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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药用香薷植物中多种微量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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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高原香薷、萼果香薷、密花香薷、细穗香薷等四种药用香薷植物中的17种微量元素含 

量进行了测定和分析。结果表明，4种香薷植物中常量元素以K含量最高，其次为 Ca、Mg、Na； 

必需微量元素中以 cu、Fe、Mn元素的含量为高；非必需微量元素 As、Hg、Pb、cd、sb含量较 

低 ，从重金属元素的角度考虑，使用所测定的4种香薷植物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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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香薷为唇形科香薷属植物的花期地上部分，主要种类有：香薷 [Elsholtzia ciliata 

(Thund)Hyland]，萼果香薷(E．densa Diels)，黄花香薷(E．eriostachya Benth．)，密花香薷(E． 

densa Benth．)，木香薷(E．stauntonii)，高原香薷(E．feddei Benth．)，石香薷 (Mosla chinensis 

Maxim)等，具有发表祛暑、利湿行水的功能，用于暑湿感冒、恶寒发热无汗、腹痛、吐泻等 

症 

以往对药材化学成分的认识多局限于其有机成分方面，往往忽视了其无机成分。微量元素是 

中草药物质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体中的含量尽管极其微少，但却与人体健康、生长发育和 

疾病防治有密切的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危害人体健康最大的各种心脑 

血管病与 Co、zn、Cr、Mn等元素的不平衡有关，脑血管病则与 Ca、Mg、Se、Zn等不足有关。 

我国的四大地方病也是由于元素的不平衡造成的[2]。本文选取四种常用香薷类药材(高原香薷、 

萼果香薷、密花香薷和细穗香薷(Elsholtzia densa Maxim．))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火焰原子吸收 

法、分光光度法和原子荧光光谱法分别测定了17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可为香薷类药材的药效物 

质基础研究和作用机理的阐明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 品 

香薷样品分别采自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李家山；黄南州泽库麦秀林场，经鉴定分别为高原 

香薷(Elsholtzia feddei Benth．)；萼果香薷(E．densa Diels)；密花香薷(E．densa Benth．)；细穗香 

薷(E．densa Maxim)。样品去除泥土和杂物，晒干备用。 

1．2 仪器与试剂 

仪器：日立 180／80型原子吸收光谱仪；XDY—I型无色散原子荧光光谱仪；751型紫外分光 

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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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试验用试剂均为分析纯(上海化学试剂厂)；水处理采用 Milli—Q型超纯水系统(美国 

Millipore公司)。17种元素标准物质均为色谱纯。 

矿物质元素标准物质：元素标准品见表 1。 

表 1 元素分析标准物质 

Table 1 Standard matter of determination of elements 

1．3 仪器工作条件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各元素测定条件见表2。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仪各元素测定条件见表 3。 

表 2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各元素的仪器条件 

Table 2 Determination conditions of each mineral element by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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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样品处理及元素分析 

取几种香薷全草截成段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用去离子水冲洗 3遍，放人烘箱60clC烘干，取 

出研磨粉碎过 60目筛备用。准确称取样品5．000 g，在高温电炉于500—550~C灰化4 h，取出冷 

却后加入 10 mL =50％HNO 溶液，加热溶解灰分，转移至 100 mL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此溶液 

以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cu、Fe、Zn、Mn、Co、Ni、Pb、Cd、Mg、Ca、K、Na含量；用分 

光光度法测定 P含量。 

另称取1．000 g样品于50 mL烧杯中，加人5 mL HNO ，放置3～4 h后，在电热板上低温消解 

1 h，加入2 mL H O ，再加热消解至体积1—2 mL，加入15 mL HC1加热溶解盐类，转移至25 mL 

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此溶液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 As、Hg、se、sb含量。重复3次。 

2 结果与讨论 

对4种香薷中17种微量元素进行了测定。 

2．1 常量元素 

4种香薷全草中5种常量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见表4。所测定常量元素含量由高到低排列顺序 

为K，Ca，Mg，Na(除高原香薷中K含量低于 ca含量)。同样对照 42种元素在 105位中药中的 

含量中位数，结果显示，Na、Ca、Mg等元素的含量明显更高于其在42种元素在 105位中药中的 

含量中位数，Na、ca元素的含量约为其中位数的 2倍 。Ca离子对神经肌肉的兴奋、神经传 

递、细胞功能的维持、酶的活性以及激素分泌等都有重要作用，Mg离子是多种酶的辅基和激活 

剂，缺 Mg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和心率失常 ]。 

表4 四种香薷植物中常量元素含量(n=3) 

