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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致；其他成分总体也呈下降趋势。胎菊各项指标

较高，但是产量过低，可作为高等茶饮。挥发油、总黄

酮类化合物是主要解热、降压的成分，其量是菊花入

药的质量保证。本品菊花作为普通饮品或入药，兼顾

产量与质量，最佳采收期应定为半开期和盛开期，即

花的形态为舌状花全开，管状花开40％以下为宜，

加以形态指标更利于控制产品质量均一性。

3．2引种地与原产地样品比较：统计分析比较原产

地与引种地挥发油量，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P>

0．05)。直观分析挥发油量看，原产地桐乡样品高于

引种地。但从形态学看，桐乡样品以胎菊和杯菊为

多，芮城同花期(半开期以前)样品挥发油量也在

0．3％以上，与原产地相当。原因是2005年10月中

旬采收期间，当地连续下雨无法采收，整体推迟了采

期，因此成品中多见花后期菊花。所以山西芮城引种

的白菊花在严格控制采收期下，内在质量与原产地

相当，因此芮城引种白菊花比较适宜。

3．3不同加工方法比较：由表2可见，传统蒸晒加

工方式样品中挥发油量较低且颜色较浅，可能由于

经过长时间的日晒而导致挥发油的散失，且加工工

序繁琐，不利于大生产；而机械化加工不仅高效卫

生，因加工时间短在挥发油的保留上明显具有优势，

且其他成分量也较高；蒸烘法虽降低了挥发油的损

失，但是其他成分与蒸晒样品相差不大。自菊花中挥

发油的量影响因素以采收期>干燥加工方法>产地

贮藏等。因此机械加工是较好加工工艺。

3．4施肥与否，扦插和普通种苗的比较：为了更科

学地施肥和培育幼苗，本实验对使用肥料和不同培

育苗地块做了对照研究。由表2可知，施肥地块的样

品在各种指标上均有一定的提高，但产品安全性评

价很重要，对各种肥料的使用应有严格控制，特别是

防止重金属超标；普通苗较优于扦插苗，但扦插成活

率高，宜大田移栽。因为实验次数较少，尚不能准确

反映质量优劣，还应经过多次实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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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育苗期、移栽期和采收期川泽泻质量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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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川泽泻中主要成分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为指标成分，并通过HPLC指纹图谱比

较，进行质量制定。方法 采用梯度洗脱法进行色谱分离，使用“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计算软件”和DPS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结果在6月25日育苗、9月10日移栽和当年的12月下旬初采收，川泽泻药材的总体质量最佳。结论

随着育苗期、移栽期和采收期的后延，川泽泻药材总体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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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hange on Alisma pZ口n矗口gD一口g“口ffc口at various growing—seedling stages，

transplanting stages，and collecting stages

LIU Hong-chang，YANG Wen-yu，CHEN Xing-fu

(College of Agronomy，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Ya
7

an 6250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Alisma 户Z以竹￡口go一口9“口≠if口through

comparing systematically the changes of HPLC fingerprint of 23一alisol B and 24一alisol A，and other

corresponding components as well．Methods The gradient elution mode was applied in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y“Computer Aided Similarity Evaluation”software and DPS statistic

software．Results Total quality of A．plantago—aquatica was the best when grow—seedling was at 25th，

June，transplanting at 10th，September，and collecting at 22nd，December in the same year．Conclusion

Total quality will drop along with the postponement of grow—seedling stage，transplanting stage，and

collecting stage．

Key words：Alisma plantago—aquatica Linn．；grow—seedling stage；transplanting stage；collecting

stage

川泽泻Alisma plantago—aquatica Linn．为泽

泻科(Alismataceae)植物泽泻的干燥球茎，为利水渗

湿之要药，神农本草列为上品，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为四川有名的道地药材，现主要分布于川西平原的彭

山县谢家镇、都江堰市大观镇和石羊镇、乐山市五通

桥区蔡京镇[1’2]。中药材GAP的源头在于制定科学

合理的生产管理措施及规范化栽培的操作规程

(SOP)并按要求实施，生产出优质的中药材产品。保

证中药材的规范化生产及SOP操作规程的有效实施

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关于川泽

泻不同育苗期、移栽期和采收期的研究已有报道[41，

但仅凭传统栽培经验或某一二个成分的量的高低来

规范川泽泻药材的操作规程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

面性。本试验旨在研究川泽泻药材不同育苗期、移栽

期和采收期的总体质量变化，从而为生产实践中川泽

泻药材规范化栽培的操作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本试验于2004年6月～2005年1

