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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真武汤的物质基准关键质量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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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特征图谱及多指标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并阐明真武汤的关键质量属

性，以期为经典名方真武汤物质基准及制剂的质量评价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使用不同批次饮片制备 15 批真武

汤物质基准冻干粉，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建立真武汤特征图谱，并进行特征峰归属和相似度分析；以

芍药苷、6-姜辣素为指标性成分建立真武汤多成分含量测定方法，以均值的 70%~130% 为界限设定各质量控制指标

的量值范围，并对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进行量值传递分析。结果：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特征图谱共有 11个特征

峰，指认出没食子酸、5-羟甲基糠醛、(+)-儿茶素、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6-姜辣素、8-姜酚 7个色谱峰，相似度

均大于 0. 99；15 批真武汤物质基准中指标性成分芍药苷质量分数 20. 01~25. 35 mg·g–1，转移率 49. 77%~69. 84%；

6-姜辣素质量分数 1. 65~2. 57 mg·g–1，转移率 30. 11%~58. 96%；出粉率 3. 21%~4. 57%。结论：建立的真武汤物质

基准 HPLC 特征图谱及多成分含量测定方法简单可行，重复性、稳定性良好，可为经典名方真武汤物质基准及制剂

关键化学属性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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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and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index

components in substance benchmark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 ZhenWu Tang, so as to clarify the key quality attributes of

ZhenWu Tang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and

prepara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5 batches of freeze-dried powder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were prepared

with different batches of decoction pieces. The HPLC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ZhenWu Tang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attribut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eaks were analyzed. With paeoniflorin and 6-gingerol as index components,

the muti-index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70%-130% of the mass average was regarded as the

limit for the quantity value range of quality control indexes. In addition, the quantity value transfer of the 15 batches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11 characteristic peak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of the 15 batches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and seven chromatographic peaks

[gallic acid, 5-hydroxymethylfurfural, (+ ) -catechin, paeoniflorin, benzoyl paeoniflorin, 6-gingerol and 8-gingerol] were

identified, with the similarity all more than 0.99. The content and transfer rate of index components in the 15 batches of

substance benchmarks were as follows: paeoniflorin content 20.01-25.35 mg·g–1 and transfer rate 49.77%-69.84%; 6-

gingerol content 1.65-2.57 mg·g–1 and transfer rate 30.11%-58.96%; the powder yield rate was 3.21%-4.57%.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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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ed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s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in

this study were simple, feasible, reproducible and stable, and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key

chemical properties of ZhenWu Tang substance benchmark and preparations.

[Keywords] ZhenWu Tang;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 characteristic chromatogram; content determination;

substance benchmark

真武汤首见于汉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 [1]，

由茯苓、白芍、生姜、白术和附子 5味中药组成，

具有温阳利水的功效。现代临床上真武汤主要用于

治疗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尿毒症及肾积水等阳

虚水饮内停证，真武汤系统疾病[2-5]。该方作为治疗

太阳病及少阴病的经典名方，被《古代经典名方目

录（第一批）》（以下简称《目录》） [6]收载。

经典名方物质基准是指以古代医籍中记载的经

典名方制备方法为依据制备的中药药用物质的标准，

除成型工艺外，其余制备方法应当与古代医籍记载

基本一致[7]。经典名方物质基准既是保证经典名方现

代制剂与中医传统临床所用药物一致的参照物，又

是现代制剂工艺筛选及标准制订的依据和准绳[8-11]。

物质基准在经典名方研发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是链接中医临床传统用药形式和现代成品复方

制剂的桥梁，是保证临床疗效不降低、产品质量稳

定一致的核心环节[12-15]。

《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及其物质基准的申

报资料要求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意见

稿》） [7]指出，应开展药材、饮片、标准煎液及物质

基准的质量研究，确定关键质量属性，实现全过程

质量控制，通过物质基准冻干粉出粉率、含量测定、

指纹图谱或特征图谱等，确保标准煎液及物质基准

的批间质量基本一致及可追溯。本研究采用随机数

表法将真武汤 5味饮片随机组合成 15批真武汤组方，

并相应地制备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冻干粉，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法（HPLC）建立真武汤特征图谱和指标

性成分含量测定方法，分析饮片与物质基准间的指标

成分量值传递规律，初步制定真武汤物质基准的质量

标准，实现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质量控制，为经典名

方真武汤及其相关制剂的研发及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

1. 1 仪器

e2695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Waters 公司）；

UltiMate 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Thermo 公

司）；126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安捷伦公司）；

Pilot5-8M型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KQ5200DA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

