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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选取广西不同类型的两面针为材料ꎬ通过查阅文献对两面针基原植物进行考证ꎬ用反相高

效液相色谱法(ＲＰ－ＨＰＬＣ)对两面针原变种及变种中的 ５ 种活性成分进行定量分析ꎮ 结果表明:(１)毛两面

针[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Ｒｏｘｂ) ＤＣ. ｆ. ｆａｓｔｕｏｓｕｍＨｏｗ ｅｘ Ｈｕａｎｇ]早已并入两面针原变种[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Ｒｏｘｂ.)
ＤＣ. ｖａｒ. ｎｉｔｉｄｕｍ]ꎻ虽然毛两面针与毛叶两面针中文名称相似ꎬ但不可认为是同一个变种ꎮ (２)ＲＰ－ＨＰＬＣ 结

果显示两面针原变种及变种均不含毛两面针素ꎮ (３)５ 种活性成分在不同类型中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４)根
据 ５ 种活性成分含量数据ꎬ对 ９ 份两面针样品进行聚类分析ꎬ结果划分为 ４ 组ꎬ与两面针形态划分一致ꎮ 这

不仅理清了“毛叶两面针”与“毛两面针”存在的混淆问题ꎬ而且还比较了不同形态类型间的活性成分含量ꎬ

为两面针质量控制和资源的合理应用开发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 两面针ꎬ 基原考证ꎬ 活性成分ꎬ 毛两面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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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针是我国常用中药ꎬ具有活血化瘀ꎬ行气

止痛ꎬ祛风通络ꎬ解毒消肿的功效ꎮ «药典»中规定

两面针药材的基原为芸香科花椒属植物两面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中国药典ꎬ２０１５)ꎮ «中国

植物志»第 ４３ 卷第 ２ 册(１９９７)将两面针分为原变

种及变种毛叶两面针ꎬ原变种下又分为 ３ 个类型ꎮ
两面针主要开发生产为药品和日用品ꎬ年需求量

大ꎬ其苯骈菲啶类生物碱及木脂素具有解痉镇痛、
抗炎、抗菌、抗癌等活性(文屏等ꎬ２０１８ꎻ贾微等ꎬ
２０１６ꎻ马春玉ꎬ２００７ꎻ张守尧等ꎬ２００２)ꎮ 因两面针

类型 ３(毛两面针)与变种毛叶两面针中文名相

似ꎬ且两者嫩枝、花序轴及花梗均被短柔毛ꎬ所以

在基原植物鉴定上易将两者混淆ꎬ一些文献资料

和各地方植物志对两面针类型 ３ 和变种在物种的

鉴定命名上也存在多种写法ꎬ这就给两面针药材

的临床用药及研究带来许多困扰ꎮ 因此本研究对

两面针的基原植物进行考证ꎬ重申毛两面针拉丁

名的正确写法ꎮ
本研究通过文献查阅及形态学比较的方法对

两面针不同类型及变种进行了对比与考证ꎬ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考证了毛两面针素与毛两面针的关

系ꎬ同时测定两面针原变种下 ３ 个类型及变种中

氯化两面针碱等 ５ 种成分含量上的差异ꎬ为两面

针在抗肿瘤药物和镇痛等方面的资源开发利用及

其质量控制提供依据ꎮ 所有实验样品均经过广西

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赖茂祥研究员与黄云峰

副研究员鉴定ꎬ凭证标本存放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医药研究院标本馆(ＧＸＭＩ)ꎮ 样品的具体采集

地点以及鉴定信息见表 １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所有样品均为广西产ꎬ两面针 ３ 个类型及变种

取自 ８ 个产地ꎬ详见表 １ꎮ 每批次药材共设置 ３ 个

重复ꎬ药材经过 ６０ ℃烘干ꎬ粉碎ꎬ过 ３ 号筛备用ꎮ
１.２ 仪器与试剂

仪器:安捷伦 １２６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
ＤＡＤ 检测器及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ｓｔａｔｉｏｎ 色谱工作站ꎻ
ＫＱ￣２５０ＤＥ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ꎬ功率为 ２５０ Ｗꎬ频率为 ４０ ｋＨｚ)ꎻＦＡ１００４
型电子分析天平 (上海精科电子天平)ꎻ ＧＺＸ￣
ＧＦ１０１￣４￣ＢＳ￣Ⅱ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跃进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ꎮ
试剂:氯化两面针碱对照品 (质量分数为

