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纹图谱的意义。通过制备不同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

液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供试品溶液小于 3% 生药量

范围内, 各共有峰的相对量较稳定, 故确定供试品溶

液的质量浓度为 2% 生药量。

按拟定的方法, 测定了 26 批广东产陈皮的甲醇

提取物, 共标出 7 个共有峰, 总共有峰峰面积的量在

80% 以上, 可初步拟订为陈皮的甲醇提取物成分指

标成分群, 同时表明广东多个来源的陈皮均具有相

类似的主要成分。13 批广陈皮均以 2、4、6 号峰为三

强峰, 7 个共有峰峰面积的相对量均较稳定, 相似度

高达 01996～ 11000, 是广陈皮的最大指纹图谱特

征。而 13 批其他品种陈皮, 各批次共有峰的相对量

差异较大, 以 1、2、3 号峰所占比例相对增加, 4、6 号

所占比例相对减少为主要特征; 以广陈皮共有模式

为对照, 相似度为 01964～ 01989, 均小于 01990, 提

示广陈皮 H PL C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鉴定商品陈皮

是否为广陈皮, 方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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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鉴别高丽参的研究
①

王钢力, 田金改, 聂黎行, 梁锡猛3 , 林瑞超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北京　100050)

摘　要: 目的　应用近红外光谱 (N IR S) 技术鉴别红参和高丽参。方法　收集中国红参、韩国高丽参及朝鲜高丽参
的样品, 采用近红外积分球漫反射法测定光谱图, 用判别分析法对其进行定性鉴别。结果　近红外光谱法可正确鉴
别中国红参和高丽红参。结论　该方法快速、准确, 可运用于高丽参药材的鉴别。
关键词: 红参; 高丽参; 近红外光谱 (N IR S) ; 判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 R 282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8) 02- 0277- 04

　　红参是传统名贵药材, 现市场上常见为中国红

参、高丽参 (朝鲜红参和韩国红参) , 历史上还有进口

日本红参, 但近年来未见进口。中国红参、高丽参均为

同种植物, 无本质区别, 给产品检验工作带来一定的

困难。韩国的高丽参由于其种植规范, 加工技术独特,

近年来深得消费者的喜爱, 成为冬令滋补的佳品。由

于价格昂贵, 已有中国的企业邀请韩国的专业技术人

员来到中国, 采用中国人参为原料, 按高丽参的加工

工艺生产合资品牌的产品, 如别直参、新开河参、东风

灵参等。此外国内不少人纷纷效仿韩国的加工技术,

采用国产人参蒸制, 喷以人参露及香精, 压制成将军

肩, 做成黄糙皮, 其外表与高丽参近似, 传统的人工经

验鉴别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检测工作的需要。

在以往的工作中, 笔者也曾采用薄层色谱法、高

效液相2蒸发光散射、高效液相2质谱联用、气相色谱

等方法进行红参和高丽参的鉴别研究, 但均未能成

功。虽有报道采用H PL C 指纹图谱的方法对红参质

量进行评价[1 ] , 结果虽然也能区分开中国红参和高

丽参, 但该方法需要一系列的样品前处理过程, 而且

对于实验样本扩大后, 该方法的适应性也未做进一

步研究。近红外光谱技术就是一种近期发展起来的

新型分析技术。近红外光谱 (N IR S) 其波长范围为

0175～ 215 Λm (波数范围为13 330～ 4 000 cm - 1) ,

该谱区主要是含氢基团 (C—H , N —H , O —H ) 的倍

频与合频的吸收, 虽然信息量比紫外2可见光谱大,

但是吸收强度弱, 谱带宽, 重叠严重, 解析较难等, 随

着计算机和化学计量学的发展, 该谱区得以广泛的

运用。N IR S 吸收弱的特点也给分析带来了方便, 即

样品不需要稀释等预处理, 可直接进行分析; 而漫反

射技术可直接测定固体样品, 无须破坏样品及制样,

操作简便, 快速, 是一种理想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的方法[2 ]。本实验采集到 200 多份高丽参和红参样

