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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采后储存温度和时间对寡糖类成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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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巴戟天鲜品采收后，储存温度（２５、４、－７℃）和储存时间（１～５６ｄ）对寡糖类成分含量的
影响。方法：利用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测定储存过程中Ｄ果糖、Ｄ（＋）无水葡萄糖、蔗
糖、１蔗果三糖、耐斯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的含量，色谱柱为 ＷａｔｅｒｓＸＢｒｉｄｇｅＴＭ Ａｍｉｄｅ（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
３５μｍ），流动相为０２％三乙胺乙腈０２％三乙胺水溶液，梯度洗脱，体积流量０８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３５℃，漂移
管温度７５℃，氮气流量２５Ｌ·ｍｉｎ－１。结果：２５℃条件下，１蔗果三糖、耐斯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ＤＰ３、４、
５）在储存过程中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Ｄ果糖、葡萄糖、蔗糖的变化则逐渐增加，表明在２５℃储存时，巴戟天寡
糖在有水分存在的条件下，发生水解反应，导致 Ｄ果糖、葡萄糖、蔗糖的增加，４、－７℃条件下储存各寡糖较稳
定。结论：巴戟天采收后应快速干燥或低温保存，以防止有效成分发生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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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戟天药材为茜草科植物巴戟天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
Ｈｏｗ的干燥根，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

效［１］。巴戟天是广东省道地药材，也是我国著名的

“四大南药”之一，作为滋补肾阳药在中国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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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现代研究表明，巴戟天中主要含
有寡糖、蒽醌、环烯醚萜等成分［２］，其中寡糖类化

合物为巴戟天中的主要成分，占生药材的 ４０％以
上［３］，具有抗抑郁、改善生殖、神经保护等多方面

的药理作用［４７］。巴戟天中的寡糖为菊淀粉型

（ｉｎｕｌｉｎ），其结构为若干个果糖单元以 β（２→１）键
连接，末端连接蔗糖残基［８］。有文献表明，含有

ｉｎｕｌｉｎ型寡糖的植物，例如洋姜、牛蒡，在收获后的
储存过程中，高聚合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Ｐ）的糖含量会减少，而蔗糖和低 ＤＰ的糖含量会增
加，说明长期储存会不可避免地影响 ｉｎｕｌｉｎ的成分，
例如长链糖降解为短链糖［９１０］。为了解巴戟天采收

后储存的温度和时间会对巴戟天中的 ｉｎｕｌｉｎ型寡糖
造成何种影响，本研究利用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法测定了巴
戟天鲜品储存过程中（２５、４、 －７℃条件下分别储
存１～５６ｄ）寡糖类成分的含量，得出各成分随储存
温度和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而为巴戟天采收后储存

方法的确立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ＵｎｉｍｉｃｒｏＥａｓｙＳｅｐＴＭ１０２０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ＵＭ５０００蒸发光散射检测器（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
公司），Ｎ２０００双通道色谱工作站（浙江大学智达信
息工程有限公司），ＰｒｅｃｉｓａＸＲ２０５ＳＭＤＲ电子分析
天平（精度＝００１ｍｇ，瑞士 Ｐｒｅｃｉｓａ公司），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电子分析天平（精度＝０１ｍｇ，瑞士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公司），
ＤＦＴ２００高速万能粉碎机（２５０００ｒ·ｍｉｎ－１，温岭市
林大机械有限公司），ＣＱ２００超声波清洗器（功率
２００Ｗ，频率 ４０ｋＨｚ，上海音波声电科技公司），
ＬＤ４２Ａ低速离心机（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北京医用
离心机厂）。

１２　试药

乙腈（色谱纯，美国ＡＣＳ化学试剂公司），三乙
胺（色谱纯，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醇

为分析纯，水为去离子水。

对照品：Ｄ果糖（Ｄｆｒｕｃｔｏｓｅ，批号：ＳＳ０９０５ＧＡ１４）、
Ｄ（＋）无 水 葡 萄 糖 ［Ｄ（＋）ｇｌｕｃｏｓｅ，批 号：
ＳＡ０４１８ＧＡ１４］、蔗糖（ｓｕｃｒｏｓｅ，批号：ＴＦ０２２６ＣＡ１４）
购自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１蔗果三糖
（１ｋｅｓｔｏｓｅ，批号：ＡＷＧ０７１４）、耐斯糖（ｎｙｓｔｏｓｅ，批
号：ＡＷＧ０７１４）、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１Ｆｆｒｕｃｔｏ

