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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艳山姜为姜科山姜属植物，艳山姜（Ａｌｐｉｎｉａ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的干燥成熟果实，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习

用药物，艳山姜在贵州省的种植面积已超过 １３０ ｈｍ２，是贵州“南药”的第一大宗产品，也是治理石漠化的重要

经济植物，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亦是民间常用的香料植物资源。 该研究采用性状、显微及理化鉴定方法，对
艳山姜果实进行了系统的生药学研究，并对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四个主要心血管药理活性成

分进行含量分析。 结果表明：艳山姜果实性状鉴别特征为果皮见 １２～２０ 条纵棱隆起，顶端具花被残基突起，种
子团由白色隔膜分为 ３ 瓣，每瓣具种子 ８～２０ 粒不等，较易散落。 显微鉴别特征为：种子横切面具 １～ ２ 列油细

胞，外胚乳细胞含淀粉粒，并可见细小草酸钙方晶；果实粉末可见螺纹导管、草酸钙方晶、淀粉粒、石细胞等。
气相色谱法测得艳山姜果实挥发油中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 ２９２％、
３．９６６％、９．７０３％、２７．１７１％。 该研究的性状、显微鉴别方法准确、简单、易行，可作为艳山姜药材的鉴别依据；气
相色谱含量测定方法重现性好，测定结果精确可靠，可用于艳山姜果实挥发油的含量测定。 该研究结果为艳

山姜药材的鉴定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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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山姜为姜科山姜属植物艳山姜 （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的干燥成熟果实，始见于 《植物名实图

考》，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习用药物。 具有

温中燥湿、行气止痛、截虐之功效，主治心腹冷痛、
胸腹胀满、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症状，已收录于

２００３ 版《贵州省中药、民族药质量标准》中（贵州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３）。 艳山姜广泛分布于我国

东南部至西南部各地，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

初，艳山姜在贵州黔西南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栽

培，目前在贵州种植面积超过 １３０ ｈｍ２，年产量在 ５０
ｔ 以上，是贵州“南药”第一大宗产品，也是治理石漠

化的重要经济植物。 艳山姜果实主要含挥发油类、
黄酮类、二萜类及有机酸类等化合物，其中挥发油

为主要活性部位（张彦燕等，２０１０）。 本课题组前期

通过 ＧＣ⁃ＭＳ 从艳山姜果实挥发油中分离鉴定出 ８３
个化学成分，主要以萜烯类化合物为主，分别含有

烯、醇、酮、酯、醚、烷类化合物（陶玲等，２００９）。 另

有采用 ＨＰＬＣ 测定艳山姜中去甲氧基醉椒素（李莉

等，２０１３）及 ＧＣ 法测定桉油精的含量（黄家宇等，
２０１４）。 Ｌａｈｌｏ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发现艳山姜叶挥发油成

分松油烯⁃４⁃醇具有直接的血管松弛作用，且不依赖

于交感神经系统，而依据贵州民族地区习用艳山姜

药材多为果实的特点，近年来本实验室开展了艳山

姜果实挥发油的心血管药理学活性研究工作，结果

证实其主要通过调控血管内皮功能稳态发挥保护

作用。 前期研究发现，艳山姜对脂多糖（ＬＰＳ）诱导

损伤的内皮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及对自发性高血压

大鼠胸主动脉血管纤维化重构具有抑制作用，其作

用机制均与抑制核因子 ＮＦ⁃κＢ 的激活有关；通过正

交试验设计法进一步证实 α⁃蒎烯、莰烯、１，８⁃桉叶油

醇及 β⁃蒎烯为艳山姜果实挥发油中的主要活性物

质基础（张彦燕等，２０１４；ＬｉｎｇＨ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生药学（Ｐｈａｒｍａｋｏｇｎｏｓｉ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ｏｓｙ）是应用

