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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内蒙古科技创新引导项目（ＫＣＢＪ２０１８０４０）；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ＣＧＺＨ２０１８１７４）；内蒙古自治区
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０１０４０）；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２）；财政部中央本级专项（２０６０３０２）；国家中药
材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专项基金（ＣＡＲＳ２１）

 ［通信作者］　张春红，教授，研究方向：中蒙药药效学；Ｔｅｌ：（０４７２）７１６７８９０，Ｅｍａｉｌ：ｚｃｈｌｈｈ＠１２６ｃｏｍ
李辉，教授，研究方向：蒙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Ｔｅｌ：（０４７１）６２６２２３２，Ｅｍａｉｌ：ｌｉ＿ｍｉｎｈｕｉ＠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以７种有效成分为指标评价内蒙古
不同产地黄芪药材品质

△

李紫岩１，杨敏１，王杰１，张春红１，李辉１，２

１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２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１１０

［摘要］　目的：选择７种有效成分为指标，对内蒙古地区不同产地的黄芪药材进行品质的初步评价。方法：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４种黄酮类成分进行含量测定，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联用蒸发光检测器法对黄芪甲苷、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 ３种皂苷类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根据测得的４０
个产地黄芪样品中各指标成分含量，应用 ＳＰＳＳ并以组间联结作为聚类方法，对不同产地黄芪样品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黄酮类、皂苷类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均符合方法学考察要求，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

花素、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黄芪甲苷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０２１６％ ～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２６％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３％～００１３５％、００２３９％～２１８９０％、００４１３％～０３９１１％、００４０７％～０１０６５％，
聚类分析结果将不同产地黄芪样品分为３类，生长于阴山山脉山区的样品聚为一类，生长于阴山山脉山下周边农区
的样品聚为一类，不在阴山山脉范围内的样品聚为一类。结论：本研究所采用的含量测定方法简单、稳定、准确，

适用于黄芪中黄酮类、皂苷类成分的测定；生长在阴山山脉范围内的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积累较多，品质较好，其中

在包头市的固阳县与土默特右旗所产黄芪的品质最佳。

［关键词］　黄芪；黄酮；皂苷；含量测定；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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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ｉｘ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Ｒａｄｉｘ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Ｙ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ｈａｄａｌａｒｇ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
Ｒａｄｉｘ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Ｇｕ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ａｎｄＴｕｍｅｄＲｉｇｈｔＢａｎｎｅｒｈａｄｔｈｅｂｅｓ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Ｒａｄｉｘ；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ｓａｐｏｎｉｎ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黄芪是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
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ｓｉａｏ或膜
荚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的干
燥根，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规定黄芪药材以黄芪甲苷与毛蕊异黄

酮苷为指标成分［１］。此外，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黄芪皂苷Ⅰ和黄芪皂苷Ⅱ为黄芪中含量
较高的有效成分，经常与 《中国药典》规定的指标

成分一起用来综合评价黄芪的品质［２５］。为了合理利

用土地，科学指导黄芪栽培种植基地的选址，本研

究以黄酮类和皂苷类７种有效成分作为指标，采用
ＨＰＬＣＵＶ与ＨＰＬＣＥＬＳＤ对内蒙古不同产地的黄芪
药材进行指标成分含量测定，并根据含量测定结果

对不同产地黄芪药材进行聚类分析，直观地将不同

产地的黄芪药材品质进行初步评价比较。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３０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热电公
司）；２０００ＥＳ型蒸发光散射检测器（美国奥泰科技有
限公司）；ＸＷＫⅢ型空气发生器（天津市津分分析
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梅特勒 ＭＥ２０４型十万分之一

天平（上海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ＸＪＢ４０Ｂ
型纯水仪（沈阳欣洁科技有限公司）；ＦＬＢＰ２００型粉
碎机（浙江屹立工贸有限公司）；ＫＤＭ型控温电热套
（菏泽精科仪器有限公司）；ＩＫＡＲＶ１０型旋转蒸发
仪（上海焓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索式提取器、回

流提取器、容量瓶等玻璃仪器均产于四川蜀牛玻璃

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药

色谱甲醇、正丁醇、磷酸均购于天津市福晨化

学试剂厂，色谱乙腈购于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氨水购于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