ｆｕｒａｎｏｓｙｌｎｙｓｔｏｓｅ，批号：ＡＷＧ０７１４）购自日本和光
（Ｗａｋｏ）纯药工业株式会社，纯度均大于９８％。

样品：巴戟天（４年生）收集于广东省德庆县高
良镇，经广州中医药大学丁平研究员鉴定为巴戟天

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的新鲜根，凭证标本存放于广
州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教研室。样品处理方法如下：

将新鲜巴戟天（２０１７０９２４）采收后，立即除去泥土
（不用水洗）及须根，将样品随机、平均分成 ４份，
每份１０００ｇ，装入不锈钢托盘中，分别置于 ２５℃
（室温，相对湿度 ５５％）、４℃（冰箱冷藏室，相对
湿度 ２４％）、 －７℃（冰箱软冻温区，相对湿度
３０％）保存，分别于第 １、３、６、１４、２１、２８、４２、
５６天（共８周）取样，每次约１００ｇ，立即测定各样
品中的水分及寡糖类成分的含量，并按干燥品计算

各成分的实际含量。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考察

色谱柱：ＷａｔｅｒｓＸＢｒｉｄｇｅＴＭ Ａｍｉｄｅ（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３５μｍ）；流动相：０２％三乙胺乙腈（Ａ）
０２％三乙胺水溶液（Ｂ），梯度洗脱（０～１０ｍｉｎ，
７５％ ～７０％Ａ；１０～２０ｍｉｎ，７０％Ａ；２０～４５ｍｉｎ，
７０％ ～６０％Ａ；４５～６０ｍｉｎ，６０％Ａ；６０～６３ｍｉｎ，
６０％～７５％Ａ）；体积流量：０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
２０μＬ；柱温：３５℃；蒸发光散射检测器（ＥＬＳＤ）漂
移管温度：７５℃；氮气流量：２５Ｌ·ｍｉｎ－１。在此条
件下，主峰保留时间适中，各色谱峰理论塔板数均

不＜９０００，Ｄ果糖、Ｄ（＋）无水葡萄糖、蔗糖、１
蔗果三糖、耐斯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与相邻色
谱峰的分离度均 ＞１５，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的要求。空白溶液、

混合对照品、巴戟天寡糖供试品溶液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
（２５℃１４ｄ）图见图１。

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Ｄ（＋）无水葡萄糖、Ｄ果糖、１蔗果
三糖、蔗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耐斯糖（减压
干燥２４ｈ）适量，５０％乙腈定容，制成含 Ｄ果糖
１３７８ｍｇ·ｍＬ－１、Ｄ（＋）无水葡萄糖０８２８ｍｇ·ｍＬ－１、
蔗糖１２１０ｍｇ·ｍＬ－１、１蔗果三糖０８３２ｍｇ·ｍＬ－１、
耐斯糖 １２８０ｍｇ·ｍＬ－１、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
１６５８ｍｇ·ｍＬ－１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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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Ｄ果糖；２Ｄ（＋）无水葡萄糖；３蔗糖；４１蔗果三糖；

５耐斯糖；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Ａ空白溶剂；Ｂ混合对

照品；Ｃ供试品。

图１　空白溶剂、混合对照品、巴戟天
供试品ＨＰＬＣ图

２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新鲜巴戟天打碎，过２号筛，精密称取不同
储存温度和时间的样品２０ｇ（当样品水分低于４０％
后取样 １０ｇ），置具塞锥形瓶中，加入体积分数
５０％乙醇５０ｍＬ，称定质量，静置２０ｍｉｎ，超声处理
（功率２００Ｗ，频率４０ｋＨｚ）２０ｍｉｎ，再次称定质量，
以体积分数５０％乙醇补质量，摇匀，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

离心（离心半径１５ｃｍ）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以０２２μｍ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４　方法学考察

２４１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２２项下混合对照
品储备液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ｍＬ，分别
置于１ｍＬ量瓶中，加入５０％乙醇溶液定容，得到６
个不同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上述

溶液２０μＬ，按２１中条件进行分析，以混合对照品

进样质量的对数值 （Ｘ）为横坐标，以其峰面积积分
的对数值为纵坐标（Ｙ），建立回归方程。其回归方
程、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ｎ＝３）见表１，表明 Ｄ果
糖等 ６种寡糖在相应的线性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

表１　６种寡糖类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成分 回归方程 ｒ 线性范围／μｇ

Ｄ果糖 Ｙ＝１８３２Ｘ＋４６７５ ０９９９０ ２７５６～２７５６

Ｄ（＋）无水葡萄糖 Ｙ＝１６０２Ｘ＋５０７４ ０９９９６ １６５６～１６５６

蔗糖 Ｙ＝１５３１Ｘ＋５１６９ ０９９９１ ２４２～２４２０

１蔗果三糖 Ｙ＝１５９３Ｘ＋５１０４ ０９９９７ １６６４～１６６４

耐斯糖 Ｙ＝１５８８Ｘ＋４９９１ ０９９９４ ２５６０～２５６０

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 Ｙ＝１５８４Ｘ＋４９０１ ０９９９５ ３３１６～３３１６

