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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银柴胡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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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银柴胡作为我国传统中药，具有清虚热、除疳积等作用。现代研究发现，银柴胡含有甾醇类、环肽
类、生物碱类、酚酸类、挥发类等化学物质，具有抗炎、治疗过敏性疾病、扩张血管等作用。本文分别从中药银柴

胡的本草考证、基原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人工栽培、化学成分、药材鉴定及药理作用等方面系统地综述了近年来银

柴胡的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推进银柴胡资源保护、规范化种植和综合开发利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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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柴胡为石竹科植物银柴胡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
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ｇｅ的干燥根，微寒，味甘，具
有清虚热、除疳热之功能，用于阴虚发热、骨蒸痨

热、小儿疳热等症［１］。临床常应用于治疗小儿疳

积发热、久病发热、阴虚潮热、感冒高热等疾病。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银柴胡不仅具有清热凉血功

能，还具抗炎、治疗过敏性疾病、抗癌、扩张血管

等作用［２］。为了进一步对银柴胡资源保护与开发

利用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近年来关于银柴胡的药

用历史、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现代药理作用及

临床应用、人工种植技术、药材鉴别等方面的研究

进行综述。

１　银柴胡本草考证

１１银柴胡原植物考证

有关银柴胡名称的记载最早见于 《雷公炮炙

论》（公元 ４２０～４７０年南北朝时期）中柴胡项下，
曰：“柴胡出平州平县，即今银州银县也”，即今陕

西榆林一带［３］，银柴胡也因此而得名［４］。据刘晓

龙［５］考证， 《雷公炮炙论》中提到的银柴胡为伞形

科植物红柴胡。此后一直无银柴胡相关记载，直至

唐代，《唐本草》一书中记载：“柴胡，唯银夏者最

良。根如鼠尾，长一、二尺，香味甚佳”。但在宋代

《本草图经》中发现，五幅柴胡图中所描述的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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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植物特征并非伞形科柴胡属植物。在 《绍兴本

草》中也有一幅银州柴胡图，其形状与寿州柴胡类

同，从图的特征判断该植物具有石竹科植物的特征。

由此可见，宋代时所记载的银柴胡原植物发生了变

化，出现了石竹科植物。后来在明代 《本草汇》中

提到：“柴胡产银夏者，色微白而软，为银柴胡。”

《本草原始》中云：“今以银夏者为佳，根长尺余，

色白而软，俗呼银柴胡”。上述唐代至明代的医家著

作所描述的柴胡特征在冠以地名的称谓 “银柴胡”

的同时，在药材和原植物的形态特征上也逐步有了

区分，银柴胡原植物逐渐从伞形科柴胡属植物演变

为石竹科繁缕属植物。其详细演变原因，由于年代

久远及缺乏古文献记载已难以考证。

１２银柴胡药用功能考证

随着医者长期的医疗实践，银柴胡因其独特的

疗效逐渐被人们重视。明代缪希雍修订的 《本草经

疏》云：“俗用柴胡有二种。色白黄而大者，名银

柴胡，用治劳热骨蒸；色微黑而细者，用以解表发

散”。清代 《本经逢原》云：“银柴胡，其性味与石

解不甚相远，不独清热，兼能凉血。凡入虚劳方中，

惟银州者为宜”。《本草纲目拾遗》云：“热在骨髓，

非银柴胡莫疗……固虚热之良药。”银柴胡退虚热、

疗骨蒸、治热从髓出的效果远好于柴胡，因此逐渐

被众多医者所重视，将其从柴胡中分出。清代张璐

在 《本经逢原》中首次单列了银柴胡专条，将其从

柴胡中分出，单独成一药材。但可能由于研究不够

深入，药物分类未健全等原因，其中对银柴胡药材

特征描述不甚清楚，银柴胡当做柴胡使用的现象长

期存在。随着近代植物分类学和生药学的发展，近

代 《中药学》中明确指出柴胡属清凉解表药，而银

柴胡属清虚热药，主治清晰，调理分明［６］。至此，

银柴胡从原植物和药用功能上完全与柴胡分离开来。

２　银柴胡原植物形态特征及其分布

２１银柴胡原植物及其形态特征

据 《宁夏中药志》《中国植物志》等书籍记

载［７８］，银柴胡基原植物为石竹科繁缕属叉歧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Ｌｖａｒ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Ｂｇｅ的变种，俗
名牛肚根（陕西）。为多年生草本，高 １５～３０
（～６０）ｃｍ，全株呈扁球形，被腺毛。主根粗壮，呈
圆柱形；茎丛生，圆柱形，多次二歧分枝，被腺毛

