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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中酚酸类化合物的化学和药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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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丹参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丹参的研究
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就丹参所含酚酸类化合物的结构及性质、提取分离方法、质量控制手段、药理活性分别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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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参药材（Ｒａｄｉｘ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ｅ）取自唇形
科鼠尾草属植物丹参（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Ｂｕｎｇｅ）的干
燥根及根茎，是我国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丹参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居于上品。据中国药典记

载，丹参具有祛瘀止痛、活血调经、养心除烦等功用，

因此临床上广泛用于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具有良

好的药用价值。随着近年来科研水平不断进步，对

丹参的研究不断深入和透彻，国内外研究者对丹参

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现就丹参所含酚酸类

的化合物的结构及性质、提取分离方法、质量控制手

段、药理活性分别进行概述。

１　酚酸类化合物结构及其性质
丹参中所含的药用成分主要以水溶性的酚酸类

化合物和脂溶性的醌类化合物为主，除此之外还有

少量黄酮等其他种类化合物。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随着以Ｓｅｐｈａｄｅｘ为代表的葡聚糖凝胶填料和以
十八烷基硅烷键和硅胶为代表的反相填料的普及应

用，我国科研工作者先后从丹参中分得丹参素（Ｄａｎ
ｓｈｅｎｓｕ）［１］、丹酚酸（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２］、Ｂ［３］、Ｃ［４］、
Ｄ［５］、Ｅ［６］、Ｆ［７］、Ｇ［８］、迷迭香酸［９］（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
紫草酸［１０］（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ｉｃＡｃｉｄ）、原紫草酸［１１］（Ｐｒｏ
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ｉｃＡｃｉｄ）等多种酚酸类化合物。之后经过
各国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又从丹参同属植物中

得到丹酚酸 Ｈ［１２］、Ｉ［１３］、Ｊ［１４］、Ｋ［１５］、Ｌ１、Ｌ２［１６］、鼠尾
草香豆素（Ｓａｇｅｃｏｕｍａｒｉｎ）［１７］等化合物。丹参中所含
酚酸类化合物由于富含酚羟基，在提取分离过程中

易发生水解反应氧化反应等化学变化。近年来，随

着高分辨质谱和制备液相的应用，通过离子碎片的

产生规律又陆续推导鉴别出多个酚酸的水解产

物［１８］。

相应酚酸类化合物结构如下图１所示。这些酚
酸化合物可以通聚合程度分为单体酚酸、二聚体酚

酸、三聚体酚酸、四聚体酚酸。如咖啡酸、丹参素、原

儿茶酸、原儿茶醛等属于单体酚酸；迷迭香酸、丹酚

酸Ｄ、丹酚酸Ｆ等属于二聚体酚酸；紫草酸、丹酚酸
Ａ、丹酚酸 Ｃ、丹酚酸 Ｈ等属于三聚体；丹酚酸 Ｂ和
丹酚酸Ｅ等属于四聚体。

丹参中酚酸类化合物生成途径主要有２种，一
是由若干丹参素和若干咖啡酸发生缩合反应生成缩

合产物，二是缩合产物通过氧化、水解、周环等反应

生成的转化产物。典型的生成过程如下图２所示。
一分子丹参素首先和一分子咖啡酸通过缩合反应生

成迷迭香酸，两分子迷迭香酸进一步通过周环反应

生成丹酚酸Ｂ，丹酚酸 Ｂ再通过周环反应脱去一分
子丹参素生成丹酚酸 Ａ，丹酚酸 Ａ最终通过氧化反
应生成丹酚酸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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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从丹参或同属植物中获得的酚酸类化合物及转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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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部分酚酸类化合物的转化反应

　　丹参中酚酸由于转化反应复杂，吸引了大量研
究者的深入研究。在转化反应的研究中，由于丹酚

酸Ｂ在丹参中含量高且易大量制备，对其反应的动
力学参数和转化产物的认识透彻深入。张军［１９２０］

等人考察了温度、溶液ｐＨ、溶液浓度、溶液类型等多
种因素对丹酚酸Ｂ的影响，最终发现丹酚酸 Ｂ和迷
迭香酸在高温或碱性条件下不稳定，易发生转化。

毛声俊［２１］等人进一步证明了丹酚酸 Ｂ发生水解反
应可以生成丹参素。林青［２２］等人又进一步证明丹

酚酸Ｂ在溶液中降解符合一级动力学。ＨｙｏｕｎｇＪａｅ
Ｌｅｅ［２３］等人对丹酚酸Ｂ的转化反应进行了深入彻底
的研究，透彻地理解了丹酚酸 Ｂ的转换过程，并得
到了多个转化产物，包括如图１中所示的４，７，８三
羟基１甲基２苯并吡喃３羧酸３［３，４二羟基（３，
４二羟基苯基）苯乙基］酯等。
２　酚酸类化合物提取精制方法

