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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法，探讨白芍炒制前后化学成分的变化。方法：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Ｃ１８色谱柱，０１％甲酸水溶液乙腈梯度洗脱，体积流量０３ｍＬ／ｍｉｎ，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分别测定不同产地各１０批
生、炒白芍中的化学成分。结果：分别在生、炒白芍中鉴定出４０种化学成分。结论：通过 ＵＨ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ＭＳ技术，为
分析生、炒白芍中的化学成分提供一种快速、高效的分析方法，为综合评价生白芍和炒白芍的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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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芍（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ｏ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为毛茛科植物芍
药（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的干燥根，气微，味微苦、
酸，性微寒，归肝、脾经，具有养血调经、敛阴止汗、柔

肝止痛、平抑肝阳的功效，用于血虚萎黄、月经不调、

自汗、盗汗、胁痛、腹痛、四肢挛痛、头痛眩晕［１］。现

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白芍具有抗炎、镇痛、增强免疫、

保肝等作用［２４］。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收载其饮片品种有白芍、炒白芍、酒白芍。白芍经清

炒后，以养血和营、敛阴止汗为主；经酒炒后，降低酸

寒伐肝之性，入血分，善于调经止血，柔肝止痛［５］。

现代研究表明，白芍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有单萜苷类、

酚酸类、没食子酰葡萄糖类、挥发油类等［６］，其中芍

药苷、芍药内酯苷、苯甲酰芍药苷和氧化芍药苷等单

萜苷类化合物被认为是白芍的重要药效物质基

础［７９］。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通过测定
芍药苷含量对白芍进行质量控制，但是中药具有多

成分、多靶点的特点，测定单一成分难以反映饮片的

整体质量，高效分离能力的色谱与高分辨、高灵敏的

质谱串联技术已在多组分中药及复方成分定性分析

中逐渐凸显出独特优势［１０１２］。近年来针对白芍化学

成分的研究已有文献报道［１３１５］，但同时针对白芍和

炒白芍中化学成分的研究尚少，故本研究采用 ＵＨ
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ＭＳ分析白芍和炒白芍中的化学成
分，为其质量控制提供较全面的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ＫＱ５２００ＤＢ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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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ＢＰ１２１Ｓ电子分析天平（梅特
勒－托雷多公司）。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超高效液相色谱
仪（配有 ＬＣ３０ＡＤ二元液相泵、ＳＩＬ３０ＳＤ自动进样
器、ＤＧＵ２０Ａ５Ｒ在线脱气机、ＣＴＯ３０Ａ柱温箱）；美
国ＡＢＳＣＩＥＸＴｒｉｐｌｅＴＯＦ５６００＋系统（配有电喷雾离
子源 ＥＳＩ）；数据采集软件：ＡｎａｌｙｓｔＴＦ１６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ＢＳＣＥＩＸ，ＵＳＡ）；数据处理软件系统：Ｐｅａｋｖｉｅｗ１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ＢＳＣＥＩＸ，ＵＳＡ）；３０Ａ超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系统（日本，岛津公司）；ＳＰＥ固相萃取小柱。
１２　试剂　质谱纯甲酸、质谱纯甲醇、质谱纯乙腈（德
国ＥＭｅｒｃｋ）；水为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ｉｌｌＱ超纯水，每日自制。
１３　分析样品　实验中所用１０批生白芍和１０批
炒白芍样品均购自医院和药店，经江苏省中医院副

主任中药师袁家财鉴定，为毛茛科植物芍药（Ｐａｅｏ
ｎｉａ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的干燥根。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ＵＨ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ＭＳ色谱质谱条件　色谱
条件：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Ｃ１８反向色谱柱（２１ｍｍ×１００
ｍｍ，１８μｍ），流动相 Ａ（０１％甲酸水）Ｂ（乙腈），
梯度洗脱，程序为 ０～２ｍｉｎ，５％～１３％ Ｂ；２～１２
ｍｉｎ，１３％～１９％ Ｂ；１２～１５ｍｉｎ，１９％～３３％ Ｂ；１５～
１８ｍｉｎ，３３％～５５％ Ｂ；１８～２２ｍｉｎ，５５％～１００％ Ｂ；
流速０３ｍＬ／ｍｉｎ；柱温３５℃，进样体积２μＬ。质谱
条件：ＱＴＯＦＭＳ／ＭＳ系统使用 ＥＳＩ离子源，分别在

