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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醋白芍、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药效组分

变化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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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醋白芍、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醋白芍及炙甘草药效组分的变化规律。方法：以醋白芍、炙甘草单味药
及其药对为研究对象，采用水煎煮法制备供试品溶液，采用ＨＰＬＣ法测定。结果：醋白芍４种药效组分（氧化芍药苷、芍药
内酯苷、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含量分别为：醋白芍（１０７±０１２、０３６±００２、２００±０２１、０３７±００３）ｍｇ／ｍＬ；醋白芍
甘草（１８９±０１１、０８６±００５、３２５±０１３、０５２±００３）ｍｇ／ｍＬ；醋白芍炙甘草（１９０±００９、０８７±００４、３３０±０２４、
０５２±００１）ｍｇ／ｍＬ。炙甘草五种药效组分（甘草酸、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苷、异甘草素）含量分别为：炙甘草（６５３±
０２５、２１７±０３３、０５２±０２１、０４８±０２３、００９±００３、９７９±０６５）ｍｇ／ｍＬ；炙甘草焦白芍（５１３±０３２、２１１±０２１、
０４７±０１２、０５７±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２、８４０±０７５）ｍｇ／ｍＬ；炙甘草炒白芍（６４７±０３３、２６７±０２３、０５６±０２３、０６０±
０２３、０１２±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７８）ｍｇ／ｍＬ；炙甘草醋白芍（８７６±０３５、３１０±０４３、０７９±０３２、０７６±０３４、０１５±００５、
１３５６±０９９）ｍｇ／ｍＬ。结论：配伍影响或改变了药效组分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而改变了药效组分的溶出，最终改变了药
效组分在复方汤剂中存在状态。中药治疗作用的关键在于药效组分，包括药效组分的组成及各药效组分之间的比例。药

效组分的组成不同，疗效也不同；药效组分的组成相同，但比例不同，疗效也不一样。不同组成的药效组分或不同比例的

药效组分分别代表不同的中药，具有不同的临床疗效，其根源在于药效组分的不同，应加以区分。因此，对中药药效组分

的研究与探讨是解析中药配伍机制的关键。

关键词　醋白芍；炙甘草；配伍载体；药效组分；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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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芍药甘草汤最早见于汉代张仲景《伤寒论·辨
太阳病脉证并治》第２９条，“……伤寒脉浮，自汗出，
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孪急，反与桂枝汤，欲攻其