９１％ꎬ批号为 １１０８４８￣２００６０３)ꎻ白屈菜红碱对照品

(质量分数为 ８０.５％ꎬ批号为 １１１７１８￣２０１４０２)ꎻ毛
两面针素(批号为 １１１５３１￣２０１６０３)ꎻ乙氧基白屈菜

红碱(批号为 １１０８４７￣２００６０１)购自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ꎻ盐酸血根碱(批号为 ｗｋｑ１７０５２２０２)ꎻ
别隐品碱(批号为 ｗｋｑ１７０２０６０２)ꎻＬ￣芝麻脂素(批
号 为 ｗｋｑ１６０８０５０３ )ꎻ Ｌ￣细 辛 脂 素 ( 批 号 为

ｗｋｑ１６０７１３０１)纯度均 ≥９８％ꎬ购自四川省维克奇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对照品中除毛两面针素与乙

氧基白屈菜红碱分别供鉴定检查用之外ꎬ其他均

可用于含量测定ꎻ乙腈 (色谱纯ꎬ美国 ＴＥＤＩＡ 公

司)ꎻ水为超纯水ꎬ甲醇、磷酸、三乙胺均为国产分

析纯ꎮ

２３５ 广　 西　 植　 物 ３９ 卷



表 １　 两面针原变种及变种的来源及鉴定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ｏｆ ｔｈｅ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ａｎｄ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样品名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

采集地点
Ｏｒｉｇｉｎ

样品编号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ｄｅ

类型 １
Ｔｙｐｅ １

桂平
Ｇｕｉｐｉｎｇ

Ｓ１

类型 １
Ｔｙｐｅ １

防城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２

类型 ２
Ｔｙｐｅ ２

那坡
Ｎａｐｏ

Ｓ３

类型 ２
Ｔｙｐｅ ２

天峨
Ｔｉａｎｅ

Ｓ４

类型 ３
Ｔｙｐｅ ３

大新
Ｄａｘｉｎ

Ｓ５

类型 ３
Ｔｙｐｅ ３

来宾
Ｌａｉｂｉｎ

Ｓ６

类型 ３
Ｔｙｐｅ ３

钦州
Ｑｉｎｚｈｏｕ

Ｓ７

类型 ３
Ｔｙｐｅ ３

天峨
Ｔｉａｎｅ

Ｓ８

毛叶两面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金秀
Ｊｉｎｘｉｕ

Ｓ９

飞龙掌血
Ｔｏｄｄａｌｉ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南宁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Ｓ１０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基原植物考证 　 通过查看各植物标本馆中

两面针各类模式标本和普通标本ꎬ以及查阅两面

针相关文献ꎬ掌握两面针在植物分类学中的修订

历史并找出各拉丁名最初的源头ꎮ 在实地调查过

程中除认真观察两面针变种、类型之间叶片质地

和植株的被毛情况外ꎬ还比较了两面针变种、类型

之间茎部皮刺是否存在区别ꎮ
１.３.２ ＲＰ￣ＨＰＬＣ 法含量测定

１.３.２.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 Ｉｎｅｒｔｓｉｌ ＯＤＳ￣３ 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ꎬ５ μｍ)ꎮ 流动相:乙腈 (Ａ) ￣水溶液

(Ｂꎬ含 ０.２５％三乙胺＋０.２％磷酸)ꎮ 梯度洗脱:０ ~
６ ｍｉｎꎬ２５％ Ａꎻ６ ~ ２５ ｍｉｎꎬ２５％ ~ ３２％ Ａꎻ２５ ~ ２９
ｍｉｎꎬ３２％ ~６０％ Ａꎻ２９ ~ ４５ ｍｉｎꎬ６０％ Ａꎮ 流速:１.０
ｍＬｍｉｎ￣１ꎮ 检测波长:２７３ ｎｍ (氯化两面针碱、白
屈菜红碱、乙氧基白屈菜红碱、盐酸血根碱)、 ２８４
ｎｍ (别隐品碱、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素)、３２８ ｎｍ
(毛两面针素)ꎮ 柱温为 ３０ ℃ꎬ进样量为 ２０ μＬꎮ
１.３.２.２ 溶液的制备 　 混合对照品的制备:精密称