２４２　精密度试验　取巴戟天（２５℃１４ｄ），按
２２方法制备，同一日内连续进样 ６次，记录 Ｄ
（＋）无水葡萄糖、Ｄ果糖、蔗糖、１蔗果三糖、１Ｆ
果呋喃糖基耐斯糖、耐斯糖的峰面积，进行计算，

上述６种成分峰面积的ＲＳＤ为１９１％ ～４７３％。取
同一供试品溶液（２５℃１４ｄ），连续３ｄ内每日进样
３次，记录 Ｄ（＋）无水葡萄糖、Ｄ果糖、蔗糖、１
蔗果三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耐斯糖的峰面
积，上述 ６种成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为 ２２９％ ～
３９０％，表明精密度良好。
２４３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２５℃１４ｄ），
按２３方法制备，室温放置，分别于 ０、２５、５、
７５、１０、１２５、２４、４８、７２ｈ按照２１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分析，记录Ｄ（＋）无水葡萄糖、Ｄ果糖、蔗
糖、１蔗果三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耐斯糖的
峰面积及 ＲＳＤ，上述 ６种成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为
１７７％～３５１％，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７２ｈ内稳定。
２４４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２５℃１４ｄ）６
份，按２２方法制备，按２３中条件进行分析，测
得 Ｄ（＋）无水葡萄糖、Ｄ果糖、蔗糖、１蔗果三
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耐斯糖的峰面积，并计
算各成分的含量。上述 ６种成分含量的 ＲＳＤ为
２２０％～２６８％，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４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供试品
（２５℃１４ｄ）共９份，每份１０ｇ，分别加入每１ｍＬ
分别含 Ｄ果糖 ４０８０ｍｇ、Ｄ（＋）无水葡萄糖
１８８０ｍｇ、蔗糖 ３９８０ｍｇ、１蔗果三糖 ２５２０ｍｇ、
耐斯糖６２２０ｍｇ、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 ７６５０ｍｇ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１、２、３ｍＬ（各３份），按照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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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测得Ｄ果糖、Ｄ（＋）无
水葡萄糖、蔗糖、１蔗果三糖、耐斯糖、１Ｆ果呋喃
糖基耐斯糖的平均回收率（ｎ＝９）分别为 ９７２８％、
９７９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１６９％、９９７９％、１０１２９％，
ＲＳＤ分 别 为 ２２５％、２０８％、２０１％、１９２％、
２３６％、１７８％。

２５　巴戟天中水分测定

巴戟天采收后，在２５℃条件下储存是一个阴干
的过程，１４ｄ后样品成干燥状态，连珠状明显，无
霉变现象；在４℃条件下，巴戟天一直保持新鲜状
态；而在－７、－１８℃条件下，样品逐渐冷冻变硬，
表面结霜，其他外观性状保持不变。不同储存温度、

储存时间的巴戟天鲜品中的水分按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四部通则 ０８３２水分测定法第二法（烘干
法）测定，结果见表２。

２６　巴戟天寡糖含量测定

按２３项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每个样品平行
制备３份，按２１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计算不
同储存温度、储存时间的巴戟天各样品中 Ｄ果糖、

Ｄ（＋）无水葡萄糖、蔗糖、１蔗果三糖、耐斯糖、
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的含量（按干燥品计算），结果
见表３。

因巴戟天中ＤＰ６～１０的寡糖尚无对照品，不能
进行定量计算，故以峰面积为指标，推断其含量变

化，结果见表４。

表２　巴戟天在不同温度中储存１～５６ｄ的水分测定结果

编号
储存

温度／℃
储存

时间／ｄ水分／％ 编号
储存

温度／℃
储存

时间／ｄ水分／％

１ ２５ １ ６８１０ １３ ４ ２１ ７２１８

２ ３ ５６４５ １４ ２８ ６４３４

３ ６ ３８７２ １５ ４２ ６８１９

４ １４ １５０５ １６ ５６ ７２２２

５ ２１ １３６９ １７ －７ １ ７５５１

６ ２８ １０３１ １８ ３ ７５９８

７ ４２ ９９５ １９ ６ ７４１８

８ ５６ １５７３ ２０ １４ ７６１１

９ ４ １ ７３７３ ２１ ２１ ７１７６

１０ ３ ７３９１ ２２ ２８ ７１７５

１１ ６ ７３４８ ２３ ４２ ７１４５

１２ １４ ７３０２ ２４ ５６ ７３２５

表３　不同储存条件下巴戟天中６种寡糖的质量分数（珋ｘ±ｓ，ｎ＝３）
ｍｇ·ｇ－１

编号 储存温度／℃ 储存时间／ｄ Ｄ果糖 Ｄ（＋）无水葡萄糖 蔗糖 蔗果三糖 耐斯糖 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

