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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不同炮制品对苓甘五味姜辛汤４种成分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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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明姜不同炮制品对苓甘五味姜辛汤指标成分含量的影响。方法　分别用生姜、干姜、炮姜配

伍成苓甘五味（生）姜辛汤、苓甘五味（干）姜辛汤、苓甘五味（炮）姜辛汤各１０批，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对其

进行含量测定分析。色谱条件：ＡｃｑｕｉｔｙＢＥＨＣ１８（２．１ｍｍ×１００ｍ，１．７μｍ）色谱柱；流动相为乙腈０．１％磷

酸，梯度洗脱，流速０．２ｍＬ／ｍｉｎ；柱温３０℃；检测波长２８０ｎｍ。结果　姜不同炮制品组成的苓甘五味姜辛

汤中甘草苷、甘草酸铵、６姜酚、五味子醇甲４种成分的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９９８；４种成分的

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９８．０１％、９９．７８％、９６．６９％和９８．３６％，ＲＳＤ分别为２．１５％、２．４７％、２．７９％和

２．３４％。结论　姜的不同炮制品对苓甘五味姜辛汤成分含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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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炮制是中药传统制药技术的集中体现和核

心，“饮片入药，生熟异用”是中药治疗疾病的重要原

则。中药生熟（制）药性、功效差异的本质是其所含

化学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药理和临床作用范围

不同，因而只有探明中药生和熟（制）之间的化学物

质基础变化，才有助于明确炮制的原理［１］。近年来，

中药炮制、药性研究在化学物质基础、药理学及代谢

组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２］。但是，这

些研究多以单味饮片为对象，所得出的药性、药效变

化结果与复方配伍、整体用药的临床实际之间仍有

一定差异。

姜根据炮制形式不同可分为生姜、干姜和炮姜。

其中生姜长于散寒解表、止呕化痰，干姜温肺散寒、

温运脾阳，炮姜善温经止血、温中止痛［３］。苓甘五味

姜辛汤出自《金匮要略》，由茯苓、干姜、细辛、五味子、

甘草５味中药组成，是临床治疗寒饮伏肺的经典方

剂。方中姜炮制品选择的依据为何？姜不同炮制品

配伍后对苓甘五味姜辛汤化学成分及姜的指标性成

分６姜酚的影响如何？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分别

用生姜、干姜、炮姜配伍成苓甘五味姜辛汤，采用超

高效液相色谱法（ｕｌｔｒ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ＵＰＬＣ）比较苓甘五味姜辛汤替换生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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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炮制品后的其余４种化学成分变化，分析姜

不同炮制品对苓甘五味姜辛汤成分含量的影响。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Ａｃ

ｑｕｉｔｙＨＣｌａｓｓ，包括四元梯度泵自动进样器、柱温

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以及 Ｅｍｐｏｗｅｒ２工作站；

ＭＥ５５型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上海）

有限公司；ＫＱ３２００ＤＢ型超声仪：江苏昆山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０．２μｍ微孔滤膜：上海陆纳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２　试药　茯苓、甘草、细辛、五味子由安徽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药房提供，经韩燕全副主任中

药师鉴定符合２０１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

为正品药材；生姜购于合肥家乐福超市。

实验用对照品的批号与来源：甘草苷（批号

５５１１５５）、甘草酸单铵盐（批号５３９５６０４０）购于成

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６姜酚 （批号

１３０１２３０３）购于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五味

子醇甲（批号１１０８５７２００７０９）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经氢核磁共振波谱法、１３Ｃ核磁共振波谱

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分光光度法和质谱法

等光谱检测确认其结构。甲醇、乙腈、磷酸为色谱

纯，水为蒸馏水。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样品制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

版干姜炮制方法，将生姜除去杂质，略泡，洗净，润

透，切厚片，低温真空干燥而得干姜样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附录ⅡＤ）项下砂烫法，结

合课题组前期优化的工艺炮制而得炮姜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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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金匮要略》组方配伍，取茯苓１２ｇ，甘草、

