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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大田试验研究，比较箭叶淫羊藿不同采收时期产量和质量，确定适宜的采收期。方法：每
月采样，测定地上部分生物量；ＨＰＬＣ测定不同采收期淫羊藿叶４种黄酮成分朝藿定Ａ、朝藿定Ｂ、朝藿定Ｃ和淫羊
藿苷的含量。结果：箭叶淫羊藿３月底含量最高，８月底产量最高。结论：根据箭叶淫羊藿不同采收期的综合评价
结果确定其适宜采收期为８月３１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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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是小檗科淫羊藿属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Ｌｉｎｎ植
物，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１］，列为中品，应用历

史较长，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中

国的淫羊藿属植物有 ５５种，形成药材商品的有
１５种，其中有７种为主要应用品种［２］。２０１５版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３］收载做为淫羊藿药材的有：淫

羊藿 ＥｂｒｅｖｉｃｏｍｕＭａｘｉｍ、箭叶淫羊藿 Ｅ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
（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Ｍａｘｉｍ、柔毛淫羊藿 Ｅ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
Ｍａｘｉｍ或朝鲜淫羊藿ＥｋｏｒｅａｎｕｍＮａｋａｉ。

采收是中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中医临

床安全有效用药的前提采收时期影响中药质量和产

量，开展中药适时采收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应

用价值。目前关于箭叶淫羊藿化学成分、质量控制、

炮制工艺、提取工艺、药理作用等的研究较多，但

是关于箭叶淫羊藿采收期的研究较少。笔者研究不

同采收期对箭叶淫羊藿产量及品质的影响，旨在探

寻箭叶淫羊藿的适宜采收期，为其合理采收，安全

用药奠定基础。

１　材料

１１材料

箭叶淫羊藿采集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种植

基地。经河南中医药大学董诚明教授鉴定为小檗科

淫羊藿属箭叶淫羊藿 Ｅｐｉｍｅｄｉｕｍｓａｇｉｔｔａｔｕｍ（Ｓｉｅｂｅｔ
Ｚｕｃｃ）Ｍａｘｉｍ。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起，每月采集一
次地上部分测定生物量，每次采收４ｍ２，１０月 ３０

·９９９·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０卷　第８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Ａｕｇ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８

日采集最后一次，去除茎和叶柄后，烘干打粉备用。

１２试剂与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ｅ２６９５高效液相色谱（沃特世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朝霍定 Ａ（批号：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２９０２）、朝
霍定 Ｂ（批号：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２９０２）、朝霍定 Ｃ（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２９０２）、淫羊藿苷（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２９０２）
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醇、乙腈为色谱

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朝藿定 Ａ，朝藿定 Ｂ，朝藿定 Ｃ，淫羊藿苷的
测定

２１１对照品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朝藿定 Ａ、Ｂ、
Ｃ和淫羊藿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配制成每１ｍＬ含
朝藿定 Ａ２３０μｇ、朝藿定 Ｂ５９８μｇ、朝藿定 Ｃ
６５４μｇ、淫羊藿苷４０４４μｇ的混合对照品溶液，置
于４℃冰箱保存。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量过６０目筛的淫羊
藿药材粉末１ｇ，置于１００ｍＬ具塞锥形瓶中，精密
量取 ２０ｍＬ５０％ 乙醇加入，称定重量，超声
（２００Ｗ，４０ＫＨＺ）２０ｍｉｎ，用 ５０％乙醇补足重量，
过滤，取续滤液，用于测定朝藿定 Ａ、Ｂ和淫羊藿
苷。另取供试品溶液０５ｍＬ，用甲醇稀释至５０ｍＬ，
过滤，取续滤液用于测定朝藿定Ｃ。

２１２色谱条件　色谱柱 ＵｎｉｔａｒｙＣ１８（４６ｍｍ×
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乙腈水（２５∶７５），柱温：
３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２７０ｎｍ，进
样量１０μＬ。
２１３线性关系考察　将上述混合对照品溶液稀释
成６个不同的浓度，按 ２１２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以进样浓度（μｇ·ｍＬ－１）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朝藿定Ａ、Ｂ、Ｃ和淫羊藿苷的
回归方程分别为：Ｙ＝１７５４２×１０６Ｘ－７４７９４×１０４
（ｒ＝０９９９１），线性范围为０１３２～２３００μｇ；Ｙ＝
１９９５８×１０６Ｘ－１７１７１×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４），线性
范围为 ０２０４～５９８０μｇ；Ｙ＝２１０７２×１０６Ｘ－
２３１８４×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３），线性范围为 ００８２～
６５４μｇ；Ｙ＝２２０５８×１０６Ｘ＋４４５２×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２），
线性范围为０２０２～４０４４μｇ。标准品和样品测定图
谱见图１，含量测定结果见表１。
２１４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
液，连续进样 ６次，分别计算 ４个黄酮类成分峰
面积的 ＲＳＤ值在 ０７５％ ～１７７％，表明仪器精
密度良好。

２１５重复性试验　称取同一样品５份，按照２１２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行测定，计算各黄酮

类成分的质量分数ＲＳＤ在１１８％～２４５％，表明方
法重复性良好。

注：ａ标准品；ｂ样品图；１朝藿定Ａ；２朝藿定Ｂ；３朝藿定Ｃ；４淫羊藿苷。

图１　箭叶淫羊藿ＨＰ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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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采收期各指标的测定结果（珋ｘ±ｓ，ｎ＝６）
时间 朝藿定Ａ（％） 朝藿定Ｂ（％） 朝藿定Ｃ（％） 淫羊藿苷（％） ４ｍ２产量／ｇ

