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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香茯健脾苦荞茶的最佳提取、制备工艺并建立该茶剂中芦丁含量测定的方法。方法：采用
单因素及正交试验设计分别对香薷挥发油提取率及香薷、茯苓水提工艺进行优选，从而得出最佳提取工艺。将提取

药液吸附于苦荞上，判断其最佳吸附比。采用 ＨＰＬＣ测定香茯健脾苦荞茶中芦丁含量。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Ｃ１８（２０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色谱柱；流动相为甲醇０５％冰乙酸（３４∶６６）；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３０℃；检测波长为
２５６ｎｍ。结果：香薷挥发油提取率的最佳工艺为料液比１∶１２，浸泡２０ｈ，提取４０ｈ；香苓健脾苦荞茶最佳提取工
艺为料液比１∶１０，提取时间为０５ｈ，提取次数为３次；浓缩药液与苦荞的最佳吸附比１∶１；香茯健脾苦荞茶所含芦
丁质量分数为３４７ｍｇ·ｇ－１，苦荞的有效成分芦丁的线性关系良好（ｒ＞０９９９９）。结论：此提取工艺简单经济、吸附
比例合理、成型工艺可行；所建立的含量测定方法简单、准确、灵敏、重复性好，可为香茯健脾苦荞茶的进一步开

发、品质评价和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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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茯健脾苦荞茶由香薷、茯苓、苦荞３味中药
组成。香薷为唇形科植物石香薷 Ｍｏｓ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或江香薷 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ｒｕ′的干燥地

上部分。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Ｐｏｒｉａｃｏｃｏｓ
（Ｓｃｈｗ）Ｗｏｌｆ的干燥菌核。苦荞属双子叶蓼科植物，
学名鞑啖荞麦。方中香薷和茯苓为健脾的良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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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被誉为 “五谷之王”，可健胃顺气、调血脂［１］。

苦荞味苦，性寒，能实肠胃，益气力［２］；香薷性辛、

微温，化湿和中［３］；茯苓味甘、淡，性平［４］，香薷、

茯苓与苦荞合用可纠其偏性，使彼此间相互协同，

互为补益。现代研究表明，与普通荞麦相比，苦荞

营养价值更高，富含以生物类黄酮为主的生物活性

成分，芦丁是苦荞黄酮的主要成分，约占总黄酮总

量的 ７０％ ～９０％［１，５］；具有抗糖尿病、抗高血压、

抗氧化、调血脂和保护心血管等多种功效［６］。香薷

通过梳理胃肠气机、调节水液代谢和机体免疫、提

高中焦脾胃健运，从而发挥化湿和中的功效［７］。茯

苓无毒，作为重要的药食同源品种，具有利尿、抗

炎、保肝、保护肠胃的作用［８］。当代社会人们压力

较大，很多人存在脾胃方面的疾病，现将香薷、茯

苓及苦荞三者结合，开发成顺应长夏服用的健脾调

胃保健食品，具有携带方便、便于保存的优点，有

较好的市场前景和社会效益。本实验以加水量、提

取时间、提取次数为考察因素，以香薷挥发油提取

率和香薷、茯苓出膏率为指标，采用正交设计对香

薷、茯苓２味药材的提取工艺进行优化，确定了香
茯健脾苦荞茶的最佳提取工艺，且对其制备工艺进

行考察，并初步建立其含量测定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仪器

２６９５型高效液相色谱仪、２９９８型检测器、Ｅｍｐｏｗｅｒ
色谱工作站（美国沃特世公司）；ＡＢ１３５Ｓ型电子天
平（十万分之一，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公司）；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ＦＡ２１０４型（万分之一天平，上海精科天美有限公
司）；９８１Ｂ型电子调温电热套（天津市泰斯特仪器
有限公司）；ＧＺＸ９０７６ＭＢＥ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１２　试药

芦丁对照品（上海诗丹德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批号：５９８１，纯度：９５２％）；乙腈（色谱纯，批号：
２０１８０３１８，欧普森天津市彪仕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甲醇（分析纯，批号：２０１８０３１８，天津市进丰化工有
限公司）；甲醇（色谱纯，批号：２０１６０５１０，欧普森天
津市彪仕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冰乙酸（分析纯，批

