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资源  2023，45（6）：584~591
Biotic Resources

峨眉金线兰的生药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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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线兰属植物形态相似，峨眉金线兰（Anoectochilus emeiensis）为金线兰（Anoectochilus roxburghii）的近缘种。调查

发现，市场上常将峨眉金线兰当作金线兰使用，为区分两者，本试验采用生药学鉴定方法观察峨眉金线兰的原植物形态、组织

构造及粉末显微特征；采用 HPLC⁃ELSD 法测定峨眉金线兰中主要内酯苷的含量。峨眉金线兰叶片为卵形，具有金红色网纹；

花不倒置，唇瓣白色，前部裂片长圆状倒披针形，中部两侧各具 1 枚宽大长圆形的褶片且其边缘具疏锯齿。显微结构中，根茎横

切面中皮层宽广，根木质部导管 2~5 个成束，茎木质部导管 1~8 个成束；叶横截面叶肉细胞中有大量红色物质，上表皮呈乳突

状突起，下表皮气孔较多，气孔以不定式为主；粉末中可见草酸钙针晶和导管。 3 批峨眉金线兰中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

（goodyeroside A）的含量分别为 32. 66~35. 21 mg/g 和 134. 41~137. 72 mg/g，分别在 100~500 μg/mL 和 200~1 000 μg/mL 质

量浓度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0. 51%（RSD=1. 56%）和 97. 50%（RSD=1. 54%）。以上特征可

为峨眉金线兰的生药鉴别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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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of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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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is a closely related species of Anoectochilus roxburghii.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
gation， A. emeiensis is used as A. roxburghii in the market.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two， the original plant morpholo⁃
gy， tissue structure and powder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were observed by pharmacognosy 
identification method.  HPLC⁃ELSD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main lactone glycosides in Anoectochi⁃

lus emeiensis.  The leaves are ovate， with golden red mesh pattens； the flowers are not inverted， with white lips and long 
round lanceolate anterior lobes.  On both sides of the middle， there is a wide， elongated pleat with sparse serrations at the 
edges.  In the microstructure， the cortex in the transverse section of the rhizome is broad， with bundles of 2-5 vessels in 
the root xylem and bundles of 1-8 vessels in the stem xylem.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red substance in the mesophyll 
cells of the leaf cross section， the upper epidermis has mastoid protrusions， and the lower epidermis has many stomata， 
mainly infinitive stomata.  Calcium oxalate needle crystal and catheter can be seen in the plant powder.  The contents of 
kinsenoside and goodyeroside A in 3 batches of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were 32. 66-35. 21 mg/g and 134. 41-13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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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g， respectively， and showed a good linear relation between 100-500 μg/mL and 200-1 000 μg/mL，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of kinsenoside and goodyeroside A were 100. 51% （RSD=1. 56%） and 97. 50% （RSD=
1. 54%），respectively.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of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Key words： Anoectochilus emeiensis； pharmacognostic identification； HPLC⁃ELSD method； content determination

0 引  言

金线兰属（Anoectochilus Blume）植物在全世界

大约有 40 余种，中国有 21 种［1］，其中金线兰〔Anoec⁃
tochilus roxburghii （Wall.） Lindl〕分布最广，是福建

特色中药金线莲的基原植物。金线兰属植物大多具

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等功效，在民间均当作中药金

线莲使用［2~5］。化学和药理研究表明，金线兰属植物

主要含有内酯苷、黄酮、多糖等活性成分，具有抗氧

化、抗肝损伤、降血糖、抗肿瘤、免疫调节、抗炎、抗骨

质疏松、抗类风湿性关节炎等作用［6~13］。峨眉金线

兰（A.  emeiensis K.  Y.  Lang）是中国特有种，其形态

与金线兰及其相似，全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在民

间也当作金线莲使用［5］。研究显示，金线莲苷（kin⁃
senoside）是金线兰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含量为其生

