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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豆豉关键质量指标的确定及标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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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拟根据淡豆豉的质量问题，选择适合的质量控制指标，采用生药鉴定学、薄层鉴别、含量测
定等方法，开展淡豆豉质量标准研究工作，为淡豆豉药材质量标准的提升和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传统生药

鉴定方法，对淡豆豉及其伪品的性状特征进行比较，找出具有鉴别专属性的性状特征，修订淡豆豉的性状鉴别

项；对淡豆豉标准薄层鉴别中的展开剂进行优化，建立专属性强的薄层鉴别方法；根据淡豆豉发酵前后的成分差

异，以能体现发酵程度的大豆苷元、染料木素为指标，建立含量测定方法，以 ＡｇｉｌｅｎｔＳＢＣ１８（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

５μｍ）色谱柱为固定相，以乙腈１％冰醋酸（２５∶７５）为流动相，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４０℃，检测波长为
２６０ｎｍ。结果：建立的性状鉴别项，能从种脐特征区分伪品黑芸豆；建立的薄层鉴别方法也能有效地区分伪品；
选择的大豆苷元、染料木素作为含量测定指标，可以有效地区分正伪品及未发酵品，考虑到不同发酵工艺的差异

造成的含量差异，建议淡豆豉中染料木素、大豆苷元的总量不得少于００４０％。结论：建立的性状鉴别项、薄层
鉴别项和含量测定方法能够更好地控制淡豆豉质量，可为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关于淡豆豉药材质

量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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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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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豆豉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收载品种，其为豆科植物大
豆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Ｌ）Ｍｅｒｒ的成熟种子的发酵加工品，
具有解表、除烦、宣发郁热的功效，临床用于感冒、

寒热头痛、烦躁胸闷、虚烦不眠［１］。研究表明，淡豆

豉中的主要成分有大豆蛋白、异黄酮类等［２７］。

目前存在以黑芸豆冒充淡豆豉、发酵不完全的

质量问题，除 《中国药典》外，全国共有２２个省市
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收载了淡豆豉饮片，这些质量标

准不能控制上述质量问题。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
版）存在的问题一是来源中没有明确是黑豆还是黄

豆；二是性状项下内容不完善，没有淡豆豉区别于

黑芸豆、料豆等其他豆类的性状特征描述；三是缺

少专属性的质量控制指标，薄层色谱鉴别专属性不

强，不能有效地区分黑芸豆和淡豆豉；四是标准中

无法对淡豆豉是否发酵进行界定。鉴于标准存在的

上述问题，对淡豆豉质量标准的来源、性状、鉴别

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含量测定项，有效地控制淡

豆豉质量。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２６９５高效液相色谱仪、Ｅｍｐｏｗｅｒ色谱工
作站；ＡＥ２０４型梅特勒托利多万分之一电子天平；
超纯水仪（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ＫＱ５２００ＤＥ型超声波清
洗仪（江苏省金坛市宏凯仪器厂）。

１２　试药

染料木素、大豆异黄酮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批号分别为１１１７０４２０１７０３、１１１５０２２００４０２，
纯度均为９９９％）；黄曲霉素混合对照品溶液（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６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９０５）；冰
醋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分析纯，批号：

１００００２１８）；乙腈（Ｆｉｓｈ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色谱纯，批号：
１７８５０９）；水为自制超纯水。

淡豆豉为按批准文号生产的中药饮片。本次实

验研究收集了国内２０多家，２５批次淡豆豉产品，包
括各大型企业，样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同时收集