１ ２５ １ １５２±１２１ ０９１±０２９ １３２８±０７８ １８５０±１２３ ４５４１±２４２ ６３０５±１３２
２ ３ ６２５±０８９ １３６±１２１ ２１０８±０６５ １５９６±１４１ ４５２２±１３５ ６０２１±２１３
３ ６ １８２７±０７５ １０８±０５３ ２８０７±０６４ １３６８±１２３ ３３５１±０７８ ５１１２±１１５
４ １４ １７２３±０４６ １６２±０２８ ３０３２±０４６ １２５９±１４６ ３７５８±２１５ ５０２４±１１２
５ ２１ １５６０±０７２ １８７±０２６ ３１１３±０４２ １０３３±１２６ ３５１９±０４５ ５０４０±０８６
６ ２８ １６９７±０７６ ２２７±０４５ ２９７６±０３６ １００９±１２０ ３７０９±０７６ ５４６７±０２４
７ ４２ ２５４０±０７１ ３１２±０４２ ３８０５±０５４ ９５２±１２３ ３８０２±１５４ ５４３２±０８６
８ ５６ ２６７３±０６５ ３６５±０６３ ３９２５±０５６ ９２８±２２１ ３８１６±１６９ ５４１８±４４６
９ ４ １ ２５６±０５６ １０１±０５６ １１９６±０３２ １５７７±２３５ ４２６１±１４６ ５８９０±２３２
１０ ３ ２７８±０６１ １０３±０４５ １４３２±０４２ １５４８±２３９ ４１４１±１６９ ５７１９±３４５
１１ ６ ２９６±０４５ １１０±０４６ １４５６±０４１ １７２３±１３８ ４２７１±２３５ ５７８９±４２１
１２ １４ ２７１±０４８ ０９２±０５８ １２７４±０４８ １８５４±１３５ ４３２４±２５６ ５８８１±２５６
１３ ２１ ２５５±０５２ ０９３±０８９ １１８９±０３９ １９７８±１４５ ４３６１±１８９ ５８４７±３２１
１４ ２８ ２３９±０５３ １２７±０２９ １２８３±０３８ １６４７±１４６ ４１８９±０７８ ５７８０±３５６
１５ ４２ ２６５±０４２ １３３±０８５ １１９４±１２１ １５９６±０５６ ４２６２±０９８ ５８３４±２３２
１６ ５６ ２３６±０５６ １５１±０４５ １２５５±２１２ １６０６±０８９ ４４８２±１２５ ５９２４±３１２
１７ －７ １ ８５９±０７１ １０５±０４２ ８８０±０５３ １５５１±１５６ ４２６４±１４２ ６０７９±１２３
１８ ３ １００８±０７２ ２５５±０４５ １００１±０６５ ８６５±１２７ ３１７０±１５３ ４７２９±１９８
１９ ６ １０３０±０５６ １０９±０３８ ８０４±０４５ １８９３±１２８ ４５２７±１６３ ６０６７±２１２
２０ １４ １０４２±０４２ １６８±０４６ １０１９±０４２ １１５６±１４５ ３８２７±１４１ ５４４６±３１２
２１ ２１ １１４９±０４８ １５２±０３２ ６１６±０２５ １２１７±１２３ ３８３１±１４２ ５３１３±２２１
２２ ２８ １０７７±０２１ ２４６±０１２ ７９７±０４９ １５９９±２２１ ４２９３±１２１ ５８３５±１３２
２３ ４２ １０７０±０３２ １６０±０２７ ８１３±０６３ １７８９±０８９ ４５３４±１２２ ６１０３±２３２１
２４ ５６ １０８１±０１８ ２２０±０３６ ８８７±０４２ １６７９±１４５ ４４４２±１５０ ６０５９±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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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５℃下巴戟天中ＤＰ６～１０寡糖的峰面积（珋ｘ±ｓ，ｎ＝３）
编

