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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黄芩药材中９种主要黄酮类活性成分在河北与山西省以及不同生长年限、不同采收季节的
含量分布情况，为黄芩优质药材的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采用 ＨＰＬＣＤＡＤ方法，以甲醇（Ａ）乙腈（Ｂ）０１％
甲酸水（Ｃ）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采集色谱数据，获得各成分含量，并对测定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河
北与山西产黄芩药材中野黄芩苷和千层纸素Ａ的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前者高于后者；综合两个产地，３年生黄
芩中黄芩苷、汉黄芩苷含量较高，与１年生、２年生和７年生的黄芩存在显著性差异；河北地区春季采收的黄芩药
材中野黄芩苷、黄芩苷、汉黄芩苷、黄芩素的含量高于秋季采收的黄芩，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本研究表明河北

产区与山西产区黄芩药材的质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且两产地均存在质量不均一的现象，提示要规范黄芩种植，以

提高黄芩品质。另外，３年生且春季采收的黄芩药材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高，品质较好。本研究基于 ＨＰＬＣ采用多组
分分析对河北与山西产区的黄芩药材种主要黄酮类成分的比较研究，为黄芩优质药材的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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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的干燥根，在春秋采集，始载于 《神农本草

经》，目前为例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收录。

其性寒、味苦，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

胎。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其主要活性成分为黄酮类

化合物，如黄芩苷、汉黄芩苷、黄芩素和汉黄芩素

等［１２］，具有抗氧化［３４］、抗菌［５］、抗病毒［６］、抗

肿瘤［７８］、保护肝脏和提高免疫［９１０］等多种药理

活性。

据贾蔷等［１１］报道，在 《中药部颁标准》中有

４７７个成方制剂中含有黄芩，包含主治疾病１５３种。
黄芩药材临床用量较大，国内年需量达５０００多吨［１２］。

随着黄芩资源需求量加大，野生资源已不能满足社

会需求，栽培黄芩已成为我国黄芩药源的主要来源，

国内已大量栽培。黄芩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大部分

省区及西北和西南地区，现今习惯以河北承德为黄

芩的道地产区，并认为河北承德黄芩药材质量较

好［１３］，其以仿野生栽培黄芩为主。另外，现以山西

产量大，为人工栽培２～３年生黄芩的主要产区［１４］。

目前尚未有针对两地黄芩药材主要化学成分的对比

研究。

为更加合理的评价河北与山西两个产区来源的

黄芩药材的质量情况，本课题组系统的收集了河北

省承德市的黄芩样品与山西省的黄芩样品共３２份。
采用多组分含量测定的 ＨＰＬＣＤＡＤ的方法，测定了
黄芩药材主要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并比较了不同

产地、不同年限、不同采收季节的黄芩药材主要黄

酮化学成分含量的差异。为黄芩优质药材的综合评

价进一步提供了相应的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材料

３２批黄芩样品均由本课题组采集或收集，原植物
保存于药用植物研究所亲缘中心植物样品陈列室，由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肖培根研究员鉴定。

样品信息见表１。对照品野黄芩苷（３）、芹菜素７Ｏ

βＤ葡萄苷（４）、黄芩苷（５）、木犀草素（７）、汉黄
芩苷（８）、山姜素（９）、芹菜素（１０）、黄芩素（１１）、
汉黄芩素（１２）、白杨素（１３）和千层纸素Ａ（１４）购于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纯度均大于９８％；异红
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１）、红花素７ＯβＤ
葡萄糖醛酸苷（２）、白杨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
苷（６）为本实验室从黄芩中分离得到，并经ＵＶ、ＩＲ、
ＮＭＲ等谱学数据鉴定，ＨＰＬＣ检测纯度大于９５％，其
中化合物（１）和（２）为Ｃ（２）Ｒ，Ｓ构型混合物，混合
比例为１∶１。甲醇、乙腈为色谱纯（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甲酸（ＣＮＷ公司，德国）；纯净水（ＭｉｌｌｉＱ，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
公司，美国）。

１２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００ＨＰＬＣ（Ｇ１３２２Ａ型在线脱气机、
Ｇ１３１１Ａ型液相泵、Ｇ１３２９Ａ自动进样器、Ｇ１３１６Ａ
柱温箱、Ｇ１３１５Ｂ型 ＤＡＤ检测器、Ａｇｉｌｅｎｔ色谱工作
站）；梅特勒托利多电子天平（ＡＬ２０４）；Ｃ９８６０Ａ超
声波清洗器（上海杰恩普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色谱条件