或短柔毛；叶片线状披针形、披针形或长圆状披针

形，长５～２５ｍｍ，宽１５～５ｍｍ，顶端渐尖；聚伞
花序顶生，具多数花；苞片与叶同形而较小；雄蕊

１０，５长５短，２轮生，花丝基部合生，黄色；子房
上位，花柱３；蒴果宽椭圆形，长约３ｍｍ，直径约
２ｍｍ，成熟时顶端６齿裂，外被宿存萼，通常含种
子１粒；种子椭圆形，种皮深棕褐色，具多数小突
起。花期６～８个月，果期７～９个月。

２２银柴胡资源分布

银柴胡喜阳光，多生长于干旱少雨的荒漠、半荒

漠草原区，极耐干旱、耐贫瘠、耐寒，忌涝。在年降

雨量 ２００ｍｍ以下、土壤含水量 ３８％、含有机质
０２％～０３％的松砂土中仍能继续生长，在－３０℃能
安全越冬。适合生长于阳光充足、土层深厚的砂壤

土地或松砂土中。黏重土壤、盐碱低洼处土地不适

宜银柴胡的生长［９］。

我国的野生银柴胡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宁夏、

陕西３省毗邻的干旱少雨的荒漠草原区域，即内蒙
古的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等地区，

宁夏的盐池、同心、灵武、石嘴山、中卫等县市及

陕西榆林地区。据调查，野生银柴胡单位面积储量

以内蒙古的东苏旗最高，为０３１０ｋｇ·ｍ－２；阿巴嗄
旗和宁夏的陶乐次之，分别为０２７１、０２１１ｋｇ·ｍ－２；
陕西榆林地区最低，仅为００１２ｋｇ·ｍ－２［９］。长期无
序的滥采乱挖导致上述地区野生银柴胡资源匮乏、

草原生境恶、储量连年锐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

市场需求。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宁夏等地区开
展了野生银柴胡人工驯化和种植技术的研究，取得

了显著的成果，极大地保护了银柴胡野生资源。随

着人工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提高，银柴胡的分布区

也逐步扩大，但目前银柴胡的野生资源依然缺乏，

商品药材绝大部分来源于人工种植。

３　银柴胡人工种植技术

由于长期无序的过度采挖，我国各地区野生银

柴胡资源急剧减少［１０］，而发展银柴胡的人工种植是

保障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手段。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我国科研工作者开展了银柴胡野生变家种的人

工种植技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其保护

与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３１银柴胡人工种植适应性

宁夏是银柴胡的道地产区之一，早期曾有较大

面积的野生资源分布，由于过渡采挖等原因导致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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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银柴胡资源日益匮乏，生境也受到破坏。为了保