正、负离子模式下采集数据。ＩＳＶＦ为４５００／４５００
Ｖ，ＴＥＭ为５５０℃，ＤＰ为６０／６０Ｖ，ＣＥ为３５／３５ｅＶ，
雾化气体为氮气，Ｇａｓ１为５５ｐｓｉ（１ｐｓｉ≈６９ｋＰａ），
Ｇａｓ２为５５ｐｓｉ，ＣｕｒｔａｉｎＧａｓ为３５ｐｓｉ。一级质谱母离
子扫描范围为ｍ／ｚ１００～２０００，二级质谱子离子扫描
范围为ｍ／ｚ５０～１０００，开启动态背景扣除（ＤＢＳ）。
２２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白芍及炒白芍粉（６０
目）各０５ｇ，精密称定，分别置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加
入５０％甲醇溶液３５ｍＬ，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取出，用
５０％甲醇溶液定容。取 １５ｍＬ溶液置 ２ｍＬ离心
管，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精密移取１ｍＬ上清液
过ＳＰＥ柱，梯度洗脱：１０％甲醇 １ｍＬ，３０％甲醇 ２
ｍＬ，５０％甲醇 ３ｍＬ，７０％甲醇 ２ｍＬ，１００％甲醇 １
ｍＬ，合并洗脱液，取１５ｍＬ洗脱液置２ｍＬ离心管，
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即得。
２３　数据库的建立　借助于 ＣＮＫＩ、ＰｕｂＭｅｄ和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等数据库检索白芍相关文献，尽可能全面
地建立包含中药白芍中所含化合物的分子式、分子

质量和化学名称等信息数据库，并借助于 ＣｈｅｍＳｐｉ
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ｏｏｋ等网络数据库下载各个化合物的
ｍｏｌ文件，计算其在正离子模式下常见离子［Ｍ＋
Ｈ］＋、［Ｍ＋ＮＨ４］＋和负离子模式下常见离子［Ｍ＋
ＣＯＯＨ］－、［Ｍ－Ｈ］－等多种离子形态的精确质荷比
数值［１６１８］。

图１　ＲＰＬ（Ａ：正离子模式；Ｂ：负离子模式）和ＰＰＬ（Ｃ：正离子模式；Ｄ：负离子模式）的典型总离子色谱图（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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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软件应用　将白芍生品和炒品的原始质谱数
据导入ＰｅａｋＶｉｅｗ软件中，通过分析比较各个化合
物由总离子流图提取到的一级质量数与理论质量数

比对以及二级碎片与其ｍｏｌ文件所对应的碎片之间
的匹配进行化学成分确认，最终质量数误差５ｐｐｍ
以内、结构匹配度达到 ８０％以上的成分被鉴定
出来。

２５　成分鉴别和分析　白芍生品和炒品在正、负离
子模式下的总离子流图。见图１。正、负离子２种
模式下共鉴别出４０种化合物。见表１。以芍药苷

为例来说明鉴别过程，峰１７的［Ｍ－Ｈ］－为４７９１５５
８９，对应分子式为Ｃ２３Ｈ２８Ｏ１１，质量数为４８０１６３１６，
主要二级碎片为ｍ／ｚ１２１０３０８，３２７１０８１，４７９１７９
７，７７０４２９，与文献报道芍药苷的二级质谱碎片离
子相一致，推测该化合物为芍药苷，将芍药苷的 ｍｏｌ
文件所预测的碎片与二级碎片进行匹配，最终确认

该化合物为芍药苷。其他化合物采用类似鉴定方

法，分别于生、炒白芍中鉴定出来４０种成分，其化学
种类主要是单萜苷类和酚酸类成分，从成分种类来

看，白芍炒制前后没有质变成分。

表１　生白芍（ＲＰＬ）和炮制白芍（ＰＰＬ）中鉴别出的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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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
ｍｉｎ

