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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四物汤中６种指标性成分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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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桃红四物汤中６种指标性成分（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

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花糖苷、藁本内酯）的含量。方法　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１２９０Ｉｎｆｉｎｉｔｙ超高效

液相色谱系统、ＤＡＤ检测器。色谱柱为 Ｗａｔ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ＴＹＵＰＬＣＢＥＨＣ１８柱（２．１ｍｍ×１００ｍｍ，１．７

μｍ），流动相Ａ为０．０５％乙酸水（含７．８４ｍｍｏｌ／Ｌ乙酸铵），Ｂ为甲醇溶液，采用梯度洗脱程序和多波长融合

检测方法，流速０．２μＬ／ｍｉｎ，进样量２μＬ，柱温２５℃。结果　６种指标性成分的线性、分离度、稳定性、重复

性与精密度良好；该方法能够快速、稳定地定量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花糖苷、

藁本内酯。结论　该方法稳定、可靠、重复性高，可适用于桃红四物汤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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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红四物汤是活血化瘀、养血调经的经典名方，

由桃仁、红花、当归、川芎、熟地黄和白芍组成。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桃红四物汤中阿魏酸、羟基红花黄色

素Ａ、苦杏仁苷、藁本内酯等成分具有抗炎、抑制血

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抗血小板活化等药理作

用［１３］，临床上可用于治疗脑缺血、骨折、痛经、产后

病等疾病［４７］。对此，建立桃红四物汤质量控制标准

十分必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中无桃红四物汤的质量控制标准，且目前关于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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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汤质量控制的研究较少，对成分的考察较为片

面，只选择某一部位或者某一类成分进行考察［８１１］，

且忽视中药复方整体性、复杂性的特点，仍然需要进

一步研究。本研究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同时

测定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

毛蕊花糖苷、藁本内酯６种成分含量的方法，为桃红

四物汤的质量标准研究提供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主要仪器　１２９０Ｉｎｆｉｎｉｔｙ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包 括 Ｇ４２２０Ａ １２９０ Ｂｉｎ Ｐｕｍｐ （系 列 号

ＤＥＢＡＡ０５４２６）四元泵、Ｇ１３１６Ｃ１２９０ＴＣＣ（系列号

ＤＥＢＡＣ１０７１４）柱温箱、Ｇ４２２６Ａ１２９０Ｓａｍｐｅｒ（系列

号ＤＥＢＡＰ０６７８８）自动进样器、Ｇ４２１２Ａ１２９０ＤＡＤ

（系列号ＤＥＢＡＦ０４０８６）检测器］：美国安捷伦公司；

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ｌｉｖ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ｈｏｍｏｇｅｎａｔ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ａｎｄ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犚犲狊狌犾狋狊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

ｃｏ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ｇｒａｄｕ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ｄｒｕｎｋｅｎｎｅｓ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ｇｒａｄｕ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ｂｅ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ｉｎｍｉｃｅ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ｏｗ，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ｎ

ｂｌｏｏｄ（犘＜０．０５）；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ＯＤ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ｉｓｓｕｅ（犘＜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ｃｏｃ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ＤＡ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ｉｓｓｕｅ（犘＜０．０５）．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ｎ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ＭＤＡ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ａｎｔｉ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ｂ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ｅｈｕａＪｉｅｃｈｅｎｇ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ｃｕｔｅ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Ａｎｔｉ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Ｌｉｖ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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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ｃａｄａⅠ超纯水仪：美国颇尔公司；５４１７Ｒ型离心

机：德国艾本德公司；ＡＢ１３５Ｓ型十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德国梅特勒托利多公司；真空干燥箱：中国南通

金石实验仪器有限公司；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

仪器厂；恒温水浴锅：江苏省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限

公司；超声仪：江苏省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与材料　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批号

ｗｋｑ１６０７０６０５）、苦杏仁苷（批号 １６０２１０）、芍药苷

（批号１５０９２０）、阿魏酸（批号１５０５２６）、毛蕊花糖苷

（批 号 ｗｋｑ１６０６２００４）、 藁 本 内 酯 （批 号

ｗｋｑ１６０５１４０４）：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醇、乙腈：瑞典欧森巴克化学公司；超纯水：自制；

