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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麻黄汤不同配伍对苦杏仁和甘草有效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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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麻黄汤不同配伍对苦杏仁和甘草有效成分的影响。方法：制备苦杏仁苷对照品溶液和甘草酸单铵盐对
照品溶液和不同配伍方式的麻黄汤水煎液供试品溶液，以正交设计８中不同配伍的麻黄汤组方，苦杏仁有效成分研究中
以ＡＨ进行标识；甘草有效成分研究中以Ａ１Ｈ１对８中不同配伍方式进行标实。最终结果根据国家药典委员会提出的
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２００４Ａ进行相似度分析，采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结果：苦杏仁和甘草色
谱条件能够分别将苦杏仁苷和甘草酸清晰的分离出来，无其他杂质峰，基线稳定，具有可比性。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中对

苦杏仁有效成分苦杏仁苷每剂含量未见明显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后结果显示，麻黄汤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甘草对苦杏

仁苷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中以 Ｈ１单纯甘草中甘草酸含量为最高，而麻黄汤全方
Ａ１中的甘草酸含量为最低；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和苦杏仁均降低麻黄汤中甘草酸的含量（Ｐ＜００５）。结论：麻黄汤不同
配伍中麻黄、桂枝、甘草对苦杏仁中有效成分苦杏仁苷未见明显影响；而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和苦杏仁均降低麻黄汤中

甘草有效成分甘草酸的含量。

关键词　指纹图谱；麻黄汤；不同配伍；苦杏仁；甘草；苦杏仁苷；甘草酸单铵盐；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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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黄汤这一出自医圣张仲景的著名经典方剂，
仅由四味药组成，分别为麻黄、桂枝、苦杏仁、甘草；

原文《伤寒论》中显示麻黄汤用于太阳伤寒表实证，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麻黄汤可用于治疗上呼吸道

感染、流感、急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１４］。

麻黄汤四味药物共奏发汗解表的功效，其中麻黄的

药性属辛温，通过发汗将外邪驱逐出肌表卫分；桂枝

药性辛温，其色赤善发散可入营分散寒入卫分，而入

卫分的外邪再随麻黄而出卫分，邪祛疾病自愈；苦杏

仁药性属苦温，通过肃降肺气，宣肺止咳；同时佐麻

黄辛散；甘草调和诸药，使诸药合用邪气祛解而正气

不伤［５７］。而对于经方的研究，研究学者多通过拆方

研究配伍关系对中药配伍的药理研究探索其配伍的

后药物有效成分的变化，探讨配伍意义［８］。目前麻

黄汤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较少，我们基于指纹图谱

研究麻黄汤不同配伍对苦杏仁、甘草有效成分的影

响。现报道如下。

１　仪器与试剂
１１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型号：ＨＰ１１００，美国
惠普公司）；甲醇（分析纯）、甲醇（色谱纯）、乙腈（色

谱纯）等均购自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苦杏
仁苷对照品（８２０２００００２）和甘草酸单铵盐（０７３１
９７０４）。
１３　分析样品　我院中药房提供的麻黄科植物草
麻黄的麻黄干燥草质茎，樟科植物肉桂的桂枝干燥

嫩技，蔷薇科植物山杏的苦杏仁干燥成熟种子，豆科

植物甘草的甘草干燥根及根茎。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色谱条件
２１１　苦杏仁有效成分指纹图谱色谱条件　本研
究选择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ＯＤＳＣ１８柱（４０ｍｍ×２５０ｍｍ，
５μｍ）为色谱柱；流动相：甲醇水（１５∶８５）作为流动
相溶剂条件进行梯度洗脱，进样体积为１０μＬ控制
３５℃柱温，并以０５ｍＬ／ｍｉｎ为流速；以２１０ｎｍ为
目标检测波长。

２１２　甘草有效成分指纹图谱色谱条件　本研究
选择ＺｏｒｂａｘＳＢＣ１８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为色
谱柱；流动相：乙腈１５％醋酸水溶液梯度洗脱，进
样体积 ２μＬ维持和室温相同的柱温，并以
０８ｍＬ／ｍｉｎ为流速；以２５４ｎｍ为目标检测波长。
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２２１　苦杏仁苷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１２５
ｍｇ苦杏仁苷对照品并加入５０％甲醇将其定容与２５

ｍＬ的容量瓶中，获得０５０３ｍｇ／ｍＬ的苦杏仁苷对照
品溶液。

２２２　甘草酸单铵盐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
２０ｍｇ甘草酸单铵盐对照品并加入４０％甲醇将其定
容与２５ｍＬ容量瓶中，获得１０１ｍｇ／ｍＬ甘草酸单铵
盐对照品溶液。

