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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黄的超微结构研究
’

王强华 张诩华 任爱英 蒋选利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系

,

陕西 杨陵 71 21 0 0)

摘 要 用 日本 O L Y M P U S 5 4 50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25 枚天然牛黄的表面
、

剖面和

核心
,

以及 16 枚牛体培育牛黄的表面和剖面进行了 500 ~ 10 0 00 倍连续扫描观察
,

发现天然

牛黄的层次结构比牛体培育牛黄的层次多而且明显
;
两种牛黄均具有梅花状

、

蜂巢状
、

珊瑚石

状和树根状的结构特征
,

与人的胆红素型结石十分类似
。

在天然牛黄的核心均未见到异物
。

关键词 牛黄
,

超微结构

中图分类号 R z s 2
.

7 5 0
.

5

牛黄
,

历来视为名贵中药
,

为缓解因天然牛黄奇缺而引起的供需矛盾
.

我国以 M a ik 「̀二

研究人胆红素型结石时所提出的
“

感染学说
”
为根据

,

开展了牛体培育牛黄的研究
。

1 9 8 9

年 7 月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确定了牛体培育牛黄为国家级一类新药
,

随后
,

于 1 9 9 3 年

10 月国家科委正式将牛体培育牛黄列为全国重点科技推广项 目
。

尽管如此
,

牛体培育牛

黄在我国毕竟还是一门新 的学科
,

尚处于发展阶段
,

在推广过程中
,

时时受单产偏低的困

扰
。

因此
,

加强基础性研究
,

逐步摸清牛黄发生与发展规律
,

缩短周期
,

提高单产乃是当务

之急
。

牛黄超微结构的形态学观察是探索牛黄形成的重要研究内容
。

我们对天然牛黄和牛

体培育牛黄共 41 枚进行了扫描电镜下的系统观察
,

旨在为进一步分析牛黄形成机理奠定

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天然牛黄 25 枚
,

来 自宜君县和延安地区
;
牛体培育牛黄 16 枚

,

其中麟游县 8 枚
,

山阳

县 1 枚
,

郑州 2枚
;
陇县 5枚

.

按照扫描电镜的要求
,

制作天然牛黄表面
、

剖面和核心标本

及牛体培育牛黄表面和剖面标本
,

并作银粉喷镀处理
,

然后进行 5 00 “ 10 0 00 倍连续扫描

观察
。

2 结 果

2
.

1 表面结构

凡天然牛黄表面附有粘液的地方
,

电锐下多呈云絮状或棉花团状 (附图
一

1 )
,

有的地方

似松树上挂上了瑞雪 (附图
一

2 ) ;凡是无枯液的地方
,

电镜下可见到大量大小不同似梅花状

的团块
,

呈不规则堆积
,

团块之上有细丝网络
,

团块之间贯穿有树根状物 (附图
一

3 )
。

增大倍

数时
,

可见团块呈蜂巢状
、

珊瑚石状 (附图
一

4 )
,

有的呈水锈石状结构 (附图
一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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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体培育牛黄 的表面结构基本上与天然牛黄相似
,

不同的只是牛体培育牛黄的结构

比较疏松 z[]
。

2
.

2 剖面结构

天然牛黄剖面在低倍镜下颜色深浅相间的层次结构非常 明显
,

深 色层 比浅 色层薄
.

深
、

浅色层各 自厚度基本相等 (附图
一

6 )
。

高倍镜下深色层结构致密均匀
,

两边有足突伸入

浅色层之中
,

相互交织形成 网架结构 (附图
一

7 )
。

浅色层结构 比较疏松
,

有大量球形团块镶

嵌于网架之中
,

团块上有相 当多的孔眼 (附图
一

8 )
,

呈蜂巢状
、

珊瑚石状或水锈石状
,

团块之

间仍贯穿有树根状物
。

牛体培育牛黄剖面在低倍镜下也可看到颜 色深浅相间的层次结构
,

但与天然牛黄相

比
,

层次少且不甚清楚 (附图
一

9 )
。

高倍镜下深色层和浅 色层结构基本相似
,

均可看到蜂巢

状
、

珊瑚石状或水锈石状的球形 团块
,

团块之间有较大的间隙
,

并 由许多细丝状物构成网

架
。

将团块网络起来
,

在团块之间仍贯穿着树根状物
,

基本上与天然牛黄浅色层中的结构

相似
。

2
.