司，超纯水由ＸＪＢ４０Ｂ型纯水仪制得。毛蕊异黄酮
苷对照品（批号：１５０３２６）、芒柄花苷对照品（批号：
１５０５０７）、毛蕊异黄酮对照品（批号：１５１２０８）、芒柄
花素对照品（批号：１４０６０１）、黄芪甲苷（批号：
１４８３２１）、黄芪皂苷Ⅱ（批号：１４０４１３）、黄芪皂苷Ⅰ
（批号：１６０６１３０７）均购自成都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纯度≥９８％。黄芪样品采集基于第四次全国
中药资源普查项目，共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４０份样
品，生长年限均为２年，经包头医学院张春红教授
鉴定为蒙古黄芪的干燥根，粉碎过４０目筛并保存于
４℃环境中备用，样品详细信息见表１。

表１　黄芪样品信息
Ｎｏ 产地 采收时间 位置

Ｓ１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西关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３８°４９′５６８７″　Ｅ１０５°３９′４３６７″
Ｓ２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镇苗家二份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５′０２７８″　Ｅ１０９°３６′３２６６″
Ｓ３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镇色气口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５′３４９５″　Ｅ１０９°２９′３５４２″
Ｓ４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明安镇六份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３′０２７９″　Ｅ１０９°３９′５１９１″
Ｓ５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公洞嘎查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１′２１５８″　Ｅ１０９°００′０５３５″
Ｓ６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朝阳镇三份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２′３５５４″　Ｅ１０９°４０′４９０１″
Ｓ７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先锋镇白彦花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３８′３２７５″　Ｅ１０９°１２′４８２７″
Ｓ８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蒙汉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３３′５７８５″　Ｅ１０６°２９′２５７８″
Ｓ９ 包头市固阳县前黑沙河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３８′５０８６″　Ｅ１０９°５８′０３１０″
Ｓ１０ 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镇小英兔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４′０９１５″　Ｅ１１０°３１′１８１０″
Ｓ１１ 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镇小邦狼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００′３０４２″　Ｅ１１０°０３′００６９″
Ｓ１２ 包头市固阳县石卜太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４′４１４９″　Ｅ１１０°３５′５１３６″
Ｓ１３ 包头市固阳县银号镇北五塔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１１′４７６２″　Ｅ１１０°２０′１３９３″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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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Ｎｏ 产地 采收时间 位置

Ｓ１４ 包头市固阳县银号镇碾房大队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０６′４２６０″　Ｅ１１０°１９′３２７９″
Ｓ１５ 包头市达茂旗乌克乡腮忽洞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２１′０１０４″　Ｅ１１０°３１′２０６３″
Ｓ１６ 包头市达茂旗石宝镇石宝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２２′０３８０″　Ｅ１１０°５６′４３０５″
Ｓ１７ 包头市达茂旗小文公乡不浪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３３′０８８８″　Ｅ１１１°１４′２２０４″
Ｓ１８ 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大前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４１′４６８９″　Ｅ１１０°２０′３８３４″
Ｓ１９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山湾乡九峰山管委会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４２′１４１３″　Ｅ１１０°４４′０７０９″
Ｓ２０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海子乡海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２４′４４８４″　Ｅ１１０°３９′２５７８″
Ｓ２１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苏波盖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３５′４１４５″　Ｅ１１０°４０′３９９５″
Ｓ２２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黄花滩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９′４９１９″　Ｅ１１０°５４′３５４７″
Ｓ２３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杨成山沟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１２′２０１６″　Ｅ１１１°２４′３４７２″
Ｓ２４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乐镇卜圪素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１３′４０２３″　Ｅ１１１°４０′３９０６″
Ｓ２５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二道河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４６′００６０″　Ｅ１１１°３５′４４７７″
Ｓ２６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红山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１°１１′３８１４″　Ｅ１１０°４０′３５６９″
Ｓ２７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拉合少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８′２１４２″　Ｅ１１０°５４′５８２８″
Ｓ２８ 呼和浩特市德胜沟乡毛林坝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５６′２３１２″　Ｅ１１１°１４′２７２０″
Ｓ２９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河镇城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Ｎ４０°１７′２３２２″　Ｅ１１１°１１′０６６６″
Ｓ３０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锡勒乡大房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１°１６′２４００″　Ｅ１１２°５５′４０８０″
Ｓ３１ 乌兰察布市商都十八顷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１°３４′０３００″　Ｅ１１３°５１′５５２６″
Ｓ３２ 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萨塔日根敖包嘎查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５°５９′２２０６″　Ｅ１１７°３８′１６５２″
Ｓ３３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家河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２°２１′３７１５″　Ｅ１１６°３４′４８８６″
Ｓ３４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那日图苏木乌兰嘎查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２°５２′０９９０″　Ｅ１１５°４８′４２６７″
Ｓ３５ 赤峰市巴林右旗三山镇海瑶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４°０４′３６７３″　Ｅ１２０°１３′５４３８″
Ｓ３６ 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牛营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２°０５′５９０７″　Ｅ１１８°４７′２６０７″
Ｓ３７ 通辽市奈曼旗土城子乡三家子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２°２１′０６５２″　Ｅ１２０°４８′１０４８″
Ｓ３８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舍林嘎查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６°０５′２２１７″　Ｅ１２２°０７′２２４３″
Ｓ３９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白鹿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５１°５６′４４５９″　Ｅ１２０°５１′４０４８″
Ｓ４０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建国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Ｎ４８°０７′１２４１″　Ｅ１２３°２６′４８９６″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黄酮类成分的方法学考察与含量测定