障药材供应，满足临床用药的需求，宁夏在全国率

先开展了银柴胡的人工种植技术研究。根据野生银

柴胡植物的生长习性，研究者分别在宁夏引黄灌溉

区、南部半阴湿山区、干旱荒漠和半荒漠草原区进

行引种试验，开展了适应性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

３个不同区域土壤类型、有机质含量、土壤含水量
（降雨）等条件下银柴胡生长状况及产出药材的性状

和质量，证实了宁夏干旱荒漠和半荒漠草原区是人

工种植银柴胡的适宜地区。其栽培药材的质量最接

近于野生品，地下分支较少，烂根、死苗也较少，

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宁夏中部干旱荒漠、半荒漠

草原区是发展人工银柴胡种植生产的最佳区域［１１］。

３２银柴胡种植技术

邢世瑞、李福厚［１２１３］认为，银柴胡为耐旱的深

根型植物，宜选择地势高且向阳、土层深厚且干燥、

透水性良好的松沙土或沙质壤土。人工种植方式可

以采用直播和移栽两种方法，但在干旱荒漠、半荒

漠草原区应采用移栽的方法。经移栽生长的银柴胡

在质量上更接近于野生品种，且相对于直播方法产

量更高。研究人员还指出［１４］，在银柴胡人工种植的

管理过程中，土壤水分的控制十分必要，在排水不

畅的田块，灌水后易发生烂根现象，严重影响药材

的质量和产量。除此之外，由于银柴胡具有一定抗

贫瘠特性，因此在种植（移栽或直播）后也不需要多

次追肥，通常每亩施入２５００ｋｇ农家肥或３０ｋｇ左右
的复合肥作基肥，并适当追施复合肥１～２次即可。
病虫害防治是人工种植的关键环节之一，经过调查，

初步掌握了宁夏地区银柴胡种植区域的病虫害分布

范围、发生时间、危害程度以及消长规律；确定了

危害银柴胡的昆虫有１６种，病害有４种［１５］；虫害

高发期在５月中旬至７月份，且种群数量与银柴胡
生物量成正比；病害也同样发生在降水多、湿度大

的５～７月份。这些经验总结为进一步开展病虫害综
合防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尚博扬［１６］利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对宁夏人工栽培银柴胡与野生银柴

胡中总甾醇含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宁夏规范化

种植的３年生银柴胡与野生银柴胡品质接近。郎多
勇等［１７］对银柴胡的田间需水规律进行初步研究，发

现轻度干旱胁迫（田间持水量６０％ ～７０％）情况下，
银柴胡生长正常，表现出一定的耐旱性。这为银柴

胡人工栽培过程中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３３银柴胡种子质量研究

优质的种子是发展中药材种植的关键。目前市

场上销售的银柴胡种子质量参差不齐，极大地影响

了银柴胡人工种植的发展和产出药材的质量，其种

子质量标准亟待确定。彭励等［１８］对银柴胡种子形态

及萌发特性进行系统研究，描述了银柴胡种子的形

态特征和结构特点。指出银柴胡种子为有胚乳种子，

种皮深褐色或棕褐色，表面不光滑，有较多刺瘤状

突起，种孔一端有一弯锥状结构，大小约为２２×
１７ｍｍ。同时证实野生银柴胡与人工栽培银柴胡的
种子无形态及结构差异。银柴胡种子萌发与光照无

直接关系，而与温度存在直接关系。银柴胡种子发

芽的最适温度为２０～２５℃，发芽率平均为７０４％～
８６３％。在适宜的发芽条件下，种子大小对发芽率
无影响。吴晓玲等［１９］比较了野生与栽培银柴胡种子

的种用性能，发现人工栽培收获种子的含水量和电

导率高于野生种子。人工种植３年生植株上收获的
种子发芽率和出苗率最高，接近于野生种子的优良

特性。此外，刘志新等［２０］研究报道了银柴胡种子生

活力、净度、千粒重等测定方法，对银柴胡种子识

别及其质量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４　银柴胡的化学成分

国内外学者先后利用现代分析技术对银柴胡化

学成分进行广泛研究。目前，在银柴胡中发现的化

学成分主要包含五大类：７种甾醇类、１０种环肽类、
１７种挥发性物质、７种生物碱类和３种酚酸类，其
中甾醇类化合物为银柴胡主要活性成分，其次为生

物碱类物质、环肽类化合物。

４１甾醇类

研究者［２１２４］从银柴胡乙醚提取物中分析鉴定出

７种甾醇类化合物，分别是 α菠甾醇葡萄糖苷（ａ
ｓＰｉｎａｓｔｅｒｏｌ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豆 甾７烯 醇 葡 萄 糖 苷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７ｅｎｏｌ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微量麦角７烯醇葡萄糖
苷（Ｅｒｇｏｓｔｅｎｏｌ７ｇｌｕｃｏｓｉｄ）、β谷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豆甾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ｏｌ）、α菠甾醇（αｓｐｉｎａｓｔｅｒｏｌ）、豆
甾７烯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７ｅｎｏｌ）。其中 α菠甾醇葡萄糖
苷、豆甾７烯醇葡萄糖苷和麦角７烯醇葡萄糖苷为
首次从银柴胡中分离得到。张学良等［２２］研究表明，

银柴胡总甾醇含量可以通过紫外分光光度计，以 α
菠甾醇（αｓｐｉｎａｓｔｅｒｏｌ）和豆甾７烯醇（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７ｅｎｏｌ）
的混合物（１∶３）为对照品，在５４６ｎｍ波长下测得。

·５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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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环肽类

