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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制川麦冬的特征成分变化及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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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川麦冬酒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建立酒制川麦冬中甲基麦冬黄烷酮Ａ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取川麦
冬生品和酒制品，用水提取，将提取液进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Ｗａｔｅｒ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色谱柱；流动
相：乙腈－０２％磷酸水梯度洗脱；检测波长：２９６ｎｍ；柱温：３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２０μＬ。比较川麦冬生品和酒
制品的色谱图。结果：以进样浓度为横坐标，色谱峰面积的积分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的
回归方程为Ｙ＝１５８２８ρ＋４２６７５，ｒ＝０９９９８，线性范围为 ４２５～４２５μｇ／ｍＬ。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峰面积的 ＲＳＤ值为
０８５％。表明该测定方法精密度良好。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含量的 ＲＳＤ值为０６７％，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甲基麦冬黄烷酮Ａ的平均回收率为９７３１％（ＲＳＤ１５４％）。加样回收率在９５％ ～１０５％范围内，符合要求。川麦冬经酒
制后甲基麦冬黄烷酮Ａ、甲基麦冬黄烷酮 Ｂ的含量明显提高。酒制品川麦冬化学成分发生了明显的量和质的变化。结
论：川麦冬酒制品药性的显著变化正是其化学成分整体变化所导致的，有效成分整体增加，为麦冬的质量评价提供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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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冬为百合科植物麦冬（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Ｔｈｕｎｂ）ＫｅｒＧａｗｌ）的干燥块根［１］。始载于《神农

本草经》，列为上品，历代本草都有记载，亦是历版

《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根据产地命名，产于浙江

的麦冬为杭麦冬（浙麦冬），产于四川的麦冬为川麦

冬。传统炮制方法中包括炒制、朱砂拌、酒制等，其

中酒制可以降低药物寒性，提高滋补效果［２３］。《本

草从新》中记载：“入滋补药，酒润制其寒”，民间多

制麦冬酒作保健之用，临床上也有相关使用。具有

养阴生津，润肺清心之功效，临床上常用于肺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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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虚劳咳嗽，津伤口渴，心烦失眠，内热消渴，肠燥

便秘等病症［４６］。麦冬药材主要含甾体皂苷类、高异

黄酮类和糖类化合物［７９］。本研究以川麦冬为例，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来分析研究酒制后整体化学组分

的变化，建立药材指标性成分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的
含量测定方法，从而为中药炮制品的临床应用奠定

理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ＦＡ２００４型电子分析天平，Ｗａｔｅｒｓ
２４８９型高效液相色谱系统（美国Ｗａｔｅｒｓ公司），配置
四元梯度泵，ＵＶ／Ｖｉｓｉｂｌｅ检测器；Ｗａｔｅｒ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色谱柱；ＢＳ１２４Ｓ型电
子分析天平；微量进样器；ＫＨ３２００ＤＢ型超声波清
洗仪。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甲基麦冬黄烷酮 Ｂ、６醛
基异麦冬黄烷酮 Ａ对照品（供含量测定用，批号
１１０２４５２０１１０５），均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乙腈为色谱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所用

药材生品川麦冬购于沧州同仁堂药店，经过我系于

永军老师鉴定为正品，其中酒制品川麦冬是其按照

新版中药炮制标准制备得到。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十八烷基
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Ａ）－０２％磷酸水
（Ｂ）为溶剂系统，梯度洗脱。见表１。柱温３０℃，流
速１０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为２９６ｎｍ。进样量２０μＬ。

表１　液相梯度洗脱条件

时间（ｍｉｎ） Ａ乙腈（％） Ｂ０２％磷酸水（％）

０ ５ ９５
５ ５ ９５
２２ ２５ ７５
５０ ６５ ３５
５５ ６５ ３５
６０ ５ ９５

１２２　溶液的制备
１２２１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生品川麦冬粉末，
采用水提法进行提取，浸膏进行低温干燥，得到的粉

