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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胡汤不同煎煮方式对黄岑有效化学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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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析不同煎煮方式对小柴胡汤中黄岑有效化学成分的影响。方法：选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小柴胡汤用去
滓再煎法与不去滓煎法２种煎煮后的黄岑有效化学成分（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的含量。对照品溶液包括黄岑苷、黄
岑素、汉黄岑素，检测开始前先进行对照品溶液的线性关系考察及精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回收率试验。结果：黄岑苷、

黄岑素、汉黄岑素对照品溶液的标准曲线方程分别为Ｙ＝４３４５７３０９８Ｘ－８８８８１１（ｒ＝０９９９８）、Ｙ＝２４７８２６８６８Ｘ９１１０５
（ｒ＝０９９９５）、Ｙ＝７７１９８８９７４Ｘ２４４９０３（ｒ＝０９９９９）。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对照品溶液的精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
与回收率试验的ＲＳＤ均低于２％，平均回收率均高于９５％。供试品溶液Ａ中所测得的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含量分别
为（０３６４２±００２７１）ｇ／Ｌ、（１０１９２３±０３８７５）ｇ／Ｌ、（１８０８２２±０７４６５）μｇ／ｍＬ，高于供试品溶液 Ｂ的（０２８２４±
００４７８）ｇ／Ｌ、（８２１５０±０３５４１）ｇ／Ｌ、（１２６９８２±０６４２９）μｇ／ｍＬ（Ｐ＜００５）。结论：去滓再煎法较之传统不去滓煎法更
利于小柴胡汤中黄岑有效化学成分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的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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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柴胡汤为临床经典方剂，在各种发热性疾病
的治疗中应用广泛。“去滓再煎”是药物的一种特

殊煎煮方式，即于药物煎煮一定时间后将药渣滤去

再次煎煮使药液浓缩。有中医研究认为，去滓再煎

可使药液浓缩，减少药液量，减轻患者胃肠负担；另

外药汁再煎后药液浓度大，适用于水液运化、转输障

碍的患者［１］。已有研究显示，去滓再煎法在半夏泻

心汤、小柴胡汤等方剂中较为多用，且以上汤方均为

临床常用方剂［２］。但有专家提出［３４］，煎煮方式、药

物配伍比例、炮制等因素均会对中药方剂中有效成

分的溶出造成影响，但有关去滓再煎、不去滓再煎后

有效成分含量变化的研究较少，故本研究采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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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法测定小柴胡汤用去滓再煎法与不去滓煎

法２种煎煮后的黄岑有效化学成分黄岑苷、黄岑素、
汉黄岑素的含量，以探析不同煎煮方式对小柴胡汤

中黄岑有效化学成分的影响，以期为临床中药煎煮

方式的合理应用提供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型号 ＬＣ２０ＡＴ，购自
日本岛津公司）；分析天平（型号ＡＥＬ２００，购自湘仪
天平仪器厂）；超声波清洗器（型号 ＫＱ３２００Ｅ，购自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　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对照品；甲醇
（购自北京普天同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９８％）作为对照品。
１３　分析样品　小柴胡汤配方：生柴胡１２０ｇ，黄芩
（枯芩）、人参、生姜、半夏、大枣各４５ｇ，甘草３０ｇ。
组方中所涉及药材均购自同仁堂药店。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
５μｍ），柱温６℃，流动相乙腈（Ａ）０１％磷酸溶液
（Ｂ），梯度洗脱（５％～１２％ Ａ，０～５ｍｉｎ；１２％～２４％
Ａ，５～１５ｍｉｎ；２４％～２７％ Ａ，１５～２０ｍｉｎ；２７％ Ａ，
２０～３０ｍｉｎ；２７％～７０％ Ａ，２０～３０ｍｉｎ；７０％～１００％
Ａ，４０～５０ｍｉｎ；１００％～５％ Ａ，５０～５５ｍｉｎ），流速１０
ｍＬ／ｍｉｎ，进样量２０μＬ，黄芩苷检测波长在２００～４００
ｎｍ之间扫描，最终供试品在２７８ｎｍ处有吸收峰而
对照品溶液无，确定在２７８ｎｍ处测定波长。按照以
上色谱条件将不同梯度浓度的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

６次，测定峰面积值。并以对照品 Ａ、Ｂ、Ｃ的进样量
作为衡坐标（Ｘ）、峰面积值作为纵坐标（Ｙ）进行线
性回归，得到标准曲线方程。

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黄岑苷、
黄岑素、汉黄岑素，置于量瓶中，加甲醇（购自天津市

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得到对照品溶液Ａ、Ｂ、Ｃ。取２０μＬ甲醇作为空白溶
剂，注入液相色谱仪进行测定，证实空白试剂对实验

结果无影响后开始测定。

２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用２种方法煎煮小
柴胡汤：去滓再煎法：按组方剂量称量药材，称量误

