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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病区与非病区土壤及

药材中微量元素硒的测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 !批准号："#$"%&%% ’。

摘 要：目的：了解低硒和高硒环境的地方病区药材中的硒水平，为药材质量控制和临床使用提供

更多和更新的科学依据；方法：用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定地方病区土壤和药材中的硒含量，计算药用部

位富集硒的能力，并与其它地区生长土壤和药材进行比较；结果：低硒地方病区土壤和药材中的硒水平

普遍低于高硒区域，不同种的药用植物富集硒的能力也不相同；结论：药材中的硒含量与硒地球化学背

景有密切关系，同种药材因含硒量高而可能具有更多更好的疗效。

关键词：硒 道地药材 地方病

# 胡世林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 (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 香港 ( 北京 )%%$%%’

杨连菊 冯学锋 !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

众所周知，硒是谷胱甘肽氧化

酶的活性中心，具有消除自由基和

脂质过氧化物，维护细胞膜稳定性

的重要生理作用 $ # %；微量元素硒缺

乏是导致克山病、大骨节病的危险

因素 $ ! %。另一方面，中国富硒带 &紫
阳和恩施 ’ 发生人、畜硒中毒，美国

西部 (""" 平方英里的富硒区域，发

现有些鸟类胚胎畸型与硒的过量摄

入有关 $ ) %。!""" 年国际硒论坛发表

的资料表明，补硒可以延长爱滋病

和某些癌症患者 &肺癌、直肠癌和前

列腺癌等 ’ 的存活时间 $ (，* %；提高免

疫功能，维持心、肝、肺、胃等重要器

官的正常功能；预防老年性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 $ + %；保持雄性生育功

能 $ , %。美国 !""" 年 ( 月 ## 日公布

新的补硒标准：每日需要量 *"!-，

超过 (""!- 可能引起中毒 $ . %。有鉴

于此，测定硒地球化学背景异常区

域的中草药含硒水平，为药材质量

控制和临床使用提供更多和更新的

科学依据是非常必要的。

一、材料试剂

仪器：/01 2"型 原子荧光

分光光度仪 &无色散 ’
试剂：植物标样 345 2 #；土壤

标样 344 2 !、344 2 . 及国标土壤

&36#*+#. 2 #77’；硝酸、盐酸、高氯

酸均为分析纯。

二、方 法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药材和土

壤均取自原产地，土样取自植株根



!"〔#$%&’ ()*+,)+ -,’ .+)/,$&$01 2 3$’+%,*4-5*$, $6 .%-’*5*$,-& 7/*,+8+ 3+’*)*,+〕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基础研究

表 ! 贫硒和富硒地区药材及土壤中硒含量测定结果 "! # $ #%

%%：!，表示克山病区 "如黄龙表土水溶性硒 # $% $$&!’ ( ’) * +, 表示硒中毒病区 "如紫阳、恩

施的表土平均水溶性硒- $% $.!’ ( ’)；未标记者为非上述地方病区；/，表示当地土壤地球化学背景

硒含量平均水平；0 表示道地产区；

%富集系数 1药材中含量 ( 土壤中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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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地 ( 药 材 名 药 材 中 含 量 土 壤 中 含 量 富 集 系 数%%

