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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赤小豆药材水分、总灰分、水溶性浸出物、

杂质的测定

林善远　刘光明　彭瑞松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新兴，５２７４００）

摘要　目的：对不同产地赤小豆药材水分、总灰分、水溶性浸出物和杂质进行测定。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年
版（一部）附录ＩＸＨ水分法（烘干法）、附录ＩＸＫ灰分测定法、附录ＸＡ浸出物测定法及附录ＩＸＡ杂质检查法测定。结果：市售
１２批赤小豆药材，水分测定结果最高值为１３６４％，最低值为１０１２％，平均值为１１９６％；总灰分测定结果最高值为４３６％，最
低值为３６１％，平均值为３９０％，水溶性浸出物测定结果最高值为２４３２％，最低值为１８１６％，平均值为２０７３％；杂质测定结
果最高值为１１１％，最低值为０６７％，平均值为０９０％。结论：为进一步完善赤小豆药材质量标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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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小豆始载于《神农本草经》［１］，为豆科植物赤小
豆ＶｉｇｎａｕｍｂｅｕａｔａＯｈｗｉｅｔＯｈａｓｈｉ或赤豆 Ｖｉｇｎａａｎｇｕ
ｔａｒｉｓＯｈｗｉｅｔＯｈａｓｈｉ的干燥成熟种子［２］。其性平，味

甘，归心、小肠经，具有利水消肿、利湿退黄、解毒排脓

等功效，用于水肿、肾炎、热毒痈肿等病症［３］，外敷治疗

急性淋巴结炎［４］。文献记载含总黄酮、总三萜、淀粉、

儿茶素、吡喃葡萄糖苷等成分［５－１０］。现收载于２０１０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一

部，但质量标准只有性状鉴别、显微鉴别、水分和总灰

分测定，未能全面反映和评价赤小豆药材的质量。为

此，我们收集了市售１２批不同产地赤小豆药材，按照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部）附录要求对其水分、总灰
分、水溶性浸出物和杂质等进行测定，旨在为完善赤小

豆的药材质量标准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　材料　收集产自吉林、浙江、贵州、江西、广东、四

川、广西、云南等地的赤小豆样本，共１２个，均经广东
省新兴中药学校彭瑞松副主任中药师鉴定为豆科植物

赤小豆 ＶｉｇｎａｕｍｂｅｕａｔａＯｈｗｉｅｔＯｈａｓｈｉ或赤豆 Ｖｉｇｎａ
ａｎｇｕｔａｒｉｓＯｈｗｉｅｔＯｈａｓｈｉ的干燥成熟种子。
１２　仪器　ＤＨＧ－９１４０Ａ／ＪＹ－０１０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鸿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ＳＸ２－４－１０箱式电阻
炉（沈阳市节能炉厂）；ＭＯＤＥＬＸＳＰ－２ＣＢＡ生物显微
镜（上海光学仪器五厂）；ＫＱ－３００Ｄ中国超声仪专业
清洗仪器（东莞市科桥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ＦＡ２００４Ｂ／ＪＹ－００１电子天平（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ＦＷ３１５中草药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
司）。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赤小豆药材的水分测定［２］　取赤小豆药材样本
１～１２号，粉碎成细粉，过２号筛，分别称重约２０ｇ，平
铺于干燥至恒重的扁形称瓶中，厚度不超过５ｍｍ，精

·９９·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９卷第１期



密称定，打开瓶盖在１０５℃干燥５５ｈ，将瓶盖盖好，移
置干燥器中，冷却３０ｍｉｎ，精密称定重量，再在上述温
度干燥１ｈ，冷却，称重，至连续两次称重的差异不超过
５ｍｇ为止。根据减失的重量，计算样本中含有水分的
百分数。结果见表１。
２２　赤小豆药材的总灰分测定［２］　取赤小豆药材样
本１～１２号，粉碎成细粉，过２号筛，分别称重约４０
ｇ，精密称定，置灼热至恒重的坩埚中，称定重量，缓缓
加热，至完全碳化时，逐渐升高温度至５５０℃，使完全
碳化至恒重。根据残渣量，计算样品总灰分的含量

