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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草属植物根粉的氯仿提取物
,

除去 乙 醚
、

丙酮 可溶部分
, 残渣用 丙

酮 一碱提取
。

提取液通过硅胶薄层层析和三 氯化铁无 水 乙醉显 色
,

与标准

品对照
夕

定性检验芝草根素
。

对九十份样品的检验结 果证明
: 该 法较 简便

可 靠
。

野黄花茉根
、

北黄花菜根
、

北芝草根和 小黄花茉根均为阳性
, 币黄

花菜根
、

芝草根
、

干叶置草根和长艺营草根均为阴性
。

阳杜结 果 的 样 品

中
,

囚种类
、

产地 或季节不同 而表现 出含量的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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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董草属植物 ( H e m e r o c al Zi s) 种类繁多
,

广泛栽培或野生
。

其根部供 药用 ,

有利尿
、

消肿
、

通乳等功能 〔` 、 “ ’ 。 但董草属某些种旧 根皮中含有 天然有毒 物 质

-
茸

草根素 ( H
e m e r

oc al il n)
,

曾因使用不 当而引起病人中毒死亡
〔“ ’ 。 据报道在青海

、

甘

肃
、

陕西
、

山西
、

河南
、

安徽
、

浙江
、

山东
、

辽宁等省的部分地区
,

常因家畜 (主要是

羊 ) 采食有毒首草属植物根发生急性中毒
,

由于无法解救而死亡
。

本病多发生于冬春季

节
,

损失相当严重
[4 、 “ 、 “ 、 7、 8 〕 。

陈 昌等
〔。 、 ` “ 〕 、

邹 康 南 等
〔“ J及本文作者

L,之 1曾用 常规

方法提取分离鉴定有毒成分并做毒性试验
,

来证实某种董草属植物根中是否含有首草很

素
。

这种方法 虽然确实可靠
,

但操作十分复杂
,

需要耗费大量资金
、

人力和时间
,

不便

于 推广应用
。

为此
,

我们根据董草根素的理化性质和提取分离特点
,

结合薄层层析新技

术
, 对八种不 同产地不同月份灼九十份样品进行了薄层层析试验

。

今本文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

全部论文曾在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家畜中毒病学术报告会上

宜读
,

并于 1 9 8 2年元月和 7 月分别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辨和硕士论文答辨
。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安宝珠
、

鲁安泰
、

启文杰
、

林秉诚
、

崔中林
、

曹光荣等老师 的 热 情指

导
,

王曼同志协助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谢 !



12 1酉北农学院学报 9 18 3年第 3期

材料与方法

一
、

材料

被检样品
: 董草属八种不同产地不 同月份的植物根

,

共九十份 ( 见表 1 )
。

分别在

石0℃以下干燥并碾成粉末 ( 20 目 )
。

硅胶 G F
:

上海产 ; 粒度
,

小于 2 6 0 目 ; 批
一

号
, 7 5 0 5 2 5

。

按常规方法制板 ( 5
X 2 0 )

。

聋草根素标准品
:

本实验室制备
L` “ 〕 。

丙酮
一

碱溶液
:

用丙酮
、

1 0% 氢氧化钠溶液按 8 : 2的比例充分混合后静置
。

取 用上

层溶液
,

P H 10 左右
。

试剂及药品为分析纯或化学纯
。

二
、

检验方法

(一 ) 样品处理
:

分别取被检样品 2 克 ,
放入 1 50 毫升三角烧瓶

,
加 氯 仿 50 一 70 毫

升
,

在 60 一 70 ℃水浴上加热回流提取 4 一 6 小时
,

提取液浓缩成膏
,

再用乙醚
、

丙酮依

次洗除杂质
,

沉淀物加 1 毫升丙酮
一

碱溶液提取
,

提取液供检验用
。

(二 ) 三氯化铁
一

无水乙醇试验

阳性

—
提取液呈棕色或桔黄色

,

遇 2 %三氯化铁无水乙醇溶液
,

立即变绿色
,
逐

渐变紫黑色
,
有墨绿色沉淀

。

阴性

—
提取液呈淡黄色或近无色

, 遇 2 %三氯化铁无水 乙醇溶液不变色
,

有棕色

沉淀
。

(三 ) 薄层层析

吸附剂
:

硅胶 G F
。

展开剂
:

( I ) 无水乙 醇
一

丙 酮 ( 63 : 3 7 )
, ( l ) 甲醇

一

乙酸

乙醋 (1 : 1)
。

展开方式
:

