞花序;花两性, 单被, 红色, 粉红

色,白色或黄色,花被筒圆柱状;雄蕊 5 ～ 6, 花丝细长;雌蕊 1,

子房上位, 卵圆形, 花柱单 1, 柱头头状。微裂。瘦果,近球形,

熟时黑色,有细棱, 为宿存苞片所包, 花期 7 ～ 9月, 果期 9 ～

10月。

2　性状鉴别

2.1　人参 (生晒参 )　主根呈纺锤形圆柱形, 长 3 ～ 15cm, 直

径 1 ～ 2cm。表面灰黄色, 上部或全体有疏浅断续的粗横纹

及明显的纵纹, 下部有支根 2 ～ 3条, 并着生多数细长的须

根, 须根上常有不明显的细小疣状突起 (珍珠点 )。根茎 (芦

头 )长 1～ 4cm,直径 0.3 ～ 1.5cm, 多拘挛而弯曲, 具不定根

(艼 )和稀疏的凹窝状茎痕 (芦碗 ) 。质较硬, 断面淡黄色, 具

粉性, 形成层环纹棕黄色, 皮部有黄棕色的点状树脂道及多

放射状裂隙。香气特异, 味微苦,甘。

2.2　栌兰 (土人参 )　根圆锥形或长纺锤形, 顶端具木质茎

残基。表面灰黑色, 有纵皱纹及点状突起的须根痕。除去栓

皮并经蒸煮后表面为灰黄色半透明状,有点状须根痕及纵皱

纹, 隐约可见内部纵走的维管束。质坚硬,难折断,折断面未

加工的平坦, 已加工的呈角质状, 中央常有大空腔, 气微, 味

淡, 微有粘滑感。

2.3　紫茉莉　根呈圆锥形, 上粗下细, 稍弯曲, 长 5 ～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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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2 ～ 3cm,表面棕褐色, 具横长皮孔及须根或根痕, 栓皮

呈鳞片状, 易层层剥落, 栓皮脱落处呈黄白色。顶端常有长

短不等的茎基残留。呈纤维状。质坚硬。折断面不整齐, 初

显黄白色, 继而变成红棕色,呈纤维性和粉性,可见数层至 10

数层同心环纹理。无臭, 味淡,有刺喉感 。见图 1。

3　显微鉴别

3.1　人参

3.1.1　根横切面　木栓层为数列细胞, 皮层窄, 韧皮部外侧

有裂隙, 并有树脂道及颓废筛管群, 内侧细胞排列密致, 近形

成层处树脂道环列较密, 内含黄色分泌物。形成层成环。木

质部射线宽广;导管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聚, 继续排列成放射

状, 导管旁偶有非木化纤维。薄壁细胞含细小淀粉粒, 有的

含草酸钙簇晶。见图 2

3.1.2　粉末特征　米黄色 (生晒参 )或红棕色 (红参 )。树

脂道碎片易见, 含金黄色或黄棕色块状物。草酸钙簇晶直径

20 ～ 68μm, 棱角尖锐。木栓细胞表面观类方形或类多角形,

壁薄, 细波状弯曲。 网纹, 梯纹导管多见, 直径 10 ～ 56μm。

淀粉粒单粒类圆形, 直径 4 ～ 20μm,脐点点状, 人字形或三叉

形;复粒由 2 ～ 6分粒组成。见图 3。

3.2　栌兰

3.2.1　根横切面　木栓层残留或已去除。皮层薄壁细胞含

有草酸钙簇晶, 韧皮部窄,薄壁细胞含有少量草酸钙簇晶。形

成层明显。木质部占根的大部分, 导管常 1 ～ 2列;呈放射状

排列;近形成层处可达 3 ～ 4列, 中心部位多散在, 直径约

45μm;木薄壁细胞含大量草酸钙簇晶, 射线宽 8 ～ 24列细胞。

经蒸煮的根薄壁细胞中含大量糊化淀粉粒团块。见图 4。

3.2.2　粉末特征　粉末灰黄色。已糊化的淀粉块极多,呈不

规则团块状, 云朵状,充满于薄壁细胞中或散在。导管多为具

缘纹孔。草酸钙簇晶众多。粘液细胞较多, 类圆形。木栓细

胞淡黄色,类长方形。色素块红棕色,大小形状不一。见图 5。

3.3　紫茉莉

3.3.1　根横切面　木栓层为 10 ～ 20余列扁平细胞。皮层为

数列薄壁细胞, 间有具纹孔的厚壁细胞,长 40 ～ 45μm,数个成

群或单个散在, 呈方形 、长方形 、多角形, 胞腔较大,壁孔沟较

明显。中柱宽阔,异常维管束排列成数轮至 10数轮;导管木

化;梯纹或网纹。皮层及中柱薄壁细胞中含有大量草酸钙针

晶束,长约 66 ～ 110μm。正常维管束位于中央, 韧皮部较宽,

形成层明显, 木质部中导管单个或数个成群。射线宽广。薄

壁细胞中含有大量淀粉粒。见图 6。

3.3.2　粉末特征 粉末灰褐色　薄壁细胞中有大量草酸钙针

晶束。木栓细胞为扁平细胞。厚壁细胞成群或单个散在, 呈

方形 、长方形 、多角形。 导管多为网纹。薄壁细胞中含有大

量淀粉粒。见图 7。

(下转第 4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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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阴性样品溶液的制备

