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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菊的质量标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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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广西，南宁 530020） 

 
摘  要：目的  建立六棱菊的质量分析方法。方法  根据 2015 年版《中国药典》的方法对六棱菊药材的水分、

总灰分及醇溶性浸出物进行测定。结果  广西 10 批不同产地及不同采集时间的六棱菊药材均具有相同的植物形

态和药材性状，实验测定结果：水分为 5.19%~10.86%，总灰分为 5.91%~10.74%，酸不溶性灰分为 0.44%~0.92%，

浸出物为 14.64%~19.95%。结论  此六棱菊鉴别方法，可用于该药材的质量控制，研究结果可为六棱菊药材的开

发利用以及建立其药材的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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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LAGGERA 
ALATA 

WEI Jiang-cun, *CHEN Yong, QUE Zu-liang, WEI Zhong-xuan, YE Xin, PANG Dan-qing,  
YU Yan-he, ZHANG Xin 

（College of Pharmacy, Gu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5300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quality analysis of Laggera alata.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of 2015, the water, total ash and alcohol-soluble extract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10 
batch Guangxi L. alata collected in different areas and different collection time had similar plant morphology and 
medicinal propertie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ater content was 5.19% ~ 10.86%, total ash was 
5.91% ~ 10.74%, acid insoluble ash was 0.44% ~ 0.92%, extract content was 14.64% ~ 19.95%. Conclusion: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he L. alata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L. alat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uality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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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菊(Laggera alata(D.Don)Sch.Bip.Ex Oliv)
系菊科六棱菊属植物，全草可入药，性苦、辛，微

温，有祛风、除湿、解毒之功效，主要分布于我国

广西、云南、湖北、四川、江西以及贵州[1]，丰富

了当地生物物种的多样性[2]。因新鲜的六棱菊药材

枝叶捣碎后散发出臭味，在临床上用于抗菌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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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解毒等，被称之为“臭灵丹”[3]，以臭灵丹为

主的许多复方制剂在临床上应用也取得较好的疗

效[4-5]。六棱菊药材常用于跌打损伤、烧烫伤、毒蛇

咬伤、感冒咳嗽、风湿关节炎、皮肤湿疹和腹痛泻

痢等多种疾病。目前，临床多运用于呼吸道疾病[6]、

感冒[7]、病毒感染[8]等疾病的治疗，但其有效成分

尚不明确。近年来六棱菊植物的治疗作用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关注，相关研究表明[3,9-11]，六棱菊主要含

倍半萜类、黄酮类、酚酸类等化合物。药理实验证

明[3]，六棱菊具有治疗急慢性炎症、抗肿瘤、抗病

毒和抗微生物活性等功效。 
六棱菊为民间常用中草药，目前对其药用资源

研究较少，还没有比较完善的质量标准控制方法。

目前国内对六棱菊的化学成分有一定的研究，但未

见有相关质量分析方面的研究报道。为开发六棱菊

药用资源，并建立科学的药材质量标准控制方法，

确定其适宜的采收期，本研究对六棱菊药材的性状

特征、药材各项检查及浸出物测定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的实验研究。 

1  仪器与试剂 

1.1  仪器 
101A-3E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实验仪器厂有

限公司）；SX2-4-10箱式电阻炉-马弗炉（上海实验
仪器厂有限公司）；HWSZ6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
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纯水仪（法国，密理

博）；SQP 电子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
京）有限公司）。 
1.2  试剂 

乙醇（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2  药材 
    实验用六棱菊药材共 10 批均采于广西不同地
区，经广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鉴定教研室老师

鉴 定为菊科 六棱菊属 植物六 棱菊 (Laggera 
alata(D.Don)Sch.Bip.Ex Oliv)，具体来源见表 1。 

表 1 六棱菊样品信息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Laggera alata 

编号 药材来源 采集时间 采集部位 干燥方式 
1 广西武鸣 2015年 11月 全草 晒干 
2 广西上思县 2015年 9月 全草 晒干 
3 南宁市邕宁区 2015年 10月 全草 晒干 
4 百色田东 2014年 7月 全草 晒干 
5 南宁上林县 2015年 10月 全草 晒干 
6 百色隆林德娥乡 2016年 4月 全草 晒干 
7 桂林平乐县 2015年 4月 全草 晒干 
8 百色靖西 2014年 9月 全草 晒干 
9 桂林荔浦 2015年 9月 全草 晒干 