号

储存

时间／ｄ ＤＰ６ ＤＰ７ ＤＰ８ ＤＰ９ ＤＰ１０

１ １ ６２５８１４６ ６１４５１０７５２９０２９０４３８０３２８３４７３３２１

２ ３ ８１１９５１８ ８２７３８５２７１９７９９７５７１５３７２４８５２８０５

３ ６ １０９４１９４２３２２６５４９１９６６５６１８８１１７５８４４０７５１１３

４ １４ ８３３３９１４ ７９６１０５０６８９９３５７５７８５９３３４２３８８５０

５ ２１ ８６５９９３８ ８９８２０１２８０２２７６１６６００５０８５０４５６６３

６ ２８ ９５６０８４７ ９６４７９７３８５３８２０９７１３６１０６５１９６９６２

７ ４２ １０７７５１１３１１１２５４９０９７６３６６５８２５９５６３６８３６５９０

８ ５６ ８９２９２１３ ８６６５６８９７２９５３４８６０７４９６８４６１２８０９

２７　储存温度和储存时间对寡糖类成分的影响

表３中可看出，在２５℃条件下，蔗果三糖、耐
斯糖、１Ｆ果呋喃糖基耐斯糖（ＤＰ分别为３、４、５）的
寡糖含量逐渐下降，说明巴戟天在常温下储存时，

由于巴戟天药材中尚存在有水分，所以 ＤＰ为３～５
的寡糖会慢慢水解，导致果糖、葡萄糖和蔗糖则含

量逐渐增加；４、－７℃条件下存放，上述几种寡糖
含量基本稳定。

表４中可以看出，２５℃条件下，ＤＰ６～１０的寡
糖含量并没有降低，反而增加，说明巴戟天在常温

下储存时，ＤＰ６～１０的寡糖未发生水解。

３　讨论

巴戟天中的寡糖类成分没有紫外吸收，不适宜

用传统的紫外检测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而蒸发光

散射检测器（ＥＬＳＤ）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本研究
考察了 ＷａｔｅｒｓＸＢｒｉｄｇｅＡｍｉｄｅ、ＴｈｅｒｍｏＡＰＳ２ＨＹ
ＰＥＲＳＩＬ、Ｅｃｏｓｉｌ１２０５Ａｍｉｎｏ等色谱柱的分离效果，
其中ＷａｔｅｒｓＸＢｒｉｄｇｅＡｍｉｄｅ色谱柱对Ｄ果糖等６种待
测成分的分离效果最好，各成分保留时间适中，基

线平，噪音低，故选择该色谱柱进行含量测定。另

外考察了乙腈水和含不同浓度三乙胺的乙腈水溶液
作为流动相的分离效果，结果表明，在乙腈和水加

入等量的三乙胺（０２％）时，各成分的分离效果最
好，且有利于有机相和水相的均匀混合及系统ｐＨ的
稳定。

新鲜巴戟天储存过程中，温度条件的不同会对

寡糖类成分造成不同的影响。其中２５℃的储存环
境为室温通风状态，室内平均气温约２５℃，与采
收后阴干的环境相似，结合水分及寡糖含量测定结

果，该条件下储存１～６ｄ巴戟天水分从６８１０％降

至３８７２％，期间 ＤＰ３～５的寡糖含量下降了２５％
以上，说明该温度条件下，水分含量较高时巴戟天

中 ＤＰ较高的寡糖会发生水解，例如耐斯糖可脱去
１分子果糖生成蔗果三糖，蔗果三糖水解可脱去１
分子果糖生成蔗糖，进而导致 ＤＰ较低的果糖、蔗
糖含量升高；而储存１４ｄ后，其水分多低于１５％，
达到 《中国药典》中巴戟天水分限量标准，水解

反应缓慢，各成分的含量变化较小。４℃条件下，
巴戟天一直处于保鲜状态，大部分的酶促反应和

化学反应减弱或停止，因此寡糖含量变化较小，

与文献 ［９］结果一致。 －７℃的储存环境为冰箱
的软冷冻区，储存第 ３ｄ的巴戟天中 ＤＰ３～５寡
糖含量骤降，而果糖含量增加，可能是新鲜巴戟

天遇到低温后的应激状态，有文献报道，在干旱

和低温等逆境条件下，果聚糖释放可溶性果糖，

以调节细胞渗透压，是植物参与抵抗渗透胁迫的

重要表现［１１］。

２５℃条件下，随着储存时间的增加，巴戟天中
ＤＰ６～１０的寡糖含量未水解，反而出现增长的趋
势，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巴戟天中抗抑郁的活性成分主要是耐斯糖［４］，

根据本研究所得结果，为防止巴戟天中耐斯糖的水

解，建议巴戟天采收后快速干燥（可采用６０℃鼓风
干燥）或低温保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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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可行，值得推广和应用。随着配方颗粒四物膏的

应用，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相关的药理药效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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