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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 ＨＰＬＣ同时测定生地黄汤颗粒中１１种指标成分含量的方法。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ＡｃｃｕｒａｓｉｌＣ１８色谱柱，流动相乙腈－０１％磷酸梯度洗脱，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１；柱温３０℃；检测波长２１０ｎｍ。结果：在
该条件下生地黄汤颗粒中１１个指标成分均得到良好分离，在一定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加样回收率在９６１７％～
９８７３％。结论：建立的含量测定方法稳定、灵敏度高、重复性好，可用于生地黄汤颗粒的质量评价。

［关键词］　生地黄；大黄；环烯醚萜苷类；蒽醌类；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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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黄汤为唐代孙思邈 《千金方》中收载方，

由生地黄、大黄组成，具有滋阴凉血、化瘀止血的

功能，主要用于肾阴亏虚、瘀血阻滞引起的吐、衄

血百治不愈及崩漏。生地黄汤颗粒为生地黄汤经提

取浓缩后制成的颗粒剂。方中生地黄为主药，味甘，

寒，入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之

功能。 《药性论》曰其 “通血脉，破血，通利月水

闭绝……捣敷心腹，能消瘀血。”《开宝本草》云生

地黄 “破恶血……通血脉，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

后血上薄心闷绝，伤身胎动下血，瘀血，留血，衄

血，吐血。” 《本草经疏》称地黄为 “补肾家之要

药，益阴血之上品”，是中药复方用药频率较高的药

味之一［１］。生地黄主要含有苷类、糖类及氨基酸类

等成分，其中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和苯乙醇苷类成分

是地黄中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地黄发挥药效的主

要物质基础。目前已分离出的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

中，梓醇含量最高，此外尚含有桃叶珊瑚苷、地黄

苷Ａ、地黄苷Ｄ等［２６］。苯乙醇苷类成分主要以毛蕊

·９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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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糖苷为主［７］。大黄主要含有蒽醌、鞣质等成分［８］，

其中蒽醌苷元是大黄活血化瘀主要物质基础［９］。目

前关于生地黄、大黄单味药的含量测定方法较

多［１０１３］，但是有关生地黄汤或生地黄大黄配伍的中

药复方中相关指标性成分的含量测定未见报道。本

实验拟采用 ＨＰＬＣ法对生地黄汤颗粒中的主要成分
进行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以期建立同时测定１１种
主要指标性成分含量的方法，为生地黄汤颗粒的质

量评价与控制提供依据，同时也为中药复方中含有

生地黄大黄药对的制剂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Ｉｎｆｉｎｉｔｙ高效液相色谱仪（Ｇ１３１１Ｃ型
四元泵、Ｇ１３２９Ｂ型进样器、Ｇ４２１２Ｂ型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ＯｐｅｎＬＡＢ工作站）；电子天平 ［万分之一，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ＭＣ
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

１２试药

生地黄饮片购买于宝鸡汉方国药饮片有限责任

公司，经陕西中医药大学高级实验师王继涛鉴定为

玄参科（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植物地黄 Ｒｅｈｍａｎｎｉａｇｌｕｔｉ
ｎｏｓａＬｉｂｏｓｃｈ的块根；大黄饮片购于兰州旭康药业
有限公司，经陕西中医药大学高级实验师王继涛鉴

定为廖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植物掌叶大黄 Ｒｈｅｕｍｐａｌｍａ
ｔｕｍＬ的干燥根及根茎；生地黄汤颗粒实验室自制
（批号分别为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梓醇（批号：１１０８０８２００５０８）、没食子酸（批号：
１１０８３１２００３０２）、芦 荟 大 黄 素 （批 号：１１０７９５
２００８０６）、大黄酸（批号：１１０７５７２００７１６）、大黄素
（批号：１１０７５６２０１０１０）、大黄酚（批号：１１０７９６
２００３１０）、大黄素甲醚（批号：１１０７５８２００６１１）对照
品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桃叶珊瑚苷（批

号：１５１２１０２）、地黄苷 Ａ（批号：１６０５１７２５）、地黄
苷Ｄ（批号：１５０４０１）、毛蕊花糖苷（批号：１５０４０２）
对照品，购于成都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水为

