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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河北山区特色中药材种质资源评价与仿野生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１６２３２５０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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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茎叶显微结构实验研究
△

苏占辉１，孙寒２，李冬云３，赵春颖１，谢利德１

（１承德医学院 中药研究所／河北省中药研究与开发重点实验室，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２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３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中医医院，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６００）

［摘要］　目的：通过对黄芩茎叶进行显微结构研究，建立黄芩茎叶的显微鉴别方法，以保证药材来源的稳定及
用药安全。方法：通过徒手切片和粉末进行显微鉴别。结果：详细描述了黄芩茎叶的显微特征；粉末的非腺毛、螺

纹导管均可作为鉴别特征。结论：通过显微镜观察所得的黄芩地上部分显微特征明显，可通过此方法对黄芩地上部

分的显微结构进行鉴别。

［关键词］　黄芩地上部分；显微鉴别；组织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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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为唇形科多年
生草本植物，其根入药为中药黄芩［１］。中医认为黄

芩味苦性寒，入肺、心、胆、大肠经，有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安胎的功能，对暑温胸闷呕吐、肺热咳

嗽、血热妄行、高热烦渴、湿热下痢等有良好

功效［２］。

黄芩是中医常用药，但是传统用药只是用其根，

对其地上部分均做无用处理，造成资源的浪费。现

代科研人员通过研究其地上部分的成分［４］及药理作

用，证明黄芩茎叶具有抗肿瘤、抗炎、抗病毒、保

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降血压、降血糖等药理作

用［５６］，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肯定了其药用价

值。再由于目前黄芩茎叶大量作药茶使用，研究其

显微特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本实验对黄芩茎

叶进行显微结构进行研究，建立相关的检测方法，

为黄芩茎叶的生药学鉴别提供依据，为生产实际提

供技术参考。

１　材料与仪器

烘箱、高速万能粉碎机（ＦＷ８０型）、ＣＥ双目光
学显微镜、稀甘油、水合氯醛。实验用黄芩为河北

省承德医学院栽培黄芩，由承德医学院赵春颖研究

员鉴定，为唇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黄芩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的成熟地上部分，秋季采收地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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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后将地上部分烘干打粉备用。新鲜茎叶所用则为

夏季６月份所采集。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全草粉末鉴别

２１１全草粉末制备　黄芩干燥成熟地上部分放入
烘箱于１２０℃条件下烘干２ｈ，用粉碎机打成细粉。
２１２粉末装片制备　取细粉少许放在载玻片上，
加１～２滴水合氯醛，置于酒精灯上透化至近无色，
取下，滴１滴甘油装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甘油，
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２１３观察结果　粉末黄绿色或灰绿色。可见棕色
块散在，棕色或红棕色，形状不规则（见图１）；非
腺毛呈２～３细胞，细长（见图２）；导管孔纹或螺纹
（见图３、图４）；纤维多成束，木化（见图５）；有簇
晶及晶纤维（见图６、图７）；叶片表皮细胞及薄壁细
胞散在（见图８）。

２２叶片显微鉴别

２２１叶片表皮显微装片制备　取新鲜黄芩叶片，
用镊子轻轻撕下其上下表皮，分别放在载玻片上，

加１～２滴清水，盖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清
水，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图１　棕色块（×４００）

　　　

图２　非腺毛（×４００）

　　　

图３　螺纹导管（×４００）

图４　孔纹导管（×４００）

　　　

图５　木纤维（×４００）

　　　

图６　晶纤维（×４００）

　

图７　簇晶（×４００）

　　　

图８　叶表皮细胞（×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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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观察结果　壁深波状，相互嵌合；直轴式
气孔极多，非腺毛相对较少。上表皮细胞不规则

形状，垂 周 壁 波 齿 状；气 孔 较 少 （见 图 ９、

图１０）。下表皮细胞不规则形，垂周（见图 １１、
图１２）；非腺毛细长、众多，由２～３个细胞组成
（如图１３）。

　

图９　叶片上表皮（×４００）

　　　

图１０　叶片下表皮（×４００）

　　

图１１　叶片上表皮（×４００）

图１２　叶片下表皮（×４００）

非腺毛

图１３　叶片上表皮非腺毛（×４００）

２３叶片横切面显微鉴别

２３１叶片横切面显微装片制备　取新鲜黄芩叶片，

采用徒手切片法制作显微切片［７１５］。将切片放在载

玻片上，加１～２滴清水，盖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
去多余清水，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２３２观察结果　上下表皮细胞均呈方形，有非腺
毛；栅栏组织通常为一列细胞；海绵组织为四五列

细胞；主脉维管束外韧型，木质部位于向茎面，韧

皮部位于背茎面，二者之间形成层明显，上下表皮

内方有厚角组织２～３列。切片透化后叶脉处均有多
列螺纹导管（图１４）。

注：１．下表皮细胞　２栅栏组织　３非腺毛　４上表

皮细胞　５木质部　６韧皮部　７海绵组织

图１４　水切片，未透化（×４００）

２４黄芩茎横切面显微鉴别

２４１黄芩茎横切面显微装片制备　取新鲜黄芩茎
杆，用刀片进行徒手切片，将切片放在载玻片上，

加１～２滴清水，盖上盖玻片，用吸水纸吸去多余清
水，置于显微镜下观察［８１０］。

２４２观察结果　切面呈近四方形。表皮细胞一列，
有非腺毛；四角稍有棱脊，向内有 １０数列厚角细
胞；皮层为数列薄壁细胞，排列紧密；内皮层一列；

维管束于四角处发达，；韧皮部狭窄，木质部于四角

处发达，形成层明显；髓部由薄壁细胞组成。

３　讨论

通过对黄芩粉末和茎叶的显微鉴别，确定了其

主要鉴别特征。在显微鉴别中，非腺毛细长、众多，

由２～３个细胞组成；棕色块单个散在，不规则形；
簇晶散在；纤维多成束，木化，螺纹导管及孔纹导

管明显。由于黄芩地上部分的采收与根的采收时间

一致，其茎杆木质化较为严重，只能采用当年新长

·６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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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新鲜茎杆切片观察，故实验所得黄芩茎横切面

图可能与秋天采收的黄芩茎横切面不尽相同。由于

技术、材料、设备所限，黄芩地上部分粉末鉴别时

所观察到的部分可能有所疏漏，待进一步试验研究

证实。

本实验通过对黄芩的茎叶及粉末进行显微鉴

别［１１１６］，首次详细的研究了黄芩地上部分的显微

特征，简便易操作，可作为该药材的显微鉴别方

法之一，为黄芩地上部分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参

考，也为黄芩药茶的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技术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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