取各对照品ꎬ用甲醇溶解定容ꎬ制成氯化两面针

碱、白屈菜红碱、乙氧基白屈菜红碱、毛两面针素、
盐酸血根碱、别隐品碱、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素的

质量浓度分别为 ０. ３２７ ６、０. １０７ ８７、０. ２０、０.１８、
０.４１２、０.９０、０.８３、０.７９ ｍｇｇ￣１的单一对照品储备

液ꎬ移取适量单一对照品储备液ꎬ置同一容量瓶

中ꎬ制成 ５ 个浓度梯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ꎮ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过三号筛样品粉末 ０.５

ｇꎬ精密称量ꎬ置具塞锥形瓶中ꎬ用 ７０％甲醇 ２０ ｍＬ
超声处理 ３０ ｍｉｎꎬ冷至室温ꎬ滤过ꎬ滤液置 ５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滤渣和滤纸再同法处理一次ꎬ滤液置于

同一容量瓶中ꎬ加少量 ７０％甲醇洗涤多次ꎬ洗液并

入同一容量瓶中ꎬ用 ７０％甲醇定容ꎬ摇匀ꎬ微孔滤

膜滤过(０.４５ μｍ)ꎬ取续滤液ꎮ
１.３.２.３ 系统适用性试验 　 取“１.３.２.２”项下混合

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各适量ꎬ按“１.３.２.１”项下

色谱条件采集色谱图(图 １)ꎬ各待测成分色谱峰

的分离度均>１.５ꎬ理论塔板数>５ ０００ꎬ说明各成分

基线分离良好ꎮ
１.３.２.４ 线性关系考察 　 移取“１.３.２.２”项下对照

品溶液 ０.１、０.５、１.０、２.０、５.０ ｍＬꎬ置于 １０ ｍＬ 量瓶

中ꎬ用甲醇定容ꎬ制成不同质量浓度的混合对照品

溶液ꎮ 以“１.３.２.１”项下色谱条件逐一进样测定ꎬ
以待测成分进样量(Ｘꎬμｇ)为横坐标ꎬ色谱峰面积

(Ｙ)为纵坐标ꎬ绘制标准曲线ꎬ得到各成分的回归

方程和线性范围ꎬ结果见表 ２ꎮ
１.３.２.５ 精密度试验 　 取“１.３.２.２”项下混合对照

品溶液ꎬ按“１.３.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测定

６ 次ꎬ记录峰面积ꎬ得氯化两面针碱、盐酸血根碱、
别隐品碱、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素峰面积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０.５３％、０.３３％、０.４８％、３.０２％、０.４４％ ( ｎ ＝
６)ꎬ表明仪器的精密度良好ꎮ
１.３.２.６ 稳定性试验 　 取“１.３.２.２”项下供试品溶

液ꎬ分别在室温下放置 ０、 ４、 ８、 １２、 ２４、 ４８ ｈ、按

“１.３.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检测ꎬ记录峰面积ꎮ 计算

氯化两面针碱、盐酸血根碱、别隐品碱、Ｌ￣芝麻脂

素、Ｌ￣细辛脂素峰面积 的 ＲＳＤ ( ｎ ＝ ６) 分 别 为

０.０８％、０.４８％、１.１１％、１.８９％、２.８４％ꎬ说明供试品

溶液中 ５ 个待测成分在 ４８ ｈ 内基本稳定ꎮ

３３５４ 期 秦云蕊等: 两面针基原植物考证及其活性成分含量分析



表 ２　 五个对照品的线性关系和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成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回归方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 线性范围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 (μｇ)

氯化两面针碱
Ｎｉｔｉｄ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ｙ＝ ３ ２３８ｘ－２.２１８ ０.９９９ ５ ０.０７２~ ３.６０

盐酸血根碱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ｙ＝ ２ ６４５ｘ－１.１９４ ０.９９９ ５ ０.０４１ ２~ １.６４８