末（过三号筛）约５０ｇ，精密称定，置５０ｍＬ容量瓶
中，期间振摇数次，微孔滤膜滤过，制得供试品溶液

１；取酒制川麦冬粉末，采用水提法进行提取，浸膏进
行低温干燥，得到的粉末（过三号筛）约５０ｇ，精密
称定，置５０ｍＬ容量瓶中，期间振摇数次，微孔滤膜
滤过，制得供试品溶液２。将上述１、２号样品依次注
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得色谱图１和色谱图２。
１２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对照

品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甲基麦冬黄烷酮 Ｂ、６醛基异
麦冬黄烷酮Ａ适量，加甲醇溶解，分别制成每１ｍＬ
含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００４２５ｍｇ、甲基麦冬黄烷酮
Ｂ００４３１ｍｇ，６醛基异麦冬黄烷酮 Ａ００４２４ｍｇ的３
种对照品溶液。将对照品溶液，依照上述色谱条件

进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得对照品色谱图３、图４、图
５。

图１　生品川麦冬ＨＰＬＣ图

图２　酒制川麦冬ＨＰＬＣ图

图３　甲基麦冬黄烷酮Ａ对照品ＨＰＬＣ图

图４　甲基麦冬黄烷酮Ｂ对照品ＨＰＬ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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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线性关系　精密吸取上述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对照品溶液１、２、４、６、８、１０μＬ，注入高效液相色谱
仪，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色谱峰面积，以进样浓度为

横座标，色谱峰面积的积分值为纵座标，绘制标准曲

线，计算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的回归方程为 Ｙ＝
１５８２８ρ＋４２６７５，ｒ＝０９９９８，线性范围为４２５～４２５
μｇ／ｍＬ。

图５　６醛基异麦冬黄烷酮Ａ对照品ＨＰＬＣ图

１２４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上述对照品溶液，重
复进样６次，每次２０μＬ，测定峰面积积分值。结果
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Ａ峰面积的ＲＳＤ值为０８５％。
表明该测定方法精密度良好。

１２５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２０
μＬ，分别于配制后０，２，４，８，１６，２４ｈ进样，结果表明
供试品溶液在２４ｈ内稳定。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Ａ
峰面积的ＲＳＤ值为０８４％。
１２６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种酒制川麦冬样品，按
含量测定项下的方法操作，平行６份，按上述色谱条
件测定含量。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含量的 ＲＳＤ
值为０６７％，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１２７　加样回收率试验及样品含量测定　取已知
含量的酒制川麦冬样品６份，精密测定，精密填加同
量的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对照品适量，按含量测定方
法操作，计算回收率，结果甲基麦冬黄烷酮Ａ的平均
回收率为 ９７３１％（ＲＳＤ１５４％）。加样回收率在
９５％～１０５％范围内，符合要求。测定结果见表２。
２　结果
２１　线性关系　计算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的回归
方程为Ｙ＝１５８２８ρ＋４２６７５，ｒ＝０９９９８，线性范围为
４２５～４２５μｇ／ｍＬ。
２２　精密度试验　结果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峰
面积的ＲＳＤ值为０８５％。表明该测定方法精密度
良好。

２３　稳定性试验　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２４ｈ内
稳定。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峰面积的 ＲＳＤ值为
０８４％。

２４　重复性试验　测得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含量的
ＲＳＤ值为０６７％，结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及样品含量测定

表２　酒制川麦冬中甲基麦冬黄烷酮Ａ的回收率

样品中含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值

／％
ＲＳＤ
／％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８８７ ９５６７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８７９ ９５２２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８５５ ９８４１ ９７３１ １５４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８６１ ９８８６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８８７ ９７２７
００３９８ ００８３０ ９８４１