本草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包括植物化学、药物分

析化学、生物化学等）、药理学、中医学、临床医学和分

子生物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

研究生药的基源、鉴定、有效成分、生产、采制、品质评

价及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等的一门学科（蔡少青

等，２０１６）。 艳山姜药材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亦是民间

常用的香料植物资源，目前尚未见关于艳山姜药材生

药学方面的研究报道。 因此，基于上述因素，结合其

巨大的市场需求，本研究采取性状、显微及理化鉴定

方法，对艳山姜果实进行了系统的生药学研究，并对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四个主要心血

管药理活性成分进行含量分析，旨在为艳山姜药材的

鉴定及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试剂与材料

ＧＣ⁃１４Ｂ 气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ＢＳ⁃２２３Ｓ
型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ＺＮＨＷ⁃ＩＩ 型加热套（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Ｎｉｋｏｎ Ｎｉ⁃Ｕ 显微镜一套（日本尼康公司）。 α⁃
蒎烯，β⁃蒎烯，１，８⁃桉叶油醇及莰烯对照品（ 阿拉丁

公司，批号分别为 Ｐ１１０８７５ （纯度 ９８％），Ｐ１０８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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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 ９８％），Ｅ１１１２３４（纯度 ９９． ５％），Ｃ１０７２９５（纯
度 ９５％），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艳山姜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采自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连环乡巧岩村（批
号：２０１６０８１１、２０１６０８１６、２０１６０８２０），经贵州医科大

学龙庆德副教授鉴定为姜科山姜属植物艳山姜（Ａｌ⁃
ｐｉｎｉａ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的干燥成熟果实。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性状鉴别　 采用形态鉴别法观察艳山姜果实的

形状、大小、颜色、气味、表面特征及质地等外观性状。
１．２．２ 显微鉴别　 取艳山姜种子制作石蜡切片，显微

镜下观察其组织特征；艳山姜果实于 ６０ ℃烘干，粉
碎后过 ８０ 目筛，制备临时粉末制片，显微镜下观察

组织特征。
１．２．３ ＧＣ 含量测定

１．２．３．１ 色谱条件 　 采用 ＳＥ⁃５４ 毛细管色谱柱（０．５
μｍ，３０ ｍ × ０． ５３ ｍｍ）；载气为高纯氮气，流量 ２０
ｍＬ·ｍｉｎ⁃１；柱前压力：氢气 ５０ ｋＰａ， 空气 ５０ ｋＰａ；程
序升温：初始温度 ３５ ℃，以 ５ ℃·ｍｉｎ⁃１升温至 ５０ ℃
后，保持 ２ ｍｉｎ，以 ５ ℃·ｍｉｎ⁃１升温至 １２０ ℃，保持 ２
ｍｉｎ，以 ６ ℃ ·ｍｉｎ⁃１ 升温至 ２６０ ℃；运行时间：４２
ｍｉｎ；气化室、检测室温度均 ２６５ ℃；进样量 １ μＬ。
１．２．３．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 α⁃蒎烯、莰烯、
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１０ ｍＬ 容量瓶中，用乙酸乙酯溶解并定容，分别得

０．６７、０．４４、０．８６、０．８７ ｍｇ·ｍＬ⁃１对照品溶液，按照１ ∶
１ ∶ １ ∶ １ 比例混合，得 ４ 个对照品混合溶液，－２０ ℃
冰箱储存，备用。
１．２．３．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艳山姜干燥果实破

碎至种子破裂，按药典要求均匀取样，精密称取 １２０
ｇ，加 １２ 倍蒸馏水浸泡 １ ｈ，按 ２０１５ 年版《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 ２２０４ 挥发油测定法（国家药典委员会，
２０１５）提取 ５ ｈ，收集挥发油，经无水硫酸钠干燥后，
加适量乙酸乙酯配成 １ ｇ·Ｌ⁃１样品溶液，经 ０．２２ μｍ
微孔滤膜过滤，－２０ ℃冰箱储存。
１．２．３．４ 线性关系的考察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０．２、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ｍＬ，分别置 １０ ｍＬ 量瓶中，用
乙酸乙酯定容。 精密量取 １ μＬ 进样，按“１．２．３．１”项
下色谱条件测定，记录色谱图，测定峰面积。
１．２．３．５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１
μＬ，按“１．２．３．１”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连续进样 ６ 次。
１．２．３．６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样品 ６ 份，按“１．２．３．３”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并按“１．２．３．１” 项下色