干姜各９ｇ，细辛、五味子各５ｇ，加入３００ｍＬ水浸

泡３０ｍｉｎ，武火煎沸，文火维持４０ｍｉｎ，过滤。药渣

加水２００ｍＬ，武火煎沸，文火维持３０ｍｉｎ，过滤。合

并滤液，浓缩，放冷后定容至２０ｍＬ，重复制备过程，

共得１０批苓甘五味（干）姜辛汤。将组方中的干姜

分别替换成等量的生姜和炮姜，重复以上制备过程，

分别得１０批苓甘五味（生）姜辛汤和１０批苓甘五味

（炮）姜辛汤；生姜、干姜、炮姜单味药材均按同等工

艺水提。

２．２　色谱条件　ＷａｔｅｒｓＢＥＨＣ１８色谱柱（２．１ｍｍ×

１００ｍｍ，１．７μｍ）；柱温：３０℃；以乙腈为流动相Ａ，

０．１％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Ｂ，进行梯度洗脱。洗脱

顺序：０～４ｍｉｎ，３％ Ａ；４～８ｍｉｎ，３％～２０％ Ａ；８～

１２ｍｉｎ，２０％ Ａ；１２～１８ｍｉｎ，２０％～８０％ Ａ；１８～１９

ｍｉｎ，８０％～３％ Ａ；１９～２２ｍｉｎ，３％ Ａ。

２．３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取甘草苷、甘草酸铵、

６姜酚、五味子醇甲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

制成每毫升分别含０．１０１ｍｇ甘草苷、０．２０４ｍｇ甘

草酸铵、０．０４９ｍｇ６姜酚、０．０９２ｍｇ五味子醇甲的

混合标准品溶液。

２．４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５ｍＬ苓甘五味（生）

姜辛汤水提液加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混匀静置。取

上层溶液于６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机中离心１０ｍｉｎ，上

清液过０．２μｍ滤膜供 ＵＰＬＣ分析用，依法制备１０

批苓甘五味（生）姜辛汤样品溶液、１０批苓甘五味

（干）姜辛汤样品溶液和１０批苓甘五味（炮）姜辛汤

样品溶液。

２．５　方法学考察

２．５．１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

溶液０．５、１、２、３、４、５μＬ，依次进样，按“２．２”项下方

法进行检测，测定峰面积。分别以甘草苷、甘草酸

铵、６姜酚、五味子醇甲的量为横坐标（狓），以峰面积

为纵坐标（狔）进行线性回归，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回

归方程。结果表明 ４种成分的线性关系良好。

见表１。

表１　４种成分回归方程

成　分 线性范围／μｇ 回归方程 狉

甘草苷 ０．０５０５～０．５０５ 狔＝５００００００狓－６３２０３ ０．９９９９

甘草酸铵 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 狔＝２０２８２１．７３２狓－１８８３．３ ０．９９９９

６姜酚 ０．０２４５～０．２４５ 狔＝６００００００狓－３０８０８ ０．９９９９

五味子醇甲 ０．０４６０～０．４６０ 狔＝９１２０４７．１０１４狓－７９４８．８ ０．９９９８

２．５．２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１μＬ，按照“２．２”项下方法重复进样６次，测定甘草

苷、甘草酸铵、６姜酚、五味子醇甲的峰面积，峰面积

的ＲＳＤ分别为１．３４％、１．４６％、１．４５％、２．２８％，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５．３　重复性试验　取６份苓甘五味（干）姜辛汤

处方药材，按照“２．４”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

密吸取供试品１μＬ，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供试品４种成分的峰面积积分值，计算其ＲＳＤ，甘

草苷ＲＳＤ为２．１４％，甘草酸铵 ＲＳＤ为１．８１％，６

姜酚ＲＳＤ为２．５０％，五味子醇甲ＲＳＤ为２．６４％，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表现良好。