差需控制在±００１ｇ。称好后将药材置于５Ｌ的容
器中，加入２４００ｍＬ超纯水浸泡０５ｈ。后大火煎
煮，水沸后调至小火维持微沸状态，至药汁浓缩为

１２００ｍＬ时关火，将药渣滤去，微沸状态下继续煎煮
药汁至６００ｍＬ，再次关火。得到供试品溶液 Ａ。不
去滓煎法：按组方剂量称量药材，称好后将药材置于

５Ｌ的容器中，加入２４００ｍＬ超纯水浸泡０５ｈ。大
火煎煮至水沸，调至小火维持微沸状态，至药汁浓缩

为６００ｍＬ，关火。得到供试品溶液Ｂ。
２４　专属性试验　取甲醇２０μＬ为空白对照试剂，
加入液相色谱仪内，在２１色谱条件下测定，显示空
白溶剂 ＜５ｍｉｎ出峰且较小，无干扰，另取混合对照
组溶液、供试品溶液 Ｃ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２１
色谱条件下测定，显示有效成分和相邻峰分离均 ＞
１５。
２５　线性关系考察　取对照品溶液 Ａ、Ｂ、Ｃ，３种溶
液均平均分为６份，分别稀释为６个梯度浓度。见
表１。

表１　３种对照品溶液的线性回归方程

成分 标准曲线 ｒ 线性范围（ｇ／Ｌ）

黄岑苷 Ｙ＝４３４５７３０９８Ｘ８８８８１１ ０９９９８ ０２５８５～２３２５９
黄岑素 Ｙ＝２４７８２６８６８Ｘ９１１０５ ０９９９５ ０００４７５～００４２８２
汉黄岑素 Ｙ＝７７１９８８９７４Ｘ２４４９０３ ０９９９７ ００１２２～０１１１０

２６　中间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Ａ、Ｂ、
Ｃ各６份，测定２７８ｎｍ处的吸收度，计算精密度试
验的相对标准差（ＲＳＤ），结果精密度试验 ＲＳＤ低于
２％。见表２。

表２　中间精密度试验结果

成分 精密度试验的ＲＳＤ（％）

黄岑苷 ０１４
黄岑素 ０９５
汉黄岑素 １１５

２７　对照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再次精密量取对照
品溶液Ａ、Ｂ、Ｃ各６份，分别于０５ｈ、１０ｈ、１５ｈ、
２０ｈ、２５ｈ、３０ｈ时测定２７８ｎｍ处的吸收度，计算
稳定性试验的 ＲＳＤ。结果：稳定性试验 ＲＳＤ低于
２％。见表３。

表３　对照品溶液稳定性试验

成分 稳定性试验的ＲＳＤ（％）

黄岑苷 １２１
黄岑素 １３８
汉黄岑素 １５２

２８　回收率试验　精密量取６份供试品溶液 Ｂ，每
份９ｍＬ，分别置于１０ｍＬ的量瓶中，然后加入１ｍＬ
的对照品溶液 Ａ、Ｂ、Ｃ各２份进行超声混合。之后
加入甲醇至刻度线进行定容。按照２３中色谱条件
分别进样，计算黄岑苷的平均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差

（ＲＳＤ）。结果：回收率试验ＲＳＤ低于２，平均回收率
高于９５％。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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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回收率试验

成分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黄岑苷 ９７８ １１０
黄岑素 ９６２ １０２
汉黄岑素 ９６４ ０８５

２９　样品测定结果　分别取供试品溶液 Ａ、Ｂ各６
份，按２３中色谱条件每次进样２０μＬ测定样品中
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的含量。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比较采取独立
样本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供
试品溶液Ａ中所测得的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含
量均高于供试品溶液Ｂ（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２种煎煮方法的黄岑有效化学成分含量比较
（珋ｘ±ｓ，ｎ＝６）

成分 黄岑苷（ｇ／Ｌ） 黄岑素（ｇ／Ｌ） 汉黄岑素（μｇ／ｍＬ）

供试品溶液Ａ ０３６４２±００２７１１０１９２３±０３８７５ １８０８２２±０７４６５
供试品溶液Ｂ ０２８２４±００４７８ ８２１５０±０３５４１ １２６９８２±０６４２９

ｔ ３６４７ ９２２７ １３３８６
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目前，黄岑药材内主要主要化学成分的测量方