了１０批黑芸豆发酵品，见表１。

表１　淡豆豉及黑芸豆发酵品信息
样品编号 名称 批号 产地

１ 淡豆豉 １８１１０１ 广东

２ 淡豆豉 １８１２０１ 四川

３ 淡豆豉 １８０８２０ 浙江

４ 淡豆豉 ２０１８０５１２１２ 湖南

５ 淡豆豉 １８１１０１ 广东

６ 淡豆豉 １８１００２ 山西

７ 淡豆豉 １８１０２１０１ 河北

８ 淡豆豉 １８１２１０ 浙江

９ 淡豆豉 １８０４０１０５３０ 河北

１０ 淡豆豉 １８１００２ 安徽

１１ 淡豆豉 １８０９００２ 河北

１２ 淡豆豉 １８０７０２ 河北

１３ 淡豆豉 Ｃ１８０３２６０１ 河北

１４ 淡豆豉 １８１１００１ 河北

１５ 淡豆豉 １８０９００１ 河北

１６ 淡豆豉 ＪＨ０１ 河北

１７ 淡豆豉 ＬＳ０１ 河北

１８ 淡豆豉 ＦＪ０１ 实验室发酵

１９ 淡豆豉 ＦＪ０２ 实验室发酵

２０ 淡豆豉 — 河北

２１ 淡豆豉 １６０８０１ 河北

２２ 淡豆豉 １８０７０１ 安徽

２３ 淡豆豉 ２０１７１００１ 河北

２４ 淡豆豉 １８０９０３６０１ 天津

２５ 淡豆豉 １８１０１００５５２ 安徽

２６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８１００２ 安徽

２７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７０５２１０３ 内蒙古

２８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７０７０１ 河北

２９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７０３０１ 安徽

３０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７０８０１ 安徽

３１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８１００１２７ 四川

３２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９０１０１０１ 甘肃

３３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９０３０１ 重庆

３４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８０３０１ 安徽

３５ 黑芸豆发酵品 １８０２０１ 安徽

　　注：—表示无批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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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来源

本品为黑豆的发酵加工品。

２２　性状

本品呈椭圆形，略扁，长 ０６～１ｃｍ，直径
０５～０７ｃｍ，表面黑色，皱缩不平，一侧有长椭圆
形种脐，质地稍疏松，柔软或脆。断面棕黑色。气

香，味微甘。淡豆豉种脐典型特征见图１Ａ。伪品黑
芸豆发酵品的典型特征是种脐呈近圆形或椭圆形，

约占总长的１／６，见图１Ｂ。

注：Ａ淡豆豉；Ｂ黑芸豆发酵品。

图１　淡豆豉与黑芸豆发酵品典型特征

２３　薄层鉴别

取本品粉末（过二号筛）约１ｇ，加乙醇２５ｍＬ，
超声３０ｍｉｎ，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乙醇１ｍＬ使
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淡豆豉对照药材１ｇ，
青蒿对照药材０２ｇ，同法分别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再取大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对照品，分别加乙醇制成

每１ｍＬ含０５ｍｇ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
层色谱法（通则０５０２）试验，吸取上述５种溶液５～
１０μ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Ｆ２５４薄层板上，以甲苯
甲酸乙酯甲酸（１０∶４∶０５）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置紫外光灯（３６５ｎｍ）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青蒿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

的蓝色荧光主斑点；再置紫外光灯（２５４ｎｍ）下检视，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淡豆豉对照药材和大豆苷元、染

料木素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

点。淡豆豉及其伪品黑芸豆发酵品代表色谱图见图２。

注：Ａ紫外光（３６５ｎｍ）下检视；Ｂ紫外光（２５４ｎｍ）下检视；１大

豆苷元；２染料木素；３青蒿对照药材（批号：１２１０１６～２０１５０６）；

４淡豆豉对照药材（批号：１２１５９４～２０１８０４）；５淡豆豉样品 １３；

６淡豆豉样品１４；７黑芸豆发酵品１；８黑芸豆发酵品２。

图２　淡豆豉及其伪品黑芸豆发酵品薄层色谱图

２４　黄曲霉毒素

２４１　色谱条件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
剂；以乙腈甲醇（３５∶１０）为流动相 Ａ，以水流动相
Ｂ；采用光化学衍生器（２５４ｎｍ），以荧光检测器检
测，激发波长为３６０ｎｍ，发射波长为４５０ｎｍ，２个
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应＞１５。
２４２　对照品储备液配制　取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
品溶液（黄曲霉毒素 Ｂ１、黄曲霉毒素 Ｂ２、黄曲霉毒
素 Ｇ１、黄曲霉毒素 Ｇ２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１０２、
０４３、１０６、０３８μｇ·ｍＬ－１）１ｍＬ稀释至１０ｍＬ备
用。色谱图见图３。

注：Ａ混合对照品；Ｂ检出限；Ｃ样品。

图３　黄曲霉素测定ＨＰＬＣ图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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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标准曲线配制　取对照品储备液分别稀释５、
１０、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倍即得。以质量浓度 Ｘ为横
坐标，以峰面积 Ｙ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黄曲
霉毒素Ｂ１、黄曲霉毒素Ｂ２、黄曲霉毒素Ｇ１、黄曲霉
毒素Ｇ２回归方程分别为：Ｙ＝４１１７７Ｘ＋１０１８２（ｒ＝
０９９６５）；Ｙ＝９３９４Ｘ＋６８７２７（ｒ＝０９９６５）；Ｙ＝
１９０８９０Ｘ＋３９１４８（ｒ＝０９９６４）；Ｙ＝４８５４５Ｘ＋
４１４９２（ｒ＝０９９６６）。
２４４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供试品粉末约 １５ｇ
（过二号筛），精密称定，置均质瓶中，加氯化钠

