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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粉末 X射线衍射法对3 个唐古特大黄和1 个掌叶大黄样品进行分析 ,获得了唐古特大黄的特征峰值及标准 X射线衍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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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um of XPD of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
ZHAO Xu2dong et al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Qinghai 810001)
Abstract 　In the paper ,three samples of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 and one of R. palmatum L. Syst . ed.were analyzed by X2ray powder diffrac2
tion(XPD) . Standard spectrum of XPD and Characteristic peak value for R.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we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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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古特大黄 (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 . ) 为蓼科

(Polygonaceae)大黄属 ( Rheum L. ) 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

根及根茎入药 ,性寒 ,味苦 ,具有泻热通肠 ,凉血解毒 ,逐瘀通

经之功效[1] 。分布在西藏东部、青海、甘肃 ,生于海拔 1 700～

4 300 m 山坡林缘、灌丛及半阴坡石堆中[2] ;青海省是唐古特

大黄的主要产区 ,而果洛州的蕴藏量占全省野生大黄蕴藏量

的 63 %[3] 。笔者采用粉末 X射线衍射法对果洛唐古特大黄

进行研究分析 ,并以掌叶大黄 ( R. palmatum L. Syst . ed. ) 作对

照 ,建立唐古特大黄的 X射线衍射图谱 ,为唐古特大黄的鉴

定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取 3 个唐古特大黄和 1 个掌叶大黄样品的干燥

根部 (表 1) 。

　　表 1 1 样品名称及来源

编号 种类 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

1 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2005209 青海省果洛州达卡乡
2 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2005209 青海省果洛州吉卡乡
3 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2005209 青海省果洛州柯曲镇
4 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2006209 甘肃省定西地区菜子镇

1. 2 　方法　样品经研磨 ,过100 目筛制成细粉供 X射线衍射

实验用。采用辽宁丹东射线仪器厂生产的 Y24Q 型 X2射线衍

射仪采集实验数据。实验条件 :CuKa 线 ,波长 1. 581 47A ,滤

片为镍 ,管电压 30 kV ,管电流 20 mA ,扫描速度为 0. 06°/ s ,采

样时间 0. 5 s ,扫描角度范围为 2θ:3°～90°。

2 　结果与分析

4 个样品的 X射线衍射图谱见图 1 ,并对 4 个样品的衍

射图谱通过寻峰处理得到各自的特征标记峰的面间距 D 值

和衍射相对强度值 I/ I(表 2) 。

　　由图 1 可知 : ①样品 4 与其他 3 个样品明显不同 ,说明 X

射线衍射可以有效鉴别掌叶大黄和唐古特大黄。但是在 15°

～40°,又与其他样品出现相似强峰 ,显示了其共性。表明 2

种来源的大黄有相似的组分。②样品 1、2、3 从拓扑学上呈

很强的一致性 ,但也存在差别 ,既有同一个种的共性 ,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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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个性。③根据样品 1、2、3 的 X射线衍射图谱及共有的特

征峰 ,可以得到唐古特大黄的标准 X射线衍射图谱 (图 2) 。

　　表 2 样品的衍射数据 D 值/ I/ I

样品编号

1 2 3 4
　　29. 449 2/ 0 　　29. 449 2/ 0 　　29. 449 2/ 0 　　29. 449 2/ 0

5. 836 4/ 86 5. 824 9/ 81 5. 953 4/ 72 6. 486 9/ 36
3. 988 2/ 82 3. 618 7/ 100 4. 047 4/ 100 5. 871 0/ 100
3. 605 7/ 100 3. 324 0/ 89 2. 351 2/ 51 4. 009 5/ 42
2. 944 0/ 62 1. 540 4/ 0 1. 540 4/ 0 3. 627 4/ 74
2. 478 7/ 43 　　　　- 　　　　- 2. 955 4/ 47
2. 333 6/ 44 　　　　- 　　　　- 2. 484 6/ 37
1. 540 4/ 0 　　　　- 　　　　- 2. 345 8/ 43

　　　　- 　　　　- 　　　　- 1. 540 4/ 0

　注 :“- ”表示没有 D 值和 I/ I 值。

图 1 　4 个样品的衍射图谱及比较

图 2 　唐古特大黄标准 X射线衍射图

　　3 　结论与讨论

　　(1)由于所用唐古特大黄样品为野生材料 ,未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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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模式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

和精力 ,且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 ,随着农业兼业化、农民非农

化现象的日益严重 ,越来越多的农户不愿意采用这种模式。

2. 2. 2 　农业园区循环模式。即通过企业化经营模式 ,将处

于同一食物或加工链条上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统筹考

虑 ,统一规划布局 ,统一生产工艺设计 ,这样既可以使各环节

达到临界经济规模 ,又保证了资源合理、充分的利用 ,同时又

考虑了市场的需求 ,因而这种模式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非

常显著。世界上著名的菲律宾玛雅农场、泰国暹罗农场、北

京大兴的留民营等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2. 2. 3 　农业城乡循环模式。即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农用生