10 广西宾阳县 2014年 12月 全草 晒干 

3  植物形态与性状鉴别 
3.1  植物形态鉴别   
    六棱菊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特殊气味。分枝或
有时不分枝或少分枝。茎粗壮，直立，高约 50~120 cm，
基部径约 8 mm，基部木质，节间长 1~2.5 cm，翅
全缘，宽 2~5 mm。上部分枝多，有沟纹，茎翅常
于宽大处或末端处形成 1~2个小尖头。叶互生，匙
状长圆形，无柄，基部下延成 2~5 cm宽的翅，边
缘有疏细齿，中脉粗壮，两面均凸起。头状花序多

数，下垂，径约 1 cm，作总状花序式着生于具翅的
小枝叶腋内，在茎枝顶端排成圆柱形或尖塔形的大

型总状圆锥花序；头状花序多数在茎、枝顶端排成

圆锥状或腋生，花冠黄色，花冠丝状，长约 7 mm。
中央两性花略少，花冠管状，花长 6~8 mm。 

     
图 1 六棱菊药材（2016年 4月采自百色隆林德娥乡） 

Fig.1 Medicinal meterials of Laggera alata 

3. 2  药材性状鉴别 
    六棱菊茎圆柱形，直径 0.5~1 cm左右，有茎翅
4~6 列。嫩茎表面绿色至灰绿色，具细纵纹，老茎

表而褐色，木质化。叶片质硬而脆，多皱褶破碎，

密被柔毛，绿色至灰绿色。质硬而略带韧性，髓部

约占直径的 2/3 ，类白色。头状花序灰褐色，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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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气味。 

4  药材主要成份测定 

4.1  水分测定 
4.1.1  测定方法 
    参照 2015年版《中国药典》第四部 0832通则
水分测定法进行测定，将药材粉末各 2.5 g(过 2号
筛)，平铺在干燥至恒重的扁形称量瓶中，厚度小于
5 mm，疏松供试品小于 10 mm，精密称定，药材在
105 ℃干燥 5 h后，将瓶盖盖好，移到干燥器中，
放冷 30 min，精密称定，在 105 ℃干燥 1 h，放冷，
称重，连续两次称重的差异不超过 5 mg为止。根
据减失的重量，计算药材中水分含量（％ )。 
4.1.2  水分测定结果 
    实验参照 4.1.1项下的测定方法，对 10批广西
不同产地和采集时间的六棱菊药材进行水分测定，

结果见表 2。 
表 2 六棱菊药材中水分含量测定结果（n = 10） 

Table 2 Determina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编号 药材来源 采集时间 水分含量

（%） 
水分平均 
含量（%） 

1 广西武鸣 2015年 11月 5.26  
2 广西上思县 2015年 9月 8.95  
3 南宁市邕宁区 2015年 10月 5.35  
4 百色田东 2014年 7月 10.80  
5 南宁上林县 2015年 10月 10.30 8.11 
6 百色隆林德娥乡 2016年 4月 6.18  
7 桂林平乐县 2015年 4月 7.60  
8 百色靖西 2014年 9月 10.61  
9 桂林荔浦 2015年 9月 5.19  
10 广西宾阳县 2014年 12月 10.86  

由表 3可知，广西境内 10批六棱菊药材的水
分含量均有一定的差异，水分平均含量为 8.11%。
2014 年 12 月广西宾阳县采集的六棱菊药材的水分
在 10 批六棱菊药材中水分测定中含量最高，为
10.86 %，故以最高值的 120 %设限[12]，暂定六棱菊