（％）。结果见表１。
２３　赤小豆药材浸出物测定［２］　取赤小豆药材样本
１～１２号，粉碎成细粉，过２号筛，称重约４０ｇ，精密称
定，精密称定，置 １００ｍＬ的锥形瓶中，精密加水 ５０
ｍＬ，密塞，称定重量，静置１ｈ后，连接回流冷凝管，加
热至沸腾，并保持微沸 １ｈ。放冷后，取下锥形瓶，密
塞，再称定重量，用水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用真空抽

滤器滤过，精密量取滤液２５ｍＬ，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
发皿中、在水浴上蒸干后，于１０５℃干燥３ｈ，置干燥器
中冷却３０ｍｉｎ，迅速精密称定重量。除另有规定外，以
干燥品计算供试品中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结
果见表１。
２４　赤小豆药材的杂质检查　取赤小豆药材样品１
～１２号，按《中国药典》一部附录 ＩＸＡ杂质检查法检
查，结果见表１。

表１　赤小豆药材水分、总灰分、水溶性浸出物和杂质测定结果

样品 产地 水分（％） 总灰分（％） 水溶性浸出物（％）杂质（％）

１ 广东 １２３５ ３９２ １８５６ ０９８
２ 广东 １３２１ ３８６ １９２１ ０８７
３ 广西 １１８６ ３８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９
４ 广西 １１６４ ３７９ １９７０ １１１
５ 贵州 １０５６ ４２１ ２１３１ ０８６
６ 贵州 １１６３ ４１５ １９２１ ０６７
７ 云南 １２５４ ４３６ １８１６ ０７６
８ 云南 １２３６ ３６７ ２１１０ １０５
９ 吉林 １０１２ ３６５ ２４３２ ０７５
１０ 浙江 １３６４ ３６１ ２３３６ ０９６
１１ 四川 １１２４ ３４５ ２１５６ ０７１
１２ 江西 １２４１ ４３２ ２２２１ ０８２

３　讨论
１）中药的含水量直接影响药材的质量［１１］，中药材

在贮存过程中出现的虫害、霉变、潮解、风化、走味等变

质现象多与其有关，因此，要重视中药含水量的研究和

管理。根据不同产地赤豆药材１２批样品测定结果分
析，水份含量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１３６４％，最低值为
１０１２％，平均值为 １１９６％，符合 ２０１０年版《中国药

典》要求，说明赤小豆药材总体质量较好。

２）中药材的灰分含量是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之
一［１２］，测定中药材总灰分可反映中药材的纯度。本次

测定１２批赤小豆药材，其结果最高值为４３６％，最低
值为３６１％，平均值为 ３９０％，均未超出 ２０１０年版
《中国药典》规定，说明其质量合格。

３）水溶性浸出物测定可充分反应药材的内在质
量，是确保其疗效确切、质量可靠的有效手段。中药材

的浸出物含量测定作为控制其质量标准已经得到广泛

应用［１３－１５］。采用《中国药典》法测定不同产地赤豆药

材中浸出物含量和杂质检查均未见报道，本文首次使

用药典法对其进行测定，根据所测结果，水浸出物测定

结果最高值为２４３２％，最低值为１８１６％，平均值为
２０７３％；杂质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１１１％，最低值为
０６７％，平均值为０９０％。建议赤小豆药材水溶性浸
出物不低于１８０％为宜，杂质不高于１５％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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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秦健，吴孟岚，王珂雅．不同产地何首乌药材水分、灰分和浸出物的
测定［Ｊ］．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０，７（１３）：６７－６８．

（２０１３－０５－１０收稿　责任编辑：徐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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