号：２０１５０９２１，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香薷、茯苓、苦荞购自太原市万民大药房，以

上饮片均经山西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教研室裴香萍

副教授鉴定为正品。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香薷挥发油提取工艺

根据单因素试验考察结果，以挥发油提取率为

考察指标，选择对提取影响较大的料液比（Ａ）、提取
时间（Ｂ）、浸泡时间（Ｃ）３个因素，每个因素设定３个
水平。单因素考察表见表１。采用Ｌ９（３

４）正交表安排

正交试验，设计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２～３。

表１　香薷挥发油提取工艺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Ａ Ｂ／ｈ Ｄ／ｈ

１ ８ １０ １０

２ １０ ２０ １５

３ １２ ４０ ２０

表２　香薷挥发油提取工艺正交试验
编号 Ａ Ｂ Ｃ（空白） Ｄ 提取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０２
２ １ ２ ２ ２ １４４
３ １ ３ ３ ３ １４２
４ ２ １ ２ ３ １０８
５ ２ ２ ３ １ １２２
６ ２ ３ １ ２ １４４
７ ３ １ ３ ２ １４２
８ ３ ２ １ ３ １４６
９ ３ ３ ２ １ １４０
Ｋ１ ３８８ ３５２ ３９２ ３６４
Ｋ２ ３７４ ４１２ ３９２ ４３０
Ｋ３ ４２８ ４２６ ４０６ ３９６
ｋ１ １２９ １１７ １３１ １２１
ｋ２ １２５ １３７ １３１ １４３
ｋ３ １４３ １４２ １３５ １３２
Ｒ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０５ ０１７
ＳＳ ００５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表３　香薷挥发油提取工艺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Ｆ值 显著性

Ａ ００５２ ２ ００２６ １２０２０
Ｂ ０１０３ ２ ００５２ ２３６５０ 
Ｄ ００７３ ２ ００３６ １６６７０
误差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２

　　注：Ｆ００５（２，２）＝１９００；Ｐ＜００５；Ｆ００１（２，２）＝９９００；
下同。

由表２可知，Ｂ因素对挥发油提取率影响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对实验最佳提取水平组
合Ａ３Ｂ２Ｄ３及实验数据分析所得最佳提取水平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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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Ｂ３Ｄ２进行进一步验证实验，分别对Ａ３Ｂ２Ｄ３、Ａ３Ｂ３Ｄ２
提取工艺进行２次水平操作，量取提取挥发油体积，
计算提取率。实验数据结果见表４。

表４　香薷挥发油提取工艺验证实验结果

组别 试验号
药材

用量／ｇ
挥发油

体积／ｍＬ
提取率／
％

平均提

取率／％

１ Ａ３Ｂ３Ｄ２ ５００８ ０６９ １３８ １４０
２ Ａ３Ｂ３Ｄ２ ５００５ ０７１ １４２
３ Ａ３Ｂ２Ｄ３ ５００８ ０７０ １４０ １４２
４ Ａ３Ｂ２Ｄ３ ５００５ ０７２ １４４

由表４可知，结果与正交试验最佳提取水平组
合数据差异不大，综合考虑取 Ａ３Ｂ３Ｄ２，即料液比为
１∶１２，浸泡 １５ｈ，提取 ４０ｈ，为最佳提取工艺。
此工艺稳定可靠，合理可行。