药材水分不高于 13.03 %。 
4.2  灰分测定 
4.2.1  总灰分测定  
    参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第四部通则 2302
灰分测定法，取药材粉末 4 g(过 2号筛)，置炽灼至
恒重的坩埚中，称定重量（准确至 0.01 g ) ，缓缓
加热，注意避免药材燃烧，至完全炭化时，将坩埚

放于马弗炉中，逐渐升高温度至 600℃，使完全灰
化并至恒重。根据残渣重量，计算药材中总灰分的

含量(％)。 
4.2.2  酸不溶性灰分测定 
    取上面所得灰分，在坩埚中慢慢加人稀盐酸约
10 mL，用表面皿覆盖坩埚，置水浴上加热 10 min，
表面皿用热水 5 mL冲洗，洗液并入坩埚中，用无
灰滤纸过滤，坩埚内的残渣用水洗于滤纸上，并洗

涤至洗液不显氯化物反应为止。滤纸和滤渣移到同

一坩埚中，称定重量，缓缓加热，至完全炭化时，

将坩埚放置于马弗炉中，逐渐升高温度到 600 ℃，
使完全灰化并至恒重。根据残渣重量，计算药材中

酸不溶性灰分的含量（％)。 
4.2.3  灰分测定结果 
    实验参照 4.2.1和 4.2.2项下的测定方法，对 10
批广西不同产地和采集时间的六棱菊药材进行测

定，结果见表 3。 
表 3 六棱菊药材中灰分含量测定结果（n =10）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ash content 
药材编号 药材来源 采集时间 总灰分平均含量（%） RSD（%） 酸不溶性灰分平均含量（%） RSD（%） 

1 广西武鸣 2015年 11月 6.82 0.36 0.82 1.63 
2 广西上思县 2015年 9月 8.63 0.67 0.61 1.46 
3 南宁市邕宁区 2015年 10月 5.91 0.86 0.51 2.61 
4 百色田东 2014年 7月 9.38 0.76 0.77 1.93 
5 南宁上林县 2015年 10月 7.51 0.68 0.69 1.71 
6 百色隆林德娥乡 2016年 4月 9.41 1.92 0.87 2.86 
7 桂林平乐县 2015年 4月 7.42 1.02 0.68 2.56 
8 百色靖西 2014年 9月 8.77 0.94 0.56 1.93 
9 桂林荔浦 2015年 9月 8.78 0.68 0.44 2.57 
10 广西宾阳县 2014年 12月 10.74 0.77 0.92 1.29 

 
    由表 3 可知，广西境内 10 批六棱菊药材的总
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含量均有一定的差异，总灰分

测定中含量最高的是 2014年 12月广西宾阳县采集
的六棱菊为 10.74 %，故以最高值的 120 %设限[12]，

暂定六棱菊药材总灰分不高于 12.89 %。酸不溶性
灰分测定中含量最高的是 2014年 12月广西宾阳县
采集的六棱菊为为 0.92 %，故以最高值的 120 %设
限[12]，暂定六棱菊药材酸不溶性灰分不高于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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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浸出物测定 
    测定用的药材需粉碎，使能通过二号筛，并混
合均匀。 
4.3.1  测定条件的选择 
    六棱菊药材分别用纯水、10%乙醇、25%乙醇、
45%乙醇、65%乙醇、85%乙醇和 95%乙醇做溶剂，
按照 2015年版《中国药典》第四部通则 2201醇溶
性浸出物测定法（冷浸法和热浸法，以纯水和乙醇

为溶剂）进行测定，测定药材中浸出物含量％，结

果见表 4和表 5。 
表 4 纯水与乙醇冷浸法的考察 

Table 4 Investigation of cold water leaching of pure water and 
ethanol 

溶剂 浸出物平均百分含量（%） RSD（%） 
纯水 12.50 0.72 

10%乙醇 14.38 0.63 
25%乙醇 13.86 0.94 
45%乙醇 12.83 0.52 
65%乙醇 11.73 1.07 
85%乙醇 6.79 1.70 
95%乙醇 2.88 2.43 