别隐品碱
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ｉｎｅ

ｙ＝ ６０４.７ｘ－２.３０７ ０.９９９ ５ ０.１８~ ７.２０

Ｌ￣芝麻脂素
Ｌ￣ｓｅｓａｍｉｎ

ｙ＝ １ ９５４ｘ－０.１４１ １ ０.０８３~ ３.３２

Ｌ￣细辛脂素
Ｌ￣ａｓａｒｉｎｉｎ

ｙ＝ １ １２８ｘ－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７９~ ３.１６

１.３. ２. ７ 重复性试验 　 称取同一样品 ０. ５ ｇꎬ按

“１.３.２.２”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ꎬ共 ６ 份ꎬ并按

以上色谱条件分析ꎬ将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回归

方程ꎬ计算氯化两面针碱、盐酸血根碱、别隐品碱、
Ｌ￣芝麻脂素、 Ｌ￣细辛脂素峰含量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０.４６％、１.７５％、１.１２％、１.８７％、１.８３％ꎬ表明方法的

重复性良好ꎮ
１.３.２.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待测成分含量的

样品 ０.２５ ｇꎬ共 ９ 份ꎬ加入低、中、高含量的待测成

分对照品各 ３ 份ꎬ按“１.３.２.２”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ꎬ再按“１.３.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ꎬ记
录峰面积并计算加样回收率ꎬ氯化两面针碱等 ５
种成 分 的 平 均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１. ５１％、 １. ９５％、
１.５７％、３.２３％、２.３５％ꎮ
１.３.２.９ 样品含量测定　 分别精密称取 ９ 个样品粉

末ꎬ样品溶液制备按 “ １. ３. ２. ２” 项下方法ꎬ再用

“１.３.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测定ꎬ将峰面积代入标准

曲线回归方程计算各样品中 ５ 种成分的含量ꎬ结
果见表 ４ꎮ
１.３.２.１０ 数据分析 　 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和 ＳＰＳＳ１９.０ 数据

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两面针基原植物考证

«中国植物志»第 ４３ 卷第 ２ 册(１９９７)记载两

面针包括一个原变种和一个变种ꎬ原变种又根据

小叶形态及被毛情况分为 ３ 个类型ꎬ即类型 １、类
型 ２、类型 ３ꎬ类型 １ 与 Ｒｏｘｂｕｒｇｈ 首先发表的模式

标本一致ꎬ该模式标本原植株采集地在广州市郊ꎬ
１８１２ 年被引种至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ꎬ次年自该

植株采下标本并发表ꎮ 根据作者多年调查发现ꎬ
类型 １ 因其茎上的栓皮刺呈灰白色ꎬ民间常称为

“白皮两面针”ꎻ类型 ２ 因长在石山上被称为“石山

类型”ꎻ类型 ３ 因叶腹面皮刺常不发育ꎬ而叶背皮

刺存留ꎬ同时嫩茎被短柔毛ꎬ所以广西民间会把类

型 ３ 称为 “单面针”或“毛两面针”ꎮ 余丽莹等对

广西两面针野生种质资源进行调查研究ꎬ发现两

面针 ３ 个类型和变种在广西都有分布(余丽莹等ꎬ
２００９ａꎬ ｂ )ꎬ 而 变 种 毛 叶 两 面 针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仅分布于广西平南与金秀

大瑶山地区ꎬ其模式标本就采自于广西平南ꎬ是当

地瑶医的习用药材ꎬ现已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瑶药

材质量标准» (２０１４)收载ꎮ 两面针原变种下各类

型和变种之间在形态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叶片质地

和植株的被毛情况ꎬ但通过作者的实地调查和前

期研究发现两面针除了叶片质地和植株的被毛情

况有明显区别外ꎬ各类型茎干上的皮刺也有明显

差异(图 ２)ꎮ
类型 １ 的茎上有翼状蜿蜒而上的木栓层刺ꎬ类

型 ２ 老茎基本无刺、或被非常稀疏的小刺ꎬ类型 ３
(毛两面针)具柱状刺ꎬ变种毛叶两面针的茎小ꎬ只
分布有稀疏的小刺ꎮ 据根叶片质地、被毛情况及

茎上皮刺的形态特征ꎬ易鉴别出所采样品为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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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混合对照品(２７３ ｎｍ)ꎻ Ｂ. 混合对照品(２８４ ｎｍ)ꎻ
Ｃ. 混合对照品(３２８ ｎｍ)ꎮ １. 别隐品碱ꎻ ２. 盐酸血根碱ꎻ
３. 氯化两面针碱ꎻ ４. 毛两面针素ꎻ ５. 白屈菜红碱与乙氧基

白屈菜红碱ꎻ ６. Ｌ－芝麻脂素ꎻ ７. Ｌ－细辛脂素ꎮ
Ｎｏｔｅ: Ａ.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２７３ ｎｍ)ꎻ

Ｂ.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２８４ ｎｍ)ꎻ 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３２８ ｎｍ). １. 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ｉｎｅꎻ ２.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ꎻ

３. Ｎｉｔｉｄ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ꎻ ４. Ｔｏｄｄａｌｏａｃｔｏｎｅꎻ ５. 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ｏｘｙ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ꎻ ６. Ｌ￣ｓｅｓａｍｉｎꎻ ７. Ｌ￣ａｓａｒｉｎｉｎ.