表，此误也。得之便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

干姜汤与之，以复其阳。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

草汤与之，其脚即伸……。”有柔肝舒筋、缓急止痛之

功效，是历代传承常用中药。

中药中多种具有药理作用的化学成分的含量、

比例决定着中药的疗效，这些成分即为中药的药效

组分。药效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改变

其化学性质和溶解性［１４］，最终发挥不同的临床疗

效，其根源在于药效组分的不同。氧化芍药苷，芍药

内酯苷，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甘草苷，甘

草素，异甘草苷，异甘草素为芍药甘草汤中存在的成

分，研究较成熟，且均具有一定的解痉［５９］、镇痛［５９］

功效，还有研究表明：甘草酸与芍药苷配伍，在镇痛、

解痉、解热、抗炎［１０］、抑制胃液分泌和松弛平滑肌方

面均有协同增效作用，甘草酸可与中药中多种生物

碱起化学反应生成不易溶解的沉淀物，既将这些沉

淀物在体内缓慢分解而逐渐发挥药效，又可使药性

发作较缓，从而降低副作用，同时，这九种药效组分

均为水溶性成分，符合经方水煎特点。

本文在中药药效组分理论的指导下［１１１５］，研究

醋白芍或炙甘草单味药及其复方中药效组分的含量

变化，以考查药效组分的影响因素，旨在揭示配伍与

药效组分的对应性关系，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建立中

药药效组分质量评价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ＨＰ真空
脱气泵，ＨＰ四元泵，ＨＰ自动进样，ＨＰ柱温箱，ＨＰ
ＤＡＤ检测器；ＷＲＸ１Ｓ型ＢＰ１１０Ｓ电子分析天平；Ａｇ
ｉｌ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ｄＣ１８色谱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
１２　受试药物　氧化芍药苷（含量≥９８％，批号
１３０３１７）、芍药内酯苷（含量≥９８％，批号１３０５１８）、
芍药苷（含量≥９８％，批号１３０８１５）、苯甲酰芍药苷
（含量≥９８％，批号１３１２２７）、甘草酸（含量≥９８％，
批号１２１２０１）、甘草苷（含量≥９８％，批号１３１０２９）、

图１　（Ａ）白芍水煎液、（Ｂ）甘草水煎液、（Ｃ）芍药甘草
汤水煎液、（Ｄ）混合对照品溶液的ＨＰＬＣ图谱

　　注：１氧化芍药苷　２芍药内酯苷　３芍药苷　４甘草
苷　５异甘草苷　６甘草素　７苯甲酰芍药苷　８异甘草素
　９甘草酸

甘草素（含量≥９８％，批号１２１１０２）、异甘草苷（含量
≥９８％，批号１３０１１０）、异甘草素（含量≥９８％，批号
１３１０２０），均购自成都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醋
白芍，炒白芍，焦白芍，甘草，炙甘草，购自河北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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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路路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经北京中医药大学中

药学院中药鉴定系张贵君教授鉴定分别为毛莨科植

物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的干燥根、豆科甘草
属植物甘草 Ｇｌｙｃｙｒｒｈｉｚａｕｒａｌ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ｃｈ的干燥根和
根茎及其醋炙品、蜜炙品，生炒品和炒焦品。供试品

配伍见表１。

表１　供试品配伍

配伍１ 剂量 配伍２ 剂量

醋白芍 １２ｇ 炙甘草 １２ｇ
醋白芍甘草 １２ｇ１２ｇ 炙甘草焦白芍 １２ｇ１２ｇ
醋白芍炙甘草 １２ｇ１２ｇ 炙甘草炒白芍 １２ｇ１２ｇ

表２　醋白芍、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９个药效组分的
标准曲线方程、相关系数和线性范围

药效组分 标准曲线方程 Ｒ２ 线性范围／ｎｇ

氧化芍药苷 ｙ＝２８３４ｘ＋２０５３ ０９９９ ００８４～０８４
芍药内酯苷 ｙ＝７４１８ｘ１３６２ ０９９９ ０１４～１４０
芍药苷 ｙ＝８００５ｘ＋１２２５ ０９９９ ０３８２～３８２

苯甲酰芍药苷 ｙ＝１５３１ｘ５１４１ ０９９９ ００９４～０９４
甘草酸 ｙ＝３７６４ｘ＋２２８１ ０９９９ ０８８０～８８０
甘草苷 ｙ＝１０７２ｘ７３０８ ０９９９ ０２０４～２０４
甘草素 ｙ＝４２８１ｘ＋２７７２ ０９９９ ００９０～０９０
异甘草苷 ｙ＝４０２５ｘ＋１６７９ ０９９９ ０００８～００８
异甘草素 ｙ＝２３００５ｘ＋１５０１ ０９９９ ００８２～０８２

表３　醋白芍及其配伍载体中４种药效组分含量（ｍｇ／ｍＬ，ｎ＝３）

配伍 氧化芍药苷 芍药内酯苷 芍药苷 苯甲酰芍药苷 药效组分总量

醋白芍 １０７±０１２ ０３６±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１ ０３７±００３ ３８０±０２４
醋白芍甘草 １８９±０１１ ０８６±００５ ３２５±０１３ ０５２±００３ ６５２±０３２

醋白芍炙甘草 １９０±００９ ０８７±００４ ３３０±０２４ ０５２±００１ ６５９±０４２

　　注：与醋白芍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４　醋白芍及其配伍载体中４种药效组分的比例（ｎ＝３）

