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４月　第１４卷　第４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２０１２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基金项目］　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基金项目（２００８０７０２０）
［通讯作者］　赵润怀，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ｒｕｎｈｕａ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酸蒸馏碘滴定法测定西洋参中二氧化硫残留量
△

周海燕
１，付建国

２，周应群
１，李艳

３，赵润怀
１

（１中国药材公司，北京　１０２６００；２黑龙江东度参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龙江　海林　１５７１００；３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　目的：分析不同产地不同商品规格西洋参中二氧化硫的残留情况。方法：采用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
一部规定的酸蒸馏碘滴定方法检测西洋参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结果：西洋参样品二氧化硫的含量均低于５ｍｇ·ｋｇ－１，
远远低于国际规定的限量标准；西洋参产地和商品规格与二氧化残留硫量相关关系不明显。结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

定西洋参二氧化硫残留量限量标准时应将西洋参作为传统不硫熏的药材对待。

［关键词］　西洋参；商品规格；二氧化硫残留量；安全性

西洋参为五加科植物西洋参 Ｐａｎａｘｑｕｉｎｑｕｅｆｏｌｉｕｍ
Ｌ的干燥根，味苦、性凉、入心、肺、肾经，功能
以补益为主，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是一味药食

两用的名贵中药。在产地加工、销售、贮藏过程中，

为达到防腐、防虫、增白的目的，常常人为地引入

硫熏。硫熏产生的二氧化硫是一种强还原剂，服用

含过量二氧化硫的中药，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
［１］，

另据报道，二氧化硫也会改变西洋参药材中药效活

性类成分人参皂苷的含量，进而影响其质量和疗

效
［２］。因此，本研究采用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

部的酸蒸馏碘滴定方法
［３］，对不同产地不同商品规

格西洋参二氧化硫残留量进行检测，为不同产地不

同商品规格西洋参的质量评价和食用药用安全性提

供实验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Ｌ两颈圆底烧瓶，竖式回流冷凝管，带刻度分
液漏斗（玻璃仪器照 《中国药典》标准做）

［３］，

９９９９９％高纯氮气（北京千禧气体公司），２５ｍＬ酸
式滴定管，磁力搅拌器（９４０１数显控温，上海振荣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电热套（１Ｌ调温型 ＺＤＨＷ，
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

西洋参来自吉林安图、汪清、抚松、靖宇、长

白、集安，北京怀柔，山东文登，加拿大，均为 ４

年生，共２５个，未硫熏，所有样品由中国药材公司
赵润怀主任中药师鉴定为正品。盐酸（北京化工

厂），００５ｍｏｌ碘标准液（ＳＩＧＭＡ公司），可溶性高
纯淀粉（ＳＩＧＭＡ公司），去离子水。

２　试验方法

２１淀粉指示液配制
取可溶性淀粉０６ｇ，加水５ｍＬ搅匀后，缓缓

倾入１００ｍＬ沸水中，随加随搅拌，继续煮沸２ｍｉｎ，
放冷，倾取上层清液，临用新制，所得淀粉指示剂

的质量浓度为６ｇ·Ｌ－１。
２２碘标准溶液配制

００５ｍｏｌ碘浓缩标准液置１０００ｍＬ棕色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２０ｍＬ，置１００ｍＬ
棕色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即得００１ｍｏｌ·Ｌ－１

碘标准溶液。

２３样品测定
照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一部附录 ＩＸＵ项下

方法测定。取约１０ｇ西洋参细粉，精密称定，置两
颈圆底烧瓶中，加水４００ｍＬ和６ｍｏｌ·Ｌ－１盐酸溶液
１０ｍＬ，连接刻度分液漏斗，并导入氮气至瓶底，连
接回流冷凝管，在冷凝管的上端连接导气管，将导

气管插入 ２５０ｍＬ锥形瓶底部。锥形瓶内加水 １２５
ｍＬ和淀粉指示剂１ｍＬ作为吸收液，置于磁力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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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不断搅拌。加热两颈圆底烧瓶内的溶液至沸，

并保持微沸 ３ｍｉｎ后开始用碘滴定液（００１ｍｏｌ·Ｌ）
滴定，至蓝色或蓝紫色持续２０ｓ不褪色，并将滴定
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

２４空白试验
同２３项方法，用４００ｍＬ水代替样品液进行测定，

记录吸收液所消耗碘滴定液的量，作为空白对照。

３　结果

３１加样回收率
称取西洋参样品６份，另精密称取亚硫酸钠固

体，加入样品中，按照２３项下所述方法测定二氧
化硫含量，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１。

