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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材麻花秦艽中砷汞铅镉含量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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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 青海 　西宁 810001)

摘　要 : 对青海省内采集的麻花秦艽中的元素砷、汞、铅、镉的含量进行了分析测定。结果表

明 , 麻花秦艽中四种元素含量较低 , 并且各部位含量差异较大 , 其中基部茎叶含量较高 , 入药部

位根部最少 , 为以后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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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为龙胆科 ( Gentianaceae) 龙胆属 ( Gentiana Tourn. L. ) 植物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

版一部收载的药材秦艽为龙胆科植物秦艽 (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 . ) 、麻花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粗茎秦艽 ( Gentiana 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 ) 和小秦艽 ( Gentiana dahurica

Fisch. ) 的干燥根。秦艽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中品 , 具祛风、除湿、舒筋止痛之功效。现

代研究发现有较强的消炎抗菌、镇静止痛、抗过敏、升血糖等作用[1 ] 。近期对麻花秦艽的研究主

要是对其药效成分及栽培技术的研究[2～5 ] 。

中藏药中微量元素尤其是有毒微量元素的含量问题是当前国内外的热点 , 是影响中藏药走向

世界的关键之一。国际上对出口的中藏药中的砷、汞、铅、镉的含量控制非常严格 , 本文对野生

的麻花秦艽内的砷、汞、铅、铬的含量进行了研究 , 以期为指导中医辨证用药等方面提供参考。

1 　实验部分

11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材料采自青海省海北州 , 海拔 3 400 m , 生境为河滩草地 , 植被类型为高寒草甸。

经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陈桂琛研究员鉴定为麻花秦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

112 　仪器与试剂

仪器 : 北京海光仪器公司的 AFS - 2202a 型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 日本日立公司的日立 Z - 8000

偏振塞曼原子吸收仪 ; 美国 Therm Jerrell Ash 公司的 IRIS2Advantage 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主要试剂 : As , Hg , Pb , Cd 标准物质 (光谱纯) ; HNO3 (光谱纯) 。

113 　样品处理

将采集的样品分为根、基部茎叶 (地下根与地上茎结合部位) 、地上茎、叶和花果五个部位。

用去离子水将各部分洗净 , 置于 60 ℃烘箱中烘干 , 粉碎后准确称取 11000 g 样品于瓷坩埚中 , 在

马弗炉中于 550 ℃灰化 6 h , 待样品灰化至白色灰烬后取出 , 自然冷却 , 加入 5 mL 50 % HNO3 溶

液使之溶解 , 转入 50 mL 容量瓶中 , 定容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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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1 　结 　果

麻花秦艽各部位 As、Hg、Pb、Cd 的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麻花秦艽 As、Hg、Pb、Cd 四种元素在各个部位的含量比较见图 1。
表 1 　麻花秦艽各部位 As、Hg、Pb、Cr 含量 单位 :10 - 6 , n = 5

元 　素 根 基部茎叶 地上茎 叶 花 　果

As 0. 58 ±0. 07 0. 55 ±0. 06 0. 65 ±0. 07 0. 59 ±0. 05 0. 62 ±0. 06

Hg 0. 16 ±0. 03 0. 17 ±0. 02 0. 17 ±0. 03 0. 19 ±0. 02 0. 17 ±0. 03

Pb 0. 36 ±0. 04 6. 81 ±0. 24 0. 41 ±0. 04 1. 94 ±0. 21 0. 58 ±0. 05

Cd 0. 22 ±0. 02 0. 56 ±0. 03 0. 24 ±0. 02 0. 26 ±0. 02 0. 18 ±0. 01

图 1 　麻花秦艽各部位 As、Hg、Pb、Cd 含量

212 　讨 　论

微量的砷对生物的健康、生长都有较大的影响。在生物大分子中 , 砷盐能代替磷酸 , 生成葡

萄糖262砷酸或 ADP2砷酸 ; 砷也能代替磷脂中的磷 ; 所得的产物砷脂与对应的磷脂功能相似 , 并

具有新的特殊功能 , 而且砷对氨基酸代谢与酶的活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据报道 , 人体总含砷

量约为 14～21 mg , 当人体砷的含量高时 , 砷对人的心肌、呼吸、神经、生殖、造血、免疫系统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汞在人体内长期积累就会引起慢性汞中毒 , 导致神经衰弱、头昏、头痛、

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全身乏力等[6 ] 。人体铅中毒可以引起多种症状 , 主要累及四个组织系

统 : 血液、肠胃、神经和肾。急性铅中毒表现出剧烈腹痛、厌食、消化不良等肠胃反应。当铅被

吸收到血液中后被输送到全身。被吸收的铅抑制δ2氨基乙酰丙酸脱水酶的活性 , 阻碍血红素分

子的合成引起贫血 ; 铅还对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 , 出现脑损伤 , 引起末梢神经炎 , 出现运动和感

觉失调等神经病学症状 ; 当血液中铅含量达到 700μg/ g 以上时 , 则引起不可医治的肾机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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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7 ] 。镉作为重金属元素 , 对大多数生物都是有毒的 : 慢性镉中毒会对肾近曲小管的再吸收发生

障碍 , 镉集中在肾小管 , 使金属硫蛋白耗尽 ; 长期摄入微量镉 , 并在器官中蓄积后 , 可能引起痛

痛病或骨软化症 ; 镉与前列腺的发病有关 ; 而且当饮水、食物及体内含镉过多 , 对心血管结构及

功能会产生有害影响[6 ] 。

从分析结果可见 , 对于麻花秦艽各部分而言 , 基部茎叶部分四种元素的含量要明显高于其它

各个部位。对于各种元素在各个部位的含量分布顺序由高到低如下。As : 地上茎 , 花果 , 基部茎

叶 , 叶 , 根 ; Hg : 叶 , 基部茎叶、地上茎、花果 , 根 ; Pb : 基部茎叶 , 叶 , 花果 , 地上茎 , 根 ;

Cd : 基部茎叶 , 叶 , 地上茎 , 根 , 花果。基部茎叶部分为与土壤直接接触部位 , 各种元素在此

被吸收运输 , 从而在基部茎叶部分得到富集。作为入药部位的根部四种重金属含量明显较低 , 而

且在中藏药炮制前后 , 对砷、汞、铅、镉等几种有害元素而言 , 其含量会有明显的降低[7 ,8 ] 。因

此用测定的麻花秦艽根部入药是安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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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tent of As , Hg , Pb and Cd

in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WANG Hong2lun , LIN Chen - qiang , SUN Jing , CHEN Gui - chen , SUO You - rui
(Northwest Plateau Institute of Biolog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Xining 810001 , China)

Abstract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is one of the famous Tibetan medicines. The content of four trace ele2
ments As , Hg , Pb and Cr in it was deter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 of each trace element is

different in each part of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Especially in the part between stem and root its trace ele2
ments content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other parts , and the content in root is the lowest . This study can be

considered as a base work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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