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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鉴别灯盏细辛与伪品密毛紫菀的方法，以确保安全用药。【方法】采用基原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别、

理化鉴别、薄层色谱鉴别及高效液相色谱含量测定方法。【结果】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二者在药材性状上无太大差异；显微

特征中二者根、叶横切面及粉末特征上有较大差异。系统预试验表明，两者均含有皂苷、苷类及黄酮类等成分。用高效液

相色谱对两药材中野黄芩苷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显示，灯盏细辛药材中所含的野黄芩苷符合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而密毛紫菀中所含的野黄芩苷太低，不符合药典规定。【结论】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虽为同科植物，二者在显

微鉴别及有效成分含量方面有较大差异，不能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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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gnostical Identification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and
Counterfeit Aster Vest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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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and Aster vestitus to
ensure safe use of drug. Methods The original differentiation，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phys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thin layer chromatographic identification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were used for next test.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haracters of medicinal material between these two subjects，whereas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microscopic features of root and leaf’s cross section and powder’s characteristics. The systematic pre-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of them contained saponins， glycosides and flavonoids. The HPLC results for
determination of content of Scutellarin in the two herb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Scutellarin in Erigeron brevicus

materials was in lin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20 edition），

while the content of Scutellarin in Aster vestitus materials was too low to comply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Pharmacopoeia. Conclusion Although Erigeron breviscapus and Aster vestitus are of the same family， they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and active ingredient concent，so the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to use.
Keywords： Erigeron breviscapus； Aster vestitus；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 phys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content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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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盏细辛为菊科飞蓬属植物短葶飞蓬Erigeron

breviscapus（Vant.）Hand.-Mazz.的干燥全草，其始

载于《滇南本草》，是云南省苗族传统用药，在民

间广为流传，又名灯盏菊、土细辛、地顶草、细

辛草、东菊等 [1]。诸多本草文献均记载，其性温，

味辛、微苦，能散寒解表，祛风除湿，活络止

痛，用于瘫痪、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

炎、跌扑损伤及胃痛、牙痛等病症 [2-4]。临床研究

表明，灯盏花素制剂对脑中风及其他心脑血管疾

病和与微循环障碍有关的疾病均有较好的疗

效 [5-8]。灯盏细辛主要含有黄酮类、咖啡酰类、香

豆素类、木脂素类、萜类等成分，其中，以野黄

芩苷（灯盏花乙素）含量最高 [9]。野黄芩苷（灯盏花

乙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抗纤维化、抗肿瘤、改

善心脑缺血损伤、防治骨质疏松等药理作用[10]。现

有研究报道，野黄芩苷（灯盏花乙素）能诱导非小

细胞肺癌A549细胞凋亡而起到抗肺癌作用 [11]，对

动脉粥样硬化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12]，可治疗阿尔

兹海默症 [13]，对糖尿病小鼠视神经具有再生作

用 [14]。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 50多家企业

生产灯盏细辛制剂，每年消耗的灯盏细辛干燥全草

约在1 000吨以上 [15]。由于用量的增多，野生资源

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栽培资源还远不能满足市场

需求，价格不断上涨。由于利益的驱使及鉴别知

识的缺乏，药农在采挖灯盏细辛销售时，将一些

外形相似的同科植物一同采挖后当作灯盏花药材

销售。通过对市场调研发现，其中有同科不同属

植物密毛紫菀Aster vestitus Franch.为较常见的一种

混用品。为确保灯盏细辛药材品质，规范和杜绝

市场灯盏细辛的混用现象，本研究对混用的密毛

紫菀与灯盏细辛从基原、药材性状、显微、理化

特征及含量方面进行了鉴别，以期为更好地鉴定

灯盏细辛及混伪品提供详实的理论依据。现将研

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
1. 1 试药

1. 1. 1 灯盏细辛、密毛紫菀样品 均采自丽江永

胜，经云南中医药大学邱斌正高级工程师鉴定为

短葶飞蓬Erigeron breviscapus（Vant.）Hand.-Mazz.及
密毛紫菀Aster vestitus Franch.的全草。

1. 1. 2 野黄芩苷（C21H18O12）对照品 购于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01574-200623。

1. 2 试剂 To型生物制片透明剂（广西岑溪市松

香厂）；无水乙醇（分析纯）[利安隆博华（天津）医药

化学有限公司]；番红（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

司）；固绿（上海化学试剂站）；中性树胶（无锡市

江原实业技贸公司）；石蜡（56～58 ℃，上海永华

石蜡有限公司）；三氯甲烷、乙酸乙酯、甲酸（分

析纯，上海申博化工有限公司）；石油醚（AR）
（60～90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甲醇（分