２．５．４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苓甘五味（干）姜辛

汤样品溶液１μＬ，按照“２．２”项下方法定时进样测

定，时间间隔为０、２、４、８、１２、１６ｈ，记录峰面积，计

算ＲＳＤ，甘草苷ＲＳＤ为１．１０％，甘草酸铵ＲＳＤ为

０．４７％，６姜酚ＲＳＤ为１．２４％，五味子醇甲ＲＳＤ为

２．１６％，表明样品溶液在４８ｈ内稳定。

２．５．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按照“２．１”项下样品制备

方法，平行制备，取已知浓度的苓甘五味（干）姜辛汤

６份，每份０．５ｍＬ，分别精密加入混合标准品０．５

ｍＬ，混合均匀，按“２．２”项下方法进样１μＬ，计算回收

率，甘草苷、甘草酸铵、６姜酚、五味子醇甲的平均回

收率分别为９８．０１％、９９．７８％、９６．６９％、９８．３６％，

ＲＳＤ分别为２．１５％、２．４７％、２．７９％、２．３４％，说明该

方法准确度较好。见表２。

２．６　含量测定　将供试品溶液分别取１μＬ，按照

“２．２”项下方法注入超高效液相色谱仪，记录色

谱图，见图１。按外标法计算甘草苷、甘草酸铵、

６姜酚、五味子醇甲的含量，４种成分的含量存在

明显差异。与苓甘五味（干）姜辛汤相比，苓甘五

味（生）姜辛汤中甘草苷、甘草酸铵和６姜酚含量

有所减少，其中６姜酚含量减少７８．８１％，而五

味子醇甲含量则略有增加；苓甘五味（炮）姜辛汤

中甘草苷含量有所减少，而甘草酸铵、６姜酚及

五味子醇甲含量均有增加，其中甘草酸铵和五味

子醇甲含量增幅明显。与干姜相比，炮姜中６姜

酚含量略有减少；而生姜中６姜酚含量则有明显

减少。与单味姜中６姜酚含量比较，复方中生姜

的６姜酚含量降低最多，达７７．９７％，而干姜、炮

姜６姜酚含量降低率接近，分别为２２．６２％和

１７．００％。见表３。

４９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ａｈ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ａｈｘｂ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第３６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Ｊ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７



表２　苓甘五味姜辛汤４种成分的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

成　分
样品

含量／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ＲＳＤ／

％

甘草苷 ０．３２８ ０．４７０ ０．７８４ ９６．８７

０．３２７ ０．４７０ ０．７９７ ９９．９６

０．３２５ ０．４７０ ０．７９６１００．０２

０．３２９ ０．４７０ ０．７９８ ９９．６８

０．３２９ ０．４７０ ０．７８１ ９６．０４

０．３２５ ０．４７０ ０．７７４ ９５．５０

９８．０１ ２．１５

甘草酸铵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０ ０．４９５ １００．８７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０ ０．４９９ １０１．２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４０ ０．４８７ ９６．８１

０．２４８ ０．２４０ ０．４９０ ９７．４１

０．２４４ ０．２４０ ０．４９０ ９９．０７

０．２４５ ０．２４０ ０．５００ １０３．２２

９９．７８ ２．４７

６姜酚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７ １０１．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４ ９５．２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６ ９５．１２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７ ９４．０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５ ９７．２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５ ９６．７８

９６．６９ ２．７９

五味子 ０．２６８ ０．２４６ ０．５１２ ９９．０８

醇甲 ０．２６７ ０．２４６ ０．５０９ ９８．５１

０．２６８ ０．２４６ ０．５０３ ９５．５９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６ ０．５０７ ９８．０２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６ ０．５１８１０２．２８