　　注：加入量均为００４３９ｍｇ。

表３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ｍｇ·ｇ－１）

甲基麦冬黄烷酮Ａ
含量１ 含量２ 平均含量

川麦冬酒制品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６４

２６　酒制品川麦冬与生品川麦冬化学成分的比较
分析　仔细对比图１生品川麦冬与图２酒制川麦冬
的ＨＰＬＣ图，结合紫外线吸收数据，最终确认，５４４８
ｍｉｎ与５４３９ｍｉｎ，１８１４０ｍｉｎ与１８１３５ｍｉｎ，２４９２２
ｍｉｎ与２４９４７ｍｉｎ，５３６５６ｍｉｎ与５３６４４ｍｉｎ分别
对应同一物质，只是这４种物质在图１中对应吸收
峰面积较图 ２中明显减小；３８５３５ｍｉｎ与 ３８５４０
ｍｉｎ，４７４５０ｍｉｎ与 ４７４２５ｍｉｎ，５６２０８ｍｉｎ与
５６１８９ｍｉｎ对应同一物质，这３种物质在图１、图２
中峰面积差别不大；同时，认真比对图１中各吸收峰
的紫外线吸收数据，我们发现，在图 ２中出现了
１２１４７ｍｉｎ、３０７７５ｍｉｎ处的吸收峰。

对比川麦冬对照品的 ＨＰＬＣ图（图３、４、５），结
合紫外光谱数据，可确定色谱图 １中保留时间为
１８１４０ｍｉｎ，图２中１８１３５ｍｉｎ处的吸收峰即为甲
基麦冬黄烷酮 Ａ的吸收峰；图 １中保留时间为
２４９２２ｍｉｎ，图２中２４９４７ｍｉｎ处的吸收峰即为甲
基麦冬黄烷酮 Ｂ的吸收峰；图 １中保留时间为
３８５３５ｍｉｎ，图２中３８５４０ｍｉｎ处的吸收峰即为６
醛基异麦冬黄烷酮Ａ的吸收峰；图１的川麦冬经酒
制后甲基麦冬黄烷酮 Ａ、甲基麦冬黄烷酮 Ｂ的含量
明显提高。

辅料黄酒中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有色谱峰出现，

可能会影响到结界的判断，因此在上述数据分析中

均已除去了其对应的色谱峰影响。

３　讨论
麦冬药材中，甲基麦冬黄烷酮Ａ虽然含量不高，

但是其具有许多重要的药理活性［１０］，是麦冬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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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其含量测定方法，有助于完

善麦冬药材及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有一定的应用

价值［１１１３］。在对供试品溶液进行色谱条件摸索时，

在１９０～４００ｎｍ进行全波长扫描，其中２９６ｎｍ波长
下检测色谱峰效果最好，因此选 ２９６ｎｍ为检测波
长。本实验比较了甲醇 －００３％磷酸水溶液、乙腈
水、乙腈－０２％磷酸水溶液３种不同的梯度洗脱溶
剂系统，以乙腈－０２％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溶剂系
统所得图谱的峰形较好、分离度良好，所以选用乙腈

－０２％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溶剂系统为本实验的
流动相系统。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清楚了川麦冬经炮制后内

部化学成分的显著变化，酒制川麦冬样品中有４种
物质的含量显著增加，有２种新成分产生。样品中
各成分含量的增加，可能是酒制过程使有效成分溶

解度变大，导致溶出量增多。但对于其他成分的具

体变化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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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８８４页）
量，云南、贵州和甘肃产药材的含量分别为５５５％、
１９８％和１９６％，根据２０１０版《中国药典》规定，珠
子参中含竹节参皂苷Ⅳａ不得少于 ３０％，结果表
明，除云南产药材外，其余两批药材质量均未达到标

准。

５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云南、贵州和甘肃所产珠子参药

材从性状在形状、表面颜色上差别较大，不同产地珠

子参显微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木质部所占的面积

和草酸钙簇晶数量，其中甘肃产药材约占横切片的

１／２～２／３；草酸钙簇晶较多。
３个产地的竹节参药材薄层色谱图无明显差

异，但竹节参皂苷Ⅳａ的含量差异较大，其中以云南
产药材含量较高，质量较好。珠子参在我国民间药

用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野生资源，随着资

源的枯竭，近年来，在云南、贵州等地区开始人工栽

培［１１］，目前市场上，不同产地以及野生和栽培药材

品种并存，亟需对药材质量进行控制，以有效地利用

和开发该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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