药量的 10% 左右，具有降血糖、抗高脂血症和抗自

身免疫性肝炎等多种生物活性，其差向异构体斑叶

兰苷（goodyeroside A）却不具上述活性［6］。此外，峨

眉金线兰中内酯苷含量也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

对峨眉金线兰的生药组织学特征做了较全面的研

究，同时采用 HPLC⁃ELSD 法测定峨眉金线兰中主

要内酯苷类成分的含量，旨在为峨眉金线兰准确鉴

定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仪器与试剂

峨眉金线兰全草于 2019 年 6 月采自四川乐山，

经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吴岩斌副研究员鉴定为

兰科金线兰属植物峨眉金线兰，移栽至开花后用于

形态学研究，3 批含量测定的峨眉金线兰样品为组

培 5 个月的组培苗，凭证标本存放于福建中医药大

学药学院。金线莲苷对照品（自制，纯度>98%）、

斑叶兰苷对照品（自制，纯度>98%）、水合氯醛、甘

油、盐酸、间苯三酚（AR，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2 方法

2. 1 原植物形态特征与显微鉴定

峨眉金线兰移栽开花后，对植株的形状、大小、

色泽、表面特征及其质地进行观察，在体视镜下对花

进行解剖，拍照并描述其特征。采用徒手切片法取

峨眉金线兰的新鲜植株的根、茎、叶进行切片，经过

盐酸和间苯三酚染色，使用稀甘油封片，在显微镜下

观察、拍照并描述其特征。撕取新鲜峨眉金线兰叶

片的上下表皮进行制片，并观察其主要特征。将峨

眉金线兰的新鲜全草干燥后研成细粉，取少许用水

合氯醛透化装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14，15］。

2. 2 HPLC⁃ELSD 图谱及含量测定

2. 2. 1 色谱条件

EasySep® ⁃3030 高效液相色谱仪（上海通微分

析技术有限公司），色谱柱 ChromCore AQ⁃C18（250 
mm×4. 6 mm，3 μm）；流动相：超纯水（100%），等度

洗脱；流速：0. 5 mL/min；柱温为 25 ℃；UM5800 Plus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雾化温度：70 ℃，载气流速：2. 5 L/min；进样量 5 μL。

2. 2. 2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定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对照品各 4. 0 
mg，分别置于 2 mL 的容量瓶中，分别用纯水溶解并

定容至刻度，摇匀，配制成含 2. 0 mg/mL 金线莲苷

和 2. 0 mg/mL 斑叶兰苷的溶液，用 0. 45 μm 滤膜过

滤，即得。

2. 2.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峨眉金线兰全草于 60 ℃干燥后粉碎，过 60 目

筛，分别精密称定 0. 1 g，置 50 mL 三角瓶中，加纯水

20 mL，密塞，超声提取 45 min 后称重，用纯水补足

重量，过 0. 45 μm 滤膜，得到供试品溶液。

2. 2. 4 线性关系考察

将制备的金线莲苷对照品溶液稀释至 500、
400、250、200、125 和  100 μg/mL，斑叶兰苷对照品

溶 液 稀 释 至 1 000、800、500、400、250 和  200 μg/
mL，按“2. 2. 1”项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金线莲苷

和斑叶兰苷对照品质量浓度的对数值为横坐标

（x），峰面积对数值为纵坐标（y），分别绘制标准曲

线，得出回归方程。

2. 2. 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 2. 2”项下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混

合对照品溶液 5 μL，连续进样 6 次，记录金线莲苷和

斑叶兰苷的峰面积，并分别计算其 RSD 值。

2. 2. 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份峨眉金线兰样品，按“2. 2. 3”项制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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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供试品溶液，按“2. 2. 1”项色谱条件进样，记录金

线 莲 苷 和 斑 叶 兰 苷 的 峰 面 积 ，并 分 别 计 算 其

RSD 值。

2. 2. 7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按“2. 2. 1”项色谱条件分

别在 0、2、4、6、8、10、12、24 h 进行测定，记录金线莲

苷和斑叶兰苷的峰面积，并分别计算其 RSD 值，考

察供试品在 24 h 内的稳定性。

2. 2. 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份峨眉金线兰样品 6
份，每份 0. 05 g，分别精密加入与样品中相当含量的

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对照品，按“2. 2. 3”项下方法制

备 6 份，按“2. 2. 1”项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计算金线

莲苷和斑叶兰苷的加样回收率和 RSD 值。

2. 2. 9 样品含量测定

分别精密称定不同批次的峨眉金线兰样品 0. 1 
g，按“2. 2. 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 2. 1”
项色谱条件进样测定，根据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金