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乙腈

为色谱纯（美国Fisher公司）。

1. 3 仪器 FA2004N电子分析天平（上海分析仪

器公司）；BM-Ⅵ生物组织冷冻包埋机、QP-Ⅲ生

物组织切片机、TS-12H+生物组织自动脱水机（湖

北孝感仪器公司）；Micr E400 Nikon显微镜、数码

显微照相机（日本尼康公司）；GZX-9030 MBE 数

显鼓风干燥箱、101A-2E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通

用仪器公司）；CS-Ⅳ型生物组织摊片烤片机、

MD-Ⅱ型生物组织刀刃磨机（湖北孝感仪器公

司）； LC- 2010A 日本岛津高效液相色谱仪 ，

LCsolution工作站，Waters e2695 C18分析柱（4.6 mm×
250 mm，5 μm）；LC-2010A日本岛津高效液相色

谱仪，LCsolution工作站；FA2004N电子天平（上

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 方法
2. 1 性状鉴别 采用眼观、手摸、鼻闻、口尝对

灯盏细辛及密毛紫菀样品从形状、大小、色泽、

表面、质地、断面、气、味等项内容进行鉴别。

2. 2 显微鉴别 按照常规药材鉴定方法，制作灯

盏细辛及密毛紫菀样品的横切面永久制片及粉末

制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描述和分析。

2. 3 理化鉴别 采用大类化学成分预试验方法进

行。

2. 4 含量测定 按照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灯盏细辛”【含

量测定】项下方法进行测定。

2. 4. 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

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甲醇-0.1%磷酸溶液

（40∶6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335 nm。理论板数

按野黄芩苷峰计算应不低于5 000。
2. 4.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野黄芩苷对照品适

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 1 mL含 0.1 mg的溶

液，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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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灯盏细辛、密毛紫

菀样品粗粉各约 0.5 g，精密称定，分别置于索氏

提取器中。加入三氯甲烷适量，加热回流至提取

液无绿色；弃去三氯甲烷液，药渣挥去溶剂，连

同滤纸筒移入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50 mL，
密塞，称定质量，放置 1 h，水浴中加热回流 1 h，
放冷；再称定质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

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25 mL，回收溶剂至

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并转移至10 mL量瓶中，加甲

醇至刻度，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 4. 4 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