３ｇ，精密加入７０％的甲醇７５ｍＬ，高速搅拌２ｍｉｎ
（搅拌速度＞１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２５００ｒ·ｍｉｎ－１（离心半
径为１５ｃｍ）离心５ｍｉｎ，精密量取上清液１５ｍＬ，置
５０ｍＬ的量瓶中，１％的聚山梨酯 ２０稀释至刻度，
摇匀，用微孔滤膜（玻璃纤维滤纸）滤过，取续滤液

２０ｍＬ，过免疫亲和柱，流速３ｍＬ·ｍｉｎ－１，用１％聚
山梨酯２０１０ｍＬ洗脱，再用１０ｍＬ水洗脱，弃去洗
脱液，使空气进入柱子，将水吹干，用适量甲醇洗

脱，收集洗脱液至２ｍＬ量瓶中，并用甲醇定容，摇
匀，即得。色谱图见图３。
２４５　样品测定　按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项下对
照品与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得对照品和供试品

溶液。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各１０μＬ，
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即得。２２批淡豆豉样品结果
显示，有１１批样品检出黄曲霉毒素Ｂ１，结果均小于
１μｇ·ｋｇ－１，黄曲霉毒素 Ｂ２、黄曲霉毒素 Ｇ１、黄曲
霉毒素 Ｇ２均未检出。其余 １１批样品中黄曲霉毒
素Ｂ１、黄曲霉毒素 Ｂ２、黄曲霉毒素 Ｇ１、黄曲霉毒
素Ｇ２均未检出。

２５　含量测定

２５１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 ＡｇｉｌｅｎｔＳＢ
Ｃ１８（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色谱柱为固定相；以乙
腈１％冰醋酸（２５∶７５）为流动相；流速为１ｍＬ·ｍｉｎ－１；
柱温为４０℃；检测波长为２６０ｎｍ。理论板数按大豆
苷元、染料木素峰计算均不得低于５０００。
２５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大豆苷元对照品、染
料木素对照品各１０ｍｇ，精密称定，置５０ｍＬ量瓶
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１ｍＬ，置
１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每１ｍＬ
中含大豆苷元２１１４μｇ，染料木素各１８０１μｇ）。见
图４。
２５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四号筛）

约１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２５ｍＬ，称定质量，加热回流１ｍｉｎ，放冷，再称定
质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取续

滤液，即得（见图４）。

注：Ａ对照品；Ｂ样品；１大豆苷元；２染料木素。

图４　淡豆豉含量测定对照品及样品ＨＰＬＣ图

２５４　线性关系考察　取大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对照
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分别制成每１ｍＬ含大豆
苷元２１１４μｇ、染料木素１８０１μｇ的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各１、２、５、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μＬ，按拟定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以进样量
Ｘ（μｇ）为横坐标，色谱峰面积 Ｙ为纵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大豆苷元的回归方程为 Ｙ＝５００００００Ｘ－
１１８２３，线性范围为００２１１４～０６３４２μｇ，ｒ＝１；
染料木素的回归方程为Ｙ＝８００００００Ｘ－４３７６３，线
性范围为００１８０～０５４０３μｇ，ｒ＝０９９９９。
２５５　精密度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
１０μＬ，按照２５１项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连续进样
６次，结果６次进样所测得色谱峰的峰面积 ＲＳＤ均
小于１０％，表明精密度良好。
２５６　稳定性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１０μＬ，分别在０、４、８、１２、２４、４８ｈ按照 ２５１
项色谱条件进行测定，结果６次进样所测得色谱峰
的峰面积ＲＳＤ均小于１０％，表明２４ｈ内供试品溶
液稳定性较好。

２５７　重复性试验　分别精密称取同一批样品（样
品１６）６份，按２５３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
行含量测定，结果大豆苷元平均质量分数为 ００７０

·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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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ＲＳＤ为 ０６１％，染料木素平均质量分数为
００３１１％，ＲＳＤ为０７２％，表明重复性良好。
２５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重复性试验已测知含量
（大豆苷元０７０５７ｍｇ·ｇ－１、染料木素０３１０７ｍｇ·ｇ－１）
的药材（样品１６）粉末０５０ｇ，精密称定，精密加入
大豆苷元、染料木素混合对照品溶液（大豆苷元