乙醇：上海润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醋酸铵：上海麦

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醋酸：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

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饮 片 　 熟 地 黄 （批 号 １７０５３１２、１７０９０６、

１７０６１８）：河 南；当 归 （批 号 １６１１０８、１６１２２３、

１７０５１４）：甘 肃；川 芎 （批 号 １７０１０３３、１７０７１２、

１７０９０２）：四 川；白 芍 （批 号 １７１１０１１、１７１１０２５、

１８０１１６）：安 徽；桃 仁 （批 号 １７０２１８１、１７０８０１１、

１７１１００３）：河北；红花（批号 １７０７２１３、１７０９０１２１、

１７１２０１４）：新疆。以上各批次６味药材均经安徽中

医药大学生药教研室俞年军教授鉴定。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对照

品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

蕊花糖苷、藁本内酯适量，甲醇定容，制成分别含羟

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花

糖苷、藁本内酯０．５０、０．５１、０．８６、０．４７、０．５１、０．５０

ｍｇ／ｍＬ的混合溶液。

２．２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依据《方剂学》（第７

版）［１２］，按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桃仁、红花质量

比为４∶３∶３∶２∶３∶２的比例共称取１７ｇ药物，煎煮制

备供试品溶液。按同样方法，共称取３批，各加入

１０倍量（容积与质量之比）７５％乙醇回流提取２ｈ，

滤过，滤渣用８倍量７５％乙醇继续回流提取２ｈ，合

并两次滤液，浓缩，７５％乙醇定容至５０ｍＬ量瓶中，

精密吸取１ｍＬ转移至２ｍＬ量瓶中，超纯水稀释至

刻度，精密吸取２ｍＬ于离心管内，１５０００ｒ／ｍｉｎ高

速离心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用０．２２μｍ滤膜过滤，共

制备３批供试品溶液。

２．３　色谱条件　采用美国安捷伦公司１２９０Ｉｎｆｉｎｉ

ｔｙ超高效液相色谱仪，Ｇ４２１２Ａ１２９０ＤＡＤ（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ＤＥＢＡＦ０４０８６）检 测 器，Ｗａｔｅｒｓ ＡＣＱＵＩＴＹ

ＵＰＬＣＢＥＨ Ｃ１８色谱柱（２．１ｍｍ×１００ｍｍ，１．７

μｍ）。流动相：含７．８４ｍｍｏｌ／Ｌ乙酸铵的０．０５％乙

酸水（Ａ）和甲醇溶液（Ｂ）。流速：０．２μＬ／ｍｉｎ。进样

量：２μＬ。柱温：２５℃。检测波长：０～４．５ｍｉｎ，４０３

ｎｍ；４．５～９ｍｉｎ，４０３ｎｍ（用于检测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和２１０ｎｍ（用于检测苦杏仁苷）；９～１３ｍｉｎ，２３０

ｎｍ；１３～１８ｍｉｎ，２８３ｎｍ；１８～３０ｍｉｎ，３２８ｎｍ。梯

度洗脱程序见表１。

表１　梯度洗脱程序

时间／ｍｉｎ 流速／（ｍＬ／ｍｉｎ） Ａ／％ Ｂ／％

０ ０．２ ９０ １０

５ ０．２ ７５ ２５

１５ ０．２ ７０ ３０

２０ ０．２ ５５ ４５

２３ ０．２ ４５ ５５

２５ ０．２ ２５ ７５

２８ ０．２ ４５ ５５

３０ ０．２ ９０ １０

２．４　方法学考察

２．４．１　线性关系考察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依次向

下稀释２．５、５、１２．５、２５、６２．５倍，按“２．３”项下色谱

条件，分别进样，记录色谱图，分别以浓度（狓）对峰

面积（狔）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程、线性范围和相关

系数见表２，结果表明进样量与峰面积有良好的线

性关系。

表２　线性回归方程

成　分 线性方程 狉 线性范围／（ｍｇ／ｍＬ）

羟基红花黄色素Ａ 狔＝２７６９１狓－３５．７６１ ０．９９９９ ０．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２