银柴胡中含有的环肽类化合物主要为５～８环肽
化合物［２３］，分别为五环肽化合物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ｎＥ
［ｃｙｃｌｏ（ＧｌｙＴｙｒＡｌａＰｈｅＡｌａ）］、六 环 肽 化 合 物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ｎＡ～Ｄ［Ａ：ｃｙｃｌ（ＧｌｙＴｈｒｐｈｅｌｅｕＴｙｒＶａｌ）、
Ｂ：ｃｙｃｌ（ＧｌｙＴｈｒＰｈｅＬｕｅＴｈｒＴｈｒ）、Ｃ：ｃｙｃｌ（Ｇｌｙ
ＴｈｒＰｈｅＬｅｕＴｙｒＴｈｒ）、Ｄ：ｃｙｃｌ（ＧｌｙＶａｌＧｌｙＰｈｅＴｙｒ
Ｉｌｅ）］以及银柴胡环肽 ｃｙｃｌ（ＴｙｒＶａｌＡｌａＡｌａＧｌｙ
Ｇｌｙ）、八环肽化合物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ｎＨ～Ｋ［Ｈ：ｃｙｃｌ（Ａｌａ
ＰｒｏＴｈｒＰｈｅＴｙｒＰｒｏＬｅｕＩｌｅ）、Ｉ：ｃｙｃｌ（ＶａｌｐｒｏＴｈｒ
ＰｈｅＴｙｒＰｒｏＬｅｕＩｌｅ）、Ｊ：ｃｙｃｌｏ（ＧｌｙＰｒｏＬｅｕＡｌａＰｒｏ
ＰｈｅＳｅｒＰｈｅ）、Ｋ：ｃｙｃｌｏ（ＧｌｙＧｌｙＴｒｙＬｅｕＰｒｏＰｒｏＬｅｕ
Ｓｅｒ）］，其中多肽 Ｈ、Ｉ均表现体外抗肿瘤活性，多
肽Ａ则显示出抑制细胞生长的活性。

４３生物碱类

银柴胡中分离出的生物碱类主要包括 β咔啉类
生物碱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ｎｅｓＡＤ和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ｄｅｓⅠ、Ⅱ以及
β咔啉类生物碱苷 ｇｌｕｃｏ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ｎｅＢ等［２５］。Ｓｕｎ［２６］

进一步研究证明，生物碱 Ｃ、Ｄ具有明显的抗过敏
反应作用，且生物碱Ｄ的作用更明显。

４４酚酸类

据报道［２１］，银柴胡中酚酸类成分主要包括香草

酸（ｖａｎｉ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３，４二甲氧基苯丙烯酸（３，４
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ｃｉｎｎａｍｉｃａｃｉｄ）、 二 氢 阿 魏 酸

（ｄｉｈｙｄｒｏｆｅｒｕｌｉｃａｃｉｄ）等。但酚酸类物质的作用研究尚
未见报道。

４５挥发类物质

挥发油也是银柴胡的重要成分。孙艳等［２７］采用

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对北京延庆县产银柴胡的挥
发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从分离出的２０多个峰中鉴
定出１７个化学成分。其中银柴胡挥发油的主要化学
成分为 ２甲基５异丙烯基２，５己二烯１乙酸酯
（１１３８％）、１４甲基十五烷酸甲酯（２８０５％）和去乙
酰基蛇形毒素（２３１８％）。杨敏丽等［２８］采用 ＧＣＭＳ
分析方法检测了宁夏产银柴胡挥发油的化学成份，

其结果主要为去乙酰基蛇形毒素（１２９７％）、二甲基
邻苯二甲酸酯（１０９２％）和 １４甲基十五烷酸甲酯
（９００％）。两者研究发现，不同产地银柴胡挥发油
类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存在差异，是否是银柴胡道地

性的化学特征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５　银柴胡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银柴胡中分离的活性成分

