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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采用粉末 X -射线衍射法 ,首次对不同产地的锁阳样品进行了分析 ,获得了锁阳的标准 X衍射 Fourier

谱及特征标记峰 ,为锁阳药材的鉴定提供了新的谱学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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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nom orium songaricum Rup r. ,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 was analyzed by powder

X - ray diffraction Fourier pattern in this study. The standard Fourier pattern of C songaricum Rup r. has been

obtained by this experiment. Its characteristic marked peak value is D / I = 5. 0570 /10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aracteristic marked peak value of C songaricum Rup r. is not correlative with their habitat altitude. The

result p rovided the powerful experimental data for the spectrum study of C songaricum Rup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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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阳 (Cynom orium songaricum Rup r. )为锁阳科 (Cynomoriaceae)锁阳属 (Cynom orium L. )的多年生肉

质根寄生草本植物 ,多寄生于白刺属 (N itraria L. )植物的根上 [ 1 ]。锁阳科共两个种 ,我国仅分布一种 ,即

锁阳 (C songaricum Rup r. )。除一般通俗称为锁阳外 ,在我国的不同地方 ,锁阳还分别被称为不老药、锈铁

棒、地毛球等。锁阳不仅是传统中药的常用药材 ,也是藏、蒙、维等少数民族医药体系中的常用药材。药用

部位是除去花序的干燥肉质茎 ,其性甘、温 ,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之功效。该物种在我国主要分

布于西北各省区的沙漠地区和半荒漠化地区。研究发现 ,锁阳具有提高免疫力 [ 2 ]、抑制血小板聚集 [ 3 ]、抗

缺氧 [ 4, 5 ]、抗癌 [ 6 ]等方面的作用 ,而且含有抗艾滋病毒蛋白酶活性成分 (2) - 齐墩果酸丙二酸半酯 [ 7 ]。是

药补两用型药材之一 ,具有广阔开发前景。

生药鉴定中 ,一旦药材原态被破坏 ,鉴定将变得较为困难 ,而且锁阳有混用为肉苁蓉的情况 [ 8 ]。X -

射线衍射法具有实验操作快速、简单、图谱指纹专属性强、信息量大、所需样品量小且对被测样品无损伤等

特点 ,已成功应用于中药材中矿物药 (如 :雄黄 [ 9 ] )、动物药 (如 :牛黄 [ 10 ] )及植物药 (如 :藏红花 [ 11 ] )的鉴别

及质量控制。X -射线衍射法是既能反映中药材整体特征又能提供中药质量评价标准的有效分析方法。

本文应用 X - 射线衍射分析方法获得了可用于标识锁阳的 X衍射图谱拓扑规律与特征标记峰 ,以期建立

一种简捷、快速鉴定锁阳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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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实验用 6个锁阳样品采集于 2006年 5月 ,其寄主为唐古特白刺 (N itraria tangu torum Bobr. )。取锁阳

干燥肉质茎粉碎 ,过 80目筛制成细粉供 X -射线衍射实验用。样品编号、名称、来源等见表 1。
表 1 样品名称及来源

Table 1 Sam ple nam e and source

样品编号
Samp le NO.

样品来源
Source

采集位点
Longitude and Latitude

海拔 (米 )

A ltitude (m)

生境描述
Habitat descrip tion

1 内蒙阿盟左旗 N: 37°36’52" E: 105°00’55" 1281 荒漠流沙地
2 内蒙阿盟右旗 N: 39°19’52" E: 101°57’48" 1566 荒漠流沙地

3 甘肃安西 N: 40°15’06" E: 096°11’55" 1347 荒漠固土地
4 青海茶卡 N: 36°46’24" E: 098°56’24" 3275 河岸沙土地

5 青海都兰 N: 36°27’50" E: 098°16’26" 2849 荒漠固土地
6 青海格尔木 N: 36°09’59" E: 097°25’48" 2814 河岸固土地

1. 2　衍射实验
实验仪器 : Y - 4Q型 X -射线衍射仪 ,使用 Y - 4Q系统软件 (辽宁丹东射线仪器厂 )。
实验条件 : CuKa辐射 ,管压 30 kV,管流 20 mA,扫描速度 0. 06 °/ s,采样时间 0. 5 s, 2θ扫描范围 10°～

60°。

2　结果与分析

图 1 - 6分别是不同产地锁阳的 X射线衍射谱 ,我们对 6个样品的衍射数据通过寻峰得到了各自的特
征标记峰的面间距 D值和衍射相对强度值 I,见表 2。

表 2 锁阳的衍射峰数据
Table 2　XRD S of C ynom orium songa ricum Rupr.