谱条件测定。
１．２．３．７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０、
２、４、６、１０、１２、２４ ｈ 精密量取 １ μＬ 进样，按“１． ２．
３．１”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１．２．３．８ 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定已知含量的艳山

姜药材 ６ 份，分别精密加入 α⁃蒎烯，β⁃蒎烯，１，８⁃桉
叶油醇及莰烯对照品适量，按“１．２．３．３” 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按“１．２．３．１”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状鉴别

药材果实呈椭圆形或不规则球形，两端略尖，长
２．１～３．５ ｃｍ，直径 １．４～２．１ ｃｍ，表面棕黄色，有 １２～２０
条纵棱隆起，顶端具一花被残基突起，基部具果柄断

痕。 果皮薄而脆。 种子集结成团，具三钝棱，排列较

疏松，具白色隔膜，将种子团分成 ３ 瓣，每瓣有种子

８～２０ 粒，易散落。 种子为不规则多面体，长 ０．３～０．６
ｃｍ，直径 ０．２～０．５ ｃｍ（图 １）。 气芳香，味辛凉、微苦。

图 １　 艳山姜果实药材　
Ｆｉｇ． １　 Ｆｒｕｃ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ｉａｅ ｚｅｒｕｍｂｅ

２．２ 显微鉴别

２．２．１ 种子横切面　 最外层为假种皮，有时残存。 种

皮表皮细胞 １ 列，表观长条形，与下皮细胞垂直排

列，径向延长，为淡黄色。 下皮细胞 １～２ 列，长方形

或类圆形，切向排列，壁厚，内含红棕色或棕色物

５４０１８ 期 吴林菁等： 艳山姜果实的生药学及气相色谱研究



图 ２　 艳山姜种子横切面 （×４０）　 １． 假种皮细胞；
２． 种皮表皮细胞； ３． 下皮细胞； ４． 油细胞； ５． 色素层；

６． 内种皮； ７． 外种皮； ８． 胚乳。
Ｆｉｇ． ２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ｅｄ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ｉａｅ ｚｅｒｕｍｂｅ （×４０）　 １． Ａｒｉｌ ｃｅｌｌｓ； ２． Ｓｅｅｄ ｃｏａｔ Ｊ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 ３． Ｈｙｐｏｄｅｒｍａｌ ｃｅｌｌ； ４． Ｏｉｌ ｃｅｌｌ； ５．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ｌａｙｅｒ；
６． Ｅｎｄｏｔｅｓｔａ； ７． Ｅｘｏｐｌｅｕｒａ； ８．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质。 油细胞层为 １～２ 列油细胞，含黄色油滴。 色素

层为 ２～６ 列棕色细胞，散有类圆形油滴；内种皮为 １
列栅状厚壁细胞，内壁及侧壁极厚，胞腔小，内含硅

质块。 外胚乳细胞含淀粉粒，并有少数细小草酸钙

方晶。 内胚乳细胞含散在细小脂肪油滴（图 ２）。
２．２．２ 粉末鉴别 　 灰黄色。 内种皮厚壁细胞为红棕

色或黄棕色，表面观为多角形，胞腔内含硅质块。
外胚乳细胞多为类圆形或不规则形，长 ７ ～ １５ μｍ，
充满细小淀粉粒集结成的淀粉团。 油细胞较大，卵
圆形或类圆形，长 １２．６５ ～ ３５．８４ μｍ，含棕色物。 石

细胞呈多角状或类圆形，壁厚，长 ８．４１ ～ ２４．５６ μｍ。
淀粉粒众多，多为单粒，呈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脐点