图 １　 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 １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类型ꎮ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两面针腊叶标本ꎬ作
者发现在两面针原植物鉴定过程中常存在以下错

误ꎬ第一是将两面针原变种下的类型 ３ (毛两面

针) 鉴 定 为 毛 叶 两 面 针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ꎬ１９５６ 年侯宽昭将采自广州白云

山的两面针标本定为一新变种ꎬ即疏刺两面针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ｅｇｅｌｅｃｔ)ꎬ１９７４ 年侯宽昭和黄成就

又将采自海南的两面针标本发表为两面针的新变

型—疏刺花椒(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ｆ. ｆａｓｔｕｏｓｕｍ)ꎬ１９８７ 年黄

成就将两者归并为两面针(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ꎬ同时把广

西平南县大瑶山山脉采集到叶背面密被柔毛的两

面针标本ꎬ定为两面针的新变种ꎬ即毛叶两面针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ꎮ 通过查阅

疏刺两面针和疏刺花椒的模式标本及野外实地调

查ꎬ我们认为这两者实际上就是两面针原变种的

类型 ３ꎬ即常说的“毛两面针”ꎬ因人们常说的“毛

两面针”和“毛叶两面针”两者之间只有一字之差ꎬ
而且两者对应的原植物也都有毛ꎬ因此非常容易

造成鉴定错误ꎮ 第二是将两面针类型 ３ (毛两面

针)的拉丁名写错为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ｆａｓｔｕｏｓｕｍꎬ通过

溯源我们发现这一拉丁名最早源于«广东植物志»
第 ２ 卷(１９９１)ꎬ此拉丁名在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Ｎａｍｅｓ Ｉｎｄｅｘ ( ＩＰＮＩ)上进行查询ꎬ但并不存在ꎬ很
可能是编写者把两面针的变型“ ｆ.”错误的写成变

种“ ｖａｒ.” 的 缘 故ꎬ « 广 西 中 药 材 标 准» 第 ２ 册

(１９９６)在制定两面针标准时ꎬ因引用了«广东植物

志»这一文献ꎬ所以也使用了错误的拉丁名ꎮ
２.２ ＲＰ￣ＨＰＬＣ 检测两面针中毛两面针素

采用 ３２８ ｎｍ 波长下的液相色谱图建立指纹图

谱ꎬ查看 ９ 批样品及两面针混伪品飞龙掌血中与

对照品处是否有共有峰ꎬ如图 ３ 所示ꎬ仅飞龙掌血

在 ｂ 处与毛两面针素有共有峰ꎬ两面针下 ３ 个类型

及变种在 ｂ 处则无共有峰ꎮ 说明两面针原变种下

３ 个类型和变种毛叶两面针中均不含有毛两面

针素ꎮ
２.３ 不同类型两面针含量分析

不同类型的两面针及毛叶两面针内 ５ 种化合

物含量表现出不同的规律ꎮ 如图 ４ 所示ꎬ类型 ３ 和

毛叶两面针中氯化两面针碱含量最高ꎬ类型 １ 的

氯化两面针碱含量最低ꎮ 盐酸血根碱的含量在两

面针三个类型及变种中差异不显著ꎮ 别隐品碱的

含量ꎬ毛叶两面针中含量最高ꎬ类型 ２ 和类型 ３ 次

之ꎬ类型 １ 最低ꎮ 类型 １ 的 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

素含量最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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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Ａ. 两面针类型 １ꎻ Ｂ. 两面针类型 ２ꎻ Ｃ. 两面针类型 ３ꎻ Ｄ. 毛叶两面针ꎮ
Ｎｏｔｅ: Ａ.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Ｔｙｐｅ １ꎻ Ｂ.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Ｔｙｐｅ ２ꎻ Ｃ.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Ｔｙｐｅ ３ꎻ Ｄ.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ｕｍ.