２１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ＴｈｅｒｍｏＢＤＳＣ１８（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色谱甲醇（Ａ）０１％磷酸
水（Ｂ）；梯度洗脱（０～３５ｍｉｎ，２５％ ～６０％Ａ；３５～
４５ｍｉｎ，６０％Ａ）；流速：１２ｍＬ·ｍｉｎ－１；柱温：
３０℃；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进样量：１０μＬ。ＨＰＬＣ
图见图１。
２１２　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毛蕊异黄酮
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苷、芒柄花素４种黄酮类成
分对照品适量，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加甲醇定容至
刻度，摇匀，配制成含毛蕊异黄酮苷０２５ｍｇ·ｍＬ－１、
芒柄花苷０１ｍｇ·ｍＬ－１、毛蕊异黄酮００６ｍｇ·ｍＬ－１、
芒柄花素００１５ｍｇ·ｍＬ－１的对照品溶液。
２１３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粉末４０ｇ
于圆底烧瓶中，加入５０ｍＬ甲醇，称质量。加热回流
３ｈ，放冷，补足损失的液体质量，过滤并浓缩至干，

注：Ａ黄酮类化合物对照品；Ｂ黄芪样品：１毛蕊异黄酮

苷；２芒柄花苷；３毛蕊异黄酮；４芒柄花素。

图１　黄酮类化合物对照品与黄芪样品ＨＰＬＣ图

用甲醇转移至５ｍＬ容量瓶中，甲醇定容，０２２μｍ
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２１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对照品混合溶液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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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２、０５、１、２、５、１０μＬ，按２１１项下色
谱条件，注入 ＨＰＬＣ中测定，分别记录毛蕊异黄酮
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４种黄酮类
成分的峰面积。选择质量浓度（Ｘ）作为横坐标，选
择峰面积值（Ｙ）作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４种
黄酮类成分的线性回归方程。毛蕊异黄酮苷：Ｙ＝
４５０８３Ｘ－００２７８，ｒ＝０９９９９；芒柄花苷：Ｙ＝
６０７７８Ｘ－００１０６，ｒ＝０９９９８；毛蕊异黄酮：Ｙ＝
１１６５１Ｘ＋００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９；芒柄花素：Ｙ＝
１０２９Ｘ＋０２０５，ｒ＝０９９９７。表明毛蕊异黄酮苷、
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分别在００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５ｍｇ·ｍＬ－１质量浓度范围内线
性关系良好。

２１５　精密度试验　取２１２项下的对照品溶液，
按照２１１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连续进样６次，分别
记录４种黄酮类成分含量的峰面积。将峰面积进行
偏差分析，得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

酮、芒柄花素峰面积的ＲＳＤ分别为０１７％、０２３％、
０１８％、１４７％。表明所使用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１６　稳定性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１０ｇ，
按２１３项下所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于０、

２、４、８、１２、２４ｈ按 ２１１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记录黄酮类成分的峰面积。将峰面积进
行偏差分析，得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

酮、芒柄花素峰面积的ＲＳＤ分别为１１６％、１２８％、
１８１％、１９２％。表明本方法在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１７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１０ｇ，
按２１３项下所述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６份，
按２１１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记录
黄酮类成分峰面积。将峰面积进行偏差分析，得毛蕊

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峰面积

的ＲＳＤ分别为１７９％、０９８％、０８１％、１１３％。表
明测定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２１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
０５ｇ，按２１３项下所述方法平行制备６份供试品
溶液，分别加入与样品中各待测成分相当的对照品

溶液，按照２１１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分
别计算出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的平均回收率。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毛

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的平

均回收率和 ＲＳＤ分别为９６９３％、１７８％，９０４０％、
１５８％，１０５００％、１５９％，９２０８％、１７０％。结
果数据详见表２，表明本试验方法的准确性良好。