０．２６８ ０．２４６ ０．５０６ ９６．６６

９８．３６ ２．３４

　　注：Ｓ１．生姜；Ｓ２．干姜；Ｓ３．炮姜；Ｓ４．苓甘五味（生）姜辛

汤；Ｓ５．苓甘五味（干）姜辛汤；Ｓ６．苓甘五味（炮）姜辛汤；Ｓ７．混

合标准品；１．甘草苷；２．甘草酸铵；３．６姜酚；４．五味子醇甲

图１　各样品的ＵＰＬＣ图

３　讨论

复方配伍和辨证用药是中医临床用药的特色，

炮制和配伍都会对中药的化学成分产生影响。因

此，在复方配伍中研究中药炮制前后对复方物质基

础变化的影响较为符合中医临床用药的实际［４］。本

研究将姜的不同炮制品（生姜、干姜、炮姜）按照《金

匮要略》中的经典组方分别配伍成苓甘五味（生）姜

辛汤、苓甘五味（干）姜辛汤和苓甘五味（炮）姜辛汤，

采用ＵＰＬＣ法，对复方中的４种指标性成分进行含

量对比分析，为苓甘五味姜辛汤临床实际用药提供

实验依据，为中医复方临床合理选用炮制品提供实

验支持。

表３　１０批苓甘五味（生）姜辛汤、苓甘五味（干）姜辛汤和苓甘五味（炮）姜辛汤中４种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方剂组成 成分
含量／（ｍｇ／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平均值／

（ｍｇ／ｇ）

苓甘五味（生）姜辛汤 甘草苷 ３．０５４ ２．７８８ ２．７８８ ２．９５２ ３．５１９ ２．５７１ ２．７９３ ２．６４３ ３．２９４ ２．９７６ ２．９２５

甘草酸铵 １．０８８ １．２６１ １．２１３ ０．９３２ １．２９０ １．２３０ ０．８１６ ０．８０４ ２．０３８ １．０４０ １．１７１

６姜酚 ０．０４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０

五味子醇甲 １．９９３ １．６１８ １．５５７ ２．１７７ ２．１４８ １．８１９ ２．０２７ １．８１８ ２．４７２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３

苓甘五味（干）姜辛汤 甘草苷 ２．９６３ ３．６７８ ３．８３３ ３．６１８ ４．８５９ ３．２８３ ２．６９１ ３．６６４ ３．６９３ ３．９２８ ３．６２１

甘草酸铵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９ ０．８６１ １．５６６ １．５４７ ２．４７７ ２．３３５ １．０８３ ０．９０８ １．７００ １．４６１

６姜酚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６ ０．３７６ ０．０９３ ０．５２０ ０．４１２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７ ０．３８２ ０．２３６

五味子醇甲 １．２３０ １．４５７ １．１５１ １．７８１ １．７５７ ２．６９１ ４．０８４ １．４７９ １．１５０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６

苓甘五味（炮）姜辛汤 甘草苷 ４．９２８ ３．６１５ ２．６４６ ２．０５９ ２．０７８ １．７８３ ３．９１２ ２．８１２ ２．３５１ ３．０７８ ２．９２６

甘草酸铵 １．５７８ ２．６４８ ２．４４２ １．８６８ １．７７９ １．４９４ １．９０１ １．１７７ ０．８０２ １．６５８ １．７３５

６姜酚 ０．０８６ ０．５２７ ０．３９７ ０．３８６ ０．３２８ ０．２６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９ ０．２４９

五味子醇甲 １．８０６ ２．６６９ ４．０９８ ２．４５０ ３．４９４ ３．３４４ ２．１２１ １．９５８ １．０８０ １．９０８ ２．４９３

　　本实验中，样品提取时为保证与传统煎剂相符，

故采用水为提取溶剂。在课题组前期研究及查阅相

关文献［５８］的基础上对样品进行全波长扫描，结果发

现在２８０ｎｍ处检测的图谱信息量较多，峰形较好，

且各色谱峰的分离度较好，基线较平稳，故选择该波

长作为检测波长。同时，本实验考察了甲醇水、乙

腈水、甲醇０．１％磷酸和乙腈０．１％磷酸４个流动

相系统的梯度洗脱条件，最终以乙腈０．１％磷酸作

为流动相系统时各色谱峰的分离度较好，且基线平

稳，有利于特征指纹的分析。

本实验测定了姜不同炮制品组成的苓甘五味姜

辛汤中４种指标成分的含量，结果差异明显，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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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中姜的指标性成分６姜酚与单味姜中６姜酚

的含量差异显著，这说明姜不同炮制品对苓甘五味

姜辛汤的化学成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姜的指

标性成分含量在炮制配伍中也受到影响。今后应进

一步研究方中其他成分、指纹图谱变化以及对应的

药性、药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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