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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丹皮是多种复方制剂中的配伍药材& 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复方药的疗效& 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分析* 归纳丹皮中农药* 重金属* 黄曲霉毒素及二氧化硫的来源* 残留及检测等相关研究进展& 为丹皮质量标准提

高及污染物监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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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 !$%*03$ 8.,,+.#35*8$ 5,(M0

的干燥根皮+#,

& 为常用中药材之一& 在 !"#E 版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

+#,

7D种复方中有配伍使用& 其年需求

量约为 $""" K& 是常用中成药六味地黄丸+!,

* 双丹颗

粒+F,等的主要配伍药材) 目前丹皮药材主要来源于人

工种植& 栽培过程中农药的使用* 重金属的引入* 加工

和贮藏过程中使用药物的残留都有可能影响丹皮质量&

随着国家 "中药标准化# 进程的推进& 对这些污染物

进行有针对性地监控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首先对目前丹

皮外源污染物来源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总结并提出污

染的重点& 为之后全面系统研究奠定基础)

89丹皮中各类污染物的来源

8;8 丹皮栽培的农药使用

资料显示& 丹皮在种植过程中病虫害时有发生&

不可避免要使用农药防治& 依据安徽省地方标准

$_4FVTQEU$9!"#!%

+V,查询& 常见的病害及常用农

药见表 #)

表 89丹皮病虫害种类及常用农药

病虫害名称 根腐病 锈病 叶斑病 蛴螬 地老虎 蝼蛄

常用农药 甲基硫

菌灵

敌锈钠 波尔

多液

辛硫磷 敌百虫

辛硫磷

敌百虫

丹皮中可能存在以上农药的残留) 甲基硫菌灵是

一种苯并咪唑类杀菌剂& 低毒& 其结构不稳定& 在植

物体内转化成多菌灵& 可通过食道引起中毒) 有实验

表明& 多菌灵有导致动物肝癌病变的高风险+E,

( 敌锈

钠可大量用于锈病的防治& 对人畜低毒+U,

( 波尔多液

是一种含铜的杀虫剂& 在环境中难降解& 易残留+7,

(

敌百虫* 辛硫磷是广谱性有机磷高毒杀虫剂& 对健康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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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大危害+$,

) 另外& 药农种植丹皮过程中可能还会

使用上述农药外的其他农药& 生产上大量农药的使

用& 给丹皮的安全性带来隐患) 参照 H4!7UF1

!"#U

+D,

& 以上农药除敌锈钠和波尔多液外& 在其他食

品中均有限量规定& 因此本综述认为对丹皮中可能用

到的农药残留也应制定限量标准)

8;< 丹皮中可能存在的重金属

在丹皮种植过程中& 土壤* 水以及化肥中存在的

重金属可能会残留在丹皮内& 例如铜陵凤凰山粘土

5J* )B* X/* 3+的含量均高于二级标准+#",

& 使得丹

皮内)B含量较高& 甚至超出限量标准+##,

) 加工* 运

输以及外界环境的污染也会导致药材中重金属的积

累& 例如通过对比加工前后药材中重金属含量& 发现

经过加工的厚朴中)M含量明显高于加工前+#!,

)

8;= 丹皮加工* 贮藏过程中的二氧化硫及黄曲霉

毒素

%%中药材在进行加工时& 为了延长药材的保质时

间& 大部分的商家都会将炮制后的药材再用硫磺熏

制+#F,

) 虽然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 但经硫熏

后的丹皮就更能达到 "断面白色& 粉性足#

+#V,的效

果& 这样既能使药材从外观上更加美观& 又能保证

药材存放时间长久& 同时还能从视觉上削弱消费者

的判断能力+#F,

) 丹皮质硬而脆& 易断碎损失& 在炮

制* 贮藏过程中可能会受污染或吸湿受潮& 就有可

能滋生各种霉菌) 李秀杨等+#E,检出丹皮内有二氧化

硫残留& 说明丹皮加工过程中经过硫熏)

中药材及饮片因包装材料不防潮* 贮藏和运输

过程中发生霉变等原因& 易产生黄曲霉毒素) 丹皮

在贮藏过程中易吸湿受潮& 炮制* 运输时可能被污

染& 故而有黄曲霉毒素检出的可能) 彭福+#U,对丹皮

中黄曲霉毒素残留量进行检测& 发现黄曲霉毒素含

量很低& 说明丹皮对黄曲霉毒素残留的控制较好)

<9丹皮中各类污染物的残留现状

笔者查阅了中国知网自 #D$"1!"#7 年的相关文

献& 检索关键词丹皮* 甲基硫菌灵* 辛硫磷* 敌百

虫* 敌敌畏* 氧化乐果等农药名称& 系统查阅了丹

皮种植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农药以及相关污染物的研

究论文& 对 !"#E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污

染物的检测方法及限量标准进行归纳总结)

<;8 丹皮中农药残留现状

丹皮中农药残留的检测主要有有机氯和拟除虫菊

酯类) 方成武等+##,采用气相色谱法对丹皮中六六六

$4̂ )%* 滴滴涕$__Q%的残留量进行测定& 结果显示&

4̂ )未检出& __Q残留量 kF0U p#"

c!