Table 4 The content of macro—elements in four species of E oz拓 单位：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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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必需微量元素 

4种香薷全草中7种必需微量元素含量测定结果如表 5所示。所测定的必需微量元素中以 

cu、zn、Fe、Mn、Co、Ni、Se等含量较高，尤其以cu、Fe、Mn元素的含量为高。必需微量元 

素的营养作用、生理活性和保健医疗功能都很高，是生命活动重要的营养素，是许多酶的活性部 

分，能直接影响机体免疫能力，对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都有重要影响 -6]。中药 

内所含微量元素不仅可以作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物加以补充，而且某些微量元素可能还具有某一特 

殊的生物活性，从而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临床治疗产生较大的影响。补充 se可以提 

高机体免疫功能、抗肿瘤等；Fe是人体中必需矿物质元素，能与血红素结合，增强血红蛋白氧 

结合能力，Fe的缺乏会导致缺铁性贫血 ，Fe还参与血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氧化酶及触 

酶的合成，并与许多酶的活性有关；Cu能促进 Fe的吸收利用，加强生血功能，并可通过 Fe影 

响免疫功能；Zn可以通过各种 zn依赖酶参与并调节免疫功能，具有增强创伤组织的再生能力， 

zn也是许多酶的组成成分，能促进性器官发育及细胞正常分化，参与机体免疫功能，在人体发 

育旺盛时期，特别需要锌，而且一般认为胃部疾病与 cu、zn关系最大；Mn对心血管极为有益， 

尤其对维持线粒体功能非常重要 。当zn、Fe、cu、se等微量元素缺乏时，体液性免疫、细 

胞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功能都会低下，主要表现为 T淋巴细胞减少，功能受抑制，巨噬细胞转 

移抑制因子产生降低，中性粒细胞杀菌能力减退 。 

表 5 四种香薷必需微量元素含量(n=3) 

Table 5 The content of essential elements in four species of Elsholtzia 单位：mg／kg 

2．3 非必需微量元素 

4种香薷全草中5种非必需微量元素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6。4种香薷中人体非必需微量元素 

(或有害元素)As、Hg、Pb、Cd、Sb含量较低，从重金属元素的角度考虑，使用所测定的4种 

香薷植物是安全的。有害元素含量低，除了与样品采集地无工业污染有关外，还与香薷生长的土 

壤环境中有害元素的背景水平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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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b 

Hg 

Pb 

Cd 

1．220 

0．123 

0．047 

1．543 

0．142 

3．10 

1．69 

7．47 

2．27 

1．87 

1．045 

0．082 

0．026 

1．627 

0．079 

2．60 

9．21 

8．o0 

1．08 

3．19 

1．285 

0．096 

0．035 

1．753 

0．093 

2．93 

0．58 

4．37 

0．63 

2．48 

0．980 

0．080 

0．030 

1．205 

0．1l5 

0．50 

3．83 

5．10 

2．81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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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Multiple Elements in Four 

M edicinal Species of E／sholtzia 

CHE Guodong，ZHOU Changfan，WANG Honglun，SUP Yourui 

(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ning 810001，China) 

Abstract：“Xiangru”，belonging to the Elshol~ia genus of the Labiatae family，was used as an important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plant for a long time． 1 7 trace elements had been analyzed in four species of 

Elsholtzia，Elsholtzia feddei Benth．，E．densa Diels，E．densa Benth．，and E．densa Maxim．And 

levels of trace elements was also evaluated and eompared among the four specie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of macro—elements K，Ca，Mg，Na and 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Cu，Fe，Zn，Mn，Co， 

Ni．Se in Elshol~ia species was abundant，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macro — elements K and the 

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Cu，Fe and Mn．The content of non—essential trace elements As，Hg，Pb，Cd， 

Sb in four species of Elsholtzia was lower for the safety of therapy． 

Key words：Elsholtzia feddei Benth．；E．densa Diels．；E．densa Benth．；E．densa Maxim．；trac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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