倾斜上行
。

显色剂
: 2 %三氯化铁无水乙醇溶液

。

分别取丙酮
一

碱提取液约 1微升
,

滴于薄层一端
,

用首草根素丙酮
一

碱溶液作对照
,

经展开剂 ( I ) 或 ( I ) 展开
。

当展开剂前沿离开原点 15 厘米时
,

取出薄板
,

喷洒显色

剂
, 观察斑点的颜色变化

。

在 同一薄层板上
,

出现与首草根素标准品斑点 的 R f值一致
、

显色结果相同的样品为阳性
,

否则为阴性
。

结 果

一
、

凡三氯化铁
一

无水乙醇试验阳性的丙酮
一

碱提取液
,

经薄层层析后
, 均呈现与董

草根素标准品相似的园形或椭园形黄色斑点
。

喷洒显色剂后
,

·

各斑点变灰绿色
, 并逐渐

变绛紫色
。

用展开剂 ( I ) 或 ( l ) 展开后的 R f值分别为 0
.

82 和 0
.

79
。

其它成 分 则停

留在原点或原点附近
。

凡三氯化铁
一

无水乙醇试验阴性的丙酮
一

碱提取液
,

无上述薄层 图

谱 (图 1 )
。

二
、

九十份样品的定性检验结果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尽管各种的产地和月份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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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夕

但野黄花菜根
、

北黄花菜根
、

小黄花菜根和北置草根的检验结果均为 阳性
,

而黄

花菜根
、

首草根
、

千 p
一

卜聋草根和长苞董草根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
。

检验中发现
,

取用 同

样数量的阳性提取液
,

经薄层层析并显色后
,

因各样品 旧种类
、

产地和 月份不同
,

它们

的显色深浅程度及斑点大小并不完全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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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八种茸草根提取液的薄层图谱

吸附剂
:

硅胶 G F
。

展开剂
:

( I ) 无水乙醇
一

丙酮 ( 6 3 , 3 7 )
,

( 亚) 乙酸乙醋
一

甲

醇 l( : 1) ; 显色剂
: 2 %三氯化铁无水 乙醇溶液

。

样品
: 1 , 1了首草根素 丙 酮

一

碱溶

液
。

2 , 2 `
野黄花菜根提取液

。
3 , 3 ,

北黄花菜根提取液
。

4 ,

北置草根提取液
。

5 ,

黄花菜根提取液
。

6 ,

千叶置草根提取液
。

7
,

小黄花菜根提取液
。

8 ,

置 草 根 提 取

液
。

9 , 长苞置草根提取液
。

小结与讨论

一
、

三氯化铁
一

无水乙 醇试验
:

凡苯酚类物质均能与三氯化铁试剂起显色 反 应
。

但

由于经基在苯环或蔡环上联接的数目和位置不同
,

遇三氯化铁时则显示不同的颜色
。

如

蓝色 (甲苯酚 )
, 暗紫色 (间苯酚 )

,

紫黄色沉淀 ( a
一

蔡酚 )
,

淡绿色沉 淀 印
一

蔡酚 )

等 盯
、 ’ 3 、

“ J。 首草根素的分子结构 (图 2 ) 中含有四个经基
, 联接在 2 , 2尹 一

联蔡的 1
,

1 矛位和 5 , 5 /

位上
。

因而具有遇三氯化铁试剂起显色反应的一般性质
。

陈 昌等 试 验 证

明 : 首草根素为弱酸性物质
,

在酒精溶液中遇三氯化铁试剂显绿色
,

渐渐变紫色
,
在 乙

醇钠溶液中显绿色
〔。 〕。 我们选用 2 %三氯化铁

一

无水乙醇溶液为显色剂
,

配合薄 层层析

法
, 检验查草根素

。

结果证明
, 这种方法反应迅速

,

显色清楚
,
容易辨认

。

显色检验结

果与薄层层析试验结果以及 自然发病情况或报道的资料完全符合
。

由此可见
, 用三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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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八种不同产地不同月份茸草根的检验结果

产产 地地 月 份份 结果果果 种名名 产 地地 月份份

吴吴旗刘渠子子 1 一1 2,, 十十 黄黄 安康张畔畔 4
,

999

44444 , 7 , 99999 花花 石泉石梯梯 4 , 999

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 佛平县城城 4 , 999

临临漂三岔岔 6 , 999 十十 根根 阳平关关 5 , 999

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马蹄湾湾 5 , 999

山山西雁北北 999 十十十 马鞍山山 5 , 999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马俑俑 7 , 999