器有限公司）；4L 陶瓷锅（潮州市一壶百饮电器实

业有限公司）；H22-X1型电陶炉 （九阳股份有限

公司）。

1. 2 试药

对照品芍药苷 （批号：110736-202044，纯度：

96. 8%）、6-姜辣素 （批号：111833-202007，纯度：

99. 3%）、没食子酸（批号：110831-200302，纯度：

91. 5%）、 8-姜酚 （批号： 111993-201601，纯度：

93. 8%）、 (+)-儿茶素 （批号：877-200001，纯度：

95. 1%）、5-羟甲基糠醛（批号：111626-201912，纯

度：99. 2%） 均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

照品苯甲酰芍药苷 （批号：O11GB163260，纯度≥
98%）购于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乙腈为色

谱纯；甲醇为分析纯；水为实验室自制超纯水。

真武汤所需药材购自安国聚药堂有限公司，经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春生教授鉴定，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2020年版

规定，由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按前期研究确定的

炮制方法炮制加工成各批次饮片，并按《中国药典》

2020年版规定检测，均符合规定。

根据随机数表法将真武汤中的 5味饮片进行随

机组合及排序，组成15批真武汤组方物质基准（表1）。
2 方法与结果

2. 1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制备

分别称取茯苓41. 4 g、白芍41. 4 g、生姜41. 4 g、

白术 27. 6 g、炮附子 10. 0 g，加水 1600 mL，浸泡

30 min，闭盖，武火（1500W）煎煮至沸腾，开盖，

转文火（600W）煎煮保持微沸，约60min，趁热以双

层200目滤布滤过并榨干药渣，放冷，定容至600mL，

预冻，真空冷冻干燥 （<–40 ℃，<20 Pa） 72 h，

即得。

2. 2 真武汤物质基准特征图谱的建立

2. 2. 1 色谱条件 Waters C18色谱柱（250mm×4.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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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μm）；流动相为乙腈（A） -0. 2%磷酸水溶液（B），

梯度洗脱 （0~7 min，3%A；7~16 min，3%~10%A；

16~31 min， 10%~13%A； 31~37 min， 13%~20%A；

37~62 min， 20%~32%A； 62~81 min， 32%~46%A；

81~86 min，46%~65%A；86~98 min，65%A）；检测

波长为230 nm；柱温为30℃；流速为1. 0 mL·min–1；

进样量为20 μL。

2.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真武汤物质基

准冻干粉 0. 1 g，精密加入 50%甲醇 25 mL，超声处

理 30 min， 6000 r·min–1离心 5 min （离心半径为

8. 4 cm），用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2. 2. 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对照品芍药

苷、6-姜辣素、没食子酸4. 978、5. 092、10. 072 mg，

分别加甲醇定容至10mL；分别精密称取对照品苯甲酰

芍药苷、8-姜酚、(+)-儿茶素、5-羟甲基糠醛5. 261、

170. 920、5. 208、6. 571mg，分别加甲醇定容至25mL

制成相应的对照品储备液。

分别精密吸取 8-姜酚对照品储备液 1 mL，芍药

苷、6-姜辣素、没食子酸对照品储备液各 2 mL，苯

甲酰芍药苷、(+)-儿茶素、5-羟甲基糠醛对照品储备

液各 5 mL，混匀后定容至 25 mL，制成混合对照品

溶液。

2. 2. 4 单味药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处方用量

的茯苓、白芍、生姜、白术、炮附子饮片，按 2. 1

项下方法制备单味药物质基准冻干粉；并按 2. 2. 2

项下方法制备单味药供试品溶液。

2. 2. 5 方法学考察 精密度：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按2. 2. 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HPLC分析，连续进样6次，

记录色谱图。以 5号峰（芍药苷）为参照峰，计算

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及其 RSD，结果

见表2。

稳定性：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 2. 2. 1 项下色

谱条件进行 HPLC 分析，分别于 0、2、4、8、12、
24 h 进样，记录色谱图。以 5号峰 （芍药苷） 为参

照峰，计算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及其

RSD，结果见表2。
重复性：分别精密称取同一批次物质基准粉末

0. 05、0. 10、0. 15 g各 3份，按 2. 2. 2项下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并按 2. 2. 1 项下色谱条件依次进行

HPLC分析，记录色谱图。以 5号峰（芍药苷）为参

照峰，计算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及其

RSD，结果见表2。

表1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饮片信息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茯苓

