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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分析鸡骨草与毛鸡骨草的红外光谱特征及其化学成分的差异。

采集鸡骨草和毛鸡骨草两种药材整株和不同部位的 FT IR 图,运用二阶导数谱和半定量分析研究不同谱

图间的差异。结果显示鸡骨草与毛鸡骨草均含挥发油、三萜类、黄酮、皂苷、多糖类等化学成分。黄酮类、皂

苷类、多糖类成分含量均以毛鸡骨草高。“指纹”区的特征光谱显示,鸡骨草根部的黄酮类成分含量少于茎

部、而皂苷类和多糖类成分含量高于茎部;毛鸡骨草黄酮类和皂苷类成分含量以叶部最高,根部最低;多糖

类成分叶部最高, 根部和茎部较低但二者含量相近。FT IR技术可以快速鉴别出鸡骨草与毛鸡骨草主要化

学成分的差异, 避免了用单一成分来衡量药材质量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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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鸡骨草(Abrus cantoniensis Hance)与毛鸡骨草( Abrus mollis Hance)均为豆科(Leguminosae)相思

子属(Abrus)植物
[ 1]
,二者植株外形相似,具有清热解毒,疏肝止痛之功效,尤其对治疗急慢性肝炎

有特殊的疗效[ 2]。鸡骨草和毛鸡骨草在植物学形态、生长特性、产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3] ,临床

应用比较混杂,因此,开展鸡骨草和毛鸡骨草化学成分差异研究,对鸡骨草的合理利用有重要意义。

红外光谱技术具有取样量少、制样简单、不需对样品进行提取分离等特点,近年来,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 FTIR)技术在中草药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 4—7] ,但有关鸡骨草化学成分的 FT IR 研究未见

报道。本研究运用 FTIR技术比较分析鸡骨草、毛鸡骨草在红外“指纹”区化学成分之间的光谱差

异,为建立直接、快速和准确评价鸡骨草药材质量提供依据。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测试方法

Nicolet 5700 FTIR, DTGS 检测器(美国尼高力公司) ;测试方法:扫描范围 4000—400cm
- 1
, 光

谱分辨率 4cm
- 1 ,扫描累积次数 64次。



2. 2　材料与试剂

鸡骨草、毛鸡骨草药材均于 2007年 10月采自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基地( 2006 年种

植) , 经广西大学农学院黄荣韶教授鉴定为豆科相思子属植物鸡骨草(A. cantoniensis)和毛鸡骨草

(A.mollis)。

溴化钾( KBr)碎晶,光谱纯,购自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2. 3　样品制备与实验方法