品的近红外光谱图, 通过对它们的近红外图谱比较

研究, 以期能为准确鉴别高丽参和中国红参提供可

供借鉴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772·中草药　Ch inese Traditiona l and Herbal D rugs　第 39 卷第 2 期 2008 年 2 月

① 收稿日期: 2007208212
3 桂林医学院 2007 级本科实习生



111　仪器及试药: A n taris 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

仪 (美国 T hermo N ico let 公司) , 积分球漫反射附件

(配有软件包, R esu lt 软件用于光谱的采集, TQA n2
alyst 软件用于光谱的处理和计算) ; FW 100 手提式

高速万能粉碎机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四

号药典筛 (浙江省上虞市沥海镇纱筛厂)。

本实验所用样品分别来自北京市药品检定所

(以下简称北京药检所) ,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堂) ,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中药室 (以下简称中检所中药室) , 所有样品均经本

所田金改副主任药师鉴定, 见表 1 (246 号标识为朝

鲜, 但鉴定特征不典型)。

112　N IR 光谱的采集: 将药材分别粉碎, 过四号

筛, 装入石英样品杯中 (装样高度 018～ 1 cm ) , 用近

红外光谱仪积分球附件采集光谱。扫描的条件: 扫描

范围4 000～ 10 000 cm - 1, 扫描次数 80 次, 分辨率 8

cm - 1, 每份样品采集一张光谱, 图 1 为近红外光谱

仪采集到的各种类型药材的原始光谱图分别经过求

平均处理后的平均光谱图。

113　数据处理方法的确定: 由于市场上出售的红参
表 1　试验用样品

Table 1　Samples for test

编号 样品名 来源

1～ 59 国产红参　　　　　　　　 北京同仁堂　　

60～ 83 中外合资红参　　　　　　 广州市场购得　

84～ 107 中外合资红参　　　　　　 北京市药检所　

108～ 115 进口高丽参 (朝鲜)　　　　 中检所中药室　

116～ 134 进口高丽参 (朝鲜)—阳德参 北京市药检所　

135～ 152 进口高丽参 (朝鲜)　　　　 中检所中药室　

153～ 175 进口正官庄高丽参 (韩国)　 北京市药检所　

176～ 193 进口农协会高丽参 (韩国)　 中检所中药室　

194～ 215 进口农兴学会高丽参 (韩国) 中检所中药室　

216～ 244 进口正官庄高丽参 (韩国)　 中检所中药室　

245 中外合资红参　　　　　　 购自北京某药店

246 高丽参 (朝鲜)　　　　　　 购自北京某药店

图 1　样品的近红外光谱图

F ig11　N IR Spectra of tested samples

主要以中国红参、合资品牌的红参、韩国红参、朝鲜

红参为主, 为了能准确地对检测红参的具体类别进

行判断, 笔者有选择性地建立了 3 个模型, 分别为:

1) 以采集到的 1～ 50, 60～ 80, 84～ 102, 108～ 145,

153～ 230 号近红外光谱图建立国产红参和进口高

丽参区分比较的校正集模型; 2) 以采集到的1～ 50,

60～ 80, 84～ 102 号近红外光谱图建立中国红参和

合资品牌红参区分比较的校正集模型; 3) 以采集到

的 108～ 145, 153～ 230 号近红外光谱图建立韩国高

丽参和朝鲜高丽参区分比较的校正集模型。其余采

集到的 38 份近红外光谱作为验证集光谱来考察各

个校正集模型的准确程度。

114　模型建立的方法确定

11411　光谱预处理方法的选择: 取全光程范围内的

近红外光谱经一阶导数 (f irst derivat ive)、二阶导数

( second derivat ive)、多元散射校正 (m u lt ip lica t ive

signal co rrect ion,M SC ) 等方法预处理后分别建立

判别分析标准模型, 结果所建立的 3 个标准模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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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原始光谱经过多元校正 (M SC ) 预处理后建立