本实验方法采用已有的 ＨＰＬＣＤＶＤ方法［１５］，该

方法基于ＨＰＬＣＤＡＤ多成分含量测定能够满足黄芩药
材样品的测定，且仪器精密度、方法重复性、稳定

性、对照品线性关系和加样回收率等均符合要求。色

谱柱为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Ａ（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
流动相为甲醇（Ａ）、乙腈（Ｂ）和０１％甲酸水（Ｃ），
梯度洗脱，线性洗脱程序为：０～６０ｍｉｎ，ＡＢＣ
（１５∶５∶８０）到 ＡＢＣ（８０∶１０∶１０）。每针进样分析完毕
用初始流动相平衡１５ｍｉｎ再进行下一针分析。流速
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 ３０℃；紫外检测波长为
２７８ｎｍ；进样体积为 １０μＬ。用安捷伦工作站
Ｃｈｅｍ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０１０６）采集数据并分析。

２２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黄芩根部干燥样品，粉碎、过４０目筛，精密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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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粉末约０５ｇ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精密加入相
应体积的 ７０％乙醇水，定容至刻度，超声提取
３０ｍｉｎ，放置室温，用７０％乙醇水补足减少的体积，
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作为供试品溶液。

２３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１４个对照品适量，置１０ｍＬ容量瓶

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混匀，得到各对照品的

储备液。将各对照品的储备液各取适量后，置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混匀，并用甲醇定容置刻度，混匀后得混合对

照品的储备液。所有的对照品溶液均储存在４℃。

２４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称取表１中的各份样品约０５ｇ，按照

表１　３２批黄芩样品采集信息
编号 采集时间 （年月日） 产地 生长方式 生长年限

１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１年生

２ ２０１７１１０５ 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２５～３年生

３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 仿野生 ２～３年生

４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２年生

５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２年生

６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３年生

７ ２０１７１１００ 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 仿野生 ３年生

８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 仿野生 ４年生

９ ２０１７１１０４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５～６年生

１０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１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２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３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４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５ ２０１７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 仿野生 ５～７年生

１６ ２０１７１１０３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６年生

１７ ２０１７１１０５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仿野生 ７年生

１８ ２０１７１１０５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仿野生 ７年生

１９ ２０１７１１０５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 仿野生 ７年生

２０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多年生

２１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 仿野生 多年生

２２ ２０１７１１０２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 仿野生 多年生

２３ ２０１７１１０５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仿野生 移栽后３年生

２４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 栽培 １年生

２５ ２０１７０９２８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 栽培 ２５～３年生

２６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 栽培 ２年生

２７ 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 栽培 ２年生

２８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 栽培 ３年生

２９ 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 栽培 ３年生

３０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 栽培 ５～６年生

３１ ２０１７１１１３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 野生 多年生

３２ ２０１７１１１４ 山西省太原市楼烦县 野生 多年生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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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项下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进行处理，按照
２１项下所建立的分析方法进行测定，计算各样品
中测得成分的含量，含量测定结果见表２。

２５黄芩药材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比较

采于河北省承德县与山西省的共３２批黄芩药
材样品中，经与各标准品比对共指认９个黄酮类化
合物，其他化合物未检出（黄芩药材代表性样品与

标准品色谱图见图 １），该 ９个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测定结果见表２。结果表明不同产区黄芩药材９个
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差别较大，各黄酮的质量分数

范围分别为：０７９～５６８ｍｇ·ｇ－１（１）、２８４～
１４４３ｍｇ·ｇ－１（３）、６９７３～１４７１８ｍｇ·ｇ－１（５）、
８５４～３５５４ｍｇ·ｇ－１（８）、０２７～２５５ｍｇ·ｇ－１（９）、
１１～１８３ｍｇ·ｇ－１（１１）、０７５～７０８ｍｇ·ｇ－１（１２）、
００４～１３２ｍｇ·ｇ－１（１３）、００９～２１４ｍｇ·ｇ－１（１４）。
化合物含量高低顺序依次为黄芩苷（５）＞汉黄芩苷
（８）＞黄芩素（１１）＞野黄芩苷（３）＞汉黄芩素（１２）＞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１）＞千层纸素 Ａ
（１４）＞白杨素（１３）。