克山 ! ( 黄芩

克山 ! ( 赤芍

旬邑 ! ( 苍术

旬邑 ! ( 黄芩

旬邑 ! ( 赤芍

旬邑 ! ( 土豆

黄龙 ! ( 苍术

黄龙 ! ( 黄芩

黄龙 ! ( 赤芍

多伦 ( 赤芍 0
多伦 ( 黄芩

围场 ( 黄芩 0
围场 ( 赤芍

太白 ( 苍术

太白 ( 黄芩

句容 ( 苍术 0
句容 ( 芍药

紫阳 + ( 金银花

紫阳 + ( 何首乌

紫阳 + ( 半夏

紫阳 + ( 天花粉

紫阳 + ( 枳壳

紫阳 + ( 茵陈

紫阳 + ( 玉米

紫阳 + ( 土豆

恩施 + ( 赤芍

恩施 + ( 金银花

恩施 + ( 当归

建始 + ( 当归

富

硒

地

区

贫

硒

地

区

际与根长度相当的深度，混合为土

壤平均样品。药材用自来水洗去泥

沙，再用去离子水洗三次。)!-烘

干粉碎，取 %. 样品称重后，加入硝

酸、高氯酸混和液，预消化过夜。次

日，在电热板上加热消化至溶液呈

浅黄色透明，冷却后再加硼氢化钾，

使六价硒还原成四价，再加热到终

点为止。将此消化液用重蒸水转移

至 #!/0 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用

氢化物原子荧光法测定。

准确性考察：用上述方法分别

测定土壤和植物标样，所得测定值

1 2 3 (4 与标准值比较，误差在允许

范围内。

三、测定结果

测定结果见表 #。

四、 讨 论

硒的地球化学背景异常可以导

致克山病等地方病已是不争的事

实，但是高硒或低硒环境对当地出

产的中草药质量有何影响，迄今未

见到有研究报告。从所得结果可以

看出，高硒或低硒环境的土壤硒含

量有明显差异，并且影响到所生长

的药材中硒的含量，这不仅为道地

药材的科学性找到了新的证据，对

深刻阐明药材道地性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实用价值，是发扬中医药特

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生长在紫阳和恩施的金银花，

含 硒 丰 富 ， 大 约 是 蛋 黄 含 硒 量

!" #$!. 5 .6 & 7 的 *! 倍 ， 比 黄 芪 的

!" $#!. 5 . 高约 & 倍 6 #! 7，略高于海

藻类的含量 6 ## 7，可供开发为低硒疾

病治疗和补硒保健产品参考。已经

有人注意到活血化瘀药材的作用与

其中硒含量有一定关系 6 #% 7。硒的含

量不仅取决于物种，更决于环境，离

开药材生长环境，单纯从药材商店

购买样品来测定，难以完整准确地

说明中药作用的客观规律。此外，

在包括硒在内的微量元素测定方

面，标样的采用也是目前的国际趋

势 6 #+ 7，对考察方法的准确性和重复

性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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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对饮片实施户籍管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有关人士表示，今年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

下，加快对中药饮片批准文号制度的实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共同搞好对中药饮片的调研，要与 !"#、!$#、!%# 相应挂钩，充分提高中药饮片

的质量，并争取尽快对毒性饮片的批准文号先实施起来，然后逐步把现在常用的

&’’ 多种中药饮片都规范起来，从根本上保证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据了解，在规

范中药饮片的同时，还要规范中药饮片的包装。从而彻底解决中药饮片质量长期

低劣的问题。

我国加入 ()* 已经临近，加强对中药饮片的管理也势在必行，这次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举措，也是加强对饮片生产的研究，保护好传统民族医药文化的一

项工作。

五年后中国甘草面临绝迹

众所周知，中药的十个方子中有九个含甘草成分，没有了甘草就没有了中

药。专家称，如果甘草能规范地生产和采挖，应该有很大的市场前景。

甘草主要产于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但是多年来，由于人们滥采乱挖，不仅

严重破坏了我国植被资源，造成大批土壤沙化，全国野生甘草的面积也在急剧下

降。中国科学院基因组信息中心副主任于军近日就表示，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
年后一根甘草都难在中国生存。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国内每年对甘草的需求约 , 万吨，而且出口也在

持续增长。从价格来说，甘草的市场收购价约为 - 元到 . 元一公斤，零售价为十

多元一公斤，农民种植一亩地的成本约为 &’’ 元，如果以一亩地三年产出 /’’’
公斤算，农民一亩地大约年收入能达到 /’’’ 元。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控制

对野生甘草的滥采乱挖。去年国务院就颁布了禁止采售发菜、制止滥采乱挖甘草、

麻黄草的通知。不久前，国家有关部门又发布了甘草、麻黄草实行专营和许可证制

度管理办法的通知，政府和市场都已为人工种植甘草洞开了良好的市场前景。

保证了药效就有生命力

中药颗粒剂作为中药饮片改革的一种新形式，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提取

过程中能否保留其有效物质，不降低药效，不产生新的毒副作用。要把理论创新与

临床应用作为“双重”检测标准，就是说，一是从原料到成品对其质量有规范标准；

二是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将单味中药颗粒剂与中药饮片进行双盲比较。中药颗粒

剂服用方便，很适应经济特区快节奏的生活，一些需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乐于接

受；而且它能及时到“胃”，对急重症特别是疼痛患者，也有很好的疗效。我曾以免

煎饮片作外用药治疗扁平疣、黄褐斑、痤疮、粘膜溃疡以及滴鼻等，疗效优于中药

饮片碾细的粉末，很受患者欢迎。

关于中药颗粒剂的几点建议：!应有婴幼儿小剂量包装；"举办应用“免煎饮

片”学术研讨会；#应有注册商标和防伪标志；$应有质量规范标准和控制指标；

%在扩大销售后要调整价格，让工薪阶层均能服得起“免煎饮片”。

0文 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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