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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饮片与茵陈标准汤剂的质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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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茵陈饮片与茵陈标准汤剂的质量。方法：按照标准汤剂制备要求，制备１２批茵陈饮片标
准汤剂，测定绿原酸含量，计算其转移率，测定汤剂的出膏率，并建立茵陈饮片与标准汤剂的ＨＰＬＣ指纹图谱，以
０１％甲酸水（Ａ）乙腈（Ｂ）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柱温为３０℃，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３３０ｎｍ。结果：１２
批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的绿原酸转移率为３１０％～６２４％，出膏率２１２％～３０１％，茵陈饮片与标准汤剂指纹图谱相
似度均＞０９６，指认了７个共有峰，分别为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酸、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３，４
二咖啡酰奎宁酸、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结论：该研究中茵陈饮片标准汤剂制备方法规范，指纹图谱相似度高，其
方法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良好，可为茵陈饮片标准汤剂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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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 陈 为 菊 科 植 物 滨 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ｓｃｏｐａｒｚａ
ＷａｌｄｓｔｅｔＫｉｔ或茵陈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
的干燥地上部分，春季采收的习称 “绵茵陈”，

秋季采割的称 “花茵陈”。味苦、辛，性微寒，

具有清利湿热、利胆退黄的功能，临床用于黄疸

尿少、湿温暑湿、湿疮瘙痒［１］。 “绵茵陈”为临

床常用的饮片规格，其主要含有绿原酸、咖啡酸

为代表的有机酸类成分［２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茵陈项下规定 “绵茵陈”中

含绿原酸不得少于 ０５％。茵陈在中医临床上多
以复方入药，关于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研究尚未见

文献报道。本实验以茵陈饮片为对象，按照 《中

药饮片标准汤剂研究策略》的相关要求［４］，进行

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研究，以期为茵陈饮片标准汤

剂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ＩｎｆｉｎｉｔｙⅡ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Ｇ７１１５Ａ型ＤＡＤ检测器、Ｇ７１２９Ａ型自动进样器和
柱温箱、Ｇ７１１１Ａ型在线真空脱气机）；ＦＡ２２０４Ｂ型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ＥＸ２２５ＤＺＨ十万分之一天平（美国奥豪斯仪器有限公
司）；ＫＱ５２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药

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１，３二咖
啡酰奎宁酸、３，４二咖啡酰奎宁酸、４，５二咖
啡酰奎宁酸对照品（成都普瑞法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批 号 分 别 为：ＰＲＦ７０５１１４３、ＰＲＦ７０４１８０３、
１５０２０６０３、 ＰＲＦ７０６１１１２、 １５０４２２１０、 １５０６２０１１，
纯度均 ＞９８％）；对照品咖啡酸（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批号：１１０８８５２００１０２，纯度≥９８％）；
色谱纯乙腈（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实

验用水为纯净水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本研究共收集市售 １５批茵陈饮片，所有饮
片样品经暨南大学药学院马志国副教授鉴定为

菊科植物茵陈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ｉｓＴｈｕｎｂ的干燥
地上部分，均为 “绵茵陈”。１５批茵陈样品信
息见表 １。

表１　茵陈样品信息
编号 生产厂家 批号 产地

ＹＣ０１ 汕头市粤东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８１０ 陕西

ＹＣ０２ 广州南北行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１８０４２１ 山东

ＹＣ０３ 湖北聚瑞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０１ 山东

ＹＣ０４ 广东时珍制药有限公司 １８１００１ 甘肃

ＹＣ０５ 佛山市御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１８Ｚ０６０１ 山东

ＹＣ０６ 汕头市粤东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８０９ 陕西

ＹＣ０７ 广东和翔制药有限公司 ＨＸ１８Ｈ０１ 陕西

ＹＣ０８ 佛山星联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１８０４０１ 河南

ＹＣ０９ 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山东

ＹＣ１０ 广州市华宇药业有限公司 １７１２０１ 陕西

ＹＣ１１ 安徽盛海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１２０７３１ 山西

ＹＣ１２ 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９００３ 山东

ＹＣ１３ 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８００２ 山东

ＹＣ１４ 广州市诚济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１００１ 山西

ＹＣ１５ 广州市华宇药业有限公司 １８０５０１ 陕西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茵陈饮片中绿原酸的含量测定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茵
陈项下含量测定方法［１］，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ＥｃｌｉｐｓｅＸＤＢＣ１８
色谱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乙腈
００５％磷酸溶液（１０∶９０），柱温 ３０℃，体积流量
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３２７ｎｍ为色谱条件测定绿
原酸的含量。结果有 １２批样品的绿原酸含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限量标准要求，见表２。另
存在３批不合格样品。