样品在 55℃干燥 48h, 粉碎过 200目筛。准确称取各样品 1. 0mg与 200mg溴化钾(碎晶)混合

研磨均匀,压片成厚度约1mm的锭片,将锭片放入红外光谱仪样品室,每个锭片随机扫3个不同的

点,再取其平均谱图作为最后的样品谱图。

3　结果与讨论
3. 1　鸡骨草、毛鸡骨草全株红外光谱特征比较分析

依据鸡骨草的化学成分特征, 可以将鸡骨草的红外吸收光谱图 1a—1分为 3个波段, 第一波

段: 3500—2800cm
- 1
,中心位置在 3403cm

- 1
的宽吸收峰主要是—OH 伸缩振动峰和氨基酸中 N—H

键伸缩振动的叠加, 2923cm
- 1
是—CH2 的对称伸缩振动峰, 此波段可以认为是挥发油类、蛋白质和

核酸等物质对光谱的贡献
[ 4]
。第二波段: 1800—1240cm

- 1
,应归属为A, B-不饱和酯键、C C或芳环

骨架振动的叠加峰
[ 5]
。在 1733cm

- 1
是酯羰基的伸缩振动峰, 1646cm

- 1
是 C C或芳环骨架振动的

叠加峰, 1375cm
- 1和1247cm

- 1附近是三萜类骨架振动[ 6]。可见此波段主要是酯类、黄酮类和三萜类

物质的特征吸收。第三波段: 1200—1000cm
- 1, 主要为糖苷或多糖类物质的特征吸收, 1153cm

- 1附

近为皂苷类的C—O 基团的特征吸收。1029cm
- 1附近吸收峰最为强烈,是糖苷类物质的MC—O(H)伸缩

振动[ 5—7]。综上所述,鸡骨草主要含有挥发油、酯类、三萜类、氨基酸、黄酮、皂苷、多糖类化学成分,

这跟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2]。图 1a—2 为毛鸡骨草的红外光谱图, 出现在 2923、1736、1641、1375、

1248cm
- 1等处的吸收峰与鸡骨草的吸收峰位置基本一致,通过 Excel分析得出两个图谱在 4000—

400cm
- 1
波段的相关系数为 0. 9882,表明鸡骨草与毛鸡骨草化学成分种类相似。但 3374cm

- 1
和

1035cm
- 1
附近的吸收峰与鸡骨草的峰分别相差 29和 17个波数,在 777、667cm

- 1
附近毛鸡骨草有

较明显的特征峰而鸡骨草却没有。为更加精细研究两种药材的化学成分,在 1800—400cm
- 1
波段比

较图 1b中鸡骨草和毛鸡骨草的二阶导数谱可以看出:在 1240cm
- 1附近毛鸡骨草出现单峰, 而鸡骨

草裂解为双峰;鸡骨草的酯羰基峰出现在 1733cm
- 1, 而毛鸡骨草中该峰漂移到 1743cm

- 1 ;通过计

算得出两条二阶导数谱的相关系数为 0. 7242, 说明鸡骨草与毛鸡骨草同类化学成分中可能存在组

分的差异,与文献报道相符[ 8, 9]。此外, 在 1157—1000cm- 1波段毛鸡骨草的吸收峰强度要高,可以推

出毛鸡骨草的皂苷、多糖类成分的含量有多于鸡骨草的趋势。

3. 2　鸡骨草不同部位红外光谱比较分析

图 2是鸡骨草不同部位的一维和二阶导数红外谱图。因为采收时鸡骨草极易落叶,所以,本文

只作根和茎的比较。图 2a、2b显示,在 1700—500 cm
- 1范围内根和茎的峰位和峰强无明显差别,以

根的谱图为参照对象,计算出根和茎的红外谱的相关系数为 0. 9914, 二阶导数图谱的相关系数为

0. 9687,表明鸡骨草根和茎中化学成分变化不大。但是从一维红外谱和二阶导数图谱上仍然可以看

出鸡骨草根和茎存在的差异,例如:图 2a- 1在 1241cm
- 1
处出现吸收峰,而在图 2a- 2中此峰出现

在 1261cm
- 1
处,相差 20 个波数;图 2a- 1在 860、669cm

- 1
出现吸收峰, 而在图 2a- 2却没有出现;

在 1760—1710cm
- 1区域内, 图 2b- 1′只在 1754cm

- 1附近有吸收峰, 而图 2b- 2′在 1757cm
- 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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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a)是鸡骨草、毛鸡骨草的红外光谱图; (b)是鸡骨草、毛鸡骨草的红外光谱图二阶导数图