3 核心结构

天然牛黄的核心
,

在低倍镜下呈颜色深浅相间的同心圆状层次结构
,

高倍镜下 见同心

圆的中心结构与剖面浅 色层中球形团块状结构相似
,

也呈蜂巢状
、

珊瑚 石状或水锈石状
,

表面有细丝状物网络缠绕
。

尚未发现任何异性物 f本序在
。

3 讨 论

l) 扫描电镜以其较高的分辨率展示了牛黄的特征结构图像
。

不论是天然牛黄还是牛

体培育牛黄
,

低倍镜下都可看到深浅颜 色相间的层次结构
;高 倍镜下都可看到大量呈蜂巢

状
、

珊瑚石状或水锈石状团块
,

团块周围有细丝状物网络缠绕
,

团块之间贯穿有树根状物
.

这与叶仲艰圈
,

顾 淖云匡报道的人胆红素型结石的结构相近似
,

而任何假牛黄都不具备这

些结构
。

所以
,

这种超微结构可作为鉴别真假牛黄的依据
。

目前在人胆红素结石上 己证明
.

似梅花状的团块
,

是由许多种成分经过化学结 合和物理缠绕而组成的复合物
,

主要有胆红

素钙
、

胆酸盐
、

糖蛋白以及少量的胆固醇
、

磷脂
、

脂肪酸
、

维生素和 C a ,

M g
,

N a ,

K 等金属离

子 .5[
`二,

团块中的孔眼极为普遍
,

有人认为是胆结石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气体所造成的
` ,

一

。

我

们认为可能是糖蛋白脱水收缩与产生气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

牛黄质地轻脆正是这种孔眼

大量存在的结果
。

天然牛黄的深色层和网络状细丝是由糖蛋白和硫酸化糖蛋白所构成
,

这

也被前人
〔日二研 究所证实

。

2) 扫描电镜下
,

天然牛黄深浅颜 色相问的层次结构非常多而且比较清楚
,

深 色层结构

致密均匀
,

两边有足突伸入浅层
。

而牛体培育牛黄在低倍镜下层次结构少而界限不清
,

增

大倍数时
,

深色层和浅 色层结构基本相似
,

这是天然牛黄和牛体培育牛黄在微观结构上的

一大区别
。

它可能是由于人为植核
,

改变了胆汁 自然回流规律
,

干扰了胆汁成分及理化性

状的周期性变化所致
。

另外
,

天然牛黄结构比较致密
,

牛体培育牛黄结构 比较疏松
,

这与牛

体培育牛黄受核体保护
,

已经沉积下来的牛黄很少受胆汁流的冲刷
、

压迫有关
。

3) 天然牛黄核心与剖面结构基本相似
,

尚未发现任何异体物质
.

这与人胆红素型结石

有所不同
。

有人报道
,

人的胆红素型结石的核心有蛔虫卵或蛔虫体存在
,

甚至有的蛔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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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贯胆结石中心
〔 , 〕 。

因此
,

他们认为蛔虫与胆红素型结石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 , 〕 。

我们所观

察的 3 0枚天然牛黄核心标本
,

均未见到蛔虫卵或蛔虫虫体
。

由此可见
,

没有蛔虫
、

蛔虫体

或者其他异物作核心
,

只要胆汁成分及理化特性发生改变
,

牛黄的雏型形成之后
,

通过滚

雪球的方式仍可形成大小不等的层次状天然牛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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