产资料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大规模循环流动的农业模式。这

种模式中 ,物质能量价值循环的时空范围较大 ,流动复杂 ,因

而需要更多的技术和管理 ,比如城市垃圾的收集处理、安全

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供应等。目前这种模式还没有成功

的范例。

3 　循环农业模式的评价

3. 1 　循环农业生态效益评价

3. 1. 1 　技术贡献率与资源贡献率的比较。循环农业是结构

更为复杂而适度增长的经济 ,它不以更多的资源消耗来实

现 ,而是以技术进步和智力资源创新来完成。实现循环农业

的经济适度增长条件应为 :技术贡献率大于资源贡献率。为

此 ,可以用循环农业增长率质量系数来表示技术贡献率与资

源贡献率的关系。当循环农业增长率质量系数 > 1 时 ,表明

技术贡献增长率高于资源消耗增长率 ,这种增长对循环农业

和生态安全是有利的 ;反之当循环农业增长率质量系数 < 1

时 ,技术贡献增长率低于资源消耗的增长率 ,则这种循环农

业是不安全的。

3. 1. 2 　污染治理量与污染废物排放量的比较。循环农业也

是一个耗散系统 ,不可能实现完全闭环的循环 ,农业资源的

循环利用率不会达到 100 % ,即废弃物的排放量不可能为零。

系统耗散的结果是熵增大 ,若维持系统持续发展 ,必须不断

地输入负熵 ,即要进行污染物的治理 ,使污染治理量大于或

等于污染废物的排放量。当污染治理量大于污染废物排放

量时 ,说明系统负熵流净增加 ,系统会更加有序 ,系统功能会

更加完善 ,系统会向更高级的稳态发展 ,这种循环农业模式

是积极的、可持续的。反之 ,系统的功能就会退化 ,稳定性就

会降低 ,因而难以持续。

3. 1. 3 　资源环境利用强度与上级区域的资源环境利用强度

的比较。可以用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来表示 ,它表示一个

国家或地区各种资源消耗强度或污染物排放强度与世界或

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的加权平均值。某一种资源或污染的

绩效指数可以用该资源消耗量或污染物排放量在世界或全

国所占比重与该国或地区 GDP 在世界或全国所占比重之比

来表达 ,而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 ,则是

各类资源或污染物绩效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当该指数 > 1

时 ,说明该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低于世界或全国的水平 ;

当该指数 < 1 时 ,说明该国的资源环境综合绩效高于世界或

全国的水平。通过这个指标可以进行区域间不同循环农业

模式的比较分析 ,从而判断各种模式的优劣。

3. 2 　循环农业经济效益评价 　循环农业的经济效益可以用

循环农业的产出投入比来反映。产出投入比的高低取决于 2

个因素 ,一个是生产总成本 ,另一个是生产总收益。降低生

产的总成本是发展循环农业的长期任务。在市场完善的理

性社会里 ,完整的循环农业的总成本构成 = 生产资料成本 +

生产管理成本 + 污染治理成本。而循环农业的收入 = 农业

直接产品的收入 + 农业副产品的收入 + 农业产业链条延展

环节中农户得到的收入。只有循环农业的总收入高于总成

本 ,循环农业才可以持续运行下去。同时 ,产出投入比越高 ,

越能激励农民采用这种循环模式。

3. 3 　循环农业的生态经济效益综合评价 　循环农业的最终

效果是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在发展的不同阶段 ,

各种效益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借鉴配第克拉克产业结构升

级、环境库兹涅兹和区域发展阶段理论 ,笔者认为 :在传统经

济的区域待开发阶段 ,经济效益大于生态效益 ,在工业化初

期的区域成长阶段 ,经济效益地位迅速上升 ;到全面工业化

的区域成熟期 ,经济效益地位下降 ,而生态效益地位迅速上

升。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因此我国循环农业发展

更重视经济效益 ,同时生态效益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可以通过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行加权平均的方法得

到综合效益评价值。其中经济效益的权重可以取 0. 6～0. 7 ,

生态效益的权重可以取 0. 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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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炮制 ,所以还需要用 X射线衍射对经过不同炮制方法和

加工手段处理的唐古特大黄药材做进一步研究。

(2)从样品 1、2、3 的 X射线衍射图谱发现 ,三者虽然同

为一个种 ,却存在一些差异 ,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生境不同

而造成的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3)由于初步建立了唐古特大黄的标准 X 射线衍射图

谱 ,将为唐古特大黄的鉴定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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