产地

安徽潜山

安徽潜山

安徽岳西

云南景谷

云南景谷

安徽岳西

安徽岳西

安徽潜山

安徽岳西

安徽岳西

云南景谷

云南景谷

云南景谷

安徽潜山

安徽潜山

批号

FLYP-08
FLYP-10
FLYP-03
FLYP-15
FLYP-11
FLYP-02
FLYP-05
FLYP-06
FLYP-01
FLYP-04
FLYP-13
FLYP-14
FLYP-12
FLYP-07
FLYP-09

白芍

产地

安徽亳州

安徽亳州

浙江磐安

安徽蒙城

安徽亳州

浙江磐安

安徽蒙城

安徽蒙城

安徽亳州

浙江磐安

安徽亳州

安徽蒙城

浙江磐安

浙江磐安

安徽蒙城

批号

BSYP-01
BSYP-05
BSYP-07
BSYP-12
BSYP-02
BSYP-09
BSYP-14
BSYP-15
BSYP-04
BSYP-08
BSYP-03
BSYP-11
BSYP-06
BSYP-10
BSYP-13

生姜

产地

云南曲靖

云南文安

云南罗平

云南文安

云南文安

云南曲靖

云南曲靖

云南曲靖

云南文安

云南罗平

云南罗平

云南罗平

云南文安

云南罗平

云南曲靖

批号

SJYP-04
SJYP-09
SJYP-11
SJYP-07
SJYP-10
SJYP-01
SJYP-05
SJYP-03
SJYP-08
SJYP-13
SJYP-14
SJYP-12
SJYP-06
SJYP-15
SJYP-02

白术

产地

安徽亳州

河北安国

浙江磐安

安徽亳州

浙江磐安

河北安国

安徽亳州

浙江磐安

安徽亳州

河北安国

安徽亳州

河北安国

浙江磐安

河北安国

浙江磐安

批号

BZYP-07
BZYP-01
BZYP-12
BZYP-09
BZYP-15
BZYP-02
BZYP-06
BZYP-11
BZYP-10
BZYP-04
BZYP-08
BZYP-05
BZYP-13
BZYP-03
BZYP-14

炮附子

产地

云南丽江

四川江油

云南丽江

四川布拖

云南丽江

云南丽江

四川布拖

云南丽江

四川布拖

四川布拖

四川江油

四川江油

四川江油

四川江油

四川布拖

批号

PFZYP-09
PFZYP-05
PFZYP-10
PFZYP-12
PFZYP-08
PFZYP-07
PFZYP-15
PFZYP-06
PFZYP-14
PFZYP-13
PFZYP-03
PFZYP-04
PFZYP-01
PFZYP-02
PFZYP-11

表2 真武汤特征图谱方法学考察

%

峰号

1
2
3
9
10
11

相对保留时间RSD

精密度

0.45
0.59
1.70
0.50
0.33
0.44

稳定性

0.92
0.12
0.31
0.05
0.06
0.06

重复性

2.80
2.75
0.61
0.62
0.24
0.38

相对峰面积RSD

精密度

1.03
0.92
0.72
0.73
1.03
0.92

稳定性

2.61
2.33
1.71
0.83
1.89
1.91

重复性

1.58
1.65
2.50
1.67
2.8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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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6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特征图谱相似度评

价 按 2. 2. 1 项下特征图谱色谱条件分别称取 15批
真武汤物质基准 0. 1 g，按 2. 2. 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并进行 HPLC测定，得到 15批真武汤特征

图谱。将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特征图谱依次导入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

以 S1为参照图谱，采用中位数法，时间窗宽度为

0. 1，进行多点校正和色谱峰匹配，生成对照图谱并

计算相似度，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相似度均大于

0. 99。确定了 11个特征峰，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特

征图谱叠加图见图1。

2. 2. 7 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特征图谱共有峰的指认及

归属 将真武汤特征图谱与混合对照品溶液及单味药

供试品溶液进行对照，指认出其中7个色谱峰，分别为

没食子酸（1号峰）、5-羟甲基糠醛（2号峰）、(+)-儿茶

素（3号峰）、芍药苷（5号峰）、苯甲酰芍药苷（9号
峰）、6-姜辣素（10号峰）、8-姜酚（11号峰），见图2。
其中1号峰、3号峰、5号峰、9号峰来自白芍；2号峰