３３０ ０４０±００２ａ ０３８±００１ａ １０８４±０２４ａ ３０８±００４ａ ２４４６７±１０８５８ｄ

４３０ ０１８±００１ｅ ０１５±００１ｇ ９０２±０３４ｃ ２００±０１０ｂ ６７５００±１４１５７ｃｄ

５３１ ０３３±０００ｂ ０２６±０００ｂ １００４±０１７ｂ ２４０±０９１ａｂ ９５０３３±１１６５６ｃ

６３０ ０２５±００１ｃ ０２４±０００ｃ ９７５±００９ｂ ２４５±００６ａｂ １０８５５６±２３６５ｃ

７３０ ０２０±００１ｅ ０１４±０００ｇ ９０５±０１５ｃ ２４４±００９ａｂ ２２３２２２±３７９３６ｂ

８３１ ０２０±００１ｅ ０１８±００１ｅ ９１１±００５ｃ ２００±０１０ｂ ２７９８４４±４１９０２ａ

９３０ ０２０±０００ｅ ０１７±０００ｅｆ ８６１±０１８ｃ １８２±００４ｂ １８３０００±１９０５３ｂ

１０３０ ０２３±００１ｄ ０２１±０００ｄ ７５４±０１９ｄ ２１４±００４ｂ １７９３３３±１３３１７ｂ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１６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０、
２、４、８、１２、２４ｈ进行测定，计算４个黄酮类成分
的峰面积ＲＳＤ值在０７５％～１３８％，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２４ｈ稳定性良好。
２１７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精密称取已知含量
的同一批药材粉末０５ｇ，共６份，置于具塞锥形瓶
中，加入稀释过的对照品溶液，按照２１２项下方
法测定，计算回收率。朝藿定 Ａ，朝藿定 Ｂ，朝藿
定 Ｃ，淫羊藿苷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９８１６％、
９８０６％、９９６９％、９８４３％，ＲＳＤ值均＜３％。
２２数据结果采用 ＤＰＳ９０新复极差法进行单因
素分析。

２３不同采收期测定结果比较
由表１可知，３月 ３０日采收的淫羊藿叶片中

四种黄酮类成分均显著高于其它各组，但是产量最

低。随着栽培时间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到８月
３１日产量达到最大值，之后有所下降。但是 ８月
３１日的含量并不高，因此需要对数据进行进一步
的分析，对产量和质量进行综合评价，来确定适宜

采收期。

２４数据分析

对以上数据选择产量与四种黄酮类成分之和相

乘的数据进行评价，即ＯＤ＝产量 ×（朝藿定 Ａ含量
＋朝藿定Ｂ含量＋朝藿定 Ｃ含量 ＋淫羊藿苷含量），
结果如表２。

根据产量和含量相乘的结果来看，适宜采收日

期依次为８月３１日 ＞７月３０日 ＞９月３０日 ＞１０月
３０日＞６月３０日 ＞５月３１日 ＞４月３０日 ＞３月３０
日，８月３１日前后为适宜采收日期，３月３０日采收
效果最差。

表２　不同采收期产量和质量综合评价
时间 ４ｍ２产量／ｇ 含量之和（％） ＯＤ值 排名

３３０ ２４４６７ １４７ ３５９６６５ ８

４３０ ６７５ １１３５ ７６６１２５ ７

５３１ ９５０３３ １３０３ １２３８２８０ ６

６３０ １０８５５６ １２６９ １３７７５７６ ５

７３０ ２２３２２２ １１８３ ２６４０７１６ ２

８３１ ２７９８４４ １１４９ ３２１５４０８ １

９３０ １８３０ １０８ １９７６４００ ３

１０３０ １７９３３３ １０１２ １８１４８５０ ４

３　讨论与结论

前期实验对不同采收期的箭叶淫羊藿做了质量

检查，其水分、灰分、浸出物含量均符合中国药典

规定。淫羊藿苷不得少于０５０％也完全符合药典规
定，值得注意的是本实验测得的朝藿定 Ｃ含量远高
于其它黄酮成分。

朝藿定Ａ，朝藿定 Ｂ，朝藿定 Ｃ和淫羊藿苷均
表现为３月３０日生长初期最高，但其大部分是植株
的嫩叶，产量最低并不适宜采收。４月份其含量显
著降低，可能与开花结果，消耗较多养分有关，张

祖荣［４］研究了开花结果对牡丹丹皮产量及质量的影

响，结果表明摘蕾处理组丹皮产量及质量显著高于

自然开花组。５月份，６月份箭叶淫羊藿叶片尚未完
全展开，叶片的生物产量小，折干率低，也不适宜

采收。箭叶淫羊藿的产量在８月份显著高于其他月
份，含量与７、９、１０月份差别不大，最终确定８月
份为最适宜采收时期。

采收期的确定要结合产量和含量，目前关于淫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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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藿的采收期，潘丕克［５］发现不同品种、不同栽培

地的淫羊藿采收期也不相同。于俊林［６］通过测定朝

鲜淫羊藿不同采收期的淫羊藿苷和总黄酮含量，表

明８月份采收最好；张崇喜［７］研究朝鲜淫羊藿，综

合考虑淫羊藿苷和黄酮含量，选择９月中旬为最佳
采收期；何顺志［８］研究不同生长期黔产天平山淫羊

藿和粗毛淫羊藿叶片中淫羊藿苷和总黄酮的含量，

确定４～５月的果期为最佳采收期，文中虽然提到结
合产量和质量综合考虑确定采收期，但未见其产量

数据。结合黄酮含量和产量，对各个采收期的箭叶

淫羊藿进行综合评价，筛选出适宜采收时期为８月
３１日前后。但是关于箭叶淫羊藿适宜采收量，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在基地中发现，采收量的多少

会影响下一年的分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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