表２　黄芪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ｎ＝６）
成分 称样量／ｇ 样品中含量／ｍｇ 加入量／ｍｇ 测得量／ｍ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毛蕊异黄酮苷 ０５００４ ０３２４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４６０００ ９７５８ ９６９３ １７８
０５００４ ０３２１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４６０００ ９８４８
０５００２ ０３２８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４４０００ ９５８０
０５００２ ０３３７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４７０００ ９３９４
０５００６ ０３２６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４９０００ ９７８８
０５００６ ０３３１０００ ０３３００ ０６５４０００ ９７８８

芒柄花苷 ０５００４ ０１３２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４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０４０ １５８
０５００４ ０１３０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４９０００ ９１５４
０５００２ ０１２９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４９０００ ９２３１
０５００２ ０１３３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５１０００ ９０８０
０５００６ ０１３５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５００００ ８８５０
０５００６ ０１３４００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２５００００ ８９２３

毛蕊异黄酮 ０５００４ ００１５１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１１００ １０６６７ １０５００ １５９
０５００４ ００１５１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０７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２ ００１５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０９００ １０６００
０５００２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１６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６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２０００ １０６６７
０５００６ ００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３１４００ １０２６７

芒柄花素 ０５００４ ０００２３２６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１７８ ９２５９ ９２０８ １７０
０５００４ ０００２１５３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９５９ ９０２９
０５００２ ０００２１９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０６４ ９３６２
０５００２ ０００２２２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０２８ ９０４３
０５００６ ０００２０６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９４８ ９４３６
０５００６ ０００２２５４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０７８ ９１２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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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　黄酮类成分含量检测　将４０份不同产地黄
芪样品分别按照２１３项下方法制备成供试品溶液，
按照２１１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将所得
峰面积带入相对应的回归方程，计算得到各产地样

品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测定结果详见表３。结果表
明不同产地样品中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

黄酮、芒柄花素质量分数范围分别在 ００２１６％ ～
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２６％ ～００６０２％、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２５％和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３５％，各产地毛蕊异
黄酮苷的含量符合 《中国药典》规定。

２２　黄芪皂苷Ⅰ、Ⅱ的方法学考察与含量测定

２２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ＥｘｔｅｎｄＣ１８（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色谱乙腈（Ａ）超纯水（Ｂ）；
梯度洗脱（０～１５ｍｉｎ，５％ ～３０％Ａ；１５～４０ｍｉｎ，
３０％～５０％Ａ）；流速：０８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３０℃；
蒸发光检测器漂移管温度：１１０℃；载气流速：
３Ｌ·ｍｉｎ－１；进样量：１０μＬ。ＨＰＬＣ图见图２。

注：Ａ皂苷类化合物对照品；Ｂ黄芪样品；１黄芪皂苷Ⅱ；

２黄芪皂苷Ⅰ。

图２　皂苷类化合物对照品与黄芪样品ＨＰＬＣ图

２２２　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黄芪皂苷
Ⅰ、黄芪皂苷Ⅱ对照品适量，置于５ｍＬ容量瓶中，
加入适量甲醇并使其溶解，定容至刻度，摇匀，配

制成含黄芪皂苷Ⅰ ０７８２ｍｇ·ｍＬ－１、黄芪皂苷Ⅱ
０２５４ｍｇ·ｍＬ－１的对照品储备液。
２２３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粉末４０ｇ
置于索氏提取器中，加入适量的甲醇，连续回流提

取５ｈ，提取液蒸干，用甲醇转到 ５ｍＬ容量瓶中，
甲醇定容，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２２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对照品混合溶液１、

２、４、８、１６μＬ，按 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注入
ＨＰＬＣ中测定，分别记录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
Ⅱ的峰面积。选择进样质量的常用对数值（ｌｇＸ）作
为横坐标，选择峰面积的常用对数值（ｌｇＹ）作为纵坐
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皂苷类成分的线性回归方

程。黄芪皂苷Ⅰ：ｌｇＹ＝１４０８８ｌｇＸ＋５２０８４，ｒ＝
０９９９２；黄芪皂苷Ⅱ：ｌｇＹ＝１８９２５ｌｇＸ＋６８５５４，
ｒ＝０９９９６。表明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质量浓度
分别在００００７８２～００１２５１２ｍｇ·ｍＬ－１、００００２５４～
０００４０６４ｍｇ·ｍＬ－１线性关系良好。
２２５　精密度试验　取２２２项下对照品溶液，按
２２１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连续重复进样６次，分别记
录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含量的峰面积。将峰面
积进行偏差分析，得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的峰
面积的ＲＳＤ分别为２０４％、１０２％。表明所使用仪
器精密度良好。