品溶液各5～1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即得。

3 结果

3. 1 原植物鉴别

3. 1. 1 灯盏细辛 多年生草本，高10 ~ 30（~50）cm，
全株密被柔毛。根茎粗短，须根多数，稍肉质。

茎直立，多单一，或中上部偶有分枝，圆柱形，

绿色或基部和上部带紫红色，下部具纵棱，上部

无棱。叶全缘，两面有粗短毛，基生叶密集成莲

座状，匙形或匙状倒披针形，先端短尖，基部渐

狭下延成短柄，带红色；茎生叶互生，形同基生

叶但较基生叶小，最上面的叶片线形，无柄。头

状花序单生枝顶或近顶腋生，直径 1 ~ 2 cm，异

形；总苞杯状，苞片3列，绿色，线状披针形，被

白色硬短毛；外围为舌状花，蓝色至紫蓝色，2 ~
3层，阔线形，先端浅 3齿裂，基部渐狭成细管

状；雌蕊 1，子房下位，扁圆形，密被平贴粗毛，

花柱单一，长约为花冠的 1/3，柱头 2裂；中央为

管状花，黄色，两性，先端 5裂，裂片卵状三角

形；雄蕊5，较花冠短，花药合生；花丝丝状，长

约为花冠之半；子房下位，形同雌花，花柱较雄

蕊稍短，柱头2裂，裂片箭头状。瘦果扁平，狭矩

圆形，有白色冠毛 2层，外层极短。花期在 3 ~
10月份。见图1。
3. 1. 2 密毛紫菀 多年生草本，高 40 ~ 100 cm。

根茎粗壮，生多数长须根；须根粗线形，长达

15 cm，径 1 ~ 1.5 mm，具纤维状细根。茎直立，

常单一，上部具分枝，茎和枝有细纵棱，密被具

节长毛。叶密集，下部叶在花期枯萎，中部叶狭

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先端急尖，具小尖头，

基部楔形或圆，边缘全缘或稀上部具疏齿，表面

绿色，密被具节糙毛和密具腺点，背面淡绿色，

密被具节卷曲的细毛；叶柄无；上部叶线状披针

形或线状长圆形，较小。头状花序径 2 ~ 2.5 cm，

3 ~ 7个生于茎和枝先端，排列成复伞房状花序；

花序梗密被具柄短腺毛和散生具节长毛；总苞半

球形；总苞片约3层，覆瓦状排列，外层较短，草

质，先端锐尖，常带紫红色，密被腺毛，内层上

部草质，下部和边缘狭膜质，疏被腺毛。雌花舌

状，舌片条形，白色或浅紫红色；两性花花冠管

状，黄色，先端5齿裂。瘦果倒卵形，压扁，两面

各具1肋，被白色绢毛；冠毛1层，污白色或稍带

红色，糙毛状。花、果期在8 ~ 12月份。见图2。
3. 1. 3 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的主要形态差异 二

图1 灯盏细辛原植物图

Figure 1 The original plant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图2 密毛紫菀原植物图

Figure 2 The original plant of Aster vest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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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为菊科植物，形态特征较相似，主要形态差

异：灯盏细辛花总苞片 2～3层，狭窄，近等长；

舌状花 2～3层：花柱分枝短三角形。密毛紫菀花

总苞片多层，较宽，不等长，稀近等长；舌状花

通常1层；花柱先端披针形。

3. 2 性状鉴别

3. 2. 1 灯盏细辛 全草长15 ~ 25 cm。根茎长1 ~
3 cm，直径 0.2 ~ 0.5 cm；表面凹凸不平，着生多

数圆柱形细根，直径约 0.1 cm，淡褐色至黄褐色。

茎圆柱形，长14 ~ 22 cm，直径0.1 ~ 0.2 cm；黄绿

色至淡棕色，具细纵棱线，被白色短柔毛；质

脆，断面黄白色，有髓或中空。基生叶皱缩、破

碎，完整者展平后呈倒卵状披针形、匙形、阔披

针形或阔倒卵形，长 1.5 ~ 9 cm，宽 0.5 ~ 1.3 cm；

黄绿色，先端钝圆，有短尖，基部渐狭，全缘；

茎生叶互生，披针形，基部抱茎。头状花序顶

生。瘦果扁倒卵形。气微香，味微苦[7]。见图3。

图3 灯盏细辛药材图

Figure 3 The appearance feature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3. 2. 2 密毛紫菀 全草长40 ~ 100 cm。根茎长达

1.5 cm，直径 0.1 ~ 0.15 cm，表面着生纤维状细

根，直径约0.1 cm，淡褐色至黄褐色。茎和枝具细

纵棱，密被白色短柔毛。断面黄白色，有髓或中

空。基生叶多枯萎脱落，完整者展平后中部呈狭

长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基部楔形或圆，茎生叶

线状披针形或线状长圆形，较小。边缘全缘或稀

上部具疏齿，头状花序顶生。瘦果扁倒卵形。气

微香，味微苦。见图4。
二者主要鉴别点为灯盏细辛基生叶较多，但

市场销售的灯盏细辛和密毛紫菀药材一般多碎

断，花少见，故不易鉴别。

3. 3 显微鉴别

3. 3. 1 组织特征

3. 3. 1. 1 根横切面 灯盏花（直径1.5 mm）：表皮

由 1 ~ 2列排列较紧密的类圆形细胞组成，外壁增

厚，细胞内有黄棕色色素。皮层稍宽，由9 ~ 11列
卵圆形或类圆形薄壁细胞组成，切向延长。近内

皮层处有断续排列成环的分泌腔，类圆形。内皮

层及中柱鞘均明显。韧皮部细胞排列紧密；木质

部束6，由内向外呈放射状，于外部连续成环，导

管散在。有髓部，较小，由薄壁细胞组成。见图5。
密毛紫菀（直径1.7 mm）：表皮细胞1列，细胞

扁平，外壁增厚。皮层较宽，由十数列类圆形薄

壁细胞组成，近内皮层处有石细胞散列。内皮层

及中柱鞘均明显。韧皮部多存在于木质部弧角

图4 密毛紫菀药材图

Figure 4 The appearance features of Aster vestitus

1
2
3
4
5
6
7
8

1. 表皮；2. 皮层；3. 分泌腔；4. 内皮层；5. 韧皮部；

6. 髓；7. 木质部；8. 导管

图5 灯盏细辛根横切面图（10×10）
Figure 5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root（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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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细胞排列紧密；木质部呈五角星形，导管散