甾醇类、环肽类、生物碱类开展了深入研究，证实

银柴胡提取物具有解热、抗炎、抗变态反应等作用。

这些研究为药材银柴胡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

基础。

５１药理作用

中药材银柴胡具有明显的抗炎和解热作用。据

报道，α菠甾醇具有抗炎和解热作用，而其在银柴
胡中含量较高，故有学者［２９］认为 α菠甾醇为银柴胡
主要成分之一。王英华等［３０］利用人工种植与野生的

银柴胡乙醚粗提物考察其对小鼠角叉菜胶性足肿胀

的影响，发现二者均具有明显的解热作用和抗炎

作用。

Ｓｕｎ等［２９］用银柴胡根部的乙醇萃取物的水提物

对小鼠进行抗过敏反应实验，发现银柴胡中 β咔啉
类生物碱具有有效的抗过敏特性。ＭｏｒｉｋａＷａ等［３１］

从银柴胡中分离得到的环肽 Ｈ、Ｉ、Ｊ、Ｋ均对 Ｐ３８８
细胞显示了中度抑制作用，表现出体外抗癌活性。

该研究还显示银柴胡中的环肽Ｊ、Ｋ能抑制鼠大动脉
由去甲肾上腺素诱导的血管收缩，显示了温和的舒

张鼠大动脉血管作用。

５２临床应用

银柴胡为传统中药，除加工成中药饮片外，主

要用于中成药的生产中。其在乌鸡白凤丸中与牡蛎、

生地、天冬归类，同起到滋阴清热之功能，为乌鸡

白凤丸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药材［３２］。在传统中医药

中，银柴胡还常常与青蒿等药材配伍，具有良好的

抗菌消炎作用［６］。近年来随着对其活性成分甾体类、

生物碱类、环肽类的深入研究，发现银柴胡提取物

还具有良好的解热、抗炎等作用，因此银柴胡在现

代临床主要应用于以下５中疾病［３３３４］：１）以银柴胡
为主，配合胡黄连、蟾蜍干、牡丹皮等，配成散剂

或煎剂，治疗小儿疳积发热，效果满意；２）以银柴
胡配地骨皮、青蒿、鳖甲等成丸剂，或水煎服，治

疗阴虚骨蒸潮热久病发热，效果理想；３）以青蒿、
银柴胡为主，治疗感冒高热，治愈率为９９１％。药
后２４ｈ内，体温基本可以降至正常范围，最快在服
药后４～６ｈ体温恢复正常，且不再回升；４）含银柴
胡的过敏煎剂治疗许多过敏性疾病均有良好的疗效，

如辛乌汤治疗过敏性鼻炎，有效率为８７％，治疗时
·６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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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长２０ｄ，最短２ｄ；七味过敏煎治疗过敏性皮肤
病，总有效率 ９７７８％，疗效迅速；５）用于肝经郁
火、肝阴不足的中晚期肝癌，症见低热不退、齿龈

出血等，常与胡黄连、地骨皮、牡丹皮、鳖甲等配

合应用；用于瘀毒内阻、阴虚火旺的白血病、肺癌

等，症见骨蒸潮热、五心烦热、低热不退、盗汗或

吐血、衄血等，常与紫草根、青蒿、地骨皮、七叶

一枝花等配合应用。

目前中药材银柴胡的现代医药开发利用相对较

少，从银柴胡有效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来看，其

抗菌、消炎、清热、抗肿瘤等方面的药理作用有待

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６　银柴胡药材质量标准研究

当前中药材质量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开展药材质量标准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之一。据调

查，目前我国市场上伪品银柴胡约占市场份额

４０％［３５］，伪品主要来自于同科植物蝇子草属的旱麦

瓶草、蝇子草、女娄菜，丝石竹属丝石竹，蚤缀属

灯心蚤缀的根；还有一些近缘植物，如叉歧繁缕、

线叶繁缕等。伪品银柴胡的药性与银柴胡相去甚远，

伪品的混入不仅严重干扰了药材市场的正常运行，

而且对以此为原料的中成药的生产产生极大的干扰。

因此，针对银柴胡的鉴别方法，国内学者开展了大

量研究。

６１外观性状鉴别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记载，干燥
的银柴胡根呈圆柱形，表面为淡黄色或黄棕色，有