结果最佳。

11412　主成分数的选择: 校正集模型的主成分数分

别选择了 10、15、20、25 时分别建立判别分析模型,

结果显示, 国产和进口这个校正集模型主成分数选

择 25, 本土和合资这个校正集模型主成分数选择

20, 韩国和朝鲜这个模型主成分数选择 15 建立的模

型效果最佳。

11413　校正模型参数的小结: 由以上结果可知, 用判

别分析法 (d iscrim inan t analysis) , 取全光谱范围

(4 000～ 10 000 cm - 1 ) 的原始光谱经过多元校正

(M SC) , 以 25 为主成分数建立国产红参和进口高丽

参校正集模型效果最佳。建立校正模型图, 见图 2。

国产红参

图 2　国产红参与进口高丽参的区分图

F ig12　D istinguish ing chart of Ch inese red

g in seng and Korean g in seng

2　结果

211 　模型的建立: 用判别分析法 ( d iscrim inan t

analysis) , 取全光谱范围 (4 000～ 10 000 cm - 1)的原

始光谱经过多元校正 (M SC) 以 20 为主成分数建立

国产红参和合资品牌的红参校正集模型效果最佳。

建立校正模型图, 见图 3。

国产红参

图 3　国产红参与合资品牌红参的区分图

F ig13　D istinguish ing chart of Ch inese red g in seng and

g in seng from Sino-Korean jo in t-ven tures

用判别分析法, 取全光谱范围 (4 000～ 10 000

cm - 1) 的原始光谱经过多元校正 (M SC) , 以 15 为主

成分数建立韩国高丽红参和朝鲜高丽红参校正模型

效果最佳。建立校正模型区分图, 见图 4。

韩国高丽参

图 4　韩国产进口高丽参与朝鲜产进口高丽参的区分图

F ig14　D istinguish ing chart of South Korean

g in seng and North Korean g in seng

212　模型的验证: 选取了近红外光谱仪采集到的

51～ 59、81～ 83、103～ 107、146～ 152、231～ 244 号

样品光谱作为验证集对优化后的 3 个校正集模型进

行验证, 检验模型的预测能力。结果显示: 以上样品

的判定类别与实际一致, 全部样品判断正确, 说明所

建立的近红外光谱校正集模型对红参与高丽参, 国

产红参与合资品牌的红参, 朝鲜高丽参与韩国高丽

参的鉴别可行。

3　讨论

笔者曾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光纤漫反射的方法

区分中国红参和进口高丽红参, 但由于红参和高丽

参的化学成分差别不大, 效果不太明显, 误判率较

高, 所以不适合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光纤漫反射的

方法进行分类鉴别。因此选择了精度较高的积分球

漫反射方法区分中国红参和进口高丽红参。

在采用积分球漫反射的方法区分中国红参和进

口高丽红参时, 由于中国红参与进口高丽参两者的

本身差异性实在太小, 为了达到最佳区分效果, 实验

中对药材颗粒度、装样量、光谱分辨率、扫描次数、重

复测定次数、谱区范围、光谱处理参数等进行了优

化。经过优化处理后, 从区分图上看, 中国红参与进

口高丽红参有明显的分界线。同样, 国产高丽参与中

外合资品牌红参间的区别也非常的明显。而朝鲜产

高丽参与韩国产高丽参在区分图中几乎没有明显的

分界线, 分析原因, 是因为两者的植物来源和加工手

段相近, 从化学成分的角度看两者是一样的。从两者

采集到的N IR 光谱上看, 各个样品的光谱图极为相

似, 各样品的特征信息隐藏于光谱中, 很难从峰位、

峰强、峰形加以直观鉴别, 但由于它们的植物来源和

加工方法还是略有差别, 这种不同经过数学处理, 提

取特征信息后, 近红外光谱技术还是可以准确地对

他们进行鉴别。

在 246 号样品的检验过程中, 由于发现该样品

作为朝鲜红参的性状鉴别特征不明显, 检验者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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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表示怀疑。后来用近红外积分球漫反射法测定