传统中药提取多采用水煎或者醇提的方法提取

有效成分，该方法具有简单易行、用料环保的优点，

但是在后续浓缩回收溶剂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能

源。为克服这一缺点，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开发了二

氧化碳超临界流体提取法。超临界流体法具有消耗

能源少的优点，同时又兼具环保和快速的优势。提

取出的总酚酸可以用水提醇沉的方法除去多糖、蛋

白质、叶绿素等大量无用物质［２３］。

对提取物进行进一步粗分和精制常需要使用柱

层析，不同柱填料对酚酸的分离效果和吸附情况不

同。丹参中的酚酸成分含有多个酚羟基，在最常用

的硅胶填料上有很大的吸附，导致最终回收率不高；

而在葡聚糖凝胶和反相填料上吸附较少，在实际应

用时回收率高，因此可将上述填料用于精制分离。

大孔吸附树脂是由苯乙烯和二苯乙烯发生聚合反应

生成的高聚物，具有吸附量大、不需使用有机溶剂等

优点，常用来分离中药的有效成分［２４］。近年来随着

多种大孔吸附树脂的普及，其开始广泛地应用于丹

参粗分精制过程［２５］。除以上提到的柱层析法外，近

年来新兴的超滤、纳滤［２６］、高速逆流色谱等方法也

可用于酚酸的粗分和精制，最终可以得到总酚酸提

取物或者某一单体。

倪力军［２７］等人通过正交试验证明，丹酚酸类成

分使用水为溶媒提取率高，丹参酮类成分用乙醇作

为溶媒提取率高，这一结论同丹酚酸的溶解度相吻

合。苗建武［２８］等人考察了聚酰胺填料对丹参总酚

酸的分离效果，通过考察丹参总酚酸的吸附量以及

洗脱率，最终确定了使用聚酰胺分离丹参总酚酸的

工艺条件。初始上样液中所含丹酚酸的质量浓度为

３５ｇ／Ｌ，采用梯度洗脱的方法，首先使用２０％乙醇
洗脱杂质，再用４０％乙醇洗脱丹酚酸。最终测定纯
化后固体中丹参总酚酸含量为９８４１％。王凤美［２９］

等人通过比较 Ｄ１０１、Ｄ３０１、ＬＳＡ２０、ＳＩＰＩ９０５四种大
孔吸附树脂对丹酚酸 Ｂ的分离的效果，发现 Ｄ１０１
树脂从经济性、易得性、便利性等方面均适合用于制

备丹酚酸Ｂ。通过正交试验最终确定分离丹酚酸 Ｂ
工艺条件为：药材切片筛去泥土，加入８倍量水，于
９０℃下提取２次，１ｈ／次；提取结束后过滤，提取液
离心后取上清液减压浓缩；浓缩液用乙酸乙酯萃取，

萃取液减压蒸干用水溶解；上述溶解液上 Ｄ１０１大
孔吸附树脂柱，静止吸附２ｈ，水洗除去未吸附杂质，
４０％乙醇洗脱丹酚酸 Ｂ；洗脱液减压浓缩除去乙醇
冷冻干燥得丹酚酸 Ｂ纯化物。王凤美［３０］等人还尝

试采用高速逆流色谱法制备高纯丹酚酸 Ｂ，色谱法
采用正己烷乙酸乙酯水甲醇（１５∶５∶５∶１５）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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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作为分离递质，混合物的上相做固定相，下相做

流动相。每次将粗提物８０ｍｇ进样，最终可制备得
到６３４ｍｇ纯度为９８６％的丹酚酸Ｂ。
３　酚酸类化合物的分析方法及质量控制

丹参质量控制的研究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起

初质控多采用单一成分控制的策略。如对于酚酸类

成分，只关注其中含量较高的原儿茶醛或丹酚酸 Ｂ
等某一成分的含量［３１］。该策略简单易操作，但是忽

略了其他有效成分，易造成质量控制的不全面性。

随着对丹参不断的深入了解，仅控制其中１种成分
的含量已经远远无法达到质控的要求。近年来，对

丹参及其提取物的分析已经向多成分、微量化、指纹

图谱几方面飞速发展，为丹参的质量控制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中药的功效往往是其中多种成分联合作用的结