娃哈哈纯净水；乙腈为ｆｉｓｈｅｒ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
分析纯。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色谱条件

色谱柱：ＡｃｃｕｒａｓｉｌＣ１８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

５μｍ）；流动相：乙腈（Ｃ）０１％磷酸水（Ｄ）梯度洗
脱（洗脱程序见表 １），检测波长：２１０ｎｍ；柱温：
３０℃；流速：１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１０μＬ。理论
塔板数以梓醇计不低于３０００。对照品及供试品的色
谱图见图１。

表１　梯度洗脱程序
时间／ｍｉｎ ０１％的磷酸水溶液（％） 乙腈（％）

０ ９８０ ２０

２ ９７０ ３０

３ ９６５ ３５

１３ ９５０ ５０

１８ ８４０ １６０

３８ ６５０ ３５０

６４ ４００ ６００

７５ ４００ ６００

注：Ａ混合对照品；Ｂ供试品；１梓醇；２没食子酸；３桃

叶珊瑚苷；４地黄苷Ｄ；５地黄苷Ａ；６毛蕊花糖苷；７芦荟

大黄素；８大黄酸；９大黄素；１０大黄酚；１１大黄素甲醚。

图１　对照品及样品ＨＰＬＣ图

２２溶液及样品的制备

２２１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梓醇、没食子酸、桃
叶珊瑚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毛蕊花糖苷、芦
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

适量，色谱甲醇溶解，分别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１０、５５、１９８、１３２、２２０、１７６、９９、９９、９８、９８、
９９μｇ·ｍＬ－１的储备液。
２２２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移取梓醇、没食
子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毛蕊花

·０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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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

黄素甲醚各０１ｍＬ至量瓶中，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００、５０、１８、１２０、２００、１６０、９０、９０、８９、
８９、９０μｇ·ｍＬ－１大黄素甲醚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２２３生地黄汤颗粒　按照处方比例称取生地黄６００ｇ，
大黄２０ｇ，加 １０倍量 ２０％乙醇浸渍提取３６ｈ，滤
过，滤液减压浓缩、干燥（６０℃），粉碎，８０％乙醇
制粒，即得生地黄汤颗粒剂［１４］，批号分别为：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２２４供试品溶液　称取生地黄汤颗粒约２０ｇ，研
细，精密称定，置２５ｍＬ容量瓶中，加入色谱甲醇
２０ｍＬ，精密称重，超声３０ｍｉｎ，放至室温，用色谱
甲醇补足重量，摇匀并滤过，取续滤液，０２２μｍ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２３方法学考察

２３１线性关系考察　用移液器分别精密吸取２２２
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 ００６３、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ｍＬ，置于２ｍＬ量瓶中，色谱甲醇稀释
至刻度，摇匀，得６个系列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在２１色谱条件下分别进样１０μＬ，以各成分的质量
浓度Ｘ（μｇ·ｍＬ－１）分别对相应峰面积 Ｙ进行线性回
归，得相应的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见表２），结果
表明，在一定质量浓度范围内，各成分均有良好的线