２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２３１　苦杏仁含量测定供试品溶液制备　根据表１
中麻黄汤的不同配伍方式ＡＨ组成含苦杏仁的８个
配伍组方，先根据 ＡＨ组方分别称量麻黄汤药材
（剂量同《伤寒论》所记载），由于苦杏仁后下，先将８
个组方中的其他药物先置于含有１０００ｍＬ水的烧
瓶中浸泡３０ｍｉｎ，加热煮沸３０ｍｉｎ后加热苦杏仁，继
续加热回流２０ｍｉｎ，摇匀过滤即得各不同配伍麻黄
汤ＡＨ的麻黄汤水煎液；精密量取０５ｍＬ上述麻
黄汤水煎液加入甲醇定容于２５ｍＬ量瓶，静置２ｈ
后离心取上清液，即得各不同配伍含苦杏仁的 ＡＨ
的麻黄汤供试品溶液。

２３２　甘草含量测定供试品溶液制备　根据表２
中麻黄汤的不同配伍方式Ａ１Ｈ１组成含甘草的８个
配伍组方，方法同１４１制备各不同配伍含甘草的
Ａ１Ｈ１的麻黄汤供试品溶液。

表１　麻黄汤不同配伍研究苦杏仁有效成分的
正交设计（１＝用药，２＝不用药）

不同配伍 苦杏仁 麻黄 桂枝 甘草

Ａ麻黄汤全方 １ １ １ １
Ｂ苦杏仁麻黄桂枝 １ １ １ ２
Ｃ苦杏仁麻黄甘草 １ １ ２ １
Ｄ苦杏仁麻黄 １ １ ２ ２
Ｅ苦杏仁桂枝甘草 １ ２ １ １
Ｆ苦杏仁桂枝 １ ２ １ ２
Ｇ苦杏仁甘草 １ ２ ２ １
Ｈ苦杏仁 １ ２ ２ ２

表２　麻黄汤不同配伍研究甘草有效成分的
　　正交设计（１＝用药，２＝不用药）

不同配伍 甘草 麻黄 桂枝 苦杏仁

Ａ１麻黄汤全方 １ １ １ １
Ｂ１甘草麻黄桂枝 １ １ １ ２
Ｃ１甘草麻黄苦杏仁 １ １ ２ １
Ｄ１甘草麻黄 １ １ ２ ２
Ｅ１甘草桂枝苦杏仁 １ ２ １ １
Ｆ１甘草桂枝 １ ２ １ ２
Ｇ１甘草苦杏仁 １ ２ ２ １
Ｈ１甘草 １ ２ ２ ２

２４　专属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根据２３制
备的供试品溶液，采用薄层层析的方法对麻黄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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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属性试验，结果显示麻黄汤专属性良好。

２５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的甲醇
溶液３０、６０、１２０、１８０、２４０ｍＬ，分别置５０ｍＬ量
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精密吸取

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峰面积；以混合对照品
进样量（μｇ）为横坐标（Ｘ），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
（Ｙ），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表明，混合对照品在
００６４３２～０１４５６μｇ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２６　中间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１０μＬ同一供试
品溶液，连续进样５次，结果显示相对标注偏差ＲＳＤ
为０８２％，精度度良好。
２７　供试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麻黄汤全方的供
试品溶液，分别根据苦杏仁的色谱条件和甘草的色

谱条件进行指纹图谱研究，在供试品溶液制备后０
ｈ，２ｈ，４ｈ，８ｈ，１２ｈ，２４ｈ进行测定，最终获得苦杏
仁色谱条件的 ＲＳＤ为 １８８％；而甘草色谱条件的
ＲＳＤ为０８９％，表明２４ｈ内样品稳定以及各色谱条
件的稳定性高。

２８　重复性试验　精密吸取１０μＬ同一供试品溶
液，在相同色谱条件，相同液相分析仪上检测５次，
结果显示标准偏差ＲＳＤ为０８８％，重复性良好。
２９　回收率试验　采用加样回收法，精密称取５份
已知含量的同一批号样品各约０５ｇ，分别精密加入
２０ｍＬ混合对照品甲醇溶液（０００５３６ｍｇ／ｍＬ），进
行回收率试验测定，计算结果显示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５４％，ＲＳＤ为０７６％。
２１０　样品测定结果
２１０１　麻黄汤中苦杏仁色谱条件的指纹图谱　如
图１所示，苦杏仁色谱条件能够将苦杏仁苷清晰的
分离出来，无论是苦杏仁苷对照品溶液、缺苦杏仁阴