法有电化学法、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其

中电化学法、分光光度法检测的选择性差，含量的测

定结果易受杂质的干扰，为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故

本研究选择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定。

黄岑的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包括黄岑苷、黄岑

素、汉黄岑素等。有药理学研究显示［５６］，黄岑苷具

有消炎、抗菌等作用；黄岑素可抗菌、利尿并抗变态

反应；汉黄岑素可利尿、解痉，故本研究选择黄岑苷、

黄岑素、汉黄岑素作为对照品。液相色谱法测定过

程中，为防止色谱柱出现堵塞导致柱压升高，研究中

的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均经微孔滤膜滤过后进

样。另外，临床以往多于黄酮类成分显色后在

５１０ｎｍ处测定其含量［７］，但本研究中的供试品溶液

Ａ与Ｂ在５１０ｎｍ处均未见吸收，推测与本研究中的
供试品溶液中成分复杂有关。经多次试验，最终在

２７８ｎｍ处进行测定，且效果满意。结果显示黄岑
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对照品溶液均具有良好的线性

关系，精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与回收率试验结果也

表明，ＲＳＤ均在 ２％以上，平均回收率均达 ９５％以
上，故本研究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基本满意。

中药的药疗是多组分的协同作用这一观点已基

本达成共识［８］。有研究称，小柴胡汤为复方制剂，不

同成分之间会相互影响［９］。有研究认为，小柴胡汤

中的柴胡、人参等药材中含蛋白、皂苷等表面活性物

质，可促使黄酮类成分进入蛋白、皂苷等“胶团”中

而使黄岑主要成分的溶解度获得提高［１０］。也有专

家指出，人参与柴胡的极性较大，皂化能力强，因而

黄岑与柴胡及人参等中药材配伍后溶出效果更佳，

有利于提高方剂疗效［１２］。有研究提出，中药方剂在

相同配伍的前提下，煎煮方式对有效成分的溶出也

会造成不同影响［１３］。全方水煎煮是中药方剂中药

材的传统提取方法，随着单味配方颗粒及根据药味

“有效成分”理化性质确定提取方法等新观点的提

出［１４１６］，中药复方制剂的提取方法也逐渐发生变化。

在此现状下明确不同提取工艺对中药方剂疗效的影

响非常重要。由于不去滓煎法是临床最常见的中药

煎煮方式，故本研究设置了去滓煎法与不去滓煎法

的２种供试品溶液。结果显示，供试品溶液 Ａ中所
测得的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含量均高于供试品

溶液 Ｂ，证实小柴胡汤采取去滓煎法更利于黄岑主
要化学成分的溶出，从而发挥该方剂的药理学作

用［１７１８］。姜侠等［１９］的研究也证实，不去滓煎法所测

得的黄岑苷含量低于去滓再煎法，与本研究结论一

致，但２组煎煮方法导致黄岑主要有效化学成分含
量差异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有研究在探讨煎药器

具、煎药时间及火候等因素对中药方剂主要成分的

影响时发现，煎药时间的影响系数最大［２０］。而不去

滓煎法与去滓再煎法的煎药时间理论上会存在差

异，推测可能是造成黄岑有效化学成分含量差异的

因素之一，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本研究仍存

在一定局限性，如尚未观察其他药材化学有效成分

含量的变化，因此本研究虽初步认为去滓再煎法可

提高黄岑类成分的溶出，但方中皂苷类等成分的变

化还需完善研究。

综上所述，小柴胡汤采取去滓再煎法更利于黄

岑有效化学成分黄岑苷、黄岑素、汉黄岑素的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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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角度出发，在西医治疗基础上，加用中医治疗

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临床症状和生命质量，维

持心功能，减少再住院率［１６］。因此，研究中医四诊

信息对中医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及提高患者生命质

量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慢性心力衰竭中医四诊信息与患者

生命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中医症状与

其相关程度显著。这为今后从中医角度有针对性提

高患者生命质量提供参考依据。当然，由于本研究

样本含量不大，因此要明确两者关系密切程度大小

还需进行多次重复以及更大样本研究来加以佐证。

参考文献

［１］孟立平，郭航远，蒋承建．慢性心力衰竭药物治疗研究进展［Ｊ］．

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５，１８（２３）：２８７０２８７２．

［２］逯金金，林谦，农一兵，等．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生存质量量

表与ＳＦ３６简明健康状况量表信度、反应度对比研究［Ｊ］．中医杂

志，２０１１，５２（１０）：８３７８４０．

［３］林琳，朱燕波，杜金行，等．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命质量测评的现

状［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２００８，１２（５）：９７１９７４．

［４］王园园，王秀红，刘振东，等．ＳＦ３６与ＭＬＨＦＱ对慢型克山病患者

生存质量评估的对比研究［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２０１６，３１

（８）：８４５８４７．

［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用）

［Ｓ］．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７８０．

［６］苏海霞，潘海虹，张蕾．胃肠道间质瘤ＣＴ影像特征对照病理危险

度评估的相关性研究［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２０１４，２０

（６）：５１１５１６．

［７］张琦，许志红，王瑞英．社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存质量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１，９（９）：１０４２

１０４４．

［８］龚开政，张振刚，王顺娣，等．中文版 ＳＦ３６量表在心力衰竭患者

生存质量评价中的应用研究［Ｊ］．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０４，２６（１２）：７３２７３６．

