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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汤及其配伍组方中苯甲酸煎出量的 HPLC法测定

容　蓉 ,袁久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 天然药物省重点实验室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目的　考察四物汤中白芍与其它各单味药排列组合构成的 8种样本药物中苯甲酸煎出量的变化。 方法　

RP-HPLC法进行测定。 结果　白芍单味药苯甲酸煎出量为 2. 74 mg /g;加其它药味合煎后 ,苯甲酸煎出量为 0. 41

～ 1. 11 mg /g。 结论　白芍单煎 ,苯甲酸煎出量较高 ;而与四物汤中其它药味合煎后 ,可显著降低苯甲酸的煎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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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ontent of benzoic acid in SIWUTANG by RP-HPLC
RONG Rong , YUAN Jiu-rong

　　 ( Key Labo ra to r y o f Na tural Pr oduct s, Shandong Unive rsity of TCM , Ji '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　 To determine the change of benzoic acid contents in decoctions prepa red f rom vari-

ous combinations of the recipe named SIWU T AN G by RP-HPLC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 r the control of

the acid level. Methods　 8 decoctions of P . lacti f lora ei ther alone o r in combina tion w ith one o r more of

the o ther 3 components, acco rding to permuta tion and combination, w ere prepared and thei r benzoic acid

contents determined by RP-HPLC. Results　 The content of benzoic acid in the decoction of Radix Paeonie

Alba alone w as found to be 2. 74 mg /g , w hi le that o f the other 7 combinations varied f rom 0. 41～ 1. 11

mg /g . Conclusion　 The content o f benzoic acid in SIWU T AN G could be low ered significantly by the pres-

ence of Radix Angel ica Sinensis , Radix Rehmanniae , and Rhizoma Chuanx 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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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WU TANG is a r epresentativ 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recipe used fo r the r egula tion o f blood flow w ith simultane-

ous replenishment o f blood. It is a decoc tion o f 4 TCM including Radix Angelica Sinensis, Radix Rehmanniae , Rhizoma

Chuanxiong and Radix Paeonie Alba. The benzoic acid disso luble into the decoction from Radix Paeonie Alba is r ega rded as

an undesirable ing redient to be contro lled a t its minimal lev el.

　　四物汤是传统医学补血调血的代表方剂 ,由当

归、地黄、川芎、白芍 4味中药等量组成 ,历来为中医

临床用于治疗各种血虚证患者。 苯甲酸在白芍中含

量较高 ,大量服用对人体有害 (温玉麟 . 药物与化学

物质毒性数据 .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9. )。本文用 RP-HPLC法 ,测定比较白芍与四物

汤中其它各单味药排列组合构成的 8种样本药物中

苯甲酸煎出量的变化 ,考察四物汤配伍对其有害成

分苯甲酸煎出量的影响 ,从而考察各药味配伍组方

药效变化的物质基础 ,为进一步研究四物汤作用的

物质基础提供依据。

1　实验

1. 1　仪器与药品: Beckman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Beckman公司 , 110B型泵 , 420型控制器 ,可变波长

紫外检测器 ) , HP3396Ⅱ型积分仪 (美国惠普公司 )。

甲醇 (色谱纯 ) ,双蒸去离子水 ,苯甲酸 (分析纯 )。

当归 Angel ica sinensis ( Oliv . ) Diels、地 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川 芎 Ligust icum

chuanx iong Hort.、白芍 Paeonia lact if lora Pall. 饮

片来自济南建联药店 ,经姚廷芝主任药师鉴定。

1. 2　供试品溶液制备

1. 2. 1　各单味药均称取 15 g ,按单味药、两两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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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配伍、四物汤的组方原则 ,分别置于圆底烧瓶中

加 10倍量水 ,浸泡 1 h,回流 2 h。过滤 ,滤渣再加 8

倍量水回流 1. 5 h,过滤 ,合并滤液 ,浓缩定容至 100

m L (每毫升药液相当单味原药材 0. 15 g )。

1. 2. 2　分别取不同组方的药液 5 mL,加无水乙醇

定容至 50 mL,静置过夜 ,过滤 ,取续滤液 40 mL,水

浴蒸至无醇味 ,加蒸馏水转移定容至 25 m L (每毫

升溶液相当于含单味药 0. 024 g )。 微孔滤膜 ( 0. 45

μm)滤过 ,待测。

1. 3　苯甲酸的含量测定

1. 3. 1　色谱条件的确立: 色谱柱: Kromasil C18柱

( 4. 6 mm× 250 mm, 5μm) ,流动相: 甲醇 -1% 醋酸

水溶液 ( 35∶ 65) ,流速: 0. 8 mL /min,紫外检测波

长: 230 nm。有关供试液的色谱图见图 1。

A-苯甲酸对照品 ; B-四物汤水煎液 ; C-阴性对照

(地黄+ 川芎+ 当归水煎液 ) ;峰 1-苯甲酸 ( tR= 31 min)

图 1　测定四物汤中苯甲酸煎出量的 HPLC图

1. 3. 2　线性关系的考查: 精密称取苯甲酸对照品

7. 15 mg于 5 mL容量瓶中 ,甲醇定容至刻度。依次

稀释为 0. 01～ 0. 08 mg /mL的系列对照溶液 ,按上

述色谱条件进样 20μL进行测定 ,回归方程为 Y=

- 9. 93× 10
- 4

+ 1. 706 8× 10
- 7

X ,相关系数 r =

0. 999 3

1. 3. 3　精密度实验:取浓度为 0. 044 mg /mL的苯

甲酸对照品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20μL。连续

进样 5次 ,测定峰面积为 265 313, 259 461, 267 663,

272 191, 263 995,仪器精密度 ( RSD )为 1. 76% 。

1. 3. 4　回收率实验: 精密量取 2. 5 mL白芍药液 3

份 ,分别加入 2. 5 mL蒸馏水、苯甲酸对照品 1. 10,

1. 06, 1. 09 mg ,无水乙醇定容至 50 mL,静置过夜。

按 1. 2. 2项下方法处理 ,依法测定 ,回收率分别为

95. 5% , 96. 2% , 97. 2% ,平均回收率为 96. 3%。

1. 3. 5　样品的测定: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20μL,

分别对供试品溶液进行测定 ,结果见表 1。

　　　表 1　各组方配伍中苯甲酸含量测定 ( mg /g)

样品 煎出量

白芍 2. 74

白芍+ 当归 0. 47

白芍+ 川芎 1. 11

白芍+ 地黄 0. 68

白芍+ 当归+ 地黄 0. 64

白芍+ 当归+ 川芎 0. 41

白芍+ 地黄+ 川芎 0. 52

四物汤 0. 48

2　结果与讨论

2. 1　利用 RP-HPLC法 ,在本实验选定色谱条件下

分离测定四物汤及其配伍组方中的苯甲酸的煎出

量 ,苯甲酸峰与其它峰能达到基线分离。

2. 2　四物汤及其配伍组方的样本药物水煎液是按

照传统的中药煎煮方法平行制得 ,因而对其化学成

分进行平行比较 ,研究配伍组方对其化学成分变化

的影响是科学可行的。

2. 3　样品水煎液中苯甲酸含量由表 1可见 ,白芍单

味药水煎液中溶出量最高 ,白芍+ 当归+ 川芎组合

中含量最低 ,四物汤水煎液中含量亦较低。

2. 4　苯甲酸为白芍中的有害成分。白芍与各药合煎

之后 ,苯甲酸的煎出量明显下降 ,从而说明四物汤配

伍后能显著降低其中的有害成分 ,使药效更显著 ,从

量的概念上说明了四物汤配伍有助于其增效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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