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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来源白芍中芍药苷含量比较※

● 郭结晓１ 　 林钰文２

　 　 摘　 要　 目的：比较不同来源白芍中芍药苷含量，为其药材质量控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不同产地、规格白芍药材和饮片中芍药苷含量，从化学成分上评价其质量差异。结
果：白芍药材中野生品中芍药苷含量明显高于栽培品，以安徽亳州芍药中芍药苷含量最高，栽培品为 ３．
８２％，野生品为 ４． ９１％，经炮制加工后，白芍饮片中芍药苷流失较严重，其平均含量约为 ２． ５％，但符合
２０１０ 年《中国药典》白芍含量测定项下大于 １． ２％要求。结论：生长环境和炮制加工方法是影响白芍中
芍药苷含量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白芍　 芍药苷　 含量测定　 ＨＰＬＣ

　 　 芍药为我国常用传统中药材，以其干燥根为主要
来源的中药饮片有赤芍与白芍二种［１］。从植物来源

上，白芍和赤芍均来源于毛茛科芍药属植物，仅是加

工方法有所差异，赤芍干燥即可，而白芍需要水煮去

皮后才能入药。白芍主产于安徽亳州、浙江杭州和山

东菏泽，主要为栽培品，偶有野生品［２］，属于补虚药，

长于补血平抑肝阳［３］。现代研究表明，白芍含有芍药

苷、芍药内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单萜苷类和苯甲酸、

没食子酸等酸类成分［３，４］。除了前述安徽亳州、浙江

杭州和山东菏泽三个主要产区外，白芍在其他地区分

布也较为广泛，产地众多，研究表明不同产地白芍中

芍药苷含量有一定的差异［５］，而栽培品和野生品含量

是否有一定的差异，相关的文献报道较少，本文化学

成分上探索药材产地、生长环境（野生与家种）对白芍

有效成分的影响，为其药材质量控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依据。

１　 材料
Ａｇｉｌｅｎｔ － １１０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 ＤＡＤ 检测

器、自动进样器、在线脱气、四元泵（美国安捷伦科技

有限公司）；ＢＳ２１０Ｓ 型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
系统有限公司）。乙腈为色谱纯，甲醇、磷酸等试剂均

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芍药苷对照品（批号：０９００ －
２０１１０９）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纯度≥９８．
０％）；白芍采集与浙江、安徽、四川、山东等地，经广州
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教研室鉴定为毛茛科植物芍药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干燥根。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ｘｔｅｎｄ 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 ×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流动相：乙腈 － ０． １％磷酸溶
液（１４∶ ８６）；流速：１． ０ ｍＬ·ｍｉｎ －１；柱温：２５ ℃；检测
波长：２３０ ｎｍ；进样量为 １０ μＬ。
２． 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芍药苷对照品适
量，置于 ５０ ｍＬ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制
得 ６０μｇ·ｍＬ －１对照品溶液，过 ０． 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
即得。

２． ３　 供试品溶液制备［１］　 取样品粉末 ０． １ｇ，精密称
定，置 ５００ｍＬ量瓶中，加稀乙醇 ３５ｍＬ，超声处理（功率
２４０Ｗ，频率 ４５ｋＨｚ）３０ 分钟，放冷，加稀乙醇至刻度，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 ４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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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４、０． ６、０． ８、１． ０ｍＬ，分别置于 １０ ｍＬ 量瓶中，用
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然后按照“２． １”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 １０μＬ，测定芍药苷的峰面积，以峰面积 Ｙ为纵坐
标，进样量（μｇ）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回归方
程分别为：Ｙ ＝８６４． ４７４Ｘ$ ５． ６７８（Ｒ２ ＝ ０． ９９９６）。
２． ５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芍药苷对照品溶液 １０
μＬ，按上述色谱条件重复进样 ５ 次，照上述色谱条件
测定峰面积积分值。结果芍药苷峰面积积分值的