1, 1′——鸡骨草; 2, 2′——毛鸡骨草。

1733cm
- 1
附近都有吸收峰;图2b- 1在 1082cm

- 1
和1069cm

- 1
有两个吸收峰,一强一弱,而图2b- 2′

在此波段只出现单峰。另外,分别测定根和茎在 1737、1641、1025cm
- 1等处吸收峰的峰强,并计算出

A根 /A茎的值分别为 0. 711、1. 131和 1. 266,由此可以推测出鸡骨草根部黄酮类含量要少于茎部,

而皂苷和多糖类含量多于茎部。上述分析表明, 鸡骨草根、茎的主要化学成分较为相似,但一些成分

构成和含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 有待进一步研究。

图 2　(a )鸡骨草不同部位红外图谱; (b)鸡骨草不同部位二阶导数图谱。

1, 1′——根; 2, 2′——茎。

3. 3　毛鸡骨草不同部位红外光谱特征比较分析

图 3是毛鸡骨草根、茎、叶的一维和二阶导数红外光谱图。图 3a 显示,毛鸡骨草根、茎、叶的谱

图在1735—536cm
- 1范围较为相似,以根的谱图为参照,计算出根、茎的相关系数为0. 988, 根、叶的

相关系数为 0. 964。由此可见,毛鸡骨草根、茎、叶的红外图谱无明显差别, 表明毛鸡骨草根、茎、叶

化学成分种类变化不大。分别测定根、茎、叶在 1737、1645、1152、1030cm
- 1
处的吸收峰强度, 并将

A根 /A茎、A根/A叶和 A茎/A叶的值列于表 1中。由表 1中计算结果可以推测出毛鸡骨草中黄酮类和

皂苷类的含量均为根< 茎< 叶, 叶片中多糖类的含量最高,根、茎部含量较低,但二者含量相近。

4　结论
鸡骨草与毛鸡骨草均含挥发油、三萜类、氨基酸、黄酮、皂苷、多糖类等化学成分, 并且黄酮类、

皂苷类、多糖类成分含量以毛鸡骨草高。鸡骨草根、茎中一些化学成分构成和含量上均存在差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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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含量上,黄酮类以茎部多于根部,皂苷和多糖类均以根部多于茎部;毛鸡骨草根、茎、叶化学成

分种类变化不大,但是在含量存在一定差异, 黄酮类和皂苷类含量以叶部最高、茎部次之、根部最

低;多糖类含量叶部最高,根部和茎部较低但二者含量相近。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运用FTIR技

术可以快速鉴别出鸡骨草与毛鸡骨草主要化学成分的差异,与一般方法相比具有不需要提取分离,

并可以同时测定多种化学成分含量等优点,能够准确把握药材的整体信息,避免了用单一成分来衡

量药材质量的优劣,更加符合中医辨证原理。

图 3　(a)毛鸡骨不同部位红外图谱; ( b)毛鸡骨草不同部位二阶导数图谱。

1, 1′——根; 2, 2′——茎; 3, 3′——叶。

表 1　毛鸡骨草根、茎、叶红外吸收强度比较

波数

1735cm - 1

波数

1645 cm- 1

波数

1152 cm- 1

波数

1030cm - 1

吸光度A根/茎 0. 692 0. 884 0. 885 1. 000
吸光度A根/叶 0. 591 0. 776 0. 778 0. 878
吸光度A茎/叶 0. 854 0. 878 0. 879 0.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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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erence of constituents of whole plant as well as different parts of abrus

cantoniensis and abrus mollis were studied by FT IR with secondary derivative spect ra and semi-

quant itative analysis. The volat ile oil, t riterpenes, flavonoids, saponin, polysaccharides were contained in

A. cantoniensis and A.mollis, but the contents of flavonoids, saponin and polysaccharides of A. mollis

were higher than A. cantoniensis. T he characterist ic spectra of IR fingerprint region of different parts in

A. cantoniensis and A.moll is were as follows: flavonoids of stem were higher than root , but saponin

and polysaccharides of root were all higher than stem in A. cantoniensis; the content of flavonoids,

saponin and poly saccharide of leaf were highest , the flavonoids, saponin were lowest in root, while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were similar between root and stem in A.mollis. In hence, FT IR could be

used to fast ident ify the difference of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between A. cantoniensis and A.mollis,

and avoid evaluat ing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 rely on single component .

Key words 　 Infrared Spect rum; Abur s Cantoniensis; Aburs Mollis; F lavonoids; Saponin;

Poly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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