长长安五 台台 4
,

7 , 9 , 1 111 十十十十十

淳淳化西坡坡 4 , 7 , 999 +++++++++

淳淳化城前前 7 , 999 +++++++++

武武功西农农 5 , 9 , 1 11111111111

同同 上上 5 , 9 , 1 11111
二
劣劣 安康张畔畔 4 , 999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上上 石泉东岳沟沟 4 , 9 , 1 111淮淮阳城关关 5 , 99999 草草 佛平十里铺铺 4 , 999

南南阳刘庄庄 4 , 99999 根根 汉中石马马 4 , 999

南南阳张庄庄 8888888 武都安化化 5 , 999

南南阳魏山镇镇 8888888 横县河河 5 , 999

东东园子南队队 4 , 9999999 马蹄湾湾 5 , 999

东东园子北队队 4 , 9999999 马鞍山山 5 一 999

大大力石马马 3 , 9999999 安徽一号号 4 , 9 , 1 111

蒲蒲城五里堡堡 3 , 9999999 安徽二号号 4 一 9 一 1 111

渭渭南城关关 3 , 99999999999

武武功西林林 4 , 7 , 9 ,
1 11111111111

注
: 十 示阳

,

含营草根素
。

一示阴
,

不含营草根素
。

J .
-l

CI|C呼日
;

尹狱月?ù
乙口

〔月〕

图 2 茸草根素 ( H e m e i o c a l l i n )

铁无水乙 醇做检验首草根素的显色剂是适用

的
。

二
、

薄层层析是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

一种分析方法
,

目前 已广泛应用于中草药有

效成分的定性和定量测定以及某些有毒物质

的定性检验
。

经反复试验
,

董草根 素 丙酮
-

碱溶液
, 在硅胶 G F薄层上

,

分别 用无 水乙

醇
一

丙酮 (6 3 : 3 7) 或甲醇
一

乙酸乙醋 (1 : l)

展开
,

分离效果较好
,

即能把查草根素单独

酌 分离出来
。

综合查草根素的提取分离特点以及它遇三氯化铁试剂能迅速显色的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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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 把聋草属植物根粉的氯仿提取物

,

洗除部分杂质后
,

再用丙酮
一

碱溶液提取
,

提

取液经硅胶薄层展开
,

以查草根素丙酮
一

碱溶液作对照
, 用 2 %三氯化铁 无水乙 醇溶液

显色
,

能检查有无置草根 素存在
。

这种方法较简便
,

灵 敏 度 为 1 : 1 0 0。。一 1 5 0 0 0
,

用

样量小
, 结果准确

。

可用于各种不 同产地不同月份董草属植物根的定性检验
。

对深入研

究家畜查草根中毒病发生的地区特性和季节性 以及对本病预防和诊断都有参考价值
。

三
、

西北农学院牧 医系等 〔3 ’和刘屿等 〔 7 1均报道小黄花菜根能使羊只中 毒
,

表现瞳

孔散大
,

失 明
,

肢体瘫痪
,

膀胧麻痹
,

最终死亡等典型症状
。

但没有证实小黄花菜根中

的有毒成分
。

本文用薄层层析法首次从小黄花菜 ( H e爪 e r o e a 不艺京s , i o o r M “ 乙) 根中检验

出首草根素
,

进一步扩大了对小黄花菜根的认识
。

四
、

在定性检验中发现
,

各取用同样量的阳性丙酮
一

碱提取液同时检验
,

它们 的显

色深浅程度及薄层层析后的斑点大小不完全一致
。

这说明同是含聋草根素的样品
,

由于

它们的种类
、

产地和 采集的月份不同
,

表现出含量变化的迹 象
。

关于首草根素含量变化

的规律性
,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五
、

对九十份营草属植物根粉的定性检验结果表明
, 置草根素在不同种查草根中的

存在有明显的差异
,

而不同产地不同月份的同种董草根则是一致的
。

结合 自然 发 病 情

况
,

我们认为
,

家畜置草根中毒病发生的季节性主要是 因为
: ①冬春季节 , 其它牧草大

部分枯死
,

放牧羊只因饥饿而用前蹄刨食有毒查草属植物根所引起
。

夏秋季节
,

牧草旺

盛
,

羊自然不刨食其根
,

故未发现中毒病例
。

②春季移栽盖草植物时
,

摘除的老根未经

恰 当处理
,

或者在春耕时
,
田埂边缘上种植的含毒鳖草植物根被翻露出来

,

家畜采食后

所引起 [ 4 一 `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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