为点状、一字形或人字形，直径 ４．７２ ～ ２１．１２ μｍ，少
为复粒，常由 ２～３ 个分粒组成；草酸钙方晶散在，大
小悬殊，长 ６． ２１ ～ １３． ３２ μｍ，宽 ５． ９８ ～ １２．５３ μｍ。
可见螺纹导管，直径 ６．９２ ～ ２１．２５ μｍ。 韧皮纤维壁

木化，直径 １８～３５ μｍ，壁厚 ４～７ μｍ（图 ３）。
２．２．３ 线性关系的考察　 以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

图 ３　 艳山姜果实粉末特征 （×４０）　 １． 螺纹导管；
２． 韧皮纤维； ３． 草酸钙方晶； ４． 内种皮厚壁细胞；
５． 石细胞； ６． 油细胞； ７． 淀粉粒； ８． 外胚乳细胞。

Ｆｉｇ． ３　 Ｐｏｗｄｅｒ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ｃ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ｐｉｎｉａｅ
ｚｅｒｕｍｂｅ　 １． Ｗｈｏｒｌ ｃａｔｈｅｔｅｒ； ２． Ｐｈｌｏｅｍ ｆｉｂｅｒ； ３．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ｏｘａｌａｔｅ； ４． Ｔｈｉｃｋ ｗａｌｌ ｃｅｌｌ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ｅｓｔａ； ５． Ｓｃｌｅｒｅｉｄ；
６． Ｏｉｌ ｃｅｌｌ； ７． Ｓｔａｒｃｈ ｇｒａｎｕｌｅ； ８． Ｏｕ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ｐｅｒｍ ｃｅｌｌ．

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Ｙα－蒎烯 ＝ ２１７．４５Ｘ ＋
５．４９６ （ ｒ ＝ ０．９９９ ８）， Ｙ莰烯 ＝ １６５． ３７Ｘ ＋ ６． ４９ （ ｒ ＝
０．９９９ ７），Ｙβ －蒎烯 ＝ ２４６． ８７Ｘ ＋ ７． ５１３ （ ｒ ＝ ０．９９９ ８），
Ｙ１，８－桉叶油醇 ＝ ２６９．６３Ｘ ＋ ３．２８ （ｒ＝０．９９９ ９） ，α－蒎烯、莰
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进样量分别在 ３．３６ ～ ４２．１
μｇ、２．２０～２７．５６ μｇ、４．３２～５４．０１ μｇ、４．３６～５４．５０ μｇ 与

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
２．２．４ 精密度试验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

油醇峰面积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２． ３１％、１． ９７％、２． ４５％、
２．４０％，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２．５ 重复性试验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
叶油醇的含量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０．５６％、１．２３％、１．７０％、
２．１２％，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２．６ 稳定性试验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
叶油醇的含量的 ＲＳＤ 分别为 １．９８％、２．０５％、０．７１％、
２．２３％，说明供试品溶液在 ２４ ｈ 内稳定。
２．２．７ 加样回收试验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
８⁃桉叶油醇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１０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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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混合对照品（Ａ）与艳山姜药材（Ｂ）的 ＧＣ 色谱图　 １． α⁃蒎烯； ２． 莰烯； ３． β⁃蒎烯； ４． １，８⁃桉叶油醇。
Ｆｉｇ． ４　 Ｇ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 ａｎｄ Ａｌｐｉｎｉａｅ ｚｅｒｕｍｂｅ （Ｂ）

１． α⁃ｐｉｎｅｎｅ； ２． ｃａｍｐｈｅｎｅ； ３． β⁃ｐｉｎｅｎｅ； ４． １，８⁃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ｏｌ．

表 １　 艳山姜中 ４ 个活性成分的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ｉａ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 （％）

批号
Ｂａｔｃｈ

α⁃蒎烯
α⁃ｐｉｎｅｎｅ

莰烯
Ｃａｍｐｈｅｎｅ

β⁃蒎烯
β⁃ｐｉｎｅｎｅ

１，８⁃桉叶油醇
１，８⁃ｅｕｃａｌｙｐｔｏｌ

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４．２３２ ３．９４９ ９．７２３ ２７．１７３

２０１６０８１６ ４．３２１ ３．９８７ ９．６８１ ２７．１６６

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平均含量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３２４
４．２９２