配伍 氧化芍药苷 芍药内酯苷 芍药苷 苯甲酰芍药苷

醋白芍 ２８９ ０９７ ５４１ １００
醋白芍甘草 ３６３ １６５ ６２５ １００
醋白芍炙甘草 ３６５ １６７ ６３５ １００

２　方法
２１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９种对照品适
量，分别加甲醇配制成含甘草苷１０２ｍｇ／ｍＬ，异甘
草苷１０３ｍｇ／ｍＬ，甘草素 １１２ｍｇ／ｍＬ，异甘草素
１０３ｍｇ／ｍＬ，甘草酸１１０ｍｇ／ｍＬ，芍药苷１０６ｍｇ／
ｍＬ，氧化芍药苷 １０５ｍｇ／ｍＬ，苯甲酰芍药苷 １１８
ｍｇ／ｍＬ，芍药内酯苷１１７ｍｇ／ｍＬ的单一对照品溶
液。依次精密量取以上８种对照品溶液（甘草酸除
外）２５ｍＬ、１ｍＬ、１ｍＬ、０１ｍＬ、４５ｍＬ、１ｍＬ、１
ｍＬ、１５ｍＬ置同一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再加入１１０１
ｍｇ的甘草酸对照品，加甲醇稀释至刻度，配制成含
甘草苷１０２μｇ／ｍＬ，异甘草苷４１２μｇ／ｍＬ，甘草素
４４８μｇ／ｍｌ，异甘草素４１２μｇ／ｍＬ，甘草酸４４０μｇ／
ｍＬ，芍药苷１９０８μｇ／ｍＬ，氧化芍药苷４２μｇ／ｍＬ，苯
甲酰芍药苷４７２μｇ／ｍＬ，芍药内酯苷７０２μｇ／ｍＬ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冰箱保存，备用。

２２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照表１配伍，称取各种
配置比例的药材，加１０倍量的水，先浸泡３０ｍｉｎ，再
煮沸３０ｍｉｎ，过滤分离出煎煮液，最后再加１０倍量
水煎煮３０ｍｉｎ。合并煎煮液，浓缩成浓度为０１ｇ／
ｍｌ的原药材溶液，取该浓缩液１ｍＬ至１０ｍＬ的容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静置２０ｍｉｎ，分出上清

液，即得浓度为 ００１ｇ／ｍｌ的原药材溶液，为供试
品，进样前用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
２３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ＥｘｔｅｎｄＣ１８色谱
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乙腈（Ａ）
０１％磷酸水溶液（Ｂ），梯度洗脱，０～５ｍｉｎ，５％ ～
１０％Ａ，５～１２ｍｉｎ，１０％～１４％Ａ，１２～１５ｍｉｎ，１４％
～１６％Ａ，１５～２０ｍｉｎ，１６％ ～１８％Ａ，２０～２５ｍｉｎ，
１８％～２０％Ａ，２５～３０ｍｉｎ，２０％ ～２２％Ａ，３０～４０
ｍｉｎ，２２％～２５％Ａ，４０～５０ｍｉｎ，２５％ ～４０％Ａ，５０～
６０ｍｉｎ，４０％～５５％Ａ，６０～６５ｍｉｎ，５５％ ～５％Ａ，体
积流量１０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１０μＬ，柱温３０℃，检测
波长为２３０ｎｍ（氧化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芍药苷、
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２７６ｎｍ（甘草苷、甘草素），
３６０ｎｍ（异甘草苷、异甘草素）。色谱如见图１。
２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１２１中混合对照
品溶液２μＬ、５μＬ、１０μＬ、１５μＬ、２０μＬ，分别进样。
按２３色谱条件测定各成分的峰面积，以峰面积积
分值为纵坐标（Ｙ），对照品进样量（μｇ）为横坐标
（Ｘ），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回归方程，结果见表２。
２５　精密度试验　取醋白芍：炙甘草（１２∶１２）配伍
药材，制备供试品溶液，按照２３色谱条件进样，连
续６次，测定并计算氧化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芍药
苷、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