苦杏仁苷 狔＝１０９２７狓＋１２５．２２０ ０．９９９６ ０．００８２～０．５１０３

芍药苷 狔＝１４１１１狓＋４８．９０５ ０．９９９８ ０．０１３７～０．８５８４

阿魏酸 狔＝４４６８５狓＋７０．５６１ ０．９９９９ ０．００７５～０．４７０２

毛蕊花糖苷 狔＝１４２８７狓＋６２．４２１ ０．９９９９ ０．００８２～０．５０９６

藁本内酯 狔＝２２６４狓＋５．４８９ ０．９９９９ ０．００８０～０．５０３０

２．４．２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１ｍＬ，过０．２２μｍ滤膜，取滤液，重复进样６次，记

录色谱图，结果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苦杏仁苷、芍药

苷、阿魏酸、毛蕊花糖苷、藁本内酯峰面积的ＲＳＤ分

别 为 ０．４３２％、１．２６５％、０．６５８％、０．７１８％、

０．９７０％、０．７３４％，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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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按供试品溶液

制备项下的方法制备成供试品溶液６份，在上述色

谱条件下进行分析测定，结果显示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花糖苷、藁本内

酯峰面积的 ＲＳＤ 值分别为０．７６５％、１．１３２％、

０．６３３％、０．４９６％、１．２６７％、０．３７９％，结果表明方法

的重复性良好。

２．４．４　稳定性试验　分别在０、２、４、６、８、１２、２４ｈ

供试品溶液进样２μＬ，分别计算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花糖苷、藁本内

酯峰面积的 ＲＳＤ，结果分别为１．１７２％、１．５３８％、

０．８４５％、０．７９０％、１．８７２％、０．６９９％，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２４ｈ内稳定。

２．４．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桃红四物汤药

材９份，分别向其中加入低、中、高３种质量浓度的

对照品溶液（分别相当于药材原有含量的５０％、

１００％、１５０％），每一质量浓度取３份，按“２．２”项方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２．２”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计算结果见表３。结果表明该方法的

准确度良好。

表３　６种成分的加样回收率

成　分 含量／μｇ 加入量／μｇ 测得量／μ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４６６．９１ ２３４．２５ ７００．８１ ９９．９５

４６６．９１ ２３８．２８ ７００．７４ ９９．４８

４６６．９１ ２３４．５７ ７０２．３１ ９９．５３

４６６．９１ ４６６．５６ ９３２．６６ ９９．８３

羟基红花黄色素Ａ ４６６．９１ ４６３．７２ ９３２．５５ １００．４１ １００．０１ １．３７

４６６．９１ ４６７．２６ ９３１．６８ ９９．４７

４６６．９１ ６９９．３１ １１６０．７２ ９９．５３

４６６．９１ ７０１．８１ １１５８．９３ ９９．１６

４６６．９１ ６９１．９６ １２０１．３４ １０３．６６

９９３．６１ ４９７．８６ １４８４．５２ ９９．５３

９９３．６１ ４９８．０９ １４８８．７１ ９９．８０

９９３．６１ ４９４．３ １４８６．０２ ９９．８７

９９３．６１ ９９４．０１ １９８６．４５ ９９．８８

苦杏仁苷 ９９３．６１ ９９４．８９ １９８９．９６ １００．１５ ９９．８９ ０．１７

９９３．６１ ９９３．９８ １９８７．１１ ９９．９５

９９４．６１ １４９２．０８ ２４８４．６１ ９９．９２

９９４．６１ １４９１．８２ ２４８７．０２ １００．０２

９９４．６１ １４９６．７９ ２４８８．３１ ９９．８８

１２４２．３６ ６２４．９ １８６３．３８ ９９．７９

１２４２．３６ ６２２．９５ １８６６．６３ １００．０７

１２４２．３６ ６２７．２１ １８７１．４４ １００．１０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２４０．８１ ２４８６．２６ １００．２５

芍药苷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２４１．１７ ２４８１．６６ ９９．８５ １００．０６ ０．１８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２４０．１０ ２４８５．６２ １００．２６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８６０．４６ ３１０５．０７ １００．０７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８６２．９４ ３０９９．６７ ９９．８２