性关系。

表２　１１种成分的线性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μｇ·ｍＬ－１

成分 回归方程 ｒ 线性范围

梓醇 Ｙ＝２０２３５Ｘ＋１９４３６ ０９９９７ ０３１５～１００００

没食子酸 Ｙ＝１３７７２８Ｘ－２５０１８ ０９９８９ ０１５８～５０００

桃叶珊瑚苷 Ｙ＝９２０９１Ｘ－２６３３３ ０９９３９ ０５６７～１８０００

地黄苷Ｄ Ｙ＝３１０６８Ｘ－１６６７７ ０９９７５ ０３７８～１２０００

地黄苷Ａ Ｙ＝３２１４７Ｘ－１４５４２ ０９９９１ ０６３０～２００００

毛蕊花糖苷 Ｙ＝３８２９７Ｘ＋８１２７４ ０９９８８ ０５０４～１６０００

芦荟大黄素 Ｙ＝６４８２１Ｘ＋２５２３１ ０９９３３ ０２８４～９０００

大黄酸 Ｙ＝４２９３７Ｘ＋５４９８１ ０９９３８ ０２８４～９０００

大黄素 Ｙ＝４１３２３Ｘ＋１９５３６ ０９９６９ ０２８０～８９００

大黄酚 Ｙ＝３９０７３Ｘ＋９３０８１ ０９９９２ ０２８０～８９００

大黄素甲醚 Ｙ＝３１３６９Ｘ＋６００３４ ０９９５９ ０２８４～９０００

２３２精密度试验　分别精密移取２２２项下的混合
对照品溶液适量，按照２１项下色谱条件重复进样

６次，每次进样１０μＬ，记录峰面积。梓醇、没食子
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毛蕊花糖
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

素甲醚峰面积积分值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１３７％、
０９８％、１１６％、１２１％、１０５％、０９９％、１１６％、
１１５％、１０２％、１００％、１０３％，均符合要求，表
明该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２３３稳定性试验　取２２４项下供试溶液，分别于０、
２、４、８、１２、２４ｈ按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样１０μＬ，记
录峰面积。梓醇、没食子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Ｄ、
地黄苷Ａ、毛蕊花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
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峰峰面积积分值的ＲＳＤ分别
为１６４％、１２４％、１３１％、１００％、１０５％、０９８％、
１２０％、１０９％、０９８％、１０６％、１１２％，均符合要
求，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３４重复性试验　取２２３项下生地黄汤颗粒６份
（批号：２０１７１００１），分别按照２２４项下供试品溶
液制备方法制备，依照 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１０μＬ，记录峰面积，外标两点法计算各成分含量及
ＲＳＤ。结果生地黄汤中梓醇、没食子酸、桃叶珊瑚
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毛蕊花糖苷、芦荟大黄
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平均含

量分别为４３４６３、１７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１、１４８７２、
０５８５５、０４２３１、０３４２６×１０－２、１１１３８×１０－２、
０４１４８×１０－２、０２４１５×１０－２、００５０８×１０－２ｍｇ·ｇ－１；
含量 的 ＲＳＤ 分 别 为 １６９％、１３４％、２１５％、
１００％、１２１％、１５６％、２２７％、１７４％、１３５％、
１６５％、１１６％，表明重复性良好。
２３５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
生地黄汤颗粒６份（批号：２０１７１００１），分别加入适量
梓醇、没食子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Ｄ、地黄苷Ａ、
毛蕊花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

及大黄素甲醚对照品。按照２２４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液，依照２１项下的色谱条件，分别进样１０μＬ，记
录峰面积，外标两点法计算含量及加样回收率。结果

梓醇、没食子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Ｄ、地黄苷Ａ、
毛蕊花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

酚、大黄素甲醚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９８７３％、
９７０９％、 ９６４３％、 ９７３６％、 ９７８７％、 ９６３４％、
９６６７％、 ９６１７％、 ９７０４％、 ９７９７％、 ９７１１％；
ＲＳＤ 分 别 为 ０９７％、１３５％、０７２％、１４７％、
０９８％、０６４％、１２９％、１７８％、１４１％、０７７％、
１０４％。说明该方法准确度良好。结果见表３。

·１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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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ｎ＝９）

成分
样品含量／
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加样回收

率 （％）
平均回收

率 （％）
ＲＳＤ
（％） 成分

样品含量／
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加样回收

率 （％）
平均回收

率 （％）
ＲＳＤ
（％）

梓醇 ４５２４１ ３００００ ７４４１６０ ９７２５ ９８７３ ０９７ 芦荟大黄素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５０ ９５００ ９６６７ １２９

４４５３０ ３００００ ７３９６６０ ９８１２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４０ ９５００

４４８２３ ３００００ ７４１２７０ ９７６８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４０ ９５００

４４８２２ ４４０００ ８８４８１０ ９９２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７４０ ９７５０

４４９２１ ４４０００ ８８８９００ ９９９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７４０ ９７５０

４４８５４ ４４０００ ８８２９５０ ９８７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７４０ ９７５０