果，因此只关注其中１种物质往往是不够的。近年
来对丹参的质量控制开始关注其中多个组分含量的

综合分析。张英丰［３２］等人建立了丹参提取物中丹

酚酸Ａ、丹酚酸Ｂ、紫草酸、丹参素及丹参酮ＩＩＡ同时
测定的新方法。该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以

ＫｒｏｍａｓｉｌＣ１８为固定相，乙腈０１％甲酸水为流动相
梯度洗脱，检测波长２８５ｎｍ。待测化合物在进样范
围线性关系良好，仪器精密度和稳定性等各项指标

均符合要求，可以用于含量测定。虞科［３３］等人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为对照建立了近红外光谱测定丹参

滴丸中３种酚酸类含量的方法。使用最小二乘法建
立３种成分的ＮＩＲ光谱分析值与ＨＰＬＣ分析值之间
的多元校正模型，校正模型相关系数均大于０９９，
表明ＮＩＲ光谱法和 ＨＰＬＣ法测定值无统计学意义。
证明 ＮＩＲ法操作简便、快速无损，可用于中药及其
复方制剂有效成分的快速检测。

在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时需对其含有的每种物

质进行定性研究，常采用 ＮＭＲ方法进行鉴定。但
有些成分往往含量较低，无法采用富集后进行 ＮＭＲ
检测的方法进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质谱联

用的技术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Ｌｉｕ
Ｍｅｉ［３４］等采用 ＨＰＬＣＤＡＤＭＳ联用技术检测了 １３
个丹参样品和２１批次制剂中的共有峰，并根据质谱
鉴定出了其中２０多个成分。

虽然丹参中多种成分结构已经明确，但这只占

其所有化学成分的小部分。针对这种情况，“指纹

图谱技术”适合用来对丹参进行质量控制。指纹图

谱强调复杂体系的模糊性和整体性，主要考察体系

的整体相似性而不是某几个组分的相似性。唐旭

利［３５］等人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１８批丹参药
材的图谱，同时进行了聚类分析。最终根据聚类分

析结果，建立了丹参水溶性成分指纹图谱。图谱共

显示了１２个共有峰，从共有峰中指认了丹参素钠、
丹酚酸Ｂ等特征峰。丰加涛［３６］等不仅建立了指纹

图谱，并且对指纹图谱进行了方法学研究，最终可以

利用指纹图谱测定其中原儿茶醛、迷迭香酸的含量，

从而提高了丹参的质量标准，使丹参的质控向着完

善化、全面化发展。

４　酚酸类化合物的药理活性
丹酚酸类化合物和丹参酮类化合物是丹参中主

要的药理活性成分。丹酚酸类化合物的结构中富含

酚羟基。研究表明，该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氧化

作用、对脑缺血损伤和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抑制糖

性白内障等活性。诸多体外实验证明，丹酚酸类化

合物具有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体过氧化等多种

抗氧化作用。Ｗｕ等人认为丹酚酸Ａ对神经细胞及
肝脏细胞过氧化应激损伤等的保护作用机制主要来

源于其抗氧化作用［３７］。张亚杰等人考察了丹参多

酚酸盐对大鼠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发现用

丹参多酚酸预给药的试验组大鼠心肌梗死面积明显

低于对照组，证明丹参多酚酸盐对损伤有保护作

用［３８］。除此之外，丹参多酚酸还可以改善冠脉慢血

流现象［３９］，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４０］，有着

丰富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在治疗脑缺血方面，丹酚酸类化合物也有丰富

的药理活性。杜冠华［４１］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造成

小鼠学习记忆功能障碍模型，通过跳台实验和避暗

实验研究了丹酚酸Ａ对记忆获得功能障碍的作用，
结果表明丹酚酸 Ａ可以明显改善小鼠学习记忆功
能障碍状态。任德成［４２］等人也发现总丹酚酸可以

明显改善缺血再灌注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其机制

与总丹酚酸抗氧化作用有关。在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方面，陈敏等［４３］观察丹参多酚酸盐对术后危重症患

者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作用，发现丹参多酚酸盐可

以改善一氧化氮、白细胞介素、内皮素水平，降低患

者ＡＰＡＣＨＥＩＩＩ评分，降低ＭＯＤｓ发生率。表明丹参
多酚酸盐对血管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

