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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及中药材栽培的地域选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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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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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土壤!以利于中药材栽培的地域选择!采用简便%快捷%分辨率高的
[̀Ta

技术!

对
=!

份土壤样品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土壤样品在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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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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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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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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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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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和

H,"0I

G*有共有峰(但其相对强度有别!此外还有
*#,H

!

+,>+

和
+>#<0I

G*的峰也有所不同!借此可以客

观地区分不同地域的土壤&试验同时说明甘肃天水%定西等地的土壤状况与山西土壤相近&土壤的
[̀Ta

指

纹图谱可以为中药材的移栽提供极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很好地用于土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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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固态地球表面具有生命活动!处于生物与环境间

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疏松表层&由于土壤是疏松的有

机和无机复合体!成分多样!且处于相互消长%快速多变之

中!故更为复杂&

中药材是一个极复杂的混合物体系!它们的鉴别和质量

控制!有效成分的确定和定量分析!一直是中医药领域内的

一个难题&中药材的质量与其生长的环境尤其是土壤密切相

关&红外指纹图谱专属性强!重现性好!操作方便!能够提

供极其丰富的分子结构信息!近年来!已经成为中药研究中

不可缺少的工具!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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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对中药材进行鉴别

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利用
[̀Ta

研究土壤目前国内外未见报

道&本文在多年利用
[̀Ta

研究中药材的基础上*

*-H

+

!成功地

利用
[̀Ta

研究了山西和全国各地的
=!

个土壤样品!分析了

山西和全国的这些土壤样品的光谱特征!并进行了比较!发

现甘肃土壤与山西土壤有非常相似的光谱特征!从而证实了

山西潞党参移栽甘肃能够成功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中药材

的异地移栽提供了土壤方面新的研究思路与手段&

*

!

材料与方法

0/0

!

仪器

_]-*"<

型
[̀Ta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加拿大
8]]

集团
]%I/I

公司生产&

0/@

!

样品来源及方法

*'+'*

!

样品来源

土壤样品采自山西及全国各地!共
=!

个样品!均为表层

土壤!种植过农作物!因篇幅有限!现选其中的一部分!如)

"

*

#山西太原土壤("

+

#山西长治土壤("

!

#山西晋城土壤(

"

<

#山西平陆土壤("

=

#山西霍州土壤("

H

#山西大同土壤(

"

#

#山西五台土壤("

>

#山西运城土壤("

,

#甘肃陇西土壤(

"

*"

#甘肃定西土壤("

**

#甘肃天水土壤("

*+

#海南海口土壤(

"

*!

#广东珠海土壤("

*<

#广西玉林土壤("

*=

#江西宜春土壤(

"

*H

#湖南省郴州土壤("

*#

#湖北省襄樊土壤("

*>

#广西桂林

土壤("

*,

#河北辛集土壤("

+"

#山东济南土壤("

+*

#内蒙古

土壤("

++

#四川汉源土壤("

+!

#天津武清区土壤("

+<

#云南

怒江州土壤("

+=

#东北吉林土壤("

+H

#广东汕头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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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将以上各土壤样品自然风干后分别随机取样!用玛瑙研

钵!在红外灯下研细!取约
+I

S

加
+""I

S

]̂2

一同研细压



片!于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上作红外光谱图&得图
*

#

图

+H

"所有图中
?

为
2̀563I91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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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品重复做三次#&

0/#

!

仪器性能

用聚苯乙烯薄膜"厚度约为
"'"<II

#绘制光谱图!测试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的性能&仪器的分辨率)在
!**"

#

+>="0I

G*范围内能清晰地分辨出碳氢伸缩振动的
#

个峰!

并且在
+,+<0I

G*峰谷与
+>="'#0I

G*的峰尖之间距大于

*>A`

(

*H"*'<0I

G*的峰谷与
*=>!'*0I

G*峰尖之间距大

于
*+A`

&波数重现性)在
<"""

#

+"""0I

G*区间波数误差

小于
j"'"+0I

G*

!在
+"""

#

=""0I

G*区间波数误差小于

"'"*0I

G*

&波长精度可用
!"+#

!

+>=*

!

*H"*

!

*"+>

和

,"#0I

G*处的吸收峰对仪器的波数进行校正!在
!"""0I

G*

附近波长误差小于
j*'"0I

G*

(在
*"""0I

G*附近波长误差

小于
j"'!0I

G*

!仪器性能优于药典要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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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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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土壤的特征

+'*'*

!

山西土壤共同的
[̀Ta

特征

由图
*

#

图
>

可知!尽管土壤是极其复杂的混合物!但

是由于它们有基本相同而确定的的化学组成!因而有极相似

而又确定的红外光谱吸收峰&山西土壤红外光谱的共同特征

是)"

*

#有
!H+*0I

G*的氨基峰("

+

#有
!<+=0I

G*的羟基峰(

"

!

#有
*H<+0I

G*的双键峰("

<

#有
*<!=0I

G*的烷基峰("

=

#

有
*"+,0I

G*的
J

$

C

单键峰("

H

#有
>#>0I

G*的弯折振动

峰"

+

号样品无此峰#("

#

#有
#H"0I

G*的弯折振动峰("

>

#有

H,"0I

G*的弯折振动峰&

+'*'+

!