４４７１０ ８８０００１３２４２１０ ９９６７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３０ ９７５０

４４３７９ ８８０００１３２０８００ ９９６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３０ ９７５０

４４５２８ ８８０００１３０９９７０ ９８２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３０ ９７５０

没食子酸 １８１３２ １２０００ ２９６６２０ ９６０８ ９７０９ １３５ 大黄酸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９２０ ９５００ ９６１７ １７８

１７８４７ １２０００ ２９２９３０ ９５３８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９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９６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９５２１０ ９６３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９１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９６５ １８０００ ３５７１００ ９８５８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８００２ １８０００ ３５２３３０ ９５７３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９７７ １８０００ ３５４６２０ ９７１４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００００２１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７９２０ ３６０００ ５３４８９０ ９８８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８０ ９６５０

１７７８８ ３６０００ ５３２６１０ ９８５４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９０ ９７５０

１７８４７ ３６０００ ５２８７１０ ９７２９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７０ ９６５０

桃叶珊瑚苷 ０１０６３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６３７０ ９５６７ ９６４３ ０７２ 大黄素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７２０ ９６６７ ９７０４ １４１

０１０４６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６３００ ９７３３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５３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６３１０ ９６３３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７２０ ９６６７

０１０５３ ０１０００ ０２０１１０ ９５８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２０ ９７５０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００ ０２０２３０ ９６８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２０ ９７５０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０００ ０２０１９０ ９６５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８２０ ９７５０

０１０５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９６２０ ９５６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９０ ９５００

０１０４３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９９４０ ９７５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９０ ９６２５

０１０４６ ０２０００ ０２９７２０ ９６３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８０００１１９０ ９６２５

地黄苷Ｄ １５４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９５０ ９５７９ ９７３６ １４７ 大黄酚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４８ ９８００ ９７９７ ０７７

１５２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８８１０ ９６４５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４９ ９９００

１５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９２３０ ９５８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４８ ９８００

１５３３７ １６０００ ３０８９５０ ９７２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４８ ９９００

１５３６９ １６０００ ３０９５２０ ９７３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４７ ９８５０

１５３４８ １６０００ ３０８５００ ９６８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４５ ９７５０

１５２９９ ３２０００ ４７２３２０ ９９７９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４０ ９７５０

１５１８６ ３２０００ ４７０３５０ ９９５３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４０ ９７５０

１５２３６ ３２０００ ４６３７８０ ９７３２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６３７ ９６７５

·２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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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成分
样品含量／
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加样回收

率 （％）
平均回收

率 （％）
ＲＳＤ
（％） 成分

样品含量／
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加样回收

率 （％）
平均回收

率 （％）
ＲＳＤ
（％）

地黄苷Ａ ０６０９４ ０４０００ ０９９６９０ ９６８８ ９７８７ ０９８ 大黄素甲醚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９ ９６６７ ９７１１ １０４

０５９９８ ０４０００ ０９８８３０ ９７１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９ ９６６７

０６０３８ ０４０００ ０９９１２０ ９６８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９ ９６６７

０６０３８ ０６０００ １１９８７０ ９９１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８ ９６００

０６０５１ ０６０００ １１９４５０ ９８２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９ ９８００

０６０４２ ０６０００ １１８７８０ ９７２７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９８ ９６００

０６０２３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８９２０ ９８９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４８ ９８００

０５９７８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８６２０ ９９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４９ ９９００

０５９９８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６８４０ ９７３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４７ ９７００

毛蕊花糖苷 ０４４０４ ０３０００ ０７２７４０ ９５６７ ９６３４ ０６４

０４３３５ ０３０００ ０７２５３０ ９７２７

０４３６３ ０３０００ ０７２５４０ ９６３７

０４３６３ ０４０００ ０８２２８０ ９６６３

０４３７２ ０４０００ ０８２３２０ ９６５０

０４３６６ ０４０００ ０８２５１０ ９７１３

０４３５２ ０８０００ １１９９２０ ９５５０

０４３２０ ０８０００ １１９８５０ ９５８１

０４３３５ ０８０００ １２０３２０ ９６２１

２３６样品含量测定　取 ３批生地黄汤颗粒，按
２２４项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依２１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１０μＬ，记录峰面积。按外标两点法计算样品
中梓醇、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毛蕊
花糖苷、没食子酸、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