２２６　稳定性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４０ｇ，
按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皂苷类成分供试品溶液，分
别于０、２、４、８、１２、２４ｈ按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
进行ＨＰＬＣ分析，记录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的
峰面积。将峰面积进行偏差分析，得黄芪皂苷Ⅰ、
黄芪皂苷Ⅱ在不同进样时间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４７３％、３６０％。表明本方法在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２７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４０ｇ，
按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６份，按 ２２１
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记录黄芪皂苷
Ⅰ、黄芪皂苷Ⅱ的峰面积。将峰面积进行偏差分析，
得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２０５％、２５５％。表明测定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２２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黄芪样品粉末
１０ｇ，按２２３项下方法平行制备６份供试品溶液，
分别加入与样品中各待测成分相当的对照品溶液，

按照２２１项下所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计算黄芪
皂苷Ⅰ、黄芪皂苷Ⅱ的平均回收率。结果数据详见
表４，表明本方法的准确性良好。
２２９　黄芪皂苷Ⅰ、Ⅱ的含量检测　将４０份不同
产地黄芪样品分别按照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成供试
品溶液，按照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
将所得峰面积带入相对应的回归方程，计算得到各

产地样品中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的含量，测定
结果详见表３。结果表明不同产地样品中黄芪皂苷Ⅰ、
黄芪皂苷Ⅱ质量分数分别为００２３９％～２１８９０％和
００４１３％～０３９１１％。

·９６·



２０２０年１月　第２２卷　第１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Ｊａｎ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

表３　黄芪体内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结果（珋ｘ±ｓ，ｎ＝３）
％

Ｎｏ
质量分数

毛蕊异黄酮苷 芒柄花苷 毛蕊异黄酮 芒柄花素 黄芪皂苷Ⅰ 黄芪皂苷Ⅱ 黄芪甲苷

Ｓ１ ００５３７±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０３±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０７ ０１８８８±０００９４ ００２１９±０００１７ ００８４０±０００９４

Ｓ２ ００３７３±０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１±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４ ０９４０７±００７４３ ０３１０７±００２３５ ００４２７±０００４３

Ｓ３ ００７６６±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９９±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１ ０９７３６±００６８８ ０１９２２±００４０３ ００７４４±０００３０

Ｓ４ ００５６８±０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６±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２ １２２９３±００９２４ ０３３１４±００２５５ ００５１７±０００５１

Ｓ５ ００４１３±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９±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３ ０８８０７±０１２１４ ０２６８９±００４６８ ００５２２±０００２２

Ｓ６ ００３１６±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２±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３ ０７２４９±００６９４ ０１３５３±００３００ ００４５７±０００１７

Ｓ７ ００３８２±０００６１ ００２２７±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１ ０６９８７±００４７８ ０２１１８±００４１２ ００４７２±０００４０

Ｓ８ ００２４９±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６±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 ００６２６±０００１４ ００４９５±０００２２ ００４２１±０００２３

Ｓ９ ００６９２±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４±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２ ０８７８６±００４３５ ０２５２２±００７１２ ００４６１±０００１２

Ｓ１０ ００５４９±０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８±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１ １８２９１±０１４３３ ００４４６±０００６２ ００７７１±０００２２

Ｓ１１ ０１０６０±００１５５ ００２７４±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２ １１１６４±０２０４２ ０２６４４±００２６５ ００９８１±００１２０

Ｓ１２ ００２５８±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２ ０６８５７±０１３３７ ０３９１１±００５２０ ０１０６５±００１４４

Ｓ１３ 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５ １２２５１±０１９７８ ０２５４９±００２６２ ００４８７±０００７４

Ｓ１４ ００４６４±０００５０ ００１７３±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８ ０７７５８±００９１２ ０１５９０±００２１６ ００６７８±０００８９

Ｓ１５ ００２５５±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１±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２ ０７７６７±００７８８ ０２０９６±００２４４ 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４５

Ｓ１６ ００６９７±０００７４ ００１４８±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１１ １０６４４±０２１１２ ０２８８２±００３４２ ００７６２±０００１４

Ｓ１７ ０１４５４±００２４２ ００５２９±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 ０９７３８±００１０２ ０２１９４±０００９５ ００８４０±０００７８

Ｓ１８ ０１１１８±００２４１ ００４６５±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４ １０２６９±０００７７ ０２５１９±００４５０ ００８４４±０００９８

Ｓ１９ ００５７５±００１１２ ００３１４±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０３ ２１８９０±０３０４０ ００４１３±０００３８ ００７２５±０００６４

Ｓ２０ ００８１３±００１２４ 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２ ０９４５３±０１２７４ ０２９７２±００４２９ ００８４８±０００４９

Ｓ２１ ０１５０３±００２０２ ００４２８±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 ０８２１３±０１２４６ ０１５５１±００１２９ ００４９９±０００５２