Ｎｅｇ．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Ｐｏｓ．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１蔗糖 Ｃ１２Ｈ２２Ｏ１１３４２１１６２ ０７１ －０８ ３４１１０９０ ［Ｍ－Ｈ］－ ＋ ＋

８９０５２９，
５９０１８４，
１１９０３６０，
７１０１６１

０５ ３４３１２３５ ［Ｍ＋Ｈ］＋ ＋ ＋

８５０２８８，
１６３０７４９，
１２７０４２８，
３０７１１４４

２二葡糖基蒬酸 Ｃ１９Ｈ２６Ｏ１５４９４１２７２ ０７７ ０３ ４９３１１９９ ［Ｍ－Ｈ］－ ＋ ＋

４９３１２０１，
３１３０５３３，
１６９０１１０，
１５１００１５

３
去苯甲酰基芍

药苷或异构体
Ｃ１６Ｈ２４Ｏ１０３７６１３７０ １０２ ２４ ４２１１３４１［Ｍ＋ＣＯＯＨ］－ ＋ ＋

１６５０３５９，
３４５１１８３，
１９５０６３９，
８９０２３６

－０６ ３９４１７０８ ［Ｍ＋ＮＨ４］＋ ＋ ＋

１７９０６９６，
１５１０７４５，
１２３０８１４，
１９７０７９５

４柠檬酸 Ｃ６Ｈ８Ｏ７ １９２０２７０ １０３ －０３ １９１０１９７ ［Ｍ－Ｈ］－ ＋ ＋

１１１００８１，
８７００９２，
８５０３０３，
５７０３７６

５
６Ｏｇａｌｌｏｙｌｓｕ
ｃｒｏｓｅ

Ｃ１３Ｈ１６Ｏ１０３３２０７４４ １１２ ０８ ３３１０６７１ ［Ｍ－Ｈ］－ ＋ ＋

１６９０１２２，
３３１０６６７，
２１１０２２０，
１５１００２３

６邻苯三酚 Ｃ６Ｈ６Ｏ３ １２６０３１７ １５３ ３５ １２５０２４４ ［Ｍ－Ｈ］－ ＋ ＋

７９９５８０，
９６９６２４，
８１０３２７，
５１０２８２

７没食子酸 Ｃ７Ｈ６Ｏ５ １７００２１５ １６３ ３８ １６９０１４３ ［Ｍ－Ｈ］－ ＋ ＋

１２５０２３３，
９７０２９８，
６９０３６５，
１２４０１６０

０３ １７１０２８８ ［Ｍ＋Ｈ］＋ ＋ ＋

８１０３４１，
１０７０１３０，
５００１８５，
１５３０１７２

８
牡丹酮１Ｏβ
Ｄ葡萄糖苷

Ｃ１６Ｈ２４Ｏ９３６０１４２０ １７４ ０９ ３５９１３４８ ［Ｍ－Ｈ］－ ＋ ＋

１７９０６９９，
１５３０１７９，
８５０２８０，
２５２９５９９

０１ ３７８１７５９ ［Ｍ＋ＮＨ４］＋ ＋ ＋

１６３０７５４，
８５０２８３，
１０７０８４７，
１９９０９８５

９
６ＯβＤ吡 喃
葡萄糖基白芍
醇内酯

Ｃ１６Ｈ２６Ｏ９３６２１５７７ ２７９ ２５ ４０７１５４８ ［Ｍ－Ｈ］－ ＋ ＋

３６１１５２６，
８９０２５４，
５９０１６９，
１０１０２４３

－０２ ３８０１９１５ ［Ｍ＋ＮＨ４］＋ ＋ ＋

１８３１００９，
１６５０９１１，
９１０５３９，
２０１１１０７

１０氧化芍药苷 Ｃ２３Ｈ２８Ｏ１２４９６１５８１ ３４７ ３ ４９５１５２３ ［Ｍ－Ｈ］－ ＋ ＋

４９５１５０３，
１３７０２２６，
３４５１１４５，
９３０３１８

－０５ ４９７１６５４ ［Ｍ＋Ｈ］＋ ＋ ＋

１２１０２７３，
８５０３４２，
１９７０８０６，
４９７１６１６

１１没食子酸甲酯 Ｃ８Ｈ８Ｏ５ １８４０３７２ ３９４ １８ １８３０３００ ［Ｍ－Ｈ］－ ＋ ＋

１２４０１６２，
１６８００５５，
１１１００８５，
１４００１０７

－１４ １８５０４４５ ［Ｍ＋Ｈ］＋ ＋ ＋

１０７０１２７，
５９０１３８，
１２５０２２２，
１５３０１６９

·０７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Ｖｏｌ．１４，Ｎｏ．２



续表１　生白芍（ＲＰＬ）和炮制白芍（ＰＰＬ）中鉴别出的化学成分

Ｎ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ｓｓ
ｔＲ／
ｍｉｎ

Ｎｅｇ．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Ｐｏｓ．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１２儿茶素 Ｃ１５Ｈ１４Ｏ６２９００７９０ ３９５ １８ ２８９０７１８ ［Ｍ－Ｈ］－ ＋ ＋