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含量，结果见表４。

３　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中地
黄项下仅对梓醇和毛蕊花糖苷进行测定［１５］，而且采

用了两种测定方法，较为繁琐。地黄中主要含有环

烯醚萜苷及苯乙醇苷，而且这两大类成分也是其主

要活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仅对梓醇及毛

蕊花糖苷进行含量测定，难以全面反映该饮片的质

量。因此对主要活性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确定含量测定方法，对于全面有效控制制剂的质量

具有重要的意义。

波长的选择：在进行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时，

发现梓醇、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Ａ、地黄苷 Ｄ在
２０３ｎｍ处有末端吸收，毛蕊花糖苷最大吸收在
３３４ｎｍ处，大黄中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
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在２５２ｎｍ处有强吸收峰［１６１８］。

经过在不同波长下及转换波长多次实验，结果发现，

梓醇在２５２ｎｍ及３３４ｎｍ响应值均较小，毛蕊花糖
苷及大黄各成分在２１０ｎｍ处有较高响应值。而采用
转化波长进行测定时基线波动较大。综合考虑各成

表４　生地黄汤颗粒中１１种成分含量测定结果（ｎ＝３）
ｍｇ·ｇ－１

批号 梓醇
没食子酸

（×１０－２）
桃叶

珊瑚苷
地黄苷Ｄ 地黄苷Ａ 毛蕊花

糖苷

芦荟大黄素

（×１０－２）
大黄酸

（×１０－２）
大黄素

（×１０－２）
大黄酚

（×１０－２）
大黄素甲醚

（×１０－２）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４３４６３ １７４２０ ０１０２１ １４８７２ ０５８５５ ０４２３１ ０３４２６ １１１３８ ０４１４８ ０２４１５ ００５０８

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４３６６３ １７４２１ ０１０２３ １４６５２ ０５９２１ ０４２８１ ０３４３６ １１２０３ ０４２１６ ０２４３１ ００５２９

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４３５２９ １７３２５ ０１０４３ １４７２８ ０５８４２ ０４２９６ ０３４５１ １１３０６ ０４１８３ ０２４２５ ００５３２

平均值 ４３５５２ １７３８９ ０１０２９ １４７５１ ０５８７３ ０４２６９ ０３４３８ １１２１６ ０４１８２ ０２４２４ ００５２３

ＲＳＤ（％） ０２３ ０３２ １１８ ０７６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３７ ０７６ ０８１ ０３３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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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２１０ｎｍ波长下，均能得到较好的响应值，灵敏
度较好，杂质峰干扰较小，同时也避免了更换检测

波长引起的基线漂移，最终确定 ２１０ｎｍ作为检测
波长。

流动相的确定：依据待测１１种成分的理化性质
及色谱行为，实验过程对不同比例的甲醇－０１％磷
酸溶液及乙腈－０１％磷酸溶液进行了考察，结果表
明，以甲醇－０１％磷酸溶液进行梯度洗脱，系统压
力较高，以乙腈－０１％磷酸水进行梯度洗脱，检测
波长为 ２１０ｎｍ，柱温 ３０℃，流速 １ｍＬ·ｍｉｎ－１时，
样品中各成分分离度良好，峰形尖锐对称，色谱图

基线平稳，因此最终确定以乙腈－０１％磷酸水溶液
系统作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

本实验建立了生地黄汤颗粒中１１种指标成分梓
醇、没食子酸、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Ｄ、地黄苷 Ａ、
毛蕊花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

酚、大黄素甲醚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学考察结果

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加样回

收率均符合要求。而且操作简单、对仪器设备要求

不高，重复性好，能够同时进行１１种成分的含量测
定，简化了样品制备方法，节约分析时间，可用于

生地黄汤颗粒的质量控制，同时也为其他含地黄大

黄药对的中药复方制剂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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