ＲＳＤ ＝１． １７％（ｎ ＝ ５），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 ６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按“２． ３”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照上述色谱条件，在 ０、１２、
２４、３６、４８ ｈ进样测定。结果芍药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 ＝
１． ６６％（ｎ ＝ ５），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４８ ｈ内稳定。
２． ７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白芍样品 ５ 份，按“２． ３”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照上述色谱条件分别进样

１０ μＬ。结果芍药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 ＝ ２． ３７％（ｎ ＝ ５），
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 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白芍样品 ０． ０５ ｇ，
加入适量芍药苷的对照品，按“２． ３”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照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

结果芍药苷的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 ４％，ＲＳＤ ＝ ２． ３３％（ｎ
＝ ５）。
２． ９　 含量测定 　 按照上述含量测定方法，测定不同
白芍样品中芍药苷的含量。结果表明，白芍药材中野

生品中芍药苷含量明显高于栽培品，按产地比较，安

徽亳州芍药中芍药苷含量最高，栽培品为 ３． ８２％，野
生品为 ４． ９１％，药材经炮制加工后，饮片中芍药苷含
量明显降低，白芍饮片中芍药苷流失较严重，其平均

含量为 ２． ５％，但符合 ２０１０ 年《中国药典》白芍含量
测定项下大于 １． ２％要求。见图 １、表 １、表 ２。

Ａ．对照品；Ｂ．白芍药材；１． 芍药苷

图 １　 白芍中芍药苷含量测定 ＨＰＬ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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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规格白芍药材中芍药苷含量比较（ｎ ＝ ５）

名称 编码 来源 产地 芍药苷 ／ ％ ＲＳＤ ／ ％ 平均值 ／ ％

栽

培

品

野

生

品

１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杭州 ３． ２０ １． １２

２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磐安 ３． ４４ １． １４

３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缙云 ３． ３４ １． ０９

４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安徽亳州 ３． ８２ ０． ９６

５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安徽阜阳 ３． ７０ ０． ８３

６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四川中江 ３． ７１ １． ３２

７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四川巴中 ３． ５５ １． ３５

８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山东菏泽 ２． ８６ １． ４７

１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杭州 ４． ０７ ０． ７４

２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丽水 ４． １２ ０． ８６

３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安徽亳州 ４． ９１ １． ０２

４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安徽阜阳 ４． ８４ ０． ８８

５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四川罗江 ４． ７７ １． ０７

６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四川中江 ４． ８８ ０． ９１

７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内蒙古 ４． ２４ ０． ８４

８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黑龙江 ４． ２７ １． ２７

９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吉林 ３． ８６ １． ３８

３． ４５

４． ４４

表 ２　 不同产地白芍饮片中芍药苷含量的比较（ｎ ＝ ５）

编号 来源 产地 芍药苷 ／ ％ ＲＳＤ ／ ％ 平均值 ／ ％

１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浙江 ２． ６６ １． ７６
２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黑龙江 ２． ２４ １． ８９
３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安徽 ３． ０４ １． ３４
４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内蒙古 ２． ２５ １． ２６
５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山东 ２． ０１ １． ９２
６ Ｐａｅｏｎｉａ 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 四川 ２． ８４ １． １７

２． ５０

３　 讨论
白芍来源于芍药，一般以栽培品入药，野生品经

加工炮制后可做赤芍入药。本研究表明，由于生长环

境不同，栽培品和野生品中芍药苷含量差异较大，野

生品含量明显偏高。白芍经过水煮去皮等环节处理

后，芍药苷流失严重，而赤芍省去了水煮和去皮等环

节，其含量必定高于白芍。因此，如果白芍中以芍药

苷为质量评价的指标，白芍加工炮制中水煮和去皮等

环节是否有必要？而且赤芍与白芍同时来源芍药，因

加工不同，而产生两种不同的药材饮片，虽然两种饮

片中成分大致一致，而其临床应用却有所区别，因此

白芍和赤芍化学成分的区别与其临床疗效的是否有

一定相关性，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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