苷、异甘草素９个药效组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值。ＲＳＤ
分别为 １６５％、１７５％、０５８％、１９１％、１６４％、
１２０％、１０２％、１４０％、１２８％，表明仪器精密度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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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稳定性试验　取醋白芍：炙甘草（１２∶１２）配伍
药材，制备供试品溶液，按照２３色谱条件进样，分
别于配制后０、４、８、１０、１２、２４ｈ进样，测定并计算氧
化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甘草

酸、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苷、异甘草素９个药效组
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值。ＲＳＤ分别为１９６％、１１９％、
１３２％、１９１％、１５３％、１１７％、１４３％、１４３％、
１２９％，表明２４ｈ内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良好。
２７　重复性试验　取醋白芍：炙甘草（１２∶１２）配伍
药材，平行制备６批次供试品溶液，按照２３色谱条
件进样，测定并计算氧化芍药苷、芍药内酯苷、芍药

苷、苯甲酰芍药苷、甘草酸、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

苷、异甘草素９个药效组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值。ＲＳＤ
分别为 １００％、１８３％、１８４％、２００％、１７５％、

１５６％、０９２％、１３４％、０９６％，表明本方法重复性
良好。

２８　加样回收率实验　精密吸取已知含量的醋白
芍：炙甘草（１２∶１２）水煎液１ｍＬ，平行６份，分别精
密加入等量对照品溶液，制备成供试品溶液，按照

２３色谱条件进样，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９９％，９９％，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ＲＳＤ分别
为１２８％，１３２％，２１２％，２４％，１１８％，２３３％，
０８９％，０５３％，２５３％。
３　结果

醋白芍、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药效组分含量

测定结果　分别制备３批次供试品，每批供试品连
续进样３次，进样量１０μＬ，测定峰面积，根据外标
法计算各组分含量，结果见表３，表４。

表５　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５种药效组分含量（ｍｇ／ｍＬ，ｎ＝３）

配伍 甘草酸 甘草苷 甘草素 异甘草苷 异甘草素 药效组分总量

炙甘草 ６５３±０２５ ２１７±０３３ ０５２±０２１ ０４８±０２３ ００９±００３ ９７９±０６５
炙甘草焦白芍 ５１３±０３２ ２１１±０２１ ０４７±０１２ ０５７±０２２ ０１２±００２ ８４０±０７５
炙甘草炒白芍 ６４７±０３３ ２６７±０２３ ０５６±０２３ ０６０±０２３ ０１２±００１ １０４２±０７８
炙甘草醋白芍 ８７６±０３５ ３１０±０４３ ０７９±０３２ ０７６±０３４ ０１５±００５ １３５６±０９９

表６　炙甘草及其配伍载体中５种药效组分的比例（ｎ＝３）

配伍 甘草酸 甘草苷 甘草素 异甘草苷 异甘草素

炙甘草 ７２５６ ２４１１ ５７８ ５３３ １００
炙甘草焦白芍 ４２７５ １７５８ ３９２ ４７５ １００
炙甘草炒白芍 ５３９２ ２２２５ ４６７ ５００ １００
炙甘草醋白芍 ５８４０ ２０６７ ５２７ ５０７ １００

４　结论
表３可以看出，醋白芍的４种药效组分在醋白

芍单味药及其药对中的含量变化规律：醋白芍炙甘
草（１９０±００９、０８７±００４、３３０±０２４、０５２±
００１）ｍｇ／ｍＬ＞醋白芍甘草（１８９±０１１、０８６±
００５、３２５±０１３、０５２±００３）ｍｇ／ｍＬ＞醋白芍
（１０７±０１２、０３６±００２、２００±０２１、０３７±
００３）ｍｇ／ｍＬ，芍药甘草汤药效组分总量变化规律
为：醋白芍炙甘草（６５９±０４２）ｍｇ／ｍＬ＞醋白芍
甘草（６５２±０３２）ｍｇ／ｍＬ＞醋白芍（３８０±０２４）
ｍｇ／ｍＬ。