　　注：１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２红花素７Ｏβ

Ｄ葡萄糖醛酸苷；３野黄芩苷；４芹菜素７ＯβＤ葡萄苷；５

黄芩苷；６白杨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７木犀草素；８汉

黄芩苷；９山姜素；１０芹菜素；１１黄芩素；１２汉黄芩素；

１３白杨素；１４千层纸素Ａ。

图１　黄芩代表性样品（Ａ）与对照品（Ｂ）叠加谱图

表２　３２批黄芩药材样品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测定结果
ｍｇ·ｇ－１

编号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 野黄芩苷 黄芩苷 汉黄芩苷 山姜素 黄芩素 汉黄芩素 白杨素 千层纸素Ａ

１ １６１ ５８７ ８６２０ １８７１ １１９ ２９１ ２６８ ００６ ０３５

２ ２００ ５６４ ８６９８ ２１６７ ０９８ ２４５ ２５５ ０２３ ０３８

３ ２５８ ４１７ １０９７６ ２２９５ １６９ ４７０ ３３１ ０１１ ０７４

４ １３６ ４５５ ６９７３ １５０４ ０９２ １４２ １２５ ００４ ０２４

５ １３５ ５７７ ７３８０ １０１６ ０２７ ２６１ ３７０ ０４４ ００９

６ １６９ ７０７ １０５２３ ２２６３ １４０ ５５６ ５４１ ０１４ ０９０

７ ０９１ ９８０ １１７４９ ２６３８ ０４６ ５０８ ２３２ ００８ ０５６

８ ２２８ ５１０ ９２２５ １９８２ ０４９ ２９５ ２６８ ００８ ０３０

９ １４９ ５０７ ８０１７ ２２００ ０８５ ３８０ ５１７ ０１２ ０５９

１０ １６７ １０７４ １４１７３ ３０８９ １１３ ５３０ １８５ ０１６ ０１４

１１ ０７９ ８５８ １２３７８ ２６３２ １２３ ８０５ ７０８ ０２５ １１４

１２ １８４ １３６３ １３０１１ ３２６９ １５９ １４６９ ３２５ ０２９ １７０

１３ ２０４ １３３２ １３４０４ ２８３５ １１５ ７７９ ３３１ ０１３ ０６４

１４ １６５ １１１２ １２７９９ ３５５４ １６８ １８３０ ４０９ ０４６ ２１４

１５ ２２１ １４４３ １４７１８ ３３９８ ０９０ ５９９ ４９９ ０１７ ０９２

１６ １４９ ２８４ ８７５２ １０１８ ０６０ １４８ １１０ ０３２ ０１４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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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编号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 野黄芩苷 黄芩苷 汉黄芩苷 山姜素 黄芩素 汉黄芩素 白杨素 千层纸素Ａ

１７ ２５４ ４７９ ９４２６ １０５２ ０４９ ６６７ ５５１ ００７ ０１６

１８ １５６ ４７０ ９５９０ ２３４７ ２５５ ６８２ ５９１ ０１５ １５３

１９ ２０６ ５８２ ７７７７ ８５４ ０３９ ７３９ ６０９ ００７ ０２０

２０ ５６０ ４９５ １２８０２ ２４１１ ０６５ ４１３ ２７６ ００８ ０５０

２１ ５６８ ５０５ １１７６９ ２２３０ １２７ ３３４ ２２５ ００７ ０３６

２２ １５４ ４８０ ７８７３ １３８５ ０４８ ３１８ ４１７ １３２ ０１０

２３ １４８ ５２５ ７９１９ １０２３ ０７４ ４３２ ３７８ ００８ ０１３

２４ １１２ ６６４ ７２８１ １０１３ ０９３ １１０ ０７５ ０１０ ００９

２５ １４９ ２８４ ８７５２ １０１８ ０６０ １４８ １１０ ０３２ ０１４

２６ １５７ ６４４ ６９９１ １６９９ １１７ ２４５ ２１０ ０１３ ０３５

２７ １５４ ５５９ １０５４６ ２２２８ １２０ ４６１ ３０６ ００９ ０４２

２８ ２１１ ８１３ １４５８６ ３３６９ ２１０ ４３６ ２５６ ０１０ ０４２

２９ ２０１ ６２０ １１０５５ １７９９ ２０４ ４３４ ２３６ ００９ ０５４

３０ ２０１ ４９１ ９２０６ １５６３ ０６９ ５６４ ３４４ ０１２ ０３７

３１ ３６８ ５８８ ８６１８ １６７１ １１５ ５９７ ２９９ ０１６ ０４９

３２ ３１３ ５２７ １３５６８ ２４３０ １５９ １９１ １２７ ００５ ０３４

２５１河北产区与山西产区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对
比分析　对实验数据进一步进行统计，分析了不同产
区、生长年限、采收季节这些因素对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的影响，不同产区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对比分析结果见