２２　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的制备

参考文献 ［４］，将１２批茵陈样品制备成标准汤
剂。取茵陈饮片１００ｇ，加１２倍量水，浸泡３０ｍｉｎ，
回流提取３０ｍｉｎ，趁热过滤，药渣再加１０倍量水回
流提取２０ｍｉｎ，趁热过滤，合并２次滤液，浓缩至
５００ｍＬ，摇匀，得生药质量浓度为０２ｇ·ｍＬ－１的茵
陈饮片标准汤剂。

２３　茵陈饮片标准汤剂中绿原酸含量测定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茵陈饮片标准汤剂，摇

匀，精密量取１ｍＬ置１０ｍＬ量瓶中，加１０％甲醇稀
释至刻度，摇匀，过滤，取续滤液，即得。

色谱条件、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及测定方法，参

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茵陈项下
含量测定方法［１］，测定１２批茵陈饮片标准汤剂中绿
原酸的含量，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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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转移率、出膏率计算

以绿原酸为指标成分，按公式（１）计算转移率；
取茵陈饮片标准汤剂适量，摇匀，精密吸取５０ｍＬ
置已恒质量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１０５℃烘３ｈ，
取出，置干燥器中冷却３０ｍｉｎ，称定质量，按公式
（２）得出膏率。见表２。

转移率＝茵陈饮片标准汤剂中指标成分质量／
饮片中指标成分质量×１００％ （１）

出膏率＝干膏质量／（取样量×
标准汤剂生药质量浓度）×１００％ （２）

表２　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的评价指标测定
％

编号 饮片绿原酸质量分数 汤剂绿原酸质量分数 转移率 出膏率

ＹＣ０１ ０７２ ０３４ ４７６ ２６８

ＹＣ０２ ０５６ ０３０ ５３２ ２２０

ＹＣ０３ １０４ ０３２ ３１０ ２７９

ＹＣ０４ ０９０ ０４２ ４７２ ３１５

ＹＣ０５ １０４ ０４３ ４１４ ３００

ＹＣ０６ １０２ ０３８ ３７７ ２６９

ＹＣ０７ ０７３ ０２８ ３８９ ２７４

ＹＣ０８ ０７４ ０４６ ６２４ ２５２

ＹＣ０９ ０６７ ０２１ ３１４ ２９４

ＹＣ１０ ０７５ ０４０ ５３１ ２５６

ＹＣ１１ ０５７ ０２０ ３５１ ２５４

ＹＣ１２ ０５８ ０３３ ５５４ ２１５

２５　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指纹图谱的建立

２５１　色谱条件　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ＥｃｌｉｐｓｅＸＤＢＣ１８色谱
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０１％甲酸水
（Ａ）乙腈（Ｂ）梯度洗脱（０～２０ｍｉｎ，７％ ～１５％Ｂ；
２０～３０ｍｉｎ，１５％～２０％Ｂ；３０～３５ｍｉｎ，２０％Ｂ；３５～
４５ｍｉｎ，２０％～２５％Ｂ），柱温３０℃，流速１ｍＬ·ｍｉｎ－１，
检测波长３３０ｎｍ，进样量１０μＬ。
２５２　供试品溶液制备　茵陈饮片和标准汤剂的供
试品溶液分别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一部茵陈项下和２３项下方法制备。
２５３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批茵陈饮片标准汤剂
（ＹＣ０６）的供试品溶液，按 ２５１项下条件连续进
样６次，以绿原酸（３号峰）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
峰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 ＜
０２０％、＜１３％，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５４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茵陈饮片标准汤剂（ＹＣ
０６）的供试品溶液，分别于制备后 ０、２、４、８、１２、
１６ｈ按２５１项下条件进样测定，以绿原酸为参照

峰，计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１９％、 ＜３５％，表明茵陈饮片标准
汤剂的供试品溶液在１６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５５　重复性试验　平行制备６份茵陈饮片标准汤
剂（ＹＣ０６）的供试品溶液，按 ２５１项下条件进样
分析，以绿原酸为参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

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 ＜１７％、 ＜３７％，
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较好。

２５６　样品检测与分析　分别取１２批茵陈饮片和
饮片标准汤剂供试品溶液，按２５１项下色谱条件
测定，记录ＨＰＬＣ图谱。将１２批饮片和标准汤剂的
供试品溶液的色谱图分别导入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

相似度评价系统”（２０１２Ａ版）软件，采用中位数法，
时间窗宽度０１，分别生成饮片和标准汤剂的指纹图
谱（见图１），并生成各自的对照指纹图谱（见图２），
并以对照指纹图谱为参照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茵