１２４２．３６ １８６６．０１ ３１０５．２３ ９９．９０

５９．６９ ２９．７７ ８８．５９ ９９．０３

５９．６９ ２９．５１ ８９．２８ １００．０９

５９．６９ ３０．０２ ８７．９２ ９８．００

５９．６９ ５７．３６ １１６．９０ ９９．７３

阿魏酸 ５９．６９ ５９．８６ １１６．７６ ９５．４９ ９９．１２ １．８０

５９．６９ ５８．２３ １１８．８５ １０１．７５

５９．６９ ８８．５３ １４９．１７ １００．６４

５９．６９ ８９．１２ １４８．６５ ９９．８９

５９．６９ ８７．９６ １４７．３８ ９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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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成　分 含量／μｇ 加入量／μｇ 测得量／μ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２６．５５ １３．８２ ４０．４０ １００．０７

２６．５５ １４．１４ ４１．３５ １０１．６２

２６．５５ １４．４６ ３９．２０ ９５．５９

２６．５５ ２７．７３ ５５．６０ １０２．４３

毛蕊花糖苷 ２６．５５ ２６．２９ ５５．７４ １０５．４９ １００．７１ ２．８１

２６．５５ ２７．４５ ５５．１０ １０２．０４

２６．５５ ４０．２７ ６７．０３ １００．３１

２６．５５ ３９．８４ ６４．９２ ９７．７９

２６．５５ ３８．７１ ６５．９５ １０１．０６

１８７．５０ ９４．７５ ２７５．３８ ９７．５７

１８７．５０ ９５．４９ ２７１．１３ ９５．８１

１８７．５０ ９６．２７ ２７５．４５ ９７．０７

１８７．５０ １８６．８５ ３７５．３２ １００．５２

藁本内酯 １８７．５０ １８５．４４ ３７６．１５ １０１．７３ １００．６５ １．９８

１８７．５０ １８６．１８ ３７４．６８ １００．５４

１８７．５０ ２８０．５６ ４６１．９５ ９８．６９

１８７．５０ ２７９．８４ ４６８．０１ １００．１４

１８７．５０ ２８０．６１ ４６９．３７ １００．２７

２．５　桃红四物汤有效成分含量测定　采用相同的

桃红四物汤药液提取方法，３批次桃红四物汤药液

应用所建立的方法每批重复进样６次，并同时测定

桃红四物汤中的６种指标性成分，结果见表４。样

品和混标的超高效液相色谱图见图１。

表４　３批次样品含量测定结果（狀＝６）

成　分
含量／％

批次１ 批次２ 批次３

羟基红花黄色素Ａ ０．２７４０ ０．１８２０ ０．２０６０

苦杏仁苷 ０．５８４０ ０．７３４０ ０．４９９０

芍药苷 ０．７３５０ ０．６１１０ ０．７０６０

阿魏酸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２６０

毛蕊花糖苷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１７２

藁本内酯 ０．１１０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９３１

３　讨论

阿魏酸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抗炎等药理活

性［１３１４］，可用于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治

疗［１５１６］。桃仁是常用的活血化瘀药物，苦杏仁苷作

为其主要的活性成分，具有心血管保护、抗肿瘤、抗

纤维化等广泛的药理作用。藁本内酯能明显减少脑

缺血再灌注引起的脑梗死体积，改善脑神经功能，并

且能减轻大鼠皮质神经细胞和海马神经细胞的损

伤［１７］，能够舒张血管［１８］，改善微循环［１９］，具有很强

的活血化瘀作用。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是发挥活血

化瘀功效的主要有效成分，同时也是药用红花中最

有效的水溶性成分［２０］，对脑缺血、心肌缺血具有明

显的功效，同时也有抗肿瘤、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广

　　注：Ａ１、Ｂ１、Ｃ１在４．５～９ｍｉｎ时检测波长为４０３ｎｍ，Ａ２、Ｂ２、Ｃ２在４．５～９ｍｉｎ时检测波长为２１０ｎｍ；１．羟基红花黄色素

Ａ；２．苦杏仁苷；３．芍药苷；４．阿魏酸；５．毛蕊花糖苷；６．藁本内酯

图１　空白甲醇（Ａ）、混合对照品（Ｂ）和桃红四物汤样品（Ｃ）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泛的药理活性。芍药苷是中医传统补血药白芍的主