性对照溶液还是麻黄汤全方供试品溶液均获得清晰

的分离，无其他杂质峰，基线稳定，具有可比性。

图１　麻黄汤中苦杏仁色谱条件的指纹图谱

２１０２　甘草指纹图谱　甘草色谱条件能够将苦杏
仁苷清晰的分离出来，无论是苦杏仁苷对照品溶液、

缺苦杏仁阴性对照溶液还是麻黄汤全方供试品溶液

均获得清晰的分离，无其他杂质峰，基线稳定，具有

可比性。见图２。

图２　麻黄汤中甘草色谱条件的指纹图谱

２１０３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苦杏仁有效成分的
影响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中对苦杏仁有效成分苦
杏仁苷每剂含量未见明显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后结

果显示，麻黄汤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甘草对苦杏

仁苷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图３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苦杏仁有效成分的影响

表３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苦杏仁有效成分的影响

方差药物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麻黄 ８２０２ １ ０１２３ ０７４５
桂枝 ７０３４ １ ０１０６ ０７６２
甘草 １２０９０４ １ １８０２ ０２５１

２１０４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甘草有效成分的影
响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中以 Ｈ１单纯甘草中甘草
酸含量为最高，而麻黄汤全方Ａ１中的甘草酸含量为
最低；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和苦杏仁均降低麻黄汤

中甘草酸的含量（Ｐ＜００５）。见图４和表４。

图４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甘草有效成分的影响

表４　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对甘草有效成分的影响

方差药物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Ｆ Ｐ

麻黄 ３６１２６ １ ３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桂枝 ５２０２１ １ ４３２１６ ０００３
苦杏仁 ９５２２３ １ ７９１０４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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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苦杏仁为蔷薇科樱桃属植物山杏、蔷薇科樱桃

属植物西伯利亚杏、蔷薇科樱桃属植物东北杏或蔷

薇科樱桃属植物杏的干燥成熟种子，苦杏仁的功效

主要是止咳平喘和润肠通便，其药物的主要有效成

分为苦杏仁苷和苦杏仁油，除了这些主要的有效药

物成分以外，苦杏仁还有多种成分，诸如苦杏仁酶、

多种氨基酸类营养成分、挥发性成分和微量元素等。

目前苦杏仁苷含量的测定方法繁多，采用滴定法间

接测定苦杏仁苷含量的可见于中国药典中的相关记

载；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以及中药研究的深入，有学

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薄层扫描法、应用紫外吸收

光谱法、化学发光法、指纹图谱等测定苦杏仁苷的含

量［９１２］。本研究基于指纹图谱对苦杏仁中的有效成

分苦杏仁苷进行测定，结果显示，麻黄汤不同配伍方

式中对苦杏仁有效成分苦杏仁苷每剂含量未见明显

差异，进行方差分析后结果显示，麻黄汤不同配伍中

麻黄、桂枝、甘草对苦杏仁苷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有研究显示［１３１４］麻黄汤全方配伍对

苦杏仁中的苦杏仁苷有效含量没有影响，只有麻黄

与苦杏仁配伍时，其水煎液中苦杏仁苷含量亦未见

增加，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甘草为豆科植物、胀果甘草、光果甘草的干燥根

及根茎，是中药方剂中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其功效以

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

为主，其中也因为调和诸药这一功效而应用广泛。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甘草中含有甘草酸、黄酮类和生

物碱类化合物等，多种化合物各司其职发挥抗炎、抗

变态反应和调节细胞免疫功能等功效。目前对甘草

的用药评价主要以其有效成分之一甘草酸的含量

（定量指标），作为评价甘草的质量标准评价标准之

一［１５１６］。目前随着科技的发达，甘草酸的测定方法

有很多，其中以高效液相色谱法最为多见，其次毛细

管电泳法和薄层扫描法等［１７１８］。本研究基于指纹图

谱研究，结果显示麻黄汤不同配伍方式中以 Ｈ１单
纯甘草中甘草酸含量为最高，而麻黄汤全方Ａ１中的
甘草酸含量为最低；不同配伍中麻黄、桂枝和苦杏仁

均降低麻黄汤中甘草酸的含量。由此推测可能甘草

的有效成分甘草酸与麻黄汤中的其他三味药材发生

剧烈的化学反应，无论是有效成分之间的还是药物

毒性之间的，这些反应降低了甘草有效成分在不同

麻黄汤配伍方式中甘草酸的含量，帮助甘草在麻黄

汤中行使调和诸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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