表１　二氧化硫加样回收率

编号
亚硫酸钠含

二氧化硫量／ｍｇ
测得二氧

化硫量／ｍ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

率／％
ＲＳＤ／％

１ ４８３ ４０１ ８３０２ ８６７４ ３４３

２ ４７８ ４２５ ８８９１

３ ４８９ ４１３ ８４４６

４ ４７８ ４３７ ９１４２

５ ４８１ ４０３ ８３７８

６ ４７５ ４２２ ８８８４

注：原样品中含二氧化硫量为０

３２测定结果
采用酸蒸馏碘滴定法对不同产地同一规格西洋

参以及同一产地不同商品规格西洋参共２５个样品进
行了二氧化硫残留量测定，见表２。

表２　２５个西洋参样品中的二氧化硫残留量测定结果

样品

来源
规格

二氧化硫

残留量

／ｍｇ·ｋｇ－１
样品

来源
规格

二氧化硫

残留量

／ｍｇ·ｋｇ－１

吉林安图 ＜７ｇ长枝 未检出 吉林安图 ２０ｇ中枝 ３１８８１

吉林安图 ＜７ｇ中枝 未检出 吉林安图 ２０ｇ短枝 １５９２３

吉林安图 ＜７ｇ短枝 未检出 吉林安图 ｄ＞５ｍｍ参节 ３１９３２

吉林安图 ８ｇ长枝 １５９５８ 吉林安图 ｄ＜５ｍｍ参节 未检出

吉林安图 ８ｇ中枝 １５９５９ 吉林汪清 ８ｇ中枝 １５９７０

吉林安图 ８ｇ短枝 １５９９３ 吉林抚松 ８ｇ中枝 １５８９６

吉林安图 １０ｇ长枝 １５９７２ 吉林靖宇 ８ｇ中枝 未检出

吉林安图 １０ｇ中枝 未检出 吉林长白 ８ｇ中枝 ３１８３６

吉林安图 １０ｇ短枝 未检出 吉林集安 ８ｇ中枝 １５９９７

吉林安图 １５ｇ长枝 １５９６９ 北京怀柔 ８ｇ中枝 １５９９２

吉林安图 １５ｇ中枝 未检出 山东文登 ８ｇ中枝 ０３１８３

吉林安图 １５ｇ短枝 ４７９９２ 加拿大 ８ｇ中枝 １５９７４

吉林安图 ２０ｇ长枝 ３１９３２

本实验共对２５个西洋参样品进行了测定，其中
８个样品未检出，其余１７个样品二氧化硫含量低于

５ｍｇ·ｋｇ－１。

４　讨论

酸蒸馏碘滴定法是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年版收载
的测定中药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方法，因而未进行全

面的方法学验证，仅对装置进行回收率试验和空白

试验。空白试验（蒸馏水）消耗碘滴定液约 ０４５
ｍＬ。采用亚硫酸钠溶液进行回收率试验，其回收率
为８６７４％，表明装置和试验均能满足二氧化硫残留
量测定要求。

基于对二氧化硫毒性的认识，国际上对中药材

中的二氧化硫的残留量具有严格的限量控制，随着

国产西洋参规模增大，出口量增多，其二氧化硫残

留量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２００４年韩国食品
医药品安全厅规定了党参、人参等２６６个中药品种
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限量标准为 ３０ｍｇ·ｋｇ－１以下，
是目前各国中要求最高的。我国在 《中国药典》

２０１０年版一部附录明确了二氧化硫残留量测定方
法，但对具体品种残留量的限度并未作出相应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本次研究表明，２５个未硫熏的西洋
参样品二氧化硫的含量均低于５ｍｇ·ｋｇ－１，远远低于
国际规定的限量标准，说明西洋参栽培环境安全，

天然来源的二氧化硫在西洋参中的含量很低，西洋

参药材安全性高。

在探讨不同产地不同商品规格西洋参中二氧化

硫残留量间的关系时发现，不同产地不同商品规格

的西洋参含量低，且差异性小，表明西洋参产地和

商品等级规格（主要根据长度和单支重量划定）与

二氧化残留量无明显的相关关系。

西洋参在产地加工、销售、贮藏过程中不需要

硫熏，历年文献均无相关记载，从本文测定结果来

看，如加工储存过程中不采用熏硫，其商品的二氧

化硫残留量不会超标，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西洋参

二氧化硫残留量限量标准时应将西洋参作为传统不

硫熏的药材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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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采取五项措施推进现代种业发展

从农业部获悉，我国种业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今后我国将通过推动政策措施出台和落

实、推进种业科研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扶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做大做强、推动国家级种子生

产基地建设和加大种子市场监管力度等五项措施，推进现代种业发展。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日前在农业部召开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发布一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种业是农业的先导产业。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出台的 《意见》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工作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会议，在

种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据了解，一年来，有关部委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细化、实化配套政策措施，２３个省区市出台
具体落实意见，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机制创新取得进展，企业信心增强，市场环境优化，社会各界

对推进种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余欣荣表示，总体看，推进种业发展的 “大气候”初步形成，但还要看到，发展现代种业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要进一步深化对种业科研体制改革的认识，相关政策要配套到位；创新资源要继续

向企业转移，切实扶持种子企业做大做强；种子基地要加快建设，确保供种数量和质量安全；种子

市场监管要进一步加强，要维护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余欣荣强调，要加大对科研单位基础研究、企业商业化育种、种子基地建设、种子管理体系的

投入，推动制种保险、种子储备等政策落实。推进科研单位与商业化育种、与所办种子企业 “两分

离”，以此推动科研单位加强基础性研究、企业加强商业化研发 “两加强”，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科

研单位与企业、基础性研究与商业化研发 “两合作”。推进企业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尽快开辟品种

审定 “绿色通道”，加快企业领军人才的引进和优秀企业家的培养。抓紧研究制定甘肃杂交玉米制

种、四川杂交水稻制种、海南南繁育制种三大种子基地建设规划，加快提升种子生产设施化水平。

继续组织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专项行动，加强种子信息调度和市场监测，搞好供种余缺调剂，保证

生产供种安全。

（信息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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