按 2.3法制得不含苦杏仁的阴性对照品溶液, 备用。

2.5　标准曲线和线性范围

精密吸取苦杏仁苷储备液 0.5, 1.0, 2.0, 3.0, 4.0, 5.0,

10.0mL分别置于 25mL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按上述

色谱方法, 取 10mL注入液相色谱仪, 测定, 以进样量对峰面

积积分值进行线性回归,线性方程为 Y=296.24X-65.08, r

=0.9994。结果表明苦杏仁苷在 0.160 ～ 3.21μg· mL-1浓

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6　精密度考察

取苦杏仁苷对照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5次,

测得的峰面积的 RSD:1.22% (n=5), 结果表明该方法的精

密度良好。

2.7　稳定性考察

取 2.2项下浓度为 8.130mg· mL-1的苦杏仁苷对照品

溶液, 于 0, 5, 10, 20, 25h分别进样, 结果峰面积 RSD为

1.41% (n=5), 表明样品溶液在 25h内稳定。

表 1　加样回收试验 (n=6)

样量 (g)
样品含量

(mg)

加入量

(mg)

回收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 )

RSD

(% )

0.5319 0.2790 0.186 0.4650 99.04

0.4986 0.2615 0.186 0.4475 97.09

0.5005 0.2625 0.248 0.5105 99.71 99.016 1.000

0.5012 0.2629 0.248 0.5109 99.04

0.4954 0.2598 0.310 0.5698 99.57

0.5001 0.2623 0.310 0.5723 99.64

2.8　重复性考察

取同一批号 (批号 090830)样品 5份,按上述方法制成供

试品溶液, 分别进样测定峰面积, 结果 RSD=1.71%。

2.9　加样回收试验

2.10　样品含量测定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 ,将 2.3项下制备好的样品液在高效

液相色谱仪上测定含量, 得到 3批不同的止嗽定喘丸中苦杏

仁苷的含量。见表 2。

表 2　三批样品含量测定 (n=3)

批号 含量 (mg·丸 -1 ) 平均含量 (mg·丸 -1 )

090830 0.0314

0910 0.0305 0.0313

90912 0.0321

　　取 6份已测定含量 (苦杏仁苷含量为 0.525mg· g-1 )的

同一批止嗽定喘丸 ( 090830)样品约 0.5g,分别准确加入苦杏

仁苷对照品适量, 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进样并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1。

3　讨论

3.1　样品曾采用甲醇热回流 、水热回流和甲醇超声提取, 用

水提取测得苦杏仁苷峰形有分叉且含量偏小, 说明提取不完

全。甲醇热回流和超声提取的苦杏仁苷含量偏差不大, 比热

回流操作简便, 故选用甲醇超声提取。

3.2　本实验用水 -甲醇作为流动相, 苦杏仁苷峰有拖尾, 增

大甲醇比例并加入适量乙腈后 ,图谱有明显改善, 与其它峰

分离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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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化鉴别

4.1　泡沫实验 取人参 、栌兰 、紫茉莉粉末各 0.5g于试管中,

加水 10ml, 用力振摇。人参产生持久性泡沫, 栌兰产生持久

性泡沫且持续时间长于人参,紫茉莉未能产生持久性泡沫。

4.2　荧光实验 取人参 、栌兰 、紫茉莉干燥品的横切面置荧

光灯 ( 365nm)下观察, 人参出现淡蓝紫色荧光, 栌兰出现淡

黄绿色荧光, 紫茉莉出现淡黄色荧光。

5　讨论

5.1　人参 、栌兰 、紫茉莉来源不同。人参为五加科人参属植

物人参的根。栌兰为马齿苋科栌兰属植物栌兰的根。紫茉

莉为紫茉莉科紫茉莉属植物紫茉莉的根。

5.2　人参 、栌兰 、紫茉莉性状不同。人参顶端有较细的根茎

(芦头 ),及碗状茎痕 (芦碗 ), 主根上有细密横环纹, 须根上

有点状突起 (珍珠点 ) 。栌兰 、紫茉莉无 “芦头”或有伪造的

“芦头”,无 “芦碗 ”, 主根上多无横纹, 须根上无 “珍珠点” 。

栌兰质坚, 难折断, 形成层环不明显, 中央时有或常有大孔

腔, 可见纺锤形。紫茉莉断面可见点状的维管束排列成数层

同心环。

5.3　人参 、栌兰 、紫茉莉显微特征不同。人参有分泌组织树

脂道, 簇晶,淀粉。栌兰和紫茉莉无分泌组织。栌兰簇晶颇

多, 方晶少见,导管均为网纹或近似网纹的梯纹,纤维壁孔明

显可见, 木纤维纹孔圆形或小点状, 淀粉粒较多。紫茉莉有

针晶或砂晶, 未见纤维,导管以网纹为主,亦有梯纹导管。

5.4　人参 、栌兰 、紫茉莉理化鉴别不同 。三者所含成分不

同, 理化鉴别有所差异。泡沫实验中, 人参能产生持久性泡

沫, 栌兰也能产生持久性泡沫且持续时间长于人参, 紫茉莉

未能产生持久性泡沫。荧光试验中, 人参产生淡蓝紫色荧

光, 栌兰产生淡黄绿色荧光,紫茉莉产生淡黄色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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