图 ２　 两面针茎部
Ｆｉｇ. ２　 Ｓｔｅｍ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注: ａ. 氯化两面针碱ꎻ ｂ. 毛两面针素ꎻ ｃ. 白屈菜红碱与乙氧基白屈菜红碱ꎮ
Ｎｏｔｅ: ａ. Ｎｉｔｉｄ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ꎻ ｂ. Ｔｏｄｄａｌｏａｃｔｏｎｅꎻ ｃ. 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ｏｘｙｃｈｅｌ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

图 ３　 ３２８ ｎｍ 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 ３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ａｔ ３２８ ｎｍ

２.４ 聚类分析

两面针中氯化两面针碱、盐酸血根碱、别隐品

碱、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素的含量范围分别在

０.７０ ~ ４.３３、０.３１ ~ ２.５１、０.４７ ~ ２１.１７、０.１５ ~ ２.３９、
０ ~ １.１２ ｍｇｇ￣１之间ꎮ 氯化两面针碱含量以天峨

的类型 ３ 最高ꎬ其次为金秀的变种毛叶两面针ꎬ防
城的最低ꎻ盐酸血根碱在那坡的样品中含量最高ꎬ
最低的在钦州ꎻ别隐品碱的含量以金秀的样品最

高ꎬ桂平的最低ꎻ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素的含量均

以桂平的样品最高ꎬＬ￣细辛脂素在那坡、钦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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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产地及不同类型两面针含量
测定结果及差异性分析

Ｆｉｇ. 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秀的样品中含量均为 ０ꎬＬ￣芝麻脂素则以那坡的含

量为最低ꎬ见表 ３ꎮ

以氯化两面针碱等 ５ 种成分的总含量做聚类

分析ꎬ聚类结果与两面针类型基本一致ꎮ 金秀的

变种聚为一类ꎬ桂平与防城的类型 １ 聚为一类ꎬ天
峨与那坡类型 ２ 聚一类ꎬ余下天峨、钦州、来宾、大
新的类型 ３ 聚为另一类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两面针基原植物考证

因受生境、生长阶段等因素的影响ꎬ植物的表

型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差异ꎬ这就给植物分类学家

带来干扰ꎮ 同时因毛两面针与毛叶两面针中文名

相似ꎬ所以对一些没有植物分类学研究的科研人

员来说ꎬ易将两者混淆ꎮ 该文通过调查和查阅文

献对两面针基原植物进行考证ꎬ查出毛两面针在

植物 分 类 学 中 曾 以 疏 刺 两 面 针 (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ｎｅｇｅｌｅｃｔ)及疏刺花椒(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ｆ. ｆａｓ￣
ｔｕｏｓｕｍ)命名ꎬ不存在拉丁名为 Ｚ.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ｖａｒ. ｆａｓ￣
ｔｕｏｓｕｍ 的毛两面针ꎮ 同时指正民间常说的毛两面

针为原变种下的一个类型ꎬ与毛叶两面针有别ꎬ对
后续的研究者不再将两者混淆ꎬ不再使用错误的

拉丁名具有积极意义ꎮ 黄琪等(２０１２)在毛两面针

中检测到毛两面针素ꎬ有可能是购买的实验样品

是两面针混伪品飞龙掌血的原因ꎬ也可能是受到

«中国药典»两面针项下的“毛两面针”检查项即

检查毛两面针素来判断两面针与毛两面针的误

导ꎮ 本研究通过 ＲＰ￣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的研究发现

毛两面针素在两面针混伪品飞龙掌血中ꎬ而在两

面针原变种和毛叶两面针中均未发现ꎮ 这与秦泽

慧等(２０１１)、胡亮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３.２ 两面针含量测定

化学成分是中药材疗效的物质基础ꎬ定量和

定性的化学成分分析是中药材质量评价体系的重

要组成成分ꎮ 本研究选取了两面针中 ５ 种重要的

苯骈菲啶类生物碱及木脂素化合物(氯化两面针

碱、盐酸血根碱、别隐品碱、Ｌ￣芝麻脂素、Ｌ￣细辛脂

素)ꎬ用 ＲＰ￣ＨＰＬＣ 定量分析了不同类型两面针内 ５
种成分含量的差异ꎬ可为两面针质量控制和资源

的合理应用开发提供重要的信息ꎬ对于指导两面

针野生转家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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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产地及不同类型两面针含量测定结果及差异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ｎ＝ ３)

编号
ＮＯ.