在。无髓部。见图6。
1

2

3
4
5

1. 表皮；2. 皮层；3. 内皮层；4. 韧皮部；5. 木质部

图6 密毛紫菀根横切面图（10×10）
Figure 6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Aster

vestitus root（10×10）

3. 3. 1. 2 茎横切面 灯盏细辛（直径 2 mm）：表皮

为 1列类圆形细胞；外被角质层，有非腺毛和腺

毛。皮层狭窄，外侧有 3～5列厚角细胞；内侧近

韧皮部处有分泌腔。维管束外韧型，约 10～12个
环列。韧皮部外侧有韧皮纤维束；束内形成层明

显；木质部由木纤维切向相连成波状环，导管径

向排列，有环髓纤维。髓部宽广，约占横切面的

2/3。见图7。
密毛紫菀（直径2.5 mm）：表皮细胞1列，类方

形，外被角质层，有非腺毛。皮层窄，外侧为5 ~
6 列厚角细胞，内侧为 4 ~ 6 列类长圆形薄壁细

胞。维管束外韧型，约 15～20个环列。韧皮部外

侧有韧皮纤维束；束内形成层明显；木质部由木

纤维切向相连成深波状环，导管径向排列，有环

髓纤维。髓部宽广，约占横切面的2/3。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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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腺毛；2.表皮；3.皮层；4.韧皮纤维束；5.韧皮部；

6. 木质部；7. 环髓纤维；8. 髓
图8 密毛紫菀茎横切面图（10×10）

Figure 8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Aster
vestitus stem（10×10）

3. 3. 1. 3 叶横切面 灯盏细辛叶（直径 0.5 mm）：

上表皮细胞1列，细胞类圆形，排列较整齐。叶肉

组织分化不明显。中脉向下突出，上表面较平

直，维管束3，外韧型，较大一个呈杯状，另两个

较小，导管径向排列。近韧皮部处有分泌腔散

列。下表皮细胞 1 ~ 2列，细胞较上表皮稍小，外

有非腺毛及气孔。见图9。
密毛紫菀（直径0.5 mm）：上表皮细胞1列，细

胞类圆形，大小相间排列。栅栏组织细胞1列，海

绵组织细胞排列疏松，细胞中含细小颗粒状物。
1
23456
7

1.非腺毛；2.表皮；3.皮层；4.韧皮纤维束；5.韧皮部；

6. 木质部；7. 髓
图7 灯盏细辛茎横切面图（10×10）

Figure 7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stem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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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上表皮；2. 韧皮部；3. 木质部；4. 非腺毛；5. 下表皮

图9 灯盏细辛叶横切面图（10×10）
Figure 9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leaves（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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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脉向下突出，上表面略向下弯曲，维管束1，外

韧型，导管径向排列。下表皮细胞1列，细胞较上

表皮稍小，外有非腺毛及气孔。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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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表皮；2. 栅栏组织；3. 海绵组织；4. 中脉维管束；

5. 韧皮部；6. 下表皮；7. 非腺毛

图10 密毛紫菀叶横切面图（10×10）
Figure 10 The cross section manifestations of Aster

vestitus leaves（10×10）

3. 3. 2 粉末特征 灯盏细辛全草粉末灰绿色。鞭

状非腺毛 4 ~ 8个细胞，壁薄，顶端细胞骤细而延

长成鞭状。非腺毛 2～8个细胞，有的基部细胞稍

膨大，有的下面2个细胞较短，顶端细胞渐尖，壁

稍厚或较厚，表面有角质纵线纹。腺毛短小，头

部 1~5个细胞；柄部 1～2细胞。叶下表皮细胞表

面观类多角形，垂周壁微波状弯曲，有的呈连珠

状增厚，平周壁表面有角质条状纹理；气孔类圆

形，不定式。花粉粒类圆形，直径20 ~ 30 μm，表

面有刺，具3孔沟。冠毛多列性，刺毛状，细胞壁

稍厚，表面光滑。导管有网纹、具缘纹孔导管，

直径 10 ~ 50 μm。韧皮纤维成束，长条形或长梭

形，末端尖，壁较厚，木化。见图11。
密毛紫菀全草粉末灰绿色。鞭状非腺毛 4 ~

8个细胞，壁薄，顶端细胞骤细而延长成鞭状，有

的细胞内含黄棕色分泌物。非腺毛有2种：一种由

3～9个细胞组成，基部稍大，顶端细胞渐尖，表

面有短线状突起；另一种为2列性，由2个多细胞

非腺毛并列而成，顶端尖，壁稍厚或较厚，表面

光滑。石细胞类三角形或长卵形，壁稍厚，纹孔

明显。菊糖团块状，表面有放射状纹理。叶上表

皮细胞表面观类多角形，垂周壁平直，表面有角

质条状纹理；无气孔。叶下表皮细胞表面观不规

则形，垂周壁波状弯曲；气孔长类圆形或长圆

形，不定式。花粉粒类圆形，直径20 ~ 30 μm，表

面有刺，具3孔沟。冠毛多列性，刺毛状，细胞壁

稍厚，表面光滑。韧皮纤维成束，长条形或长梭

形，末端尖，壁较厚。导管多为螺纹导管，直径

10 ~ 20 μm。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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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鞭状非腺毛；2. 非腺毛；3. 腺毛；4. 叶下表皮细胞；