扭曲的纵褶皱及支根痕，具孔状凹陷，成棕色点，

习称 “沙眼”。长约１５～４０ｃｍ，直径在１～２５ｃｍ
左右，通常栽培品较野生品短。根头部（俗称芦头）

成密集疣状突起，习称 “珍珠盘”。此外干燥根可

见棕色裂隙，质硬易折断，断面有裂隙，粗糙，黄

白相间，射线与导管相间排列，呈放射状。气味弱，

味微甜。而同科其他伪品干燥的根多为圆锥形，根

头部多分枝，而无 “珍珠盘”或不明显，表面无

“沙眼”，味淡或味苦涩［３６］。据观察，栽培品与野生

品外观性状差异亦较大，一般不见 “沙眼”和 “珍

珠盘”，而且栽培品支根较多，增加了银柴胡外观鉴

别的难度［３７］。

６２显微鉴别

显微学鉴定是生药学重要的手段之一。陈科力

等［３７］通过观察指出，正品银柴胡药材断面可见木栓

层细胞 １０余列，呈黄棕色；栓内层细胞多切向延
长；维管束为外韧型；韧皮部较狭窄，木质部宽广，

占断面直径的大部，木射线明显，细胞数列至１０余
列；薄壁细胞有草酸钙砂晶。而伪品银柴胡，如灯

心蚤缀的韧皮部和木射线薄壁细胞含大量草酸钙簇

晶及少量砂晶；丝石竹显微结构中有异型维管束存

在，薄壁细胞含大量草酸钙簇晶［３８４０］。陈飞［４１］对充

当银柴胡的常见伪品灯心蚤缀、丝石竹、旱麦瓶草

根３种植物进行显微鉴别，发现３种伪品其粉末中
薄壁细胞都含有大量草酸钙簇晶。

６３光谱学鉴别

韩建等［４２］采用现代分析技术，比较研究银柴胡

与其伪品的紫外吸收及红外吸收光谱特征。结果显

示，从紫外吸收光谱看，银柴胡乙醇及正丁醇提取

液在２７２ｎｍ处有一最大吸收峰，而伪品银柴胡在此
处没有最大吸收峰；从红外吸收光谱看，繁缕属植

物的根在１６２３～１６５７ｃｍ－１附近有１个吸收峰，而蚤
缀属、蝇子草属和丝石竹属植物的根在此范围内分

别有２个吸收峰。陈永林等［４３］对银柴胡及女娄菜、

霞草、旱麦瓶草、党参、蝇子草等６种混伪品进行
了紫外光谱学和薄层色谱特征的研究，结果显示，

银柴胡有一个吸收峰，峰位在 ２７０ｎｍ，谷位在
２５０ｎｍ；霞草、女娄菜、旱麦瓶草、蝇子草虽也只
有一个吸收峰，但峰位、谷位差别较大；党参的峰

位与银柴胡相近，但吸收度有别。由此提出利用紫

外光谱和薄层层析可准确地进行银柴胡与常见混伪

品的鉴别。

６４色谱学鉴别

指纹图谱是近年来广泛用于药材质量评价的有

效方法之一。刘训红等［４４］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从银柴

胡中分离出约４０多个色谱峰，并选择其中１３个共
有峰作为构建指纹图谱的特征峰，构建银柴胡高效

液相色谱指纹图谱，为其药材鉴别、质量评价等提

供依据。此外，李曼玲等［４５］利用银柴胡中的主要甾

醇类成分—豆甾７烯醇具有紫外末端吸收的特点，
研究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测定银柴胡有效成分含量的方法，
可以准确地对银柴胡进行质量监控及鉴别。范莉［４６］

以银柴胡碱 Ｃ为特征成分，对其进行含量测定，建
立ＨＰＬＣ法测定银柴胡中生物碱含量的方法，对银
柴胡的质量评价及鉴别提供了新的补充建议。

·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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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化学反应鉴别

据文献报道［４７］，银柴胡正品水浸液无泡沫反

应，而伪品水浸液有较强的泡沫反应。但常爱国［４８］

研究发现，旱麦瓶草同样没有明显的泡沫反应，指

出不能单用泡沫反应来鉴别银柴胡，显然这种方法

目前还不能准确地对药材真伪进行鉴定。

７　结语

多年来，科研人员在银柴胡的栽培、药理、临

床和有效化学成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为更好地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银柴胡

资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目前，随着中药材产

业的快速发展，银柴胡的种植作为宁夏、内蒙等地

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受到了极大

的重视。但是在发挥资源优势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问题，如栽培药材出现品种退化、缺乏优

良品种及相应的繁育技术、下游产品开发程度有限

等。针对这些与产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技

术还需要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加强对银柴胡种质

资源的收集保护与系统评价，从而为其良种的选育

提供基础材料和理论依据，以促进银柴胡资源的全

面保护与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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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郖雪梅．ＨＰＬＣ法测定不同产地药材陈皮中橙皮苷的含
量［Ｊ］．北方药学，２０１５，１２（２）：９１２．

［１０］吴愫青，叶莹，张俊．ＨＰＬＣ测定不同产地陈皮橙皮苷的
含量［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０８，１０（８）：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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