３．９６１
３．９６６

９．７０４
９．７０３

２７．１７５
２７．１７１

１０１．２３％、９９． ６５％、１０１． ２１％；ＲＳＤ 分别为 １． ８１％、
２．２５％、２．９１％、２．１４％。
２．２．８ ＧＣ 测定结果　 样品按“１．２．３．３” 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并按“１．２．３．１”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峰

面积，外标标准曲线法计算含量，测得 ３ 批艳山姜

（批号：２０１６０８１１、２０１６０８１６、２０１６０８２０） α⁃蒎烯、莰

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的含量见表 １，其平均含

量分别为 ４．２９２％、３．９６６％、９．７０３％、２７．１７１％。 对照

品、艳山姜 ＧＣ 色谱图见图 ４。

３　 讨论与结论

生药学的主要研究任务为在个体和种群等较宏

观水平开展生药真伪优劣的鉴别和质量评价，为生药

资源生产及可持续利用提供依据。 艳山姜作为贵州

地产特色民族药材，传统药用部位为其干燥成熟果

实，本研究通过性状、显微鉴别，证实艳山姜鉴别特征

为果皮薄而脆，表面有数条纵棱隆起，内种皮为 １ 列

栅状厚壁细胞，外胚乳细胞充满细小淀粉粒集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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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团。 油细胞较大，含棕色物，韧皮纤维壁木化。
此外螺纹导管、草酸钙方晶、淀粉粒、石细胞也是重要

鉴别特征。 药材的性状、显微鉴别是生药学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从外观性状到内部结构的鉴定，完
善了药材的品质评价与质量控制。

本研究通过 ＧＣ 法测定艳山姜中 α⁃蒎烯，β⁃蒎
烯，１，８⁃桉叶油醇及莰烯四个活性成分的含量，结果

表明 ４ 个活性成分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４． ２９２％、
９．７０３％、２７．１７１％、３．９６６％。 沈祥春等（２０１０）研究

艳山姜果实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含

量分别为 ９．２７５％、１０．１２０％、５．０５６％、１０．９５６％；陶玲

等（２００９）研究中 α⁃蒎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三

个活性成分，含量依次为 ５．８２６％、７．８５０％、９．１７２％，
未见莰烯成分鉴定及分析。 李莉等 （２０１３） 采用

ＨＰＬＣ 法测定了贵州 ３ 个不同产地艳山姜药材中具

有拮抗实验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的成分去甲氧基

醉椒素的含量，结果不同产地艳山姜药材中醉椒素

含量存在差异，黄家宇等（２０１４）运用 ＧＣ 法测定了

艳山姜挥发油中桉油精（１，８⁃桉叶油醇）的含量。
本文选用经典、简便易行的 ＧＣ 法，测定了艳山姜挥

发油中的心血管活性组分，并进行了色谱条件的方

法学考察和验证，且对检测方法及条件的重复性、
样品的稳定性及仪器的精密性进行了考察说明，所
采用的测定方法结果可靠，且简便易行。

随着中药学研究的发展，基于药效复杂体系的中

药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特点已日趋成为国内外广大

学者的研究热点。 中药所含化学成分是其药效作用

的物质基础，因而基于药效的特定化学成分分析及对

效应物质群的全面分析与评价，对中药质量标准及控

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测定 α⁃蒎烯、莰烯、β⁃蒎烯及

１，８⁃桉叶油醇，均为艳山姜果实挥发油中主要活性组

分，４ 个组分既能提高内皮细胞活力，还能调控改善

血管内皮的功能稳态，突出体现了中医药多成分、多
靶点综合疗效的特点。 本研究对于艳山姜药材质量

分析方法简便可行、准确度高、重现性好，适用于艳山

姜药材的鉴定及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利于艳山姜贵

州大宗药材的质量控制及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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