５　结语
丹参中含有酚酸类、丹参酮类等多种化学成分，

这些化学成分有丰富的药理作用。虽然研究者们对

丹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逐年深入，但是丹

参有效成分的作用机理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充分完

备。因此对于丹参有效成分的药理和临床作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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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大量研究工作，从而可以充分发掘丹参这一中

药的潜力，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１］陈政雄，顾文华，黄慧珠．丹参中水溶性酚酸成分的研究［Ｊ］．药
学通报，１９８１，１６（９）：２４２５．

［２］ＺｈａｎｇＨＪ，ＬｉＬＮ．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Ｉ：ＡＮｅｗＤｅｐｓｉｄｅ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ｃａｖ
ａｌｅｒｉｅｉ［Ｊ］．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１９９４，６０（１）：７０７２．

［３］ＬｉＬＮ，ＺｈａｎｇＨＪ．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Ｊ，ａｄｅｐｓｉｄｅ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ｆｌａｖａ［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４，３７（３）：９０７９０８．

［４］ＬｕＹ，ＦｏｏＬ．Ｒｏｓｍａｒ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９，５１（１）：９１９４．

［５］ＤａｐｋｅｖｉｃｉｕｓＡ，ｖａｎＢｅｅｋＴＡ，ＬｅｌｙｖｅｌｄＧＰ，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ｅｌｕｃ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ｙｍ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ｅａｖｅｓ
［Ｊ］．ＪＮａｔＰｒｏｄ，２００２，６５（６）：８９２８９６．

［６］ＹｉｎｒｏｎｇＬｕａｎｄＬ．ＹｅａｐＦｏｏ．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Ｌ，ａｐｏｔｅｎｔ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１，４２：
８２２３８２２５．

［７］Ｓｈｕｉｐｉ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ｉＬｉ，ＹｕａｎｐｅｎｇＪｉ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ｏｆ［Ｐ］．ＵＳ２０１２００４１０６２．

［８］ＬｉａｎＮｉａｎｇＬ，ＲｕｉＴ，ＷｅｉＭｉｎｇＣ．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ａＮｅｗＤｅｐ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Ｒｏｏｔｓ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Ｊ］．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１９８４，５０（３）：２２７
２２８．

［９］ＺｈａｎｇＨＪ，ＬｉＬＮ．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Ｈ，ＡＮｅｗＤｅｐｓｉｄｅ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
ｃａｖａｌｅｒｉｅｉＶａ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９３，４
（６）：５０１５０４．

［１０］沈建芳，王强，汪红．南丹参化学成分研究［Ｊ］．中国野生植物资
源，２００６，２５（２）：５５５８．

［１１］ＡｉＣＢ，ＬｉＬＮ．Ｓｔｅ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Ｃｆｒｏｍ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１９８８，５１（１）：１４５１４９．

［１２］姚俊严．丹参中有效成分原儿茶醛的分离鉴定［Ｊ］．南京药学院
学报，１９７９，１１（１）：７４．

［１３］ＡｉＣｈｕｎＢｏ，ＬｉＬｉａｎｎｉａｎｇ．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ＤａｎｄＥ，ｔｗｏＮｅｗＤｅｐ
ｓ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Ｒｏｏｔｓ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Ｊ］．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ｉｃａ，１９９２，５８：
１９８．

［１４］ＡｉＣｈｕｎｂｏ，ＬｉＬｉａｎｎｉａ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ｙｌｓａ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Ｆａｎｄ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６，７（５）：４２７４３０．

［１５］ＬｉｕＡＨ，ＧｕｏＨ，ＹｅＭ，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ｉｎＤａｎｓ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ｄｉｏｄｅａｒｒａ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２００７，１１６１（１２）：１７０１８２．

［１６］周长新，罗厚蔚，丹羽正武．丹参水溶性化学成分的研究［Ｊ］．中
国药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３０（６）：４１１４１６．

［１７］吴世蓉．不同产地丹参其主要化学成分的分离和测定［Ｊ］．基层
中药杂志，２００２，１６（３）：２４．

［１８］ＬｅｅＨＪ，ＣｈｏＪＹ，ＭｏｏｎＪＨ．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Ｂｂｙ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Ｆｉｔｏｔｅｒａｐｉａ，２０１２，８３（７）：
１１９６１２０４．

［１９］张军，王凤云，詹丽玲，等．丹参药材提取液中丹酚酸 Ｂ稳定性
影响因素的考察［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５，３０（１０）：７８９７９０．