［９］罗良涛，赵慧辉，王娟，等．中医医院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

医证候要素分布特点分析［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

（２）：１３０１３４．

［１０］张洁，仇盛蕾．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医证候要素分布特征［Ｊ］．

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６，５４（７）：１０３１０６．

［１１］卢健棋，李苏依，温志浩，等．广西地区慢性心力衰竭中医证候

要素分布规律文献分析［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６，１４（３）：２８６２８８．

［１２］徐峥，张并璇，宋庆桥，等．真实世界下不同中医证候要素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远期预后的比较分析［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３８（９）：６３５６４０．

［１３］赵付清，王玉中，王兴凯，等．病性类证候要素对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预后的影响［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４）：５３０

５３３，５３７．

［１４］李彬，陈静，赵慧辉，等．基于证候要素治疗方案对慢性心衰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５）：８２１８２４．

［１５］李宁秀，刘朝杰，李俊，等．四川省城乡居民 ＳＦ３６评价参考值

［Ｊ］．华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２（１）：４３４７．

［１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中

西医结合医师分会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慢性心力衰竭中西

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Ｊ］．心脑血管病防治，２０１６，１６（５）：３４０

３４７．

（２０１７－０５－２５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上接第７４５页）
［６］许韦，邵志伟，李小东，等．黄岑等１０种中药对大肠埃希菌的体

外抑菌试验观察［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３，１７（５）：８４６８４８．

［７］汤优霞，汪燕鸣，孙登明，等．Ｌ半胱氨酸和镍分层修饰电极的制

备及对黄岑苷的测定［Ｊ］．分析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６）：７６９７７３．

［８］ＧｅＷ，ＹｉｎＱ，ＸｉａｎＨ．Ｗｏｇｏｎ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ｏ

ｍａ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ＩＲＥ１α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ＪＭｏｌ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１５，

５６（３）：６５２６６２．

［９］ＪｉａｎｇＷＹ，ＳｅｏＧＳ，ＫｉｍＹＣ，ｅｔａｌ．ＰＦ２４０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ｃｏｌｉｔｉｓ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ｖｉｖｏ［Ｊ］．

ＡｒｃｈＰｈａｒｍＲｅｓ，２０１５，３８（６）：１１２７１１３７．

［１０］ＸｕＳ，ＺｈａｏＸ，ＺｈａｏＱ，ｅｔａｌ．Ｗｏｇｏｎｉ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ｒａｔｄｏｒｓａｌｒｏｏｔｇａｎｇｌｉ

ｏｎｎｅｕｒｏｎｓｄｅａｔｈｖ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ｕｎｉｃａｍｙｃ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ｉｎ

ｖｉｔｒｏ［Ｊ］．ＣｅｌｌＭｏｌ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５（３）：３８９３９８．

［１１］ＬｉｕＹ，ＷａｎｇＨ，ＣａｉＸ，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ｕｒ

ｆａ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５２（４）：２３３６２３４３．

［１２］ＭｉａｏＧ，ＺｈａｏＨ，ＧｕｏＫ，ｅｔ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ｔ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ｘｉｃｂｒａｉｎｂｙ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Ｊ］．Ｎｅｕｒａｌ

ＲｅｇｅｎＲｅｓ，２０１４，９（１７）：１５９２１５９８．

［１３］ＹｕｎＪ，ＪｕｎｇＹＳ．Ａ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ｒａｄｉｘｗａ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ｍｏｒｐｈ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ｐｌａｃ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ＰｈａｒｍＢｉｏｌ，

２０１４，５２（１１）：１３８２１３８７．

［１４］李丽，张村，肖永庆，等．黄芩饮片的产地加工方法研究［Ｊ］．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８）：１３．

［１５］蔡华，雷攀，杨光义，等．薯蓣皂苷类化学成分提取方法研究进

展［Ｊ］．中国药师，２０１６，１９（７）：１３６６１３６９．

［１６］张淑香，王术平，田伟，等．中药有效成分现代提取技术研究进

展［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６，２４（２）：１９１１９３．

［１７］王凯，吕长遥，梁超．从“缓气厚味”探讨小柴胡汤“去滓再煎”

的机理［Ｊ］．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９（３）：９８１００．

［１８］余旭超，唐虎，张晓云．仲景“去滓再煎法”浅析［Ｊ］．湖南中医杂

志，２０１７，３３（３）：１２１１２２．

［１９］姜侠，闫方杰，姜璐，等．ＨＰＬＣ测定不同煎煮方法小柴胡汤中９

种成分的含量［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１３）：９８１０３．

［２０］卢芳国，张世鹰，吴治谚，等．中药煎煮的容器、溶媒、时间、火候

因素［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６，５７（１）：７８８０．

（２０１７－０９－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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