２２　香薷、茯苓水提工艺

根据单因素试验考察结果，以出膏率为考察指

标，选择对提取影响较大的３个因素：加水量、提
取时间（Ａ）、料液比（Ｂ），提取次数（Ｄ），每个因素
设定３个水平。单因素考察表见表５。采用 Ｌ９（３

４）

正交表安排正交试验，结果见表６～７。

表５　香薷、茯苓水提工艺因素水平

水平
因素

Ａ／ｈ Ｂ Ｄ／次

１ ０５ ６ １

２ １０ ８ ２

３ １５ １０ ３

表６　香薷、茯苓水提工艺正交试验
编号 Ａ Ｂ Ｃ（空白） Ｄ 出膏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２５５
２ １ ２ ２ ２ ４７８
３ １ ３ ３ ３ ６８０
４ ２ １ ２ ３ ６２０
５ ２ ２ ３ １ ３３１
６ ２ ３ １ ２ ５３９
７ ３ １ ３ ２ ４８８
８ ３ ２ １ ３ ６３３
９ ３ ３ ２ １ ４４２
Ｋ１ １４１３ １３６３ １４２７ １０２８
Ｋ２ １４９０ １４４２ １５４０ １５０５
Ｋ３ １５６３ １６６１ １４９９ １９３３
ｋ１ ４７１ ４５４ ４７６ ３４３
ｋ２ ４９７ ４８１ ５１３ ５０２
ｋ３ ５２１ ５５４ ５００ ６４４
Ｒ ０５０ １００ ０３７ ３０１
ＳＳ ０３８ １５９ ０２２ １３６７

表７　香薷、茯苓水提工艺出膏率的方差分析
方差来源 离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Ｆ值 显著性

Ａ ０３８ ２ ０１９ １７３

Ｂ １５９ ２ ０８０ ７２３

Ｄ １３６７ ２ ６８４ ６２１４ 

误差 ０２２ ２ ０１１

由表６可知，由数据分析所得最佳提取水平组合
为Ａ３Ｂ３Ｄ３，由实验所得最佳提取水平组合为Ａ１Ｂ３Ｄ３。
由表６～７直观分析可得：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次序为Ｄ＞Ｂ＞Ａ，其中Ｄ因素对出膏率影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对实验最佳提取水平
组合Ａ１Ｂ３Ｄ３及实验数据分析所得最佳提取水平组合
Ａ３Ｂ３Ｄ３进行进一步验证实验，分别对Ａ３Ｂ３Ｄ３、Ａ１Ｂ３Ｄ３
提取工艺进行２次水平操作，所得提取液浓缩成稠
膏，置于６０℃烘箱中烘干，计算出膏率。实验数据
结果见表８。

表８　香薷、茯苓水提工艺验证实验
组别 试验号 药材用量／ｇ干膏质量／ｇ出膏率／％ 平均出膏率／％

１ Ａ１Ｂ３Ｄ３ ３３０８ ２３５ ７１０ ６６５

２ Ａ１Ｂ３Ｄ３ ３３０５ ２０５ ６２０

３ Ａ３Ｂ３Ｄ３ ３３０８ ２３８ ７１９ ７１５

４ Ａ３Ｂ３Ｄ３ ３３０５ ２３５ ７１１

由表８可知，结果与正交试验最佳提取水平组
合数据差异不大，综合考虑取Ａ１Ｂ３Ｄ３，即１０倍量的
水，提取０５ｈ，提取３次为最佳提取工艺。此工艺
稳定可靠，合理可行。

２３　香茯健脾苦荞茶工艺

２３１　香茯健脾苦荞茶工艺考察　香茯健脾苦荞茶
由香薷和茯苓的水提液经苦荞吸附干燥制成，需将

苦荞膨化到一定程度与香薷和茯苓的提取液混合。

将膨化的苦荞按不同比例与提取液混合，进行比较，

见表９和图１。

表９　苦荞、提取液吸附比例比较

组别
苦荞量／
ｇ

提取液量／
ｍＬ

苦荞与提

取液比例
吸附效果

１ １０ ５ １∶０５ 完全吸附，不能均匀混合

且颜色不一致

２ １０ １０ １∶１ 完全吸附，能够混合均匀，

颜色一致

３ １０ １５ １∶１５ 不完全吸附

４ １０ ２０ １∶２ 不完全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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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吸附比例１∶０５；Ｂ吸附比例１∶１；Ｃ吸附比例１∶１５；

Ｄ吸附比例１∶２。

图１　苦荞、提取液吸附比例比较

　　结果表明，苦荞与提取液的比例为１∶１时吸附
效果最佳。

２３２　香茯健脾苦荞茶制备工艺　取香薷 １８３ｇ，
提取挥发油，蒸馏后的水溶液备用；药渣与茯苓

８１７ｇ加１０倍量水煎煮３次，每次 ３０ｍｉｎ，滤液与
上述蒸馏后的水溶液合并，浓缩至 １０００ｍＬ，另称
取膨化并整粒的苦荞１０００ｇ，加入上述水提液浓缩
液，混匀使药液充分吸附于苦荞内，干燥，喷以香