由表３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醋白芍与甘草配伍
后，药效组分溶出率显著提高，均高于白芍单味药材

的溶出率，且药效组分总量也最高。而甘草经过炮制

后，增容作用显著提高，炙甘草对醋白芍药效组分的

增溶作用显著高于甘草对醋白芍药效组分的溶出。

由表４可以看出，醋白芍与炙甘草配伍后，汤剂
中的药效组分之间的比例也发生变化，药效组分之

间的比例关系影响着复方汤剂药效组分的构成，对

复方的疗效有重要影响。

表５可以看出，芍药甘草汤中５种药效组分在
炙甘草单味药及其药对中的含量变化规律为：炙甘

草醋白芍（８７６±０３５、３１０±０４３、０７９±０３２、
０７６±０３４、０１５±００５、１３５６±０９９）ｍｇ／ｍＬ＞炙
甘草炒白芍（６４７±０３３、２６７±０２３、０５６±
０２３、０６０±０２３、０１２±００１、１０４２±０７８）ｍｇ／
ｍＬ＞炙甘草（６５３±０２５、２１７±０３３、０５２±
０２１、０４８±０２３、００９±００３、９７９±０６５）ｍｇ／ｍＬ
＞炙甘草焦白芍（５１３±０３２、２１１±０２１、０４７±
０１２、０５７±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２、８４０±０７５）ｍｇ／
ｍＬ，药效组分的总量变化规律为：炙甘草醋白芍
（１３５６±０９９）ｍｇ／ｍＬ＞炙甘草炒白芍（１０４２±
０７８）ｍｇ／ｍＬ＞炙甘草（９７９±０６５）ｍｇ／ｍＬ＞炙甘
草焦白芍（８４０±０７５）ｍｇ／ｍＬ。

由表５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炙甘草与白芍及其
炮制品配伍后，炙甘草的药效组分溶出率显著增高，

提示：配伍对炙甘草的药效组分具有增容效果。且

醋白芍对炙甘草药效组分的增溶作用强于炒白芍，

炒白芍对炙甘草药效组分的增容作用强于焦白芍。

配伍后，炙甘草的药效组分溶出率呈规律性上升，药

效组分的总量变化规律与之一致。

（下接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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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４６页）
　　表３、表５可以看出，醋白芍、炙甘草的药效组
分与复方药效组分总量变化规律趋势一致。表４、
表６可以看出，４种药效组分之间的比例也发生改
变，因此，配伍改变了药效组分在复方中的存在状

态。配伍后，醋白芍药效组分或炙甘草药效组分的

含量明显增加（Ｐ＜００５），原因可能为：甘草中的甘
草酸等药效组分与醋白芍中的芍药苷等药效组分相

互作用，增加了药效组分的溶解性，甘草经过炮制后

化学成分发生变化，增溶效果更明显。

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配伍使中药中多种药

效组分之间发生物理、化学作用，影响或改变了药效

组分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而改变了药效组分的溶

出，最终改变了药效组分在复方汤剂中存在状态，从

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疗效的复方。中药治疗作用的关

键在于药效组分，包括药效组分的组成及各药效组

分之间的比例。药效组分的组成不同，疗效也不同；

药效组分的组成相同，但比例不同，疗效也不一样。

不同组成的药效组分或不同比例的药效组分分别代

表不同的中药，具有不同的临床疗效，其根源在于药

效组分的不同，药效组分是中药治疗的根本，应加以

区分，临床用药应遵循中医传统理论，根据病情转变

调整用药比例。因此，对中药药效组分的研究与探

讨是解析中药配伍机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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