线莲苷和斑叶兰苷的含量。

3 结  果

3. 1 原植物形态特征描述

峨眉金线兰植株高 6~30 cm。茎近直立，圆柱

形，红棕色。叶 3~6 枚，互生，叶片卵形，长 2. 5~
6. 0 cm，宽 2. 5~5. 5 cm，上面黑绿色，具金红色的网

脉，表面为淡紫红色，有 5 条弧形主脉，中脉凸出［3］。

总状花序具 2~8 朵花，花序轴淡紫红色，具短柔毛，

具 2~4 枚鞘苞片；花苞片淡红色，披针形，子房长圆

柱形，不扭转；花白色，不倒置；萼片 3 枚，两侧萼片

卵形，中萼片卵形，凹陷呈舟状；花瓣白色，镰刀状；

唇瓣白色，呈 Y 字形，基部具圆锥状距，中部两侧各

具 1 枚鸡冠状褶片且其边缘具疏锯齿或短流苏的

爪，前部裂片长圆形或倒披针形，距呈红棕色，内具

胼胝体 2 枚，盾状；蕊柱白色，较短（图 1）。

3. 2 显微鉴定

3. 2. 1 根横切面

峨眉金线兰根部横切面近圆形，最外层表皮为

1~2 层不规则的类方形细胞构成，向外突出形成根

毛，根毛发达，无木栓层，皮层宽广，约占根横切面的

4/5~5/6。外皮层细胞为 2~4 层排列紧密的不规则

细胞；中皮层细胞大且排列疏松；内皮层细胞类长方

形，具有明显的凯氏带。中柱鞘明显，木质部与韧皮

部相间排列，无形成层，木质部导管近圆形，2~5 个

成束；髓部面积小（图 2）。

3. 2. 2 茎横切面

峨眉金线兰茎横切面呈类圆形，最外层为类圆

图 1　峨眉金线兰植物形态特征图

Fig.  1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emeiensis plant
注：A，植株；B，叶（正面观）；C，叶（背面观）；D，花瓣与萼片；E，距；F，花；G，蕊柱（正面观）；H，花粉块；I，子房（横切面）

Note： A， plant； B， leaf （front view）； C， leaf （dorsal view）； D， petal and sepal； E， distance； F， flower； G， gynandrium （fron⁃
tal view）； H， pollen mass； I， ovary （transvers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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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表皮细胞，排列较密；皮层宽广，约占茎横截面

的 4/5~5/6，可见草酸钙结晶，由类圆形薄壁细胞组

成；内皮层细胞呈长椭圆形，紧密排列在中柱外围。

维管柱内有限外韧型维管束 16~22 个，自内向外放

射状排列；木质部导管 1~8 个成束（图 3）。

3. 2. 3 叶横切面

如图 4所示，峨眉金线兰的上表皮细胞乳突状突

起，排列紧密；下表皮细胞呈类椭圆形，紧凑排列。

叶肉细胞中有大量的红色物质，韧皮部周围叶肉细

胞中存在少量叶绿体；主脉上方凹陷，下方凸起。

3. 2. 4 叶表面

峨眉金线兰上表皮细胞多呈五边形或六边形，

下表皮为不规则的多角形，气孔较多，副卫细胞主要

为 2~4 个，以不定式气孔为主，另有不等式和直轴

式气孔（图 5）。

3. 2. 5 粉末显微鉴别

峨眉金线兰粉末呈棕色，草酸钙针晶束众多。

导管以螺纹为主，根毛底部多为平直；叶上表皮碎

片，细胞为规则六边形，排列整齐；下表皮碎片，细胞

形状不规则，可见气孔（图 6）。

图 2　峨眉金线兰根横切面组织构造

Fig. 2　Structure of root cross⁃section of A.  emeiensis
注：1，根毛；2，表皮；3，皮层；4，内皮层，5，木质部；6，韧皮部；7，髓部；8，薄壁细胞；9，维管束

Note： 1， root hair； 2， epidermis； 3， cortex； 4， endodermis； 5， xylem； 6， phloem； 7， pith； 8， parenchyma cells； 9， vascu⁃
lar bundle

图 3　峨眉金线兰茎横切面

Fig. 3　Stem cross⁃section of A.  emeiensis
注：1，表皮；2，皮层；3，内皮层；4，韧皮部；5，木质部；6，薄壁细胞；7，中柱

Note： 1， epidermis； 2， cortex； 3， endodermis； 4， phloem； 5， xylem； 6， parenchyma cells； 7， central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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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含量测定

3. 3. 1 线性范围

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y=
1. 688 1x-2. 532 3（r=0. 997 1）和 y=1. 436x 
-1. 892 6（r=0. 999 2），分别在 100~500 μg/mL、

200~1 000 μg/mL 质量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呈现良

好的线性关系（图 7）。

3. 3. 2 精密度试验

测得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峰面积的 RSD 值分

别为 1. 53%、1. 07%，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3. 3. 3 重复性试验

测得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峰面积的 RSD 值分

别为 2. 88%、0. 97%，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3. 3. 4 稳定性试验

测得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峰面积的 RSD 值分

别为 2. 53%、2. 21%，表明供试品溶液 24 h 内稳定

性良好。

3. 3. 5 加样回收率试验

测得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0. 51% 和 97. 50%，RSD 值 分 别 为 1. 56% 和