来自炮附子；10号峰、11号峰来自生姜。综合15批真

武汤物质基准相对保留时间结果（表3），确定了真武

汤物质基准特征图谱鉴别标准，供试品特征图谱中共有

11个特征峰，以5号峰芍药苷为参照峰（S峰），计算各

特征峰与S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其相对保留时间偏差应

在规定值的±10%之内。规定值为0. 274（峰1）、0. 331
（峰2）、0. 695（峰3）、0. 908（峰4）、1. 164（峰6）、
1. 208（峰 7）、1. 240（峰 8）、1. 707（峰 9）、2. 190
（峰10）、2. 452（峰11）。
2. 3 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2. 3. 1 色谱条件 Waters C18 色谱柱 （250 mm ×

4. 6 mm, 5 μm）；流动相为乙腈（A） -0. 2% 磷酸水

溶液 （B），梯度洗脱 （0~5 min，15%~17%A；5~

15 min，17%~19%A；15~25 min，19%~55%A；25~

28 min，55%~62%A；28~40 min，62%~90%A）；检

测波长为230 nm；柱温为30℃；流速为1 mL·min–1；

进样量为20 μL。

2. 3.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真武汤物质基准

冻干粉0. 1 g，加入50%甲醇25mL，超声处理30min，

6000 r·min–1离心 5 min （离心半径为 8. 4 cm），用

0. 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2. 3. 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对照品芍药苷、

图1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特征图谱

注：A. 供试品；B. 对照品；1. 没食子酸；2. 5-羟甲基糠醛；3. （+）-儿茶素；

5. 芍药苷；9. 苯甲酰芍药苷；10. 6-姜辣素；11. 8-姜酚。

图2 真武汤物质基准供试品溶液及对照品溶液特征图谱

表3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特征峰相对保留时间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1
0.270
0.273
0.273
0.273
0.274
0.274
0.275
0.275
0.275
0.275
0.275
0.276
0.275
0.276
0.276

2
0.307
0.308
0.359
0.307
0.359
0.359
0.360
0.359
0.359
0.307
0.307
0.308
0.307
0.359
0.308

3
0.692
0.694
0.695
0.695
0.695
0.695
0.696
0.696
0.696
0.696
0.697
0.696
0.696
0.696
0.696

4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8
0.909
0.908
0.908
0.908
0.908

6
1.164
1.163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1.164

7
1.209
1.208
1.209
1.208
1.209
1.208
1.208
1.208
1.209
1.209
1.209
1.208
1.208
1.208
1.208

8
1.240
1.240
1.240
1.240
1.241
1.241
1.240
1.240
1.240
1.241
1.241
1.240
1.240
1.240
1.240

9
1.708
1.707
1.707
1.708
1.708
1.708
1.707
1.707
1.707
1.708
1.707
1.707
1.708
1.707
1.707

10
2.191
2.189
2.190
2.190
2.191
2.191
2.189
2.189
2.190
2.190
2.189
2.190
2.190
2.189
2.189

11
2.454
2.452
2.453
2.453
2.454
2.453
2.452
2.452
2.452
2.452
2.451
2.453
2.453
2.451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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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姜辣素 5. 772、 3. 281 mg，分别加甲醇定容至

10 mL，制成对照品储备液。

分别精密吸取上述 2个对照品储备液 4 mL，混

合，用甲醇定容至 25 mL，分别制成质量浓度为

0. 089 4、0. 052 1 mg·mL–1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 3. 4 方法学考察 专属性：按 2. 1项下方法分别

制备不含白芍和生姜的阴性物质基准冻干粉，并按

2. 3. 2 项下方法分别制备缺白芍、缺生姜的阴性样

品溶液；取混合对照品、供试品及阴性样品溶液，

按 2. 3. 1 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HPLC 分析，记录色谱

图，结果见图3。

线性关系：分别取芍药苷和 6-姜辣素对照品储

备液适量，1∶1混合配制成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

稀释至 1、2、4、8、16、32倍，按 2. 3. 1 项下色谱

条件进行 HPLC 分析，考察峰面积与质量浓度的线

性关系，结果见表4。

精密度：取同一供试品溶液进行 HPLC 分析，

按 2. 3. 1 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次，分别测定芍

药苷和 6-姜辣素的峰面积，计算RSD，结果见表 4。
稳定性：取同一供试品溶液进行HPLC分析，按

2. 3. 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于 0、2、4、8、12、24 h进

样，测定芍药苷和 6-姜辣素的峰面积，计算 RSD，

结果见表4。
重复性：分别精密称取同一批真武汤物质基准

粉末 0. 05、0. 10、0. 15 g各 3份，按 2. 3. 2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并按 2. 3. 1 项下色谱条件进行