5. 花粉粒；6. 冠状毛；7. 导管；8. 纤维

图11 灯盏细辛（全草）粉末特征图（10×40）
Figure 11 The power feature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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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7

6

1. 鞭状非腺毛；2. 非腺毛；3. 石细胞；4. 菊糖；5. 叶
上表皮细胞；6. 花粉粒；7. 叶下表皮细胞；8. 冠状毛；

9. 纤维；10. 导管

图12 密毛紫菀（全草）粉末特征图（10×40）
Figure 12 The power features of Aster vest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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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苑显微特征比较 见表1。
表1 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显微特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microsco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and Aster vestitus

显微特征

组织构造

粉末特征

主要鉴别点

分泌腔

石细胞

根韧皮部

根木质部束

茎维管束

茎木质部

叶中脉维管
束叶肉组织

腺毛

鞭状非腺毛

非腺毛

石细胞

菊糖

灯盏细辛

有

无

存在于木质部外

6束，呈放射状

10 ~ 12个
相连成波状

3个分化
不明显

有

多

1种，2 ~ 8个
细胞

无

无

密毛紫菀

无

有

存在于木质部弧角间

呈五角星形

15 ~ 20个
相连成深波状

1个分化明显

无

少

2种：一种由3～9个细
胞组成；另一种为2列
性，由两列多细胞非
腺毛组成

有

有

3. 4 理化预试验 由预实验结果得出：灯盏细辛

和密毛紫菀都含有皂苷、糖类、多糖、苷类、还

原糖、黄酮类、三萜、挥发油、油脂、酚性成

分、生物碱，两者在化学成分上比较相似。

3. 5 含量测定 灯盏花中主要有效成分为野黄芩

苷，故本研究选取野黄芩苷为对照品，按 2020年
版《中国药典》“灯盏细辛”【含量测定】项下测

定方法，对灯盏细辛及密毛紫菀中野黄芩苷的含

量进行测定比较。

3. 6 结果 对灯盏细辛及密毛紫菀样品进行了测

定，结果见图 13 ~ 15和表 2。结果显示，本次实

验灯盏细辛药材中所含野黄芩苷含量为0.37%，密

毛紫菀药材中所含野黄芩苷含量为0.21%。2020年

版《中国药典》灯盏细辛含量测定项下规定，野

黄芩苷含量不得低于0.30%。

时间（min）
图13 野黄芩苷对照品色谱图

Figure 13 Chromatogram of reference substance of
Scutellarin

时间（min）
图14 灯盏细辛样品色谱图

Figure 14 Chromatogram of sample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时间（min）
图15 密毛紫菀样品色谱图

Figure 15 Chromatogram of samples of Aster vestitus

表2 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Table 2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Erigeron breviscapus and Aster vestitus

样品

野黄芩苷对照品

野黄芩苷元对照品

灯盏细辛药材1
灯盏细辛药材2
密毛紫菀药材1
密毛紫菀药材2

保留时间（min）
33.534 5
48.898 0
33.604 0
33.616 0
33.545 0
33.511 0

峰面积（s）
3 107.4
4 776.4
5 440.7
5 342.2
3 072.5
3 083.0

对照品浓度（mg·mL-1）

0.1
0.1
—

—

—

—

野黄芩苷含量（%）

—

—

0.372 8
0.366 1
0.212 4
0.213 2

平均含量（%）

—

—

0.369 5

0.2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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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灯盏细辛与密毛紫菀为同科不同属的两种植

物，其在新鲜的植物形态上较为相似；经干燥后

的药材，由于叶子及花的脱落，二者很难区别。

本研究通过显微鉴别得出，二者不同药用部位的

组织构造差异较大，可从组织构造上将二者分

开。显微鉴别方法简便、易操作，该研究为灯盏

细辛原料药的收购等鉴别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通过理化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

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但经含量测定比较，密毛

紫菀中所含的野黄芩苷低于《中国药典》“灯盏细

辛”含量测定项下规定，故密毛紫菀不能与灯盏

花混用，更不能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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