１５８μｇ·ｍＬ－１、染料木素６４μｇ·ｍＬ－１）２５ｍＬ，按
照拟定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平行制备６份，按
拟定的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

大豆苷元加样回收率为 １０２１５％，ＲＳＤ为 ０９２％；
染料木素加样回收率为 １００２２％，ＲＳＤ为 １２７％，
结果见表２。表明方法的准确度良好。

表２　淡豆豉大豆苷元、染料木素加样回收率结果（ｎ＝６）

样品中

含量／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ＲＳＤ／
％

大豆苷元 ０３５９４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５９６ １０１５８ １０２１５ ０９２

０３５６１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５７２ １０１８１

０３５６０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５９３ １０２３７

０３５７７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６７０ １０３８７

０３５５３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５３９ １０１１７

０３５６５ ０３９４０ ０７５８８ １０２１３

染料木素 ０１５８３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１８１ ９９５２ １００２２ １２７

０１５６９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１４８ ９８３５

０１５６８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１７０ ９９７４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２０７ １０１５７

０１５６５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１８０ １００５４

０１５７０ ０１６０６ ０３２０２ １０１６１

２５９　样品测定　按２５２和２５３项下供试品
与对照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得供试品和对照品溶

液。精密吸取大豆苷元、染料木素混合对照品溶液

（大豆苷元２１１４μｇ·ｍＬ－１、染料木素１８０１μｇ·ｍＬ－１）
１０μＬ，供试品溶液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峰
面积，按外标法计算含量。结果（按干燥品计算）见

表３。
根据测定结果，２０批淡豆豉大豆苷元质量分数

为００２０７％ ～０１０７８％，染料木素质量分数为
０００７２％～００７７３％，大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含量总
和为 ００３８４％ ～０１７５０％，含量总和平均值为
００８８％。由于含量范围变化幅度较大，根据样品发
酵实际情况，将限度设定为００４０％。

表３　２５批淡豆豉含量测定结果（按干燥品计）
％

序号
大豆苷元 染料木素

平均质量分数 ＲＳＤ 平均质量分数 ＲＳＤ

１ ００３３６ ２２６ ００５４６ １９１

２ ００３６４ ２３０ ００２６８ １９８

３ ００４５７ ２４１ ００３３６ １７９

４ ００８２５ ２２５ ００６２５ １８９

５ ００６３４ ２２６ ００４５８ １９１

６ ００６３３ ２２６ ０００７３ １９４

７ ００３８４ ２２６ ００１８９ １９４

８ ００４４４ ２２５ ０００９２ ２２０

９ ００４８１ ２２５ ００２２２ １８９

１０ ００３８６ ２２６ ００３５１ １９５

１１ ００６２８ ２３５ ０００７２ ２３５

１２ ００９７８ ２２８ ００７７３ １９２

１３ ０１０７８ ２２５ ００４４７ １９０

１４ ００３３６ ２４４ ０００７９ ２３２

１５ ００６０４ ３０８ ００１０４ ３２０

１６ ００６９７ ２３０ ００３１５ ２０５

１７ ００５１５ ３３１ ００２９６ １６９

１８ ００３２８ ３０４ ００１５１ １９７

１９ ００３５３ ２３８ ０００９１ ２６０

２０ ０１０１２ ２３２ ００４６０ ２４８

２１ ００８３２ ０１７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９

２２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９ ００１９１ ０９６

２３ ００８６４ ０１８ ００６５７ ０１８

２４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６ ００３６９ ０１９

２５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２３

３　讨论

淡豆豉的基原规定了本品为豆科植物大豆 Ｇ
ｍａｘ（Ｌ）Ｍｅｒｒ的成熟种子的发酵加工品。大豆有
黄豆、黑豆两大类。经本草考证，唐代 《日华子本

草》、明代 《雷公药性赋》 《本草逢原》 《神农本草

经疏》中认为 “豆惟黑者入药”；宋代苏颂的 《本

草图经》中记载 “大豆有黑白二种，黑者入药，白

者不用”。明代李时珍也认为应以黑豆入药。并且在

一些地方炮制规范中，均明确以黑豆为原料生产淡豆

豉。《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淡豆豉标准中没有明确
规定到底用哪种大豆，但性状描述为表面黑色，为黑

豆发酵品的颜色。因此，建议标准中基原应明确为黑

豆。鉴于黑豆药材已被收载于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
版），建议来源描述为：本品为黑豆的发酵加工品。