薷挥发油，混匀，分装，即得［９］。

２４　香茯健脾苦荞茶的含量测定

２４１　样品处理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芦
丁对照品１０６ｍｇ，置于 １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溶
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所得芦丁对照品

的质量浓度为０１０６ｍｇ·ｍＬ－１。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

１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２５ｍＬ，称定质量，超声处理（功率：２５０Ｗ，频率：
４０ｋＨｚ）３０ｍｉ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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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荞阴性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缺苦荞的阴性

样品１ｇ，精密称定，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备
缺苦荞的阴性对照溶液。

２４２　色谱条件的选择　检测波长的选择：取芦丁
对照品溶液在２１０～４００ｎｍ进行全波长扫描，所得

光谱图见图２。结果表明，芦丁在２５６ｎｍ左右处有最
大吸收，故选择２５６ｎｍ作为含量测定的检测波长。

图２　芦丁对照品溶液光谱图

色谱柱：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Ｃ１８（２）（２００ｍｍ×４６ｍｍ，
５μｍ）色谱柱；流动相：甲醇０５％冰乙酸（３４∶６６）；
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柱温：３０℃；检测波长：
２５６ｎｍ；进样量：１０μＬ［１０］。在此条件下色谱峰达
到完全分离且保留时间适中，阴性无干扰，见图３。

注：Ａ对照品溶液；Ｂ供试品溶液；Ｃ苦荞阴性对照品。

图３　香茯健脾苦荞茶色谱图

２４３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芦丁对照品
（０１０６ｍｇ·ｍＬ－１）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
２０μＬ，以对照品进样量Ｘ为横坐标，以峰面积的积
分值为纵坐标 Ｙ，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程 Ｙ＝
３８４４７Ｘ－１１３６５８，ｒ＝０９９９９，故芦丁在 ４２４～
２１２０ｎｇ线性关系良好。
２４４　精密度考察　进样芦丁对照品溶液１０μＬ，
连续进样６次，计算其 ＲＳＤ为０９３％，表明该仪器
的精密度良好。

２４５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１０μＬ，
在０、２、４、６、８、１０ｈ进样，计算ＲＳＤ为１０４％，
表明该供试品溶液在１０ｈ内稳定。
２４６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批号：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溶液６份，分别按２４１项下方法制备，每份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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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１０μＬ，计算得平均质量分数为３４７％，计算
得ＲＳＤ为１７３％，表明重复性良好。
２４７　回收率试验　采用加样回收法试验，称取
６份 ０５ｇ已知含量的供试品，加入适量的芦丁对照
品，制备方法同供试品溶液一样，计算回收率，平

均回收率为 ９８１１％，ＲＳＤ为 １７７％，证明实验准
确性好。

２４８　含量测定　再取 ３批样品，各 ２份，每份
１ｇ，精密称定，按２４１项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
分别进样１０μＬ，测定，计算含量，结果见表１０。

表１０　香茯健脾苦荞茶３批样品中芦丁含量测定结果

批号 取样量／ｇ
质量分数／
ｍｇ·ｇ－１

平均质量分数／
ｍｇ·ｇ－１

２０１８０５０７ １０１２５ ３５１４２ ３４６

１０１２２ ３４２５８

２０１８０５０９ １０３４５ ３４６３０ ３４９

１０３４３ ３５１６７

２０１８０５０１ １０４０６ ３３６００ ３４７

１００７２ ３５８００

３　结论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采用正交试验对香薷

挥发油提取率及水提取香薷、茯苓的出膏率进一步

优化，香薷挥发油提取率的最佳工艺为 １２倍量的
水，浸泡１５ｈ，提取４０ｈ；香薷、茯苓的出膏率
最佳提取工艺为 １０倍量的水，提取 ０５ｈ，提取
３次。香茯健脾苦荞茶最佳制备工艺为将药液按１∶１
吸附在苦荞上。

本实验建立了 ＨＰＬＣ测定香茯健脾苦荞茶中芦

丁含量的方法，采用０５％冰醋酸甲醇（６６∶３４）为流
动相，结果显示，目标色谱峰分离效果良好、精密

度、重复性和回收率的测定均符合要求。此方法稳

定可靠，可用于苦荞茶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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