月分别在四川省天全县仁义乡岩峰村和四川农业大

学教学农场进行，供试材料川泽泻种子购于四川省乐

山市五通桥区蔡京镇。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设计，育

苗期设置3个水平，即6月25日、7月5日和7月15

日，于9月17日移栽；移栽期设置3个水平，即9月

10日、9月20日和9月30日，于7月20日育苗。小

区面积14．8 m2，前作均为水稻，设置3次重复。栽培

过程中的管理按常规田间管理进行。于当年的11月

15日开始，采用对角线取样法取样，之后每隔7 d取

样1次，至2005年1月5日收获止，共取样8次。

1．2 仪器与试药：Agilent高效液相色谱仪，

Eppendorf高速冷冻离心机等；对照品23一乙酰泽泻

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购自南京中医药大学植物

药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乙腈为色谱纯(美国fisher

进口分装)，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采用“中药指纹图

谱相似度计算软件”和DP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1．3 色谱条件：Hypersil ODS柱(250 mm×4．6

mm，5弘m)，流动相为乙腈一水，采用梯度洗脱，乙腈

的体积变化：35％一75％一100％；时间梯度O一40

min----60 min；体积流量0．8 mL／min；柱温25℃；进

样量10肛L。
。

1．4溶液制备

1．4．1供试品溶液；精密称取于60℃干燥至恒重

的过20目筛的样品1．000 g，置于500 mL圆底烧

瓶中，加入20 mL甲醇，浸泡12 h，然后置回流提取

器中在70℃下回流提取3 h，残渣用甲醇i0 mL洗

涤两次，合并滤液，挥尽甲醇，用色谱纯乙腈溶解，滤

过并定容至10 mL，置混匀器上混匀，离心(12 000

r／min)20 min，再过0．45肛m滤膜，即为待测样品。

1．4．2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于60℃干燥至恒重

的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各2．000、

9．000 mg，分别置于25 mL量瓶中，用色谱纯乙腈

定容，置混匀器上混匀，离心(12 000 r／min)20

min，再过0．45弘m滤膜，即为对照品液。

1．5样品中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

的测定：采用梯度条件并参照文红梅等[5~83的方法

测定样品中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乙酰泽泻醇A

的量，以二者的质量浓度对峰面积平均值做图，求得

其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A一一1．483+

1 136 939．5×C，r=0．999 9，23一乙酰泽泻醇B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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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4 pg／mL峰面积与质量浓度呈线性关系；

A=3．909+727 380．952×C，r—O．999 9，24一乙酰

泽泻醇A在0．744 1．86 p．g／mL峰面积与质量浓

度呈线性关系。

1．6方法学考察

1．6．1 重现性试验：取12月22日采收样品10份，

在优化条件下测定，各主要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

相对峰面积的RSD分别在0．25 oA和1．87％以内。

1．6．2稳定性试验：取12月29日采收样品供试液

分别在0、2、4、6、8、12、24、48、72 h测定，各主要色

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RSD分别在

0．89％和3．58％以内。

1．6．3精密度试验：取1月5日采收样品供试液，连

续进样10次测定，各主要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

相对峰面积的RSD分别在0．35％和2．82％以内。

各主要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均未超过5％，符合《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