样品编号

Samp le NO.

图号

Fig NO.

参数

Parameter

锁阳样品的衍射峰数据

XRDS of Cynom orium songaricum Rup r.

1 1 D 8. 8450 5. 1290 - 1. 5411

I 0 100 - 0

2 2 D 8. 8450 5. 0940 - 1. 5411

I 0 100 - 0

3 3 D 8. 8450 5. 0853 4. 5502 1. 5411

I 0 100 93 0

4 4 D 8. 8450 4. 9916 - 1. 5411

I 0 100 - 0

5 5 D 8. 8450 4. 9916 4. 2831 1. 5411

I 0 100 94 0

6 6 D 8. 8450 5. 0508 - 1. 5411

I 0 100 - 0

图 1 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锁阳的 XRD

F ig. 1 XRD of sam ple 1

图 2　内蒙古阿拉善盟右旗锁阳的 XRD

F ig. 2 XRD of sam 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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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甘肃安西锁阳的 XRD

F ig. 3 XRD of sam ple 3

图 4　青海茶卡锁阳的 XRD

F ig. 4　XRD of sam ple 4

图 5 青海都兰锁阳的 XRD

F ig. 5　XRD of sam ple 5

图 6 青海格尔木锁阳的 XRD

F ig. 6　XRD of sam ple 6

2. 1　衍射峰数据分析

根据锁阳的衍射峰数据 (表 2)的分析结果表明 :实验所用 6个锁阳样品 ,有 1个共有特征标记峰 ,其

D / I均值约为 5. 0570 /100 (D值为 4. 9916～5. 1290, I值均为 100) ,可作为锁阳鉴别的特征标记峰。

除共有衍射特征峰数据外 ,甘肃安西锁阳 (样品 3)和青海都兰锁阳 (样品 5)还有一共有特征峰 ,其

D / I均值约为 4. 4167 /94。经初步分析 ,样品 3和样品 5的采集点海拔在所有样品的最低与最高海拔间
(见表 1)而且并不接近 ,说明此峰与产地海拔无直接关系。而两样品采集点生境较为相似 ,此峰的出现可

能与生境有一定的关系。此外 ,也可能与寄主化学成分及生长年限等因素有关 ,其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2. 2　Fourier谱分析

根据锁阳 X - 射线衍射 Fourier谱 (图 1 - 6)发现 :图形拓扑特征极大峰偏向低角度 ( 2θ为 15°～

30°) ,说明锁阳的衍射峰趋向低角度衍射 ;锁阳样品主要成分均呈无定形状 ,衍射谱由 3个趋势较为明显

的衍射拓扑峰和一个较弱的衍射拓扑峰构成 ,强峰约在 2θ为 17°时出现 ,其 D值约为 5. 05。

6个地点的锁阳 X -射线衍射 Fourier谱 ,具有相似的几何拓扑特征 ,反映了锁阳样品间的共性。但

是 , 6个样品的衍射图谱 ,相互间也不能通过简单平移得到完全重叠的图谱 ,且最高衍射峰峰值也不同 ,显

示了各样品依旧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不同样品 X - 射线衍射谱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其成分含量的差

异 ,这可能与产地、采收期、物候等有关 ,其间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3 结论

3. 1　得到 6个锁阳样品的标记衍射峰 ,其 D / I均值约为 5. 0570 /100,及其参考标记衍射峰 , D / I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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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67 /94。

3. 2　根据图 1 - 6得知 6个不同采集点的锁阳 X -射线衍射 Fourier谱的几何拓扑特征相同 ,表明其所含

组分的一致性 ,并根据其共有几何拓扑特征 ,由此可以得到锁阳的标准 X - 射线衍射 Fourier谱 ,见图 7。

此谱可反映锁阳对 X - 射线衍射的整体特征 ,强峰在 D值约为 5. 5时出现 ,可用于锁阳的鉴别 ,即锁阳的

X -射线衍射指纹图谱。

图 7 锁阳标准 X -射线衍射 Fourier谱

Fig. 7　Character XRD fourier of Cynom orium songaricum Ru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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