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氯化两面针碱
Ｎｉｔｉｄ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盐酸血根碱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别隐品碱
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ｉｎｅ

Ｌ￣芝麻脂素
Ｌ￣ｓｅｓａｍｉｎ

Ｌ￣细辛脂素
Ｌ￣ａｓａｒｉｎｉｎ

Ｓ１ 桂平 Ｇｕｉｐｉｎｇ ２.５４±０.３７ｂｃ ０.５０±０.１３ｃ ０.４７±０.０２ｃ １.６５±０.７８ａｂ １.１２±０.１１ａ

Ｓ２ 防城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０.７０±０.０６ｄ ０.５４±０.０７ｃ ０.５０±０.１０ｃ ２.３９±０.２０ａ ０.３４±０.３４ｂ

Ｓ３ 那坡 Ｎａｐｏ １.７７±０.４６ｃ ２.５１±０.１７ａ ７.５６±３.３９ｂ ０.１５±０.０３ｄ ０ｂ

Ｓ４ 天峨 Ｔｉａｎｅ(Ｔｙｐｅ ２) ２.２７±０.３６ｃ ０.３３±０.０６ｃ ７.９８±０.５６ｂ １.５１±０.１４ａｂ ０.３１±０.２２ｂ

Ｓ５ 大新 Ｄａｘｉｎ １.９８±０.４６ｃ ０.３２±０.０２ｃ ５.１６±１.３０ｂ ０.７７±０.０９ｃ ０.０５±０.０３ｂ

Ｓ６ 来宾 Ｌａｉｂｉｎ ２.２４±０.３６ｃ ０.４０±０.０５ｃ ５.５０±０.３５ｂ １.１６±０.２３ｂｃ ０.０９±０.０４ｂ

Ｓ７ 钦州 Ｑｉｎｚｈｏｕ ３.４８±０.１５ａｂ ０.３１±０.０２ｃ ５.３９±１.３２ｂ ０.８２±０.０６ｂｃ ０.０６±０.０３ｂ

Ｓ８ 天峨 Ｔｉａｎｅ(Ｔｙｐｅ ３) ４.３３±０.４０ａ １.４７±０.６０ｂ ６.３９±１.２５ｂ ０.８９±０.０５ｂｃ ０ｂ

Ｓ９ 金秀 Ｊｉｎｘｉｕ ３.５３±０.５１ａｂ ０.４９±０.０９ｃ ２１.１７±１.８５ａ ０.９９±０.１８ｂｃ ０ｂ

　 注: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图 ５　 两面针样品聚类分析结果
Ｆｉｇ. ５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ａｎｔｈｏｘｙｌｕｍ ｎｉｔｉｄｕｍ

　 　 通过比较两面针 ５ 种活性成分含量ꎬ其中活

性成分氯化两面针碱是«中国药典» ２０１５ 版规定

的检测成分ꎬ要求氯化两面针碱的含量不低于 １.３
ｍｇｇ￣１ꎬ９ 个样品中除采自于防城的类型 １ 为 ０.７
ｍｇｇ￣１低于药典规定外ꎬ其余样品氯化两面针碱

含量均高于药典规定ꎬ毛叶两面针中氯化两面针

碱的含量仅次于含量的最高类型 ３ꎬ其别隐品碱的

含量为最高ꎬ是天峨类型 ２ 的 １.６ 倍ꎬ可见毛叶两

面针中生物碱的含量并不低ꎮ
本研究发现两面针中的白屈菜红碱与乙氧基

白屈菜碱的色谱峰重叠ꎬ改变色谱条件ꎬ也无法将

两者分离ꎬ可能是白屈菜红碱与乙氧基白屈菜红

碱在结构上的区别仅在于一个乙氧基ꎬ所以要在

色谱柱中将两者分离ꎬ存在很大的难度ꎮ 通过查

阅文献ꎬ发现不存在同时测定两面针中乙氧基白

屈菜红碱与白屈菜红碱的文章ꎬ而都是选测两者

中的一种(孙科等ꎬ２０１７ꎻ方琳乔等ꎬ２０１１ꎻ梁广华

和张建浩ꎬ２００５)ꎬ这可能是前人未能及时发现此

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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