１０９０２７３，
２８９０６９０，
１６５０１７０，
５７０３７２

０９ ２９１０８６３ ［Ｍ＋Ｈ］＋ ＋ ＋

１７９０６９９，
１５１０７３６，
８５０２８９，
１９７０７８６

１３
６′ＯβＤｇｌｕ
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ａｌｂ
ｉｆｌｏｒｉｎ

Ｃ２９Ｈ３８Ｏ１６６４２２１６０ ５２１ ３７ ６８７２１３１ ［Ｍ－Ｈ］－ ＋ ＋

６１１２０３７，
５１９１７６０，
３２７１１４６，
７１０１４９

－０５ ６６０２４９８ ［Ｍ＋ＮＨ４］＋ ＋ ＋

１７９０７０２，
１６３０６０１，
１５１０７５２，
１４５０４９５

１４芍药内酯苷 Ｃ２３Ｈ２８Ｏ１１４８０１６３２ ５４４ ４４ ４７９１５５９ ［Ｍ－Ｈ］－ ＋ ＋

１２１０２７６，
４４９１４６５，
７７０４０５，
１９５０６６７

－０１ ４８１１７０４ ［Ｍ＋Ｈ］＋ ＋ ＋

１０５０３４３，
１９７０８１０，
３１９１１７０，
１７９０７０３

１５牡丹酚苷 Ｃ１５Ｈ２０Ｏ８３２８１１５８ ６１ １７ ３２７１０８５ ［Ｍ－Ｈ］－ ＋ ＋

１６５０４８４，
１２１０２３８，
１５１０００２，
１７４９５６７

１６牡丹皮苷Ｅ Ｃ２４Ｈ３０Ｏ１３５２６１６８６ ６１１ ２８ ５２５１６１４ ［Ｍ－Ｈ］－ ＋ ＋

１２１０２８０，
１６５０５４５，
３２７１０７７，
４４９１４４９

１７芍药苷 Ｃ２３Ｈ２８Ｏ１１４８０１６３２ ６２４ ４９ ４７９１５５９ ［Ｍ－Ｈ］－ ＋ ＋

１２１０３０８，
３２７１０８１，
７７０４２９，
４７９１７９７

０１ ４８１１７０４ ［Ｍ＋Ｈ］＋ ＋ ＋

１０５０３４３，
１９７０８１０，
３１９１１７０，
１７９０７０３

１８ｐａｅｏｎｉｄａｎｉｎ Ｃ２４Ｈ３０Ｏ１１４９４１７８８ ６２５ －０１ ５１２２１２６ ［Ｍ＋ＮＨ４］＋ ＋ ＋

１７９０７０８，
１５１０７４５，
１３３０６７６，
１９７０７７４

１９芍药新苷 Ｃ２３Ｈ２６Ｏ１０４６２１５２６ ６２５ －０６ ４６３１５９９ ［Ｍ＋Ｈ］＋ ＋ ＋

１７９０６９７，
１５１０７４９，
７９０５４５，
１０５０６８９

２０
芍药新苷异构

体
Ｃ２３Ｈ２６Ｏ１０４６２１５２６ １４３８ ３３ ５０７１４９７［Ｍ＋ＣＯＯＨ］－ ＋ ＋

１２１０２７９，
１７７０５５０，
８９０２４４，
３３９１０７１

０２ ４８０１８６４２［Ｍ＋ＮＨ４］＋ ＋ ＋

１０５０３３６，
７７０３７４，
１５１０７４３，
３０１１０４２

２１
１，２，３，６四没