HPLC 分析，测定芍药苷和 6-姜辣素的含量，计算

RSD，结果见表4。
加样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与重复性同一批次物

质基准粉末0. 05 g 9份，分别按已知芍药苷和6-姜辣

素含量的 1. 0∶0. 5、1∶1、1. 0∶1. 5精密称取芍药

苷和6-姜辣素对照品，按2. 3. 3项下方法制备对照品

溶液；以对照品溶液为提取溶剂，按2. 3. 2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每个质量浓度平行 3份；并按

2. 3. 1项下色谱条件依次进行 HPLC 分析，测定芍药

苷和 6-姜辣素的含量，计算其加样回收率，结果

见表4。
2. 3. 5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量值传递分析 取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冻干粉，按 2. 3. 2 项下方法分

别制备 15批真武汤供试品溶液，每批平行 2份；按

2. 3. 1项下色谱条件依次进行HPLC分析，计算芍药

苷和 6-姜辣素的含量，并计算饮片到物质基准的量

值传递，结果见表5。
根据上述含量测定结果可知，15批真武汤出粉

率为 3. 21%~4. 57%；15批物质基准中芍药苷质量

分数为 20. 01~25. 35 mg·g–1，饮片 -物质基准转移

率为 49. 77%~61. 84%；6-姜辣素质量分数为 1. 65~

2. 57 mg·g–1，饮片 -物质基准转移率为 30. 11%~

58. 96%。参照《意见稿》规定，指标性成分含量范

围一般不超过均值的 70%~130%[7]，根据表 5可知，

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中芍药苷和 6-姜辣素含量稳定

在均值的70%~130%。

注：A. 真武汤样品；B. 白芍阴性样品；C. 生姜阴性样品；1. 芍药

苷；2. 6-姜辣素。

图3 白芍、生姜专属性考察HPLC图

表4 芍药苷和6-姜辣素含量测定方法学考察

%

成分

芍药苷

6-姜辣素

线性方程

Y=241 965X+77 806
Y=113 468X +95 170

r

0.999 7
0.999 5

RSD

精密度

0.09
0.50

稳定性

0.12
2.61

重复性

1.95
2.26

加样回收率

101.19
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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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物质基准制备方法的考察

本研究采用加 10倍量水闭盖武火煎煮至沸腾，

开盖转文火煎煮保持微沸至煎煮终点的方式制备真

武汤物质基准水煎液，所得滤液经过冷冻干燥得到

冻干粉，作为物质基准对应实物。在煎煮过程中分

别以微沸 30、45、60、75 min 为煎煮终点，第 3份
煎煮完后 （微沸 60 min） 的药渣再加 8倍量水煎煮

40 min，得到二次煎液；共制得 5份不同煎煮时间的

煎液。以所得水煎液体积为主要依据，对煎煮时间

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以微沸 45 min为煎煮终点所

得煎液体积与真武汤原文记载最为接近。

3. 2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的考察

本研究考察 25% 甲醇、50% 甲醇、75% 甲醇 3
种提取溶剂，结果显示，50% 甲醇提取的真武汤

供试品溶液中各指标成分含量最高；分别考察

0. 05、0. 10、0. 15 g 3种冻干粉取样量，结果显

示，在 0. 05~0. 15 g 指标成分含量与取样量成正

比；考察 20、25、50 mL 3种提取溶剂用量，结

果显示，25 mL 提取溶剂提取的真武汤供试品溶液

中各指标成分含量最高；考察回流提取（150 ℃）、

超声提取（200 W，40 kHz） 2种提取方式，结果显

示，2种方式提取后的真武汤供试品溶液中各指标

成分相差不大，且超声提取的样品重复性更好；考

察 20、30、40 min 3种提取时间，结果显示，提取

30 min的真武汤供试品溶液中各指标成分含量最高。

故选择取样量为 0. 10 g，以 25 mL 50% 甲醇为提取

溶剂，超声提取30 min制备供试品溶液。

4 结论

本研究使用不同批次饮片制备15批真武汤物质基

准，建立了真武汤HPLC特征图谱，共确定了11个特

征峰，指认出没食子酸、5-羟甲基糠醛、(+)-儿茶

素、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6-姜辣素、8-姜酚 7个
色谱峰，并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

统”（2008版） 进行相似度分析，相似度均大于

0. 99；以芍药苷、6-姜辣素为指标性成分建立真武

汤中多成分 HPLC 含量测定方法，以不超过质量均

值的 70%~130%为界限设定各含量指标的量值范围，

结果表明，15批真武汤物质基准的特征图谱物质基

准中芍药苷质量分数为 20. 01~25. 35 mg·g–1，6-姜

辣素质量分数为1. 65~2. 57 mg·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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