Ｓ２２ ００７９２±０００８２ ００３８１±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 ０８５１０±００１２５ ０２４８２±００４２３ ００７６１±０００１８

Ｓ２３ ００９９２±０００７４ ００４５１±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４ ０３１０４±００７４４ ０２３２３±００２９４ ００６０１±０００５６

Ｓ２４ ００４２２±０００６５ 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９±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２３ ０７１７２±０００４６ ０１６２２±００１０１ ００４８０±０００４４

Ｓ２５ ００３７０±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３±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１ ０９５５０±０００８２ ０２１０２±００３０２ ００６１１±０００３３

Ｓ２６ ００４９１±０００８２ ００１９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７２±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８±０００１２ １０４２３±００１７５ ０２７５５±００１７５ ００４６３±０００８５

Ｓ２７ ００６１５±０００７２ ００４２９±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６ ０８３０５±０００８８ ０１９６８±００２４４ ００５７５±０００１２

Ｓ２８ ００７８０±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８±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 １０９９２±００１７３ ０３４８３±００３１６ ００４６８±０００８４

Ｓ２９ ００６５４±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７８±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７ １０４７７±０００９４ ００４３３±０００６６ ００９５５±０００９２

Ｓ３０ ０１４２２±０００９８ ００４９１±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０３ ０１５６０±０００６８ ００４４１±０００４０ ００５３４±０００１６

Ｓ３１ ００２２５±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１ ０１０２８±００２２３ ００４９２±０００２２ ００７３４±０００７４

Ｓ３２ ００２３６±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８±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３１±００１２４ ００４５９±０００７３ ００６４７±０００６３

Ｓ３３ ００６７３±０００５５ ００５３７±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６ ０５７３７±００４４６ ０１１０５±０００９２ ００６６０±０００２３

Ｓ３４ ００４５６±０００７６ ００２１２±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１０ ０４４５５±００６２２ ０１００５±０００７５ ００５７８±０００７９

Ｓ３５ ００５４６±０００６８ 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２３±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６ ０５４８９±００８４６ 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９４ ００５１７±０００４８

Ｓ３６ ０１１０５±０００６４ ００３６７±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９±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３９±０００５２ ０１８７８±００３６０ ００９６７±０００５６

Ｓ３７ ００２３９±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７３±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６±００００７ ００８３０±０００７６ ００４７４±０００５２ ００４４２±０００２１

Ｓ３８ ０１０２４±００３０１ ００６０２±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６４±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６ ００９８８±００２３３ ００４９１±０００５３ ００９２６±０００５５

Ｓ３９ ００４６３±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６６±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４±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６±０００２２ ００５１９±００１２４ 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７±００００９

Ｓ４０ ００６５２±００１３２ ００２６０±０００４６ 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１２ ００６９１±０００２３ ００４２１±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２３±０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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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黄芪中皂苷类成分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ｎ＝６）
成分 称样量／ｇ 样品中含量／ｍｇ 加入量／ｍｇ 测得量／ｍ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黄芪皂苷Ⅰ １０００８ ０９６３６ ０７４００ １７４１０ １０５０６ １００１２ ４５１
１００２５ ０９６３７ ０７４００ １７２９１ １０３４３
１００６４ ０９６４１ ０９２００ １８９１１ １００７６
１００４３ ０９６３８ ０９２００ １８９５３ １０１２５
１０１０２ ０９６３５ １１０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９２４１
１００１９ ０９６３７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３９６ ９７８１

黄芪皂苷Ⅱ ２０００６ ０８５４８ ０６８００ １５１６８ ９７３５ ９９９３ ４４５
２００１８ ０８５５３ ０６８００ １５２８３ ９８９７
２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５ ０８５００ １６７０７ ９６０２
１９９９６ ０８５４３ ０８５００ １７０３４ ９９８９
２００００ ０８５４５ １０２００ １９６２０ １０８５８
１９９２３ ０８５１２ １０２００ １８５８７ ９８７７

２３　黄芪甲苷的含量测定

２３１　黄芪甲苷的含量测定方法　按 《中国药典》

中黄芪药材规定的方法对黄芪甲苷进行含量测定。

２３２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ＥｘｔｅｎｄＣ１８（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色谱乙腈（Ａ）超纯水
（Ｂ）；等度洗脱：０～２０ｍｉｎ，３５％（Ａ）；流速：
１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３０℃；蒸发光检测器漂移管温
度：１１０℃；载气流速：３Ｌ·ｍｉｎ－１，进样量：１０μＬ。
ＨＰＬＣ图见图３。