食子酰葡萄糖

Ｃ３４Ｈ２８Ｏ２２７８８１０７２ ８０２ ４１ ７８７１０００ ［Ｍ－Ｈ］－ ＋ ＋

７８７１０７４，
６３５０８９８，
６１７０８０２，
１６９０１２１

２２鞣花酸 Ｃ１４Ｈ６Ｏ８ ３０２００６３ ８２５ １９ ３００９９９０ ［Ｍ－Ｈ］－ ＋ ＋

３００９９８２，
２２９０１２９，
１７２０１４８，
２５４８５０９

２３
没食子酰芍药

苷
Ｃ３０Ｈ３２Ｏ１５６３２１７４１ ９９８ ４３ ６３１１６６８ ［Ｍ－Ｈ］－ ＋ ＋

６３１１６６９，
４９１１２０２，
２７１０４４９，
１６９０１１１

－０７ ６３３１８１４ ［Ｍ＋Ｈ］＋ ＋ ＋

１５３０１８０，
１０５０３２９，
３１５０７４０，
２９７０５０６

２４
Ｐｅｎｔａｇａｌｌｏｙｌｇｌｕ
ｃｏｓｅ

Ｃ４１Ｈ３２Ｏ２６９４０１１８２ １１７７ ３９ ９３９１１０９ ［Ｍ－Ｈ］－ ＋ ＋

６１７０８９１，
９３９１２１１，
７６９０９６４，
７８７１０９３

２５牡丹皮苷Ｄ Ｃ２４Ｈ３０Ｏ１２５１０１７３７ １３６５ ３１ ５０９１６６５ ［Ｍ－Ｈ］－ ＋ ＋

４６３２１７１，
３３１１７５８，
１２１０３０３，
５０９１６１６

２６ｐａｅｏｎｉｄａｎｉｎＥ Ｃ４６Ｈ５４Ｏ２１９４２３１５８ １４８６ ２７ ９８７３１２９［Ｍ＋ＣＯＯＨ］－ ＋ ＋

９４１３１３６，
８９３２９７０，
４３１１３３０，
１２１０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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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生白芍（ＲＰＬ）和炮制白芍（ＰＰＬ）中鉴别出的化学成分

Ｎ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ｓｓ
ｔＲ／
ｍｉｎ

Ｎｅｇ．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Ｐｏｓ．ｉｏｎ
ｐｐｍ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ｏｎ ｔｙｐｅ ＲＰＬ ＰＰＬ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２７
３′，６′ｄｉＯｇａｌ
ｌｏｙｌ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