陈饮片指纹图谱中有７个共有峰，茵陈标准汤剂指
纹图谱中有８个共有峰。１２批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
剂与共有模式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均高于 ０９６
（见表３）。
２５７　成分指认　将已配制好的 ７种对照品溶液
（绿原酸、新绿原酸、隐绿原酸、１，３二咖啡酰奎
宁酸、３，４二咖啡酰奎宁酸、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
和咖啡酸）、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的供试品溶液，

注：Ａ茵陈饮片；Ｂ标准汤剂；２新绿原酸；３绿原酸；４隐绿

原酸；５咖啡酸；６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７３，４二咖啡酰奎宁

酸；８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

图１　１２批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指纹图谱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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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２５１项下色谱条件测定，通过保留时间结
合紫外光谱图对供试品溶液各色谱峰进行指认，见

图２。结果茵陈饮片和标准汤剂的指纹图谱中共指
认了７个共有峰，依次为新绿原酸（２号峰）、绿原
酸（３号峰）、隐绿原酸（４号峰）、咖啡酸（５号峰）、
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６号峰）、３，４二咖啡酰奎宁
酸（７号峰）、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８号峰）。１号
峰未指认，通过查阅文献［５６］，可能为１咖啡酰奎宁
酸，有待于进一步进行确认。

注：Ａ茵陈饮片；Ｂ标准汤剂；２新绿原酸；３绿原酸；４

隐绿原酸；５咖啡酸；６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７３，４二咖啡

酰奎宁酸；８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

图２　茵陈饮片和标准汤剂对照指纹图谱

表３　１２批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饮片 汤剂

ＹＣ０１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５

ＹＣ０２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６

ＹＣ０３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６

ＹＣ０４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５

ＹＣ０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７

ＹＣ０６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３

ＹＣ０７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２

ＹＣ０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ＹＣ０９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９

ＹＣ１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９３

ＹＣ１１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３

ＹＣ１２ ０９６５ ０９８６

２５８　饮片与标准汤剂共有峰的比较　通过比较１２
批茵陈饮片和标准汤剂的各共有峰的平均相对峰面

积（见表４），发现饮片与标准汤剂共有峰中，除了８
号峰，其他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差别较大。以３号
峰（绿原酸）为参比峰，进一步对比两者的对照指纹

图谱发现，除了８号峰，其他共有峰在标准汤剂中
的相对峰高均高于饮片。

表４　１２批茵陈饮片及其标准汤剂共有峰的平均相对峰面积
峰号 饮片峰面积 标准汤剂峰面积

１ ０１５３ ０２１１

２（新绿原酸） ００２９ ０２９７

３（绿原酸）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隐绿原酸） ００４０ ０３１９

５（咖啡酸）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４

６（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２

７（３，４二咖啡酰奎宁酸） ００５４ ０１８６

８（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 ０１８６ ０１９６

３　讨论

３１　样品来源

本实验共收集了来自 １２个厂家的茵陈饮片 １５
批，分别产于陕西、山东、甘肃、河南、山西５个
产地。其中１２批样品中的绿原酸符合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限量标准要求，另存在３批不合格样品，
编号为 ＹＣ１３、ＹＣ１４、ＹＣ１５。因此，选取合格的
１２批茵陈饮片为研究对象进行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的
研究。

３２　供试品前处理及色谱条件优选

在茵陈饮片标准汤剂指纹图谱供试品溶液制备

方法的优选过程中，以色谱峰峰形、分离度、分析

时间等为指标，对标准汤剂稀释用溶剂的种类和稀

释倍数进行了考察。结果，稀释用溶剂１０％甲醇优
于无水乙醇；稀释 １０倍为最佳稀释倍数。故选取
１０％甲醇稀释倍数１０倍为茵陈饮片标准汤剂的供试
品溶液制备方法。

本实验对色谱条件进行了优选，采用乙腈
０１％甲酸、甲醇０１％甲酸溶液、甲醇０１％磷酸
溶液分别对流动相系统进行液相色谱分离效果的考

察，结果使用乙腈０１％甲酸可以使色谱峰达到更
好的分离效果。同时考察了不同波长（２４０、２８３、
３３０ｎｍ）下各活性成分的吸收情况，发现波长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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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ｎｍ能兼顾大部分色谱峰的检测，最终确定
２５１项下的色谱条件。

３３　饮片与标准汤剂指纹图谱的比较

茵陈标准汤剂指纹图谱中含有８个共有峰，其
中７个共有峰亦为茵陈饮片指纹图谱的共有峰。通
过指认，这些共有峰均为有机酸类成分，且它们之

间多为同分异构体。文献报道［７］，目前从植物中发

现的绿原酸类异构体主要是单咖啡酰奎宁酸类（绿原

酸、隐绿原酸和新绿原酸）和二咖啡酰奎宁酸类（１，
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３，４二咖啡酰奎宁酸和４，５二
咖啡酰奎宁酸）；绿原酸是由咖啡酸与奎宁酸形成的