表３。该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河北产区和山西产区黄
芩药材中所测得的野黄芩苷与千层纸素Ａ的含量在两
个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另外，两地区测定的黄酮总含

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两地黄芩药材测定的黄酮总

含量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但从单体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角

度出发，两地黄芩药材质量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表３　不同产区黄芩药材中主要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对比分析（珋ｘ±ｓ）

ｍｇ·ｇ－１

化合物 河北承德市（ｎ＝２３） 山西（ｎ＝９）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 １６７±１２１ａ ２０１±０８３ａ

野黄芩苷 ７９０±３３８ａ ５８８±１４４ｂ

黄芩苷 １０３７２±２３９２ａ　１００６７±２６３８ａ　

汉黄芩苷 ２１３０±８１４ａ　 １８６５±７３５ａ　

山姜素 ０９２±０５４ａ １２７±０５４ａ

黄芩素 ５６１±３９７ａ ４５４±１８３ａ

汉黄芩素 ３７０±１６２ａ ２１８±０９５ａ

白杨素 ０２１±０２７ａ ０１３±００８ａ

千层纸素Ａ ０６１±０５６ａ ０３５±０１５ｂ

总和 １４５３２±３７２５ａａ　１３４６４±３４９９ａ　
　　注：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方差分析，同一列同一浓
度不同字母代表在Ｐ＜００５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５２不同生长年限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对比分
析　不同生长年限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测定结果见
表４，３年生黄芩药材的黄芩苷、汉黄芩苷含量较
高，且与其他年限生长黄芩药材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不同生长年限黄芩药材中黄酮类化合物：异红花素
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汉黄芩苷、山姜素、白杨
素、千层纸素 Ａ的含量无显著性差异；３年生黄芩
药材的野黄芩苷含量与２年和７年生的黄芩药材存
在显著差异，而与 １年生黄芩药材中的含量相近，
无显著差异；７年生黄芩素和汉黄芩苷的含量与其
他生长年限的黄芩药材，含量较高且存在显著差异。

化合物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汉黄芩苷、
山姜素、黄芩素、千层纸素Ａ的含量，３年生＞２年
生＞１年生，随着年限的延长含量呈上升趋势。测
定的各黄酮总含量，３年生黄芩药材最高，１年生与
２年生黄芩药材总量相近。
２５３不同采收期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对比分析　不
同采收时期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５，
结果显示化合物野黄芩苷、黄芩苷、汉黄芩苷、黄

芩素的含量在春季和采收的黄芩根部中有显著性差

异，其在春季采收时含量更高。其他５种黄酮类化
合物在不同采收期黄芩药材中的含量相近，无显著

性差异。春季采收的测得各黄酮总含量与秋季的存

在显著性差异，且前者高于后者。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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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生长年限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测定结果（珋ｘ±ｓ）
ｍｇ·ｇ－１

化合物 １年（ｎ＝２） ２年（ｎ＝４） ３年（ｎ＝４） ７年（ｎ＝３）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 １３７±０３５ａ １４５±０１２ａ １８５±０５４ａ ２０６±０４９ａ