目前，淡豆豉的主要质量问题是以黑芸豆冒充黑

豆投料。经过比对，发现淡豆豉和黑芸豆可以从种脐

·４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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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状进行区分，但这个特征没有在标准中体现出

来。现将淡豆豉与发酵黑芸豆的来源、性状区别比

较：黑豆为豆科大豆属，属于大豆类，富含蛋白质，种

脐长椭圆形，约占总长的１／３，胚芽未发育成真叶；黑
芸豆为豆科菜豆属，属于淀粉豆类，富含淀粉，豆仁白

色，种脐近圆形或椭圆形，约占总长的１／６，胚芽已发
育为真叶的雏形。鉴于种脐特征最明显，在实际检验检

测中容易判断。因此，建议把种脐特征写入标准中。

按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一部淡豆豉项下薄
层鉴别方法进行试验，在硅胶 Ｇ板上展开，紫外光
（３６５ｎｍ）下检视，淡豆豉和黑芸豆发酵品均与淡豆
豉和青蒿对照药材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

光斑点。说明该薄层方法专属性不强，无法区分正

伪品。并且试验发现，淡豆豉中的染料木素和大豆

苷元在紫外光（３６５ｎｍ）下不显示斑点，说明在紫外
光（３６５ｎｍ）下检视的不是大豆异黄酮类成分。将染
料木素和大豆苷元在ＧＦ２５４硅胶板上展开，置于紫外
光（２５４ｎｍ）下，则显示出荧光淬灭斑点。因此，通
过改变薄层板和优化开剂比例，增加染料木素和大豆

苷元为对照品，提高薄层鉴别方法的专属性。将展开

剂由甲苯甲酸乙酯甲酸（５∶４∶１）改为甲苯甲酸乙酯
甲酸（１０∶４∶０５），薄层板由硅胶Ｇ板改为硅胶ＧＦ２５４，
在紫外光（２５４ｎｍ）下检视，淡豆豉在与染料木素和大
豆苷元对照品、淡豆豉对照药材相应的位置上，显相

同颜色的荧光淬灭斑点，伪品黑芸豆发酵品在与染料

木素和大豆苷元对照品、淡豆豉对照药材相应的位置

上，未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淬灭斑点。试验结果显示，

２５批正品淡豆豉薄层斑点清晰可见，而１０批伪品均
未出现相应的薄层斑点，说明更改后的淡豆豉薄层方

法专属性强，可用于鉴别正伪品。

鉴于淡豆豉在发酵的过程中，需要微生物参与。

为了考察淡豆豉是否引入黄曲霉，进行了黄曲霉毒素

Ｂ１、黄曲霉毒素 Ｂ２、黄曲霉毒素 Ｇ１、黄曲霉毒
素Ｇ２测定。在测定的２２批淡豆豉样品中，只有１１批
样品检出黄曲霉毒素Ｂ１，并且结果均小于１μｇ·ｋｇ

－１，

低于 《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中５μｇ·ｋｇ－１的限度。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暂不将黄曲霉毒素的检测纳入

《中国药典》。

已有文献报道淡豆豉中异黄酮类成分的含量测定

方法［８１０］，其中包括对淡豆豉中大豆苷、黄豆黄苷、

染料木苷、黄豆苷元、黄豆黄素、染料木素６种异黄

酮类成分的测定。鉴于药品质量标准的建立，应以最

低的检测成本，达到最有效质量控制的目的为原则。

实验考察发酵前后黑豆中６种异黄酮类的含量变化，
结果显示，发酵前的黑豆中结合型异黄酮大豆苷、染

料木苷、黄豆黄苷的含量较高，游离型大豆苷元、染

料木素、黄豆黄素的含量很低；发酵后，淡豆豉中结

合型异黄酮大豆苷、染料木苷、黄豆黄苷的含量明显

降低，游离型异黄酮大豆苷元、染料木素、黄豆黄素

的含量明显增高。结合型异黄酮与游离型异黄酮成负

相关。并且，３种游离型异黄酮成正相关，因此只对
含量较高的２个异黄酮类成分大豆苷元、染料木素进
行测定，就可以反映淡豆豉中的异黄酮类成分。实验

还对黑芸豆发酵样品进行分析，发现１０批黑芸豆发
酵品仅４批次检出极微量的大豆苷元峰，其余黑芸豆
发酵品中几乎不含大豆苷元、染料木素。因此，选定

的含量测定指标大豆苷元、染料木素能够有效地鉴别

伪品，有效地控制淡豆豉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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