的技术要求(暂行)》[9]。

1．7样品测定：在优化的条件下，将供试品溶液分

别进样，测定各批次样品并记录其色谱图。

2结果与分析

2．1不同育苗期样品的质量变化

2．1．1不同育苗期样品的指纹图谱：不同育苗期样

品的HPLC指纹图谱见图1。3个不同育苗期样品

指纹图谱的出峰数分别为32、31和34个，平均相似

0 10 2U jU 40 5U 6U

t|min

图1不同育苗期样品的HPLC指纹图谱重叠图

Fig．1 HPLC Superposed chromatograms of various

grow—seedling stage samples

度为0．98，表明不同育苗期样品质量相当稳定。

2．1．2不同育苗期样品质量比较：不同育苗期样品

指纹图谱有24个共有峰，在所有共有峰中，除个别

峰外，大部分共有峰均表现出随着育苗期推迟，峰面

积逐渐降低，且越往后峰面积下降越剧烈(表1，峰6

为24一乙酰泽泻醇A，峰9为23一乙酰泽泻醇B)。6

月25日育苗样品的总峰面积最大，有17个共有峰

的峰面积大于7月5日育苗期样品相应共有峰的峰

面积，24个共有峰的峰面积均大于7月15日育苗

期样品的相应共有峰的峰面积。23一乙酰泽泻醇B和

24一乙酰泽泻醇A的量均随着育苗期的后延而逐渐

下降(表2)。

表1不同育苗期样品主要共有峰平均峰面积比较(拧一3)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an peak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at various grow-seedling stages国一3)

主要共有峰平均峰面积

育苗期——1r—————-—————3——————4——————5——————6——————7——————8——————9————一101 2

06—25

07—05

07—15

510．83 355．58 276．44 273．66 352．74 775．32 236．77 3 816．50 2 187．63 311．30

424．19 247．08 165．00 277．54 370．04 626．79 207．01 3 618．99 2 234．28 298．96

324．92 258．64 i24．63 201．28 285．95 389．07 72．83 2 607．94 1 721．67 194．92

2．2不同移栽期样品的质量变化

2．2．1不同移栽期样品的指纹图谱：不同移栽期样

品的指纹图谱见图2。3个移栽期样品的指纹图谱出

峰数分别为31、33和30，共有峰为26个，平均相似

度为0．99，表明不同移栽期样品的质量十分稳定。

2．2．2不同移栽期样品质量比较：随着移栽期的推

迟，除少数共有峰外，大部分共有峰的峰面积均逐渐

下降(表3，峰7为24一乙酰泽泻醇A，峰9为23一乙酰

泽泻醇B)。9月10日移栽的样品中有22个共有峰

的峰面积大于9月20日移栽样品相应色谱峰的峰

面积，26个共有峰峰面积均大于9月30日移栽样品

相应色谱峰的峰面积。色谱共有峰总峰面积以9月

10日移栽样品的最大，9月20日移栽样品的次之。

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的量均随着移

栽期的后延而逐渐下降(表4)。

2．3不同采收期样品的质量变化

2．3．1不同采收期样品的指纹图谱：不同采收期样

品的指纹图谱见图3，8个采收期样品指纹图谱出峰

数分别为33、31、34、35、34、33、32和30，共有峰25

个，平均相似度为0．95，表明不同采收期样品质量十

分稳定。

2．3．2不同采收期样品质量比较：各个共有峰峰面

积均是随着川泽泻生育期的进行而逐渐上升，在当

年的12月下旬，除23一乙酰泽泻醇B色谱峰的峰面

  



中草菊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8卷第s期2007年5月 ·757·

表2不同育苗期样品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乙酰泽泻酵A

量及主要共有峰总峰面积差异分析(腮一3)

Table 2 Difference analyses of 23一alisol B and 24-alisol A

contents and total peak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on various growing—seedling stage samples

(跨一3)

育苗期23七(gg!兰三剐24=泽m三L刖篙茹专塾}·mL一1) (腿· 一1) 总峰面积 5％ 1％

06—25 1．93 0．11 9 096．75 A／A／A

07—05 1．97 0．09 8 469．87 A／B／B一／b／b

07—15 1．52 0．05 6 181．84 B／C／C c／c／c

A／A／A横向表示23一乙酰泽泻醇B、24一乙酰泽泻醇A的量和主

要共有峰总峰面积分别与自身比较，竖向表示3者各自在3个育苗

期的比较；大写字母表示在5％范围内比较，小写的在1％范围内比

较(表4、6同)

K}K|Kin horizontal shows comparison of contents for 23一alisol

B，24一alisol A，and total peak area on main common peak，

respectively and in vertical comparison for themselves in three

growing—seedling stages， respectively； capital letter shows

comparison in range of 5％and small letter in range of 1％(Table 4

and 6 are same)

0。一’16’。‘’菊。’‘历 丽 一56‘。。。丽
t|min

图2不同移栽期样品的HPLC指纹图谱重叠图

Fig．2 HPLC Superposed chromatograms of various

transplanting stage samples

积还继续上升外，其余24个共有峰的峰面积均达到

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表5，峰7为24一乙酰泽泻醇

A，峰9为23一乙酰泽泻醇B)。随着生育期的进行，

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A的量逐渐上升

(表6)。

表3不同移栽期样品主要共有峰平均峰面积比较(撑一3)