Ｃ３７Ｈ３６Ｏ１９７８４１８５１ １４９５ ０２ ７８３１７７８ ［Ｍ－Ｈ］－ ＋ ＋

７８３１８３２，
６４３１３０９，
４６５０６４５，
７６５１６４２

０９ ７８５１９２４ ［Ｍ＋Ｈ］＋ ＋ ＋

１５３０１６５，
１０５０３６７，
４７１１２９５，
７８５２１６０

２８牡丹皮苷Ｈ Ｃ３０Ｈ３２Ｏ１４６１６１７９２ １５１８ ４６ ６１５１７１９ ［Ｍ－Ｈ］－ ＋ ＋

６１５１７４８，
１６９０１１２，
２７３０３６１，
４９３１５０１

２９牡丹皮苷Ｂ Ｃ３１Ｈ３４Ｏ１４６３０１９４９ １６７１ １４ ６２９１８７６ ［Ｍ－Ｈ］－ ＋ ＋

１２１０２９１，
１６５０５４８，
４３１１３３６，
５５３１７２２

３０苯甲酰芍药苷 Ｃ３０Ｈ３２Ｏ１２５８４１８９４ １６７５ １６ ５８３１８２１ ［Ｍ－Ｈ］－ ＋ ＋

７７０４１７，
１２１０２９１，
２２４９９３４，
４３１１２３８

－０６ ５８５１９６７ ［Ｍ＋Ｈ］＋ ＋ ＋

１０５０３４６，
１９７０８１０，
３１９１１６９，
２４９０７６５

３１ｐａｅｏｎｉｎＤ Ｃ３７Ｈ３６Ｏ１６７３６２００３ １７６ ３６ ７３５１９３１ ［Ｍ－Ｈ］－ ＋ ＋
１６９０１４０，
７３５１９４２

－３４ ７３７２０７６ ［Ｍ＋Ｈ］＋ ＋ ＋

１５３０１９１，
１０５０３１７，
２４９０７４２，
７３７２０００

３２
ｄｉｐｒｏｐ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Ｃ１４Ｈ１８Ｏ４２５０１２０５ １８６３ ２２ ２４９１１３２ ［Ｍ－Ｈ］－ ＋ ＋

２２１１１６９，
１７７１２５６，
１４９０９５７，
５９０１６６

０５ ２６８１５４３ ［Ｍ＋ＮＨ４］＋ ＋ ＋

１０５０３４３，
１０６０３５７，
１１３９４２２，
１４９０６０２

３３ｐａｅｏｎｉｌａｃｔｏｎｅＣ Ｃ１７Ｈ１８Ｏ６３１８１１０３ １８６４ －４ ３１７１０３１ ［Ｍ－Ｈ］－ ＋ ＋

２２１１１７０，
５９０１４７，
１４９０９７０，
３１６９９３８

３４丹皮酚 Ｃ９Ｈ１０Ｏ３ １６６０６３０ ２０２７ ０５ １６７０７０３ ［Ｍ＋Ｈ］＋ ＋ ＋

７７０３９５，
１２１０２７８，
１４９０６０２，
５００１６５

３５２３羟基白桦酸 Ｃ３０Ｈ４８Ｏ４４７２３５５３ ２０８４ ３３ ４７１３４８０ ［Ｍ－Ｈ］－ ＋ ＋ ４７１３４８４

３６白桦脂酮酸 Ｃ３０Ｈ４６Ｏ３４５４３４４７ ２０８７ ０７ ４５５３５２０ ［Ｍ＋Ｈ］＋ ＋ ＋

４０９３５２７，
２０３１７８２，
１１１０８３８，
４５５３５６２

３７桦木酸 Ｃ３０Ｈ４８Ｏ３４５６３６０４ ２２２３

３８
３０ｎｏｒｈｅｄｅｒ
ａｇｅｎｉｎ

Ｃ２９Ｈ４４Ｏ４４５６３２４０ ２００７ ４２ ４５５３１６７ ［Ｍ－Ｈ］－ ＋ ＋ ４５５３１９６

３９棕榈酸 Ｃ１６Ｈ３２Ｏ２２５６２４０２ ２４０１ １８ ２５５２３３０ ［Ｍ－Ｈ］－ ＋ ＋ ２５５２３３４

４０棕榈酸乙酯 Ｃ１８Ｈ３６Ｏ２２８４２７１５ ２４６２ ２１ ２８３２６４３ ［Ｍ－Ｈ］－ ＋ ＋ ２８３２６１５

３　讨论
供试品溶液制备时，考察了不同浓度甲醇作为

提取溶剂，结果显示５０％的浓度下，白芍 ＴＩＣ图谱
上的峰较多，提取比较完全，又考察了分别用甲醇和

乙醇作为提取液，发现甲醇提取峰形更好，所以选择

用５０％甲醇做提取溶剂。
白芍清炒后，药性缓和，药效偏于柔肝、和脾、止

泻。本实验对炮制前后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鉴定

出的４０种成分在生品和炮制品中种类未见显著性

差异，白芍炒后药性缓和，可能是因为炒制后有效成

分的含量发生了变化，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实验采用 ＵＨ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ＭＳ技术，通过
数据库匹配及二级结构分析，参考相关文献，鉴定了

白芍和炒白芍中４０种化学成分。该方法快速、简
便、灵敏度高，可为白芍及其炮制品后续的化学成分

研究、药理研究以及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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