其近红外光谱图, 带入中国红参与进口红参以及国

产红参和合资品牌红参的近红外模型中进行分析,

确定这个样品属于合资品牌的产品。与检验者预先

的判断一致。

本研究采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在红参类药材鉴别

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尝试, 通过非入侵方式获得了

药材的内在成分信息, 应用判别分析法进行分类, 结

果准确可信。表明本方法适合用于红参高丽参药材

的分类, 能快速准确地鉴别高丽参, 显示了将近红外

光谱技术应用于中药鉴别分析及产地判别的良好前

景。但由于受实验的样本数量和时间的限制, 仍有大

量的模型验证和检验工作等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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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法测定半枝莲中二萜类生物碱 scutebarbatine B
①

涂琪顺1, 2, 蔡光明13 , 何　群2, 岳鹏飞1, 鄢　丹1, 杜　群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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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建立 H PL C 法测定半枝莲药材中二萜类生物碱 scu tebarbatine B 的方法。方法　色谱柱为 YM C

Japan J′sphere OD S2H 80 (150 mm ×416 mm , 5 Λm ) , 以甲醇2水 (70∶30) 为流动相, 体积流量 110 mL öm in, 检测波
长 264 nm。结果　二萜类生物碱 scu tebarbatine B 的线性范围是01021 2～ 01212 Λg (r= 01999 2) ; 平均回收率为
100169% ; R SD 为 1182%。结论　该定量分析方法简便快速, 稳定可靠, 重现性好, 回收率高, 可用于半枝莲药材的
质量控制与检验。
关键词: 半枝莲; scu tebarbatine B; H PL C

中图分类号: R 28216; R 286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8) 02- 0280- 03

　　半枝莲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半枝莲 S cu tella ria

ba rba ta D 1 Don 的干燥全草。其主要生物活性表现

在抗肿瘤, 抑菌, 抗病毒和免疫调节等方面[1～ 3 ]。《中

国药典》2005 年版中半枝莲药材虽有总黄酮及黄酮

类成分的的定量控制标准, 但现代药理研究认为, 二

萜类生物碱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病毒等作用[4, 5 ] , 系

该药材中另一类重要的有效成分。曾报道了半枝莲

中二萜类生物碱 scu tebarbat ine B 的分离和鉴定[6 ]。

本研究采用 H PL C 法测定半枝莲中二萜类生物碱

scu tebarbat ine B , 并进行了方法学考察, 为进一步

开发与研究半枝莲这一药用植物资源提供可行的定

量分析方法。

1　仪器与试剂

A gilen t 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G1311A 四元

泵, G1322A 脱气机, G1315B DAD 检测器, H P

chem sta t ion 化学色谱工作站) (美国安捷伦公司) ,

AL 204 m ett ler To ledo 分析天平 (瑞士) , 色谱柱

( YM C Japan J′sphere OD S2H 80 150 mm × 416

mm , 5 Λm )。

半枝莲分别购自北京绿野药材有限公司、河南

省确山县中药材收购站、安徽省临泉县药材供应站、

湖北省枣阳市枣南地产药材购销部、湖北省新州县

中药材公司, 经解放军 302 医院肖小河研究员鉴定

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半枝莲 S 1 ba rba ta D 1 Don 的

干燥全草。scu tebarbat ine B 对照品为外购, 经UV、

IR、1H 2NM R、13C2NM R确证结构, 经H PL C 归一化

法测定质量分数大于 98% , 符合定量要求。甲醇为

色谱纯, 水为重蒸水,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1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 YM C

Japan J′sphere OD S2H 80 ( 150 mm × 416 mm , 5

Λm ) ; 流动相: 甲醇2水 (70∶30) ; 检测波长: 264 nm ;

体积流量 1 mL öm in; 柱温: 室温 (30 ℃)。理论塔板

数按 scu tebarbat ine B 峰计算, 不低于4 000。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scu tebarbat ine

B 对照品 13125 m g, 置 25 mL 量瓶中, 加甲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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