1. 54%（表 1），表 明 该 方 法 样 品 的 加 样 回 收 率

良好。

3. 3. 6 样品含量测定

峨眉金线兰的 HPLC⁃ELSD 色谱图见图 8，其内

酯苷类成分以斑叶兰苷为主（结构图见图 9）。3批峨

眉金线兰中金线莲苷和斑叶兰苷的含量分别为

32. 66~35. 21 mg/g和 134. 41~137. 72 mg/g（表 2）。

4 讨  论

金线莲的基原植物是金线兰属植物金线兰，然

而课题组在前期金线莲市场调查过程中发现市场上

的金线莲来源非常混乱，金线兰属植物都被当作金

线莲使用［6，14］。市场上的商品金线莲多以叶片形态命

名，如“大圆叶”、“小圆叶”和“尖叶”金线莲，而金线兰

属植物叶片非常相似，仅根据叶片形态无法对金线

兰属进行准确鉴定。因此，有必要对金线兰属植物

进行准确鉴定，避免同属植物混淆，影响临床使用。

本实验对峨眉金线兰的植物形态、组织构造、内

酯苷含量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将研究结果与部分

金线兰相关文献进行对比［6，15，16］，结果显示峨眉金线

图 4　峨眉金线兰叶（过中脉）横切面

Fig. 4　Leaf cross⁃section of A.  emeiensis （passing 
through the midrib）

注：1，上表皮；2，栅栏组织；3，木质部；4，韧皮部；5，下表皮

Note： 1， upper epidermis； 2， palisade tissue； 3， xylem； 
4， phloem； 5， lower epidermis

图 5　峨眉金线兰叶上下表皮撕片组织构造图

Fig. 5　Hist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upper and lower epidermis of A.  emeiensis leaves
注：A，上表皮；B，下表皮；C 和 D，不定式气孔；E，直轴式气孔；F，不等式气孔

Note： A， upper epidermis； B， lower epidermis； C&D， infinitive stomata； E， straight⁃axis stomata； F， inequality porosity 
sto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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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与金线兰的植物形态虽然较相似，但也存在一定

差异，主要差异在于峨眉金线兰茎为红棕色，唇瓣前

唇裂片为长圆形或倒披针形，中部两侧各具 1 枚宽

大长圆形的片而其边缘具疏锯齿或短流苏的爪；而

金线兰茎为绿色，唇瓣前唇裂片近长圆形或近楔状

长圆形，中部两侧多为 6~8 条长约 4~6 mm 的流苏

状细裂条。此外，二者内酯苷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HPLC⁃ELSD 含量测定显示，峨眉金线兰的内酯苷

类成分以斑叶兰苷为主，而金线兰主要为金线莲苷。

峨眉金线兰与南丹金线兰也较为相似，二者的茎都

为红棕色，唇瓣前唇裂片形态相似，但是后者唇瓣中

部两侧各具一向后延伸的角状的片，其边缘具 4~5
条细齿，且内酯苷类成分以金线莲苷为主［14］。上述

特征可作为峨眉金线兰与金线兰、南丹金线兰鉴别

的主要依据。

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17］，部分金线兰属如高金

线 兰（Anoectochilus elatus）与 金 线 兰 植 物 形 态 相

似，主要依靠花部形态特征进行鉴别，高金线兰花

倒置，唇瓣前部与基部近平行，唇瓣裂片类三角形，

与金线兰、峨眉金线兰明显不同；此外，高金线兰唇

瓣中部收狭成长爪，其两侧各具 6~7 条长 4~7 mm
的流苏状细裂条，而峨眉金线兰花不倒置，且唇瓣

中部与高金线兰明显不同。研究显示［6］，内酯苷类

成分是金线兰属植物主要活性成分之一，金线兰中

主要内酯苷类成分是金线莲苷，部分金线兰属植物

如高金线兰、浙江金线兰、长片金线兰和丽蕾金线

兰中的内酯苷类成分主要是斑叶兰苷。本研究中

峨眉金线兰的内酯苷类成分也主要是斑叶兰苷，因

图 6　峨眉金线兰粉末显微特征图

Fig. 6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A.  emeiensis powder 

注：1，上表皮；2，下表皮；3，草酸钙针晶；4 和 5，螺纹导管

Note： 1， upper epidermis； 2， lower epidermis； 3， calcium 
oxalate needle crystal； 4 and 5， threaded conduit

图 7　标准曲线  （A，金线莲苷；B，斑叶兰苷）

Fig. 7　Standard curves （A， kinsenoside； B， goodyeroside A）

表 1 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n=6）
Table 1 Results of sample addition and recovery test（n=6）

内酯苷

金线莲苷

斑叶兰苷

取样量/g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样品量/mg
1.63
1.63
1.63
1.63
1.63
1.63
6.80
6.80
6.80
6.80
6.80
6.80

加入量/mg
1.67
1.67
1.67
1.67
1.67
1.67
6.82
6.82
6.82
6.82
6.82
6.82

测得量/mg
3.37
3.34
3.33
3.38
3.37
3.40

13.54
13.30
13.48
13.36
13.51
13.56

回收率/%
101.03
98.70
98.46

101.42
101.11
102.36
98.65
95.23
97.81
96.09
98.25
98.97

平均回收率/%

100.51

97.50

RSD

1.56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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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峨眉金线兰在药用时要注意与金线兰进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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