注：Ａ黄芪甲苷对照品；Ｂ黄芪样品；１黄芪甲苷。

图３　黄芪甲苷对照品与黄芪样品ＨＰＬＣ图

２３３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甲苷对照
品适量，加入甲醇使其溶解，定容至５ｍＬ容量瓶
中，配制成含黄芪甲苷 ０５ｍｇ·ｍＬ－１的对照品储
备液。

２３４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定黄芪粉末４０ｇ，
置于索氏提取器中，加入甲醇 ４０ｍＬ，冷浸过夜，

加入适量的甲醇并加热回流４ｈ，蒸干，残渣加入水
１０ｍＬ，微热使其溶解，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振摇提取
４次，每次４０ｍＬ，合并正丁醇液部分，用氨试液反
复洗涤 ２次，弃掉氨试液，蒸干，加入 ５ｍＬ，过
Ｄ１０１大孔吸附树脂柱（内径为 １５ｃｍ，柱高为
１２ｃｍ），分别以５０ｍＬ水、３０ｍＬ４０％乙醇、８０ｍＬ
７０％乙醇依次进行洗脱，收集洗脱液并蒸干，用甲
醇转移至５ｍＬ容量瓶中，甲醇定容，０２２μｍ微孔
滤膜过滤，即得。

２３５　线性关系考察　采用外标两点法建立黄芪甲
苷的标准曲线，分别精密吸取其对照品溶液 １０、
２０μＬ，吸取黄芪供试品溶液 ２０μＬ，依次注入
ＨＰＬＣ中进行测定，选择进样质量的常用对数值
（ｌｇＸ）作为横坐标，选择峰面积的常用对数值（ｌｇＹ）
作为纵坐标，得到黄芪甲苷标准曲线的方程：ｌｇＹ＝
１３１７５ｌｇＸ＋４９６０８，ｒ＝０９９９３，表明黄芪甲苷在
０００５～００１ｍｇ·ｍＬ－１线性关系良好。
２３６　黄芪甲苷的含量测定　将 ４０份不同产地
黄芪样品分别按照 ２３４项下方法制备成供试品
溶液，按照２３２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分析，
结合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得到各产地样品中黄芪

甲苷的含量。结果表明不同产地样品中黄芪甲苷

质量分数为 ００４０７％ ～０１０６５％，均符合 《中

国药典》中黄芪药材项下限量要求，测定数据详

见表３。
２４　聚类分析

依据表３中不同产地黄芪体内各有效成分含量，
运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不同产地黄芪药材进行聚类分析，
选择以组间联结作为聚类方法，距离的计算方法选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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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平方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距离，所得聚类分析结果见图４。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聚类结果把黄芪样品分为３

类，Ｓ１０（包头市固阳县下湿壕镇）、Ｓ１９（包头市土
默特右旗公山湾乡）产地样品聚为一类，此类样品中

黄酮类和皂苷类有效成分含量均较其他产地样品的

高。Ｓ２～Ｓ７、Ｓ９、Ｓ１１～Ｓ１８、Ｓ２０～Ｓ２２、Ｓ２４～Ｓ２９、
Ｓ３３、Ｓ３４（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
察布市等地区）产地样品聚为一类，此类样品中各指

标成分含量较高；Ｓ１、Ｓ８、Ｓ２３、Ｓ３０～Ｓ３２、Ｓ３５～
Ｓ４０（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
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区）产地样品聚为一类，此类

样品中各指标成分含量偏低。

图４　黄芪样品聚类分析树状图

３　结论

本文分别使用 ＨＰＬＣＵＶ和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对黄芪
药材中４种黄酮类成分和３种皂苷类成分进行含量
测定，试验方法精密度、重复性好，操作便捷，结

果可靠。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在阴山山脉及周边地区

所栽培的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积累较高、品质较好，

其中山区比山脉周边农区所产黄芪品质佳，山脉范

围外其他产地的黄芪品质一般。研究结果可为内蒙

古地区黄芪栽培基地的选址以及黄芪药材质量评价

体系的建立提供参考。

４　讨论

本实验采用２种不同的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方法检测皂

苷类化合物，其中对黄芪甲苷成分的测定采用 《中

国药典》黄芪项下规定的方法，进行单独测定，是

由于 《中国药典》采用的方法在提取黄芪甲苷的过

程中，其他皂苷类成分经碱处理，乙酰基水解可以

转化为黄芪甲苷［６］，测得值高于药材中黄芪甲苷的

实际含量；如采用本文中黄芪皂苷Ⅰ、黄芪皂苷Ⅱ
测定方法同时测定黄芪甲苷，样品中的黄芪甲苷的

含量普遍低于采用 《中国药典》规定方法的测定

值，不能用 《中国药典》规定的限量要求进行分析。

依据表３，对不同产区黄芪有效成分含量测定
结果进行分析，在蒙西地区（包括阿拉善盟、巴彦淖

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地区）采集的样品中，毛

蕊异黄酮苷、黄芪甲苷的平均质量分数分别为

００６４３％、００６４７％；在蒙东地区（包括锡林郭勒
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地区）采