Table 3 Comparison of mean peak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on various transplanting stage samples(撑一3)

表4不同移栽期样品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

A的量及主要共有峰总峰面积差异分析(n一3)

Table 4 Difference analyses of 23-alisol B and 24一alisol A

contents，and total peak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on samples at various transplanting stages

(腮一3)

移栽期
23一乙酰泽泻醇B／24一乙酰泽泻醇A／主要共有峰 显著水平

(pg·mL一1) (腿·mL一1) 总峰面积 5％ 1％

3结论与讨论

3．1育苗期对川泽泻总体质量的影响：若以色谱共

有峰总峰面积及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

醇A的量来确定最佳的育苗期，则在所设置的3个

lO 20 30 40 50 60 70
t／min

图3不同采收期样品的HPLC指纹图谱重叠图

Fig．3 HPLC Superposed chromatograms samples

at various collecting stages

表5不同采收期样品主要共有峰平均峰面积比较(席=3)

Table 5 Comparison of mean peaks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on samples at various collecting times(疗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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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6不同采收期样品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醇

A的量及主要共有峰总峰面积差异分析(n----3)

Table 6 Difference analyses of 23-alisol B and

24-alisol A contents and total peak area

for main common peaks on samples at

various collecting times(拧一3)

采收期23一乙酰泽泻醇B／24一乙酰泽泻譬A／ 主要董!峰—』望坚
(pg·mL一1) (pg·mL一1) 总蜂面积 5％ 1％

11—15 0．73 0．03 4 794．04 A／A／A——

11—22 0．86 0．04 5 616．90 A／B／B a／b／b

12—01 1．03 0．09 7 114．51 AB／C／C c／cA

12—08 1．31 o．10 8 213．11 AB／D／Dd／d／d

12—15 1．46 0．10 8 684．69 C／D／D d／-／一

12—22 1．49 0．13 9 141．39 C／E／E e／e／e

12—29 1．83 0．07 7 295．55 一 一

01一05 1．66 0．05 5 765．63 一 一

育苗期中，6月25 El育苗是最佳的，其次为7月5

El。育苗期越早，越易培育壮苗，移栽大田后能很快

适应田问环境，对泽泻的后期生长有利；育苗期越

晚，则泽泻的生育期就越短，所接受光照、吸收养分

不足，合成成分的量就会相应降低。但并不是越早越

好，播期提早易抽薹，过迟则生长期太短，二者皆影

响产量。王书林等叫研究表明川泽泻种子无论是早

熟的还是晚熟的，其播种期均不宜晚于7月中旬。

3．2移栽期对川泽泻总体质量的影响：若以色谱共

有峰总峰面积及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

醇A的量来确定最佳的移栽期，则在所设置的3个

移栽期中，9月10 El移栽是最佳的。周正n3认为在

四川以7月下旬至8月上旬栽植为宜。移栽时间过

晚，泽泻生育期缩短，严重影响其质量。由于泽泻为

水稻后作，四川盆周丘陵区水滔的收获一般在9月

上、中旬，所以此时移栽效果最佳，若移栽期需提前，

则应需选择早稻品种。
’

3．3采收期对川泽泻总体质量的影响：若以色谱共

有峰总峰面积及23一乙酰泽泻醇B和24一乙酰泽泻

醇A的量来确定最佳的采收期，则在当年的12月

下旬是川泽泻的最佳采收期。采收过早成分积累不

足，采收过迟各成分的量开始下降，越往后，气温越

低，地上部分开始大面积的消苗，生长发育停止，均

影响其总体质量。

过去对川泽泻药材育苗期、移栽期和采收期的

研究仅以球茎的大小及其产量为标准，主观性和随

意性较大。本试验首次通过川泽泻指纹图谱来研究

不同育苗期、移栽期和采收期川泽泻药材的总体质

量变化，以众多成分量的变化来确定最佳的育苗期、

移栽期和采收期，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可为生产实

践中川泽泻药材规范化栽培的操作规程提供可靠的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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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荣 八耻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

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
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