     
实验结果表明，在冷浸法和热浸法中，用 10%乙醇
溶剂热浸法测定的六棱菊药材浸出物含量最高，故

采用 10％乙醇作为提取溶剂。 

表 5 纯水与乙醇热浸的考察 
Table 5 Investigation of hot water immersion in pure water and 

ethanol 
溶剂 浸出物平均百分含量（%） RSD（%） 
纯水 17.31 1.05 

10%乙醇 18.33 1.90 
25%乙醇 17.38 1.55 
45%乙醇 15.56 0.64 
65%乙醇 14.22 0.35 
85%乙醇 9.76 0.42 

95%乙醇 7.12 0.72 
 

4.3.2  测定方法 
    参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四部通则 2201醇
溶性浸出物测定方法进行测定，精密称定药材 2.5 g，
置 100 mL的锥形瓶中，精密量取 60 mL水，密塞，
称定重量，静置 1 h后，回流 1 h后。冷却，取下
锥形瓶，密塞，补重，摇匀，用干燥滤器过滤，精密

取滤液 25 mL，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
干后，于 105 ℃干燥 3 h，置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
迅速精密称定重量。根据浸膏的重量计算六棱菊药

材中浸出物的含量(％)。    
4.3.3浸出物测定结果 
    实验参照 4.3.2项下的测定方法，对 10批广西
不同产地和采集时间的六棱菊药材进行测定，结果

见表 6。 
表 6 六棱菊药材中浸出物含量测定结果（n =10） 

Table 6 Determination of extractive content 
药材编号 药材来源 采集时间 浸出物含量（%） 浸出物平均含量（%） RSD（%） 

1 广西武鸣 2015年 11月 15.85  1.42 
2 广西上思县 2015年 9月 17.26  1.43 
3 南宁市邕宁区 2015年 10月 15.46  0.70 
4 百色田东 2014年 7月 19.53  0.60 
5 南宁上林县 2015年 10月 16.32  0.98 
6 百色隆林德娥乡 2016年 4月 17.32 17.38 1.35 
7 桂林平乐县 2015年 4月 14.64  1.91 
8 百色靖西 2014年 9月 19.95  1.56 
9 桂林荔浦 2015年 9月 17.58  0.56 
10 广西宾阳县 2014年 12月 19.91  1.38 

 

    由表 6可知，广西境内 10批六棱菊药材的浸
出物含量具有一定的差异，平均含量为 17.38％。
2015年4月桂林平乐县采集的六棱菊药材浸出物含
量在 10批六棱菊药材浸出物测定中含量最低为
14.64％，故以最低值的 80％设限[12]，暂定六棱菊

药材浸出物不低于 11.71%。 

5  小结  

    本实验对广西不同产地和采集时间的六棱菊

药材进行水分、灰分及浸出物等相关项目测定。实

验结果如下：六棱菊药材水分不高于 13.03%，总灰
分不高于 12.89%，酸不溶性灰分不高于 1.10％，浸
出物不低于 11.71%。各项检查结果均符合规定，结
果表明，不同产地和采集时间均对药材水分、灰分

及浸出物有影响。 
    本实验对六棱菊药材水分、灰分以及醇溶性浸
出物进行了测定研究，其实验结果可为六棱菊的开

发利用和制定其药材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1]- [12]转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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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细胞的代谢、生长和分化，降低肠道 pH值，抑制
病原菌的繁殖，研究还表明丁酸有预防结肠癌的作

用[16]。实验结果可见，红枣发酵液中乙酸、丙酸和

丁酸含量都显著高于空白组(P< 0.05)，表明红枣有
利于肠道微生物发酵产生乙酸、丙酸和丁酸等短链脂

肪酸，这暗示与红枣中含量较多碳水化合物有关。 
红枣的食用及营养保健作用已多见报道，靳玉

红[17]等研究表明红枣乳酸发酵饮料有良好抗氧化

活性，薄叶峰[18]研究发现枣粉日粮能促进肉牛瘤胃

发酵，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等作用。目前，有关红枣

以整体食物对于肠道微生物消化利用鲜见报道。本

实验通过模拟肠道内部环境进行体外发酵，直观有

效地评价红枣体外发酵特性结局，表明红枣对肠道

有良好健康营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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