酯，其分子结构中有酯键、不饱和键及多元酚３个
不稳定部分，前者易发生水解，后两者易被氧化，

绿原酸可通过水解和分子内酯基迁移而发生异构化；

若从酯键处断裂，可产生奎宁酸和咖啡酰基的水解

产物，咖啡酰基断裂后在奎宁酸上的取代位置发生

重排，可产生绿原酸的同分异构体。针对茵陈饮片

和汤剂两者的指纹图谱的共有峰的相对峰高差异较

大这一现象，结合相关文献［８９］，推测在煎煮过程中

茵陈中的主要成分绿原酸（３号峰）和３，４二咖啡酰
奎宁酸（７号峰）可能发生了水解和异构化反应而含
量降低，使得相应的异构体：新绿原酸（２号峰）、
隐绿原酸（４号峰）、１，３二咖啡酰奎宁酸（６号峰）、
４，５二咖啡酰奎宁酸（８号峰）含量增加，从而造成
两者的指纹图谱出现了差异。同时，绿原酸的转移

率为３１０％～６２４％，差异较大，平均转移率仅为
４４５％，也可能与煎煮过程中绿原酸的水解和转化

有关。因此，今后可对茵陈中有机酸类成分煎煮过

程中的分解转化规律进行研究，指导其标准汤剂制

备过程中工艺参数的优选。在茵陈标准汤剂质控指

标方面也可增加新绿原酸、隐绿原酸等指标成分，

可更好地控制质量。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５：２３９２４０．

［２］　孙远南，冯健．茵陈蒿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Ｊ］．
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１，４９（２１）：１２１４．

［３］　曹锦花．茵陈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Ｊ］．沈阳
药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０（６）：４８９４９４．

［４］　陈士林，刘安，李琦，等．中药饮片标准汤剂研究策略［Ｊ］．
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８）：１３６７１３７５．

［５］　罗芮，喻芳君，孙洁，等．ＨＰＬＣ结合化学计量学的茵陈提
取物指纹图谱研究 ［Ｊ］．中药材，２０１７，４０（１２）：
２８７４２８７８．

［６］　欧阳文竹，尚展鹏，王文建，等．茵陈提取物中化学成分
的 ＵＨＰＬＣＬＴＱＯｒｂｉｔｒａｐ快速鉴定［Ｊ］．中国中药杂志，
２０１７，４２（３）：５２３５３０．

［７］　罗奇志，王有至，罗佳波．绿原酸水解产物的高效液相色
谱电喷雾串联质谱分析［Ｊ］．药物分析杂志，２０１１，３１
（７）：１３４５１３４９．

［８］　张倩，张加余，隋丞琳，等．ＨＰＬＣＤＡＤＥＳＩＭＳ／ＭＳ研究
金银花水提工艺中绿原酸类成分的变化规律［Ｊ］．中国
中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２３）：３５６４３５６８．

［９］　陈芳平，李玉贤，孙德梅．β环糊精对绿原酸稳定作用的
研究［Ｊ］．河南科学，１９９９，１７（２）：１６６１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５　　编辑：王笑辉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

（上接第７９页）
［６］　马俊彦，杨汝德，敖利刚．植物苯丙氨酸解氨酶的生物学

研究进展［Ｊ］．现代食品科技，２００７，２３（７）：７１．
［７］　王曼玲，胡中立，周明全，等．植物多酚氧化酶的研究进

展［Ｊ］．植物学报，２００５，２２（２）：２１５．
［８］　宋涛，吴亚军，赵越．减压干燥和冷冻干燥对六味地黄生

物制剂中丹皮酚和没食子酸含量的影响［Ｊ］．中成药，
２００９，３１（１２）：１９４８．

［９］　吴忠旺，吴一超，王丽，等．不同干燥方法对白芍中６种
化学成分的影响与评价［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０１６，２８（１１）：８２．

［１０］　张天文，白娜仁，席图门．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研究
不同干燥温度下阿拉坦五味丸中没食子酸含量［Ｊ］．内
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３（６）：６７１．

［１１］　陈立军，张琼光，黄文芳，等．地榆鞣质类成分提取物干
燥方式的筛选与优化［Ｊ］．中药材，２０１４，３７（１２）：２２９７．

［１２］　王梦月，贾敏如，马逾英，等．不同入药部分及不同加工
方法对白芷香豆素类成分含量的影响［Ｊ］．中药材，
２００４，２７（１１）：８２６．

［１３］　王彦龙．禹白芷的干燥及其总香豆素的提取纯化［Ｄ］．
洛阳：河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７　　编辑：戴玮）
·２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