野黄芩苷 　６２６±０５５ａｂ ５６８±０７８ａ ７６０±１５５ｂ ４７９±０６２ａ

黄芩苷 ７９５１±９４７ａ　 ７１８６±１７２６ａ １１４０２±１８１ｂ　 ９４２６±１００３ａ

汉黄芩苷 １４４２±６０７ａ　 １６０１±５０１ａ　 ２４５０±６６３ｂ　 １０５２±８１１ａ　

山姜素 １０６±０１９ａ １０４±０４３ａ １７２±０７６ａ ０４９±１２２ａ

黄芩素 ２０１±１２８ａ 　２５３±１３４ａ ４７２±０５９ｂ ６８２±０３８ｃ

汉黄芩素 １７１±１３７ａ 　２５８±１０８ａｂ 　２４６±１５０ａｂ ５９１±０３０ｃ

白杨素 ００８±００２ａ ０１１±０１８ａ ００９±００３ａ ００７±００５ａ

千层纸素Ａ ０２２±０１９ａ ０３０±０１４ａ ０５５±０２１ａ ０２０±０７８ａ

总和 １０６１０±１８３４ａ　 １０１５６±２３３１ａｂ １５６５４±２４２４ｃ　 １２５１２±１７１３ａｂ

　　注：采用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方差分析，同一列同一浓度不同字母代表在Ｐ＜００５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５　不同采收时期黄芩药材的黄酮含量
测定结果（珋ｘ±ｓ）

ｍｇ·ｇ－１

化合物
春季采收

（５～７年生）
秋季采收

（６～７年生）

异红花素７ＯβＤ葡萄糖醛酸苷 １７０±０４５ａ ２６５±１５２ａ

野黄芩苷 １１９７±２０１ａ　 ４６２±０９８ｂ

黄芩苷 １３４１４±８０５ａ　 　９６７±１６９１ｂ

汉黄芩苷 ３１２９±３１８ａ　 １５３６±６９２ｂ　

山姜素 １２８±０２７ａ ０９４±０８１ａ

黄芩素 １００２±４７９ａ　 ５３０±２２１ｂ

汉黄芩素 ４１０±１６４ａ 　４１±１９９ａ

白杨素 ０２４±０１１ａ ０１４±０１０ａ

千层纸素Ａ １１１±０６６ａ ０５１±０５３ａ

总和 １９５８５±１０５４ａ　１３０４８±２４１２ａ　
　　注：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ａｎｇｅｔｅｓｔ方差分析，同一列同一浓
度不同字母代表在Ｐ＜００５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３１黄芩药材样品的采集

黄芩药材样品的采集地点的选择合适：产于河

北省承德市的热河黄芩是目前普遍认为的道地药材，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药物出产辨》已有记载 “直

隶、热河一带均有出”，而山西虽为非道地黄芩产

区，却为２～３年生黄芩药材的主产区［１６］；本研究

黄芩样品采集较为全面和典型：黄芩道地药材样品

收集全面，系统性的收集了河北省承德市各县的黄

芩药材。非道地产区山西则主要采集产量较大的晋

中与晋南地区的黄芩药材样品。

３２测定结果分析

本课题组利用建立的测定黄芩植物主要黄酮类

化合物的ＨＰＬＣ方法，测定了河北与山西不同产地、
不同年限、不同采收季节的黄芩药材的９个黄酮类
化合物的含量，并系统地分析了彼此间的差异性。

河北省承德市与山西产区的黄芩药材中野黄芩苷和

千层纸素 Ａ的含量存在显著性差异。另外，综合
两个产地测定结果发现，不同生长年限的黄芩药材

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

３年生黄芩药材的黄芩苷、汉黄芩苷含量较高，与
１年生、２年生和７年生的黄芩存在显著性差异。根
据测得黄酮类化合物的总含量结果，发现３年生 ＞
７年生＞１年生和２年生，３年生的黄芩药材品质较
好，但在黄芩药材产区却以２～３年生黄芩为主，推
测因考虑到经济效益和产量，为在保证质量的基础

上，大多产区选择种植２～３年生的黄芩。对河北省
承德地区不同采收季节黄芩药材黄酮类化合物的含

量测定结果显示，春季采收的黄芩根部中野黄芩苷、

黄芩苷、汉黄芩苷、黄芩素的含量高于秋季采收的

黄芩，春季采收的黄芩药材各黄酮总含量也高于秋

季采收黄芩，春季采收的黄芩药材质量较优，这可

为黄芩药材的采收季节提供一定的参考。

据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黄

芩药材按干燥品计算，含黄芩苷不得少于 ９０％，
但在本研究中发现，若以黄芩苷含量多少为标准评

判药材质量的优劣，不论在黄芩药材传统道地产区

河北省承德市还是非道地产区山西省，都存在一些

样品不合格的现象，这虽从侧面反映了黄芩药材存

在的质量不均一的情况，但以单一成分评价药材质

量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此为保证药

材品质，需要规范黄芩种植，确定黄芩药材的最佳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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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年限和采收期，也需要更科学的方法评价黄芩

药材的品质，本实验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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