要药理成分，国内外研究已证明其有降低血液黏度、

抗血小板聚集、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抗氧化、抗惊

厥等多种生物学效应，并且毒性和不良反应较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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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２１］。毛蕊花糖苷为地黄中代表性苷类化合物，具

有保肝、保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改善记忆力等作

用［２２］。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规定，阿魏酸、苦杏仁苷、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芍药苷、

毛蕊花糖苷分别为当归、川芎、桃仁、红花、白芍、熟地

黄的质量考察指标性成分［２３］。因此，本研究选择上

述优化的条件进行桃红四物汤中６种发挥主要药效

的成分进行含量测定。

单一中药的分析通常使用单波长的检测方法，因

为主要标志成分通常只有一种或几种化学成分，并且

一般具有相似的紫外吸收波长。然而，对于由几种甚

至多达十几种中药组成的传统复方，单波长定量分析

可能是不够的。以前对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研究主

要使用单一波长检测或者定量样品中少数化合物。

采用多波长融合的方法更加适合对中药传统复方的

质量控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羟基红花黄色素Ａ、苦杏仁苷、芍药苷、阿魏酸、毛蕊

花糖苷的最大吸收波长分别是４０３、２１０、２３０、３１６、３３４

ｎｍ
［２３］。藁本内酯的最大吸收波长为２８０ｎｍ和３２８

ｎｍ
［２４２５］。基于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的全波长扫描结

果，根据检测成分的保留时间和吸收曲线，最终确定

了２８３、４０３、２１０、２３０、３２８ｎｍ共５种波长进行检测，

并选用乙酸铵乙酸缓冲溶液作为离子调节剂，改善

峰形，提高分离度。

本研究采用ＵＰＬＣＤＡＤ建立同时测定桃红四

物汤中６种指标成分含量的方法，具有重复性好、快

速、准确的优点，结果表明该方法适用于控制桃红四

物汤复方的整体质量，为完善和丰富桃红四物汤复

方质量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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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甘肃地区甘草质量评价研究

谢晓婷１，２，３，李　霞１
，２，３，陈卫东１，２，３，彭　灿１

，２，３，朱光宇４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省中医药科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

３．安徽中医药大学药物代谢研究所，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６；４．马鞍山市中心医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０）

［摘要］目的　比较新疆与甘肃地区甘草的性状、鉴别特征和有效成分含量，研究在不同生长条件下我国甘草

主产区的药材和饮片质量，为甘草的后续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性状鉴别法对性状进行描

述，采用显微鉴别法展现甘草粉末和切片的结构特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有效成分含量。结果　在性

状方面，新疆甘草药材比甘肃甘草药材平均直径略大；在显微方面，两个产地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但新疆家

种甘草的淀粉粒数量略多，且平均粒径也略大；在含量方面，新疆甘草中甘草酸平均含量约为甘肃甘草酸平

均含量的１．５倍。结论　新疆、甘肃地区甘草的鉴别和质量评价为甘草药材的质量标准研究及甘草药材的

后续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甘草；性状；显微；含量测定

［中图分类号］Ｒ２８２．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０

　　甘草为豆科属植物甘草（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狌狉犪犾犲狀狊犻狊

Ｆｉｓｃｈ．）、胀果甘草（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犻狀犳犾犪狋犪Ｂａｔ．）、光

果甘草（犌犾狔犮狔狉狉犺犻狕犪犵犾犪犫狉犪Ｌ．）的干燥的根及根

茎，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

调和诸药之功效［１］。近年来，由于甘草中黄酮类成

分具有抗肿瘤作用［２］，甘草酸等具有抗病毒活性［３］，

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甘草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作者简介：谢晓婷（１９９３），女，硕士研究生

甘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由于生长环境的限制，甘草

主要生长地在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其

药用来源有野生和栽培之分，生长环境的差异对甘

草药材的质量具有一定影响［４］。

课题组前期资源调研发现，甘肃和新疆的甘草

药材以乌拉尔甘草为主，胀果甘草和光果甘草较少，

且种子均来源于内蒙古。因此，为探明环境差异对

甘草药材质量的影响，本课题组从不同产地收集样

品，围绕甘草的性状、显微特征及指标性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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