山西土壤的差异峰

由图
*

#

图
>

可见!山西土壤样品除上述
>

个特征峰外!

还有一些差异峰和一些相对强度变化较大的峰!可借此区别

山西的不同土壤&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

*

#山西长治土壤

无
>#>0I

G*的吸收峰("

+

#山西晋城土壤多了
+,>+0I

G*

"甲

基#!

+>#<0I

G*

"亚甲基#!

+=*=0I

G*

"炔基#和
*#,#0I

G*

"羰基#的
<

个小吸收峰("

!

#山西运城土壤的
*<!=0I

G*峰

和山西其他土壤相比!强度很大!几乎和图中强度最大的

*"+,0I

G*峰等高(

>#>0I

G*的峰较高且很锐(另外
*H<+

0I

G*峰很小&"

<

#山西大同土壤
>#>0I

G*的峰也较锐且
*#,H

0I

G*明显有峰("

=

#山西五台土壤在
+,>+

和
+>#<0I

G*附

近明显有峰&"

H

#山西平陆土壤和山西霍州土壤都有
*#,=

和

*H!"0I

G*的小峰!但山西平陆土壤
>#H0I

G*的峰较大!而

霍州土壤此峰很小&"

#

#山西太原土壤
*<!=0I

G*峰的高度

是
*"+,0I

G*峰的
*

'

!

&区别于其他土壤&

+'*'!

!

关于山西土壤的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除山西运城有运城盐湖!土壤的一

些吸收峰相对强度较大外!其余土壤的
[̀Ta

光谱大体一

致!说明土壤有大体一致的化学组成(同时各地土壤也有一

些自己的指纹特点!这些指纹特点在光谱分析中具有鉴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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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土壤的特征

+'+'*

!

全国土壤共同的特征

由图
*

#

图
+=

可知!全国土壤红外光谱的特征与山西土

壤的特征基本一致!只是南方土壤在高波数段是双峰"

!H,+

和
!H++0I

G*

#!而北方土壤是单峰"仅有
!H++0I

G*

#&

!'+'+

!

全国土壤的差异峰

由图
*

#

图
+=

可见!全国各地的土壤样品除上述
>

个特

征峰外!还有一些差异峰和一些相对强度变化较大的峰!可

借此区别各地的土壤&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

*

#南方土壤如海南海口!广东珠海!广东汕头!广西玉

林市!广西桂林!云南怒江土壤在高波数段为双峰)

!H,+

和

!H++0I

G*

&其中海南海口!广东珠海!广东汕头!广西玉

林!广西桂林土壤为一类"双峰等高#!江西宜春!湖南郴州!

云南怒江土壤为一类"双峰左低右高#&

"

+

#广西桂林土壤的
#H"

和
H,"0I

G*峰特强!并且
#H"

0I

G*移位为
##,0I

G*

!此外
*"+,0I

G*变得更宽更强!并有

明显分裂&

"

!

#内蒙古土壤虽然在
!H,+

和
!H++0I

G*处也有小的

吸收峰!但它们均成为
!<+=0I

G*吸收峰的肩峰!与南方土

壤有明显的不同&

"

<

#其他细小区别如有的有
*#,H0I

G*的峰(有的
*<!=

0I

G*的峰较大!有的较小!还有个别的无此峰(有的在
+,>+

和
+>#<0I

G*附近有峰!这些差别不一一赘述&

以上差异可用于区别各地的不同土壤&

+'+'!

!

全国土壤的相似性

由图
*

#

图
+=

可见!各地土壤的
[̀Ta

指纹图谱有很好

的相似性"有
>

个吸收峰的峰位相同#!尤其是甘肃天水%定

西等地的土壤与山西土壤极为相似"见图
*

#

图
>

%图
,

%图

*"

和图
**

#!各波段的相似程度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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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甘肃省天水%定西等地的土壤与山西省的土壤
[̀Ta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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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图谱极为相似!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土壤化学组成极为相

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两个省基本上在地球的同一纬度

上!地理环境%气候和土壤情况很是相近&甘肃种植的党参

大多从山西引种移栽!生长情况良好&由此说明)在气候条

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土壤成分相近就是中药材移栽成功的

关键&

土壤中腐殖酸的多少与
*#,H0I

G*

"羰基#%

+,>+0I

G*

"甲基#和
+>#<0I

G*

"亚甲基#的峰有关!由一般土壤与东北

松针土%同一地域的种植土与胶泥土"文中未列出#对比可

知!这三处峰较大的腐殖酸的含量也较大&

!

!

结
!

论

!!

利用
[̀Ta

光谱法!不经分离提取直接上机绘制
Ta

光

谱图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中药材%中药制剂!也适应于土壤这

样的混合物&

利用
[̀Ta

指纹图谱!可以方便%快捷%客观地得到土

壤的光谱信息!为中药材栽培的地域选择%引种移栽等生产

过程提供必要的土壤成分方面的信息!以便使中药材的质量

从源头上得到保证!同时本文所述的方法也为土壤其他方面

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样品用量少!不经分离提取%简便%快捷%

无污染的新思路%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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