［２０］张慧杰，任晓亮，崔明磊．注射用丹参多酚酸中主要成分的降解
动力学分析［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１４）：１５．

［２１］毛声俊，侯世祥，唐昌炯，等．丹参素在加温加速条件下的含量
变化规律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３，２８（３）：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林青，黄琳，肖晓丽，等．丹参水提液中丹酚酸 Ｂ湿热降解动力
学研究［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０８，１０（８）：２９３１．

［２３］顾娟，罗海燕，安莲英，等．丹参酚酸水提取工艺的研究［Ｊ］．天
然产物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５，１７（６）：７８１７８３．

［２４］刘峰群，肖小河，史成和，等．大孔吸附树脂在药物分离中的研
究应用［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０，２０（３）：１６６１６７．

［２５］陈世敏，胡盛，李效宽，等．丹酚酸 Ｂ提取工艺的研究［Ｊ］．中药
材，２００７，３０（４）：４７７４７９．

［２６］周锦珂，黄裕，葛发欢，等．纳滤技术在丹酚酸 Ｂ提取液浓缩的
应用研究［Ｊ］．今日药学，２００９，１９（９）：２６２８，１７．

［２７］倪力军，史晓浩，高秀蛟，等．提取时间、溶剂对丹参提取物质量
的影响研究［Ｊ］．中成药，２００３，２５（１０）：７８０７８２．

［２８］苗建武，陈绍民，王超，等．聚酰胺树脂分离纯化丹参总酚酸的
研究［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３）：２８３０．

［２９］王凤美，陈军辉，李磊．高纯度丹酚酸Ｂ的制备工艺研究［Ｊ］．时
珍国医国药，２００５，１６（６）：４７６４７８．

［３０］王凤美，陈军辉，李磊，等．高速逆流色谱法分离制备丹酚酸 Ｂ
［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６，１８（１）：１００１０４．

［３１］张启伟，张颖，李计萍，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丹参中丹酚酸Ｂ
［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１，２６（１２）：８４８８４９．

［３２］张英丰，朱黎霞，梁东辉．ＨＰＬＣ同时检测丹参提取物中５种水
溶性和脂溶性成分含量［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８
（１１）：７６７９．

［３３］虞科，胡楚楚，程翼宇．近红外光谱法测定复方丹参滴丸中的３
种有效成分［Ｊ］．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０６，４１（３）：２２６２２９．

［３４］ＬｉｕＭ，ＬｉＹＧ，Ｚｈ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Ｄａｎｓｈｅｎｒｏｏｔ（Ｓａｌｖｉａｍｉｌｔｉｏｒｒｈｉｚａ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ｄｉ
ｏｄｅａｒｒａ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ｐｒａ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ＨＰＬＣＤＡＤ
ＥＳＩ／ＭＳ）［Ｊ］．ＪＳｅｐＳｃｉ，２００７，３０（１４）：２２５６２２６７．

［３５］唐旭利，刘静，李国强，等．丹参药材水溶性成分 ＨＰＬＣ化学指
纹图谱研究［Ｊ］．中成药，２００８，３０（３）：３１３３１７．

［３６］丰加涛，金郁，王金成，等．基于定量指纹图谱技术的中药质量
控制［Ｊ］．色谱，２００８，２６（２）：１８０１８５．

［３７］ＷｕＺＭ，ＷｅｎＴ，ＴａｎＹＦ，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ａｏｎｏｘｉｄａ
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ｉｎｒａｔｓ
［Ｊ］．ＢａｓｉｃＣ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１１５２０．

［３８］张亚杰，王旭．丹参多酚酸盐对大鼠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
响［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２２）：５６５９５６６１．

［３９］季俭，卢英民，姚能才，等．丹参多酚酸盐对冠状动脉慢血流现
象的影响［Ｊ］．临床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１０）：７５１７５２．

［４０］邱雅慧，薛凌，高夏青．丹参多酚酸盐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
能及炎症因子的影响［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７）：
３２１３２３．

［４１］杜冠华，张均田．丹酚酸 Ａ对小鼠脑缺血再灌注致学习记忆功
能障碍的改善作用及作用机制［Ｊ］．药学学报，１９９５，３０（３）：１８４
１９０．

［４２］任德成，杜冠华，张均田．总丹酚酸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
作用［Ｊ］．中国药理学通报，２００２，１８（２）：２１９２２１．

［４３］陈敏．丹参多酚酸盐对术后危重症患者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作
用［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１）：６０６１．

（２０１６－０２－１７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０３１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Ｖｏｌ．１１，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