:?!Z?

c#

( 高

倩+#7,采用基质固相分散萃取9气相色谱$&\X_9H)%技

术& 建立了丹皮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多残留

分析新方法& 但并未有样品检测数据) !"#E 版 -中

国人民共和国药典.

+#,采用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9

串联质谱法和液相色谱9串联质谱法测定中药材中农

残量& 仅规定 !! 种有机氯类农药的限量标准& 而对

丹皮项下未具体规定)

<;< 丹皮中重金属残留现状

管大平等+#$,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和原子荧

光光度法对丹皮中重金属和砷盐含量进行测定& 结

果显示& )( j"0F :?!Z?

c#

& 其他重金属低于 -药

用植物及制剂出口绿色标准.

+#D,中的限量标准( 有

研究+!"9!#,采用 !"#E 版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 的

方法测定重金属和砷盐的含量& 结果均显示& )B 含

量j!" :?!Z?

c#

& 高于 -药用植物及制剂出口绿色

标准.

+#D,中的限量标准& 其他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

刘先华等+!!,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H.55\%测定

牡丹皮中X/* )(含量& 结果显示& X/ k"0E :?!Z?

c#

&

)( k"0F :?!Z?

c#

) !"#E版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

+#,

系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测定中药中重金属含量& 仅规定了 !$种中药材的重金

属的限量标准& 其中未规定丹皮中重金属限量) -药用

植物及制剂出口绿色标准.

+#D,规定& 重金属限量' X/

)

E0" :?!Z?

c#

& )(

)

"0F :?!Z?

c#

& 5J

)

!0" :?!Z?

c#

&

?̂

)

"0! :?!Z?

c#

& )B

)

!" :?!Z?

c#

) 以上结果所

测各地丹皮中除 )B* )( 外& 其他重金属含量都在

合格范围内)

<;= 丹皮中二氧化硫及黄曲霉毒素的研究现状

李秀杨等+#E,采用 !"#E 版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

典.

+#,二氧化硫残留检测法测定丹皮药材中二氧化硫的

残留& 结果显示& 二氧化硫残留量为 U70U :?!Z?

c#

)

!"#E版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典.

+#,系用酸碱滴定法*

气相色谱法及离子色谱法测定经过硫黄熏蒸处理过的

药材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 规定' 除另有规定外& 中

药材及饮片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不超过 #E" :?!Z?

c#

)

丹皮内二氧化硫残留量符合 !"#E 版 -中国人民共和

国药典. 限量标准)

彭福+#U,采用薄层色谱法对丹皮中黄曲霉毒素残

留量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 黄曲霉 4

#

* 4

!

* H

#

未检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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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H

!

k"0"7

#

?!Z?

c#

) !"#E版 -中国人民共和国药

典.

+#,系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药材中的黄曲霉毒素&

仅规定 #D种中药材内黄曲霉毒素4

#

)

E

#

?!Z?

c#

& 黄

曲霉毒素 H

!

* 黄曲霉毒素 H

#

* 黄曲霉毒素 4

!

总

量
)

#"

#

?!Z?

c#

& 而对丹皮项下未具体规定)

=9讨论

丹皮农药残留虽然有少量研究& 但涉及样品和

农药种类都很少& 因此需要扩大农药研究的范围和

产区样本覆盖率& 才能准确掌握其残留状况& 正确

评价潜在风险& 准确锁定监控目标)

依据目前的研究发现& 丹皮内)B含量超标& 其

他重金属含量均符合限量标准) 史萍等+!F,研究发

现& E"" :?!Z?

c#铜处理对 "凤丹# 根系中丹皮酚

的合成具有促进作用) 因此某些重金属在药材中存

在& 我们不能简单地关注它的毒性& 也可能正是道

地药材特征形成的因素之一& 而且& 目前的检测方

法关注的是元素总含量& 没有考虑元素存在形态及

价态& 有机态的元素甚至有可能是其某种药效的物

质基础& 这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韩公羽等+!V,从陵

水暗罗中分离出的药效成分暗罗素为氧化吡啶锌化

合物( 曹治权+!E,发现& 风干的牛肚子果黄色心材中

的药效成分是桑色素9钙配合物)

丹皮中二氧化硫和黄曲霉毒素研究不多& 虽然目

前的数据显示二氧化硫和黄曲霉毒素的含量均未超

标& 但并不能代表所有丹皮情况& 对丹皮内二氧化硫

及黄曲霉毒素的残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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