集的样品中，毛蕊异黄酮苷、黄芪甲苷的平均质量分

数分别为００５９９％、００６１９％。可以发现蒙西地区
黄芪样品的毛蕊异黄酮苷、黄芪甲苷的含量比蒙东

地区样品中的高，结合 《中国药典》对黄芪项下检

测指标的规定，推测蒙西地区可能更适宜药用蒙古

黄芪的种植。黄芪体内的黄酮类成分发挥着抗氧化、

消除自由基、抗衰老等作用［７］，黄芪体内的皂苷类

成分具有多种调节作用，如免疫调节、心血管调节、

抗肿瘤等［８］，这两类成分都对人类健康发展起到不

可忽视的作用。根据黄芪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结果，

可尝试在样品中有效成分含量突出的地区建立黄芪

的种植基地，并针对某种或某几种有效成分进行黄

芪的大面积培育，以此来供应临床用药的需求，这

值得深入研究。

分析图４的聚类结果，Ｓ１０（包头市固阳县下湿
壕镇）、Ｓ１９（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公山湾乡）这两份样
品由于各类有效成分含量较高或最高而被聚为一类，

所测定成分含量之和均＞２％，此二者产地位于阴山
山脉山区，生产面积比较小，生境与野生黄芪相似，

栽培管理属于仿野生栽培模式，是其品质上乘的主要

原因。Ｓ２～Ｓ７、Ｓ９、Ｓ１１～Ｓ１８、Ｓ２０～Ｓ２２、Ｓ２４～
Ｓ２９、Ｓ３３、Ｓ３４（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等地区）产地的样品由于各类有效成分含

量较高而被聚为一类，所测定成分质量分数之和均为

１％～２％，此类样品多生长在阴山山脉的山脚下周边
农业区，并且与内蒙古地区黄芪传统的道地产地相契

合，因此这些地区黄芪样品的品质较好。Ｓ１、Ｓ８、
Ｓ２３、Ｓ３０～Ｓ３２、Ｓ３５～Ｓ４０（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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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等地区）产地

的样品由于各类有效成分含量偏低而被聚为一类，所

测定成分质量分数之和均不足１％，此类样品未被内
蒙古传统道地产区所囊括，生境可能并不十分适宜黄

芪的生长发育，故而黄芪样品的品质一般。

不同产地的生态环境可能对药用植物的生长发

育以及体内次级代谢产物积累有很大影响，探讨生

态环境与药用植物体内有效成分的关联是近些年来

中药资源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在药用植物产地适

宜性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诸多成果［９１１］，

应用中药适宜性区划技术，可帮助推动规范化种植

ＧＡＰ生产基地建设以及药用植物资源的抚育工作。
笔者今后将继续研究不同地区所产黄芪的品质适宜

性，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出最适宜黄芪生产的地区，

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工作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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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医药文物图谱集》书评

“一带一路”，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沿着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
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外来药物、医药文化

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被中医药文化接收、吸纳、消化，逐渐融入，成为一体。两千多年来，中外医药文

化的交流，体现在方方面面。文物，承载着历史的印迹，为我们展现了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的点点滴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展”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发展明确定位。百年侨校———暨南大学，位于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每年都有来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子学成归国，他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

者。暨南大学，在宣传 “一带一路”医药文化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暨南大学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曹晖教

授与廖果教授，醉心于中医药文化与文物研究多年，在暨南大学成立１１０周年之际，特撰书 《“一带一路”

中医药文物图谱集》，作为献礼。该书分为综合篇、中外交流篇、民族篇、敦煌篇、佛教篇、海外书影篇等６
篇，搜集 “一带一路”上中医药发展水平与成就、中外医学交流、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敦煌医药文化、

佛教医药文化的文物图谱３７０余幅，以及 《本草品汇精要》不同版本代表性外来药物的彩绘图谱４０余幅，
书后附有岭南传统中药研究中心团队近年在传统中医药文化与文物方面的学术论文８篇。既体现了中医药文
化如何富泽 “一带一路”各国，又诠释了外来医药文化如何丰富和完善传统中医药。该书选题新颖，图文并

茂，见解独到，实乃中医药文物学术研究的倾力之著。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桑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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