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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炮制前后绿原酸、栀子苷和西红花苷-I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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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比较不同产地的栀子及其炮制品中绿原酸、栀子苷和西红花苷-I 的量。方法  栀子及其不同炮制品以 50%
甲醇溶液超声提取，采用高效液相二极管阵列法（HPLC-DAD）检测，应用 Agilent Zorbax C18柱（250 mm×4.6 mm，5 μm），

以 0.4%磷酸水溶液-乙腈为流动相，梯度洗脱，体积流量 1 mL/min，柱温 25 ℃，检测波长分别为 240、330、440 nm。结果  
不同产地的栀子经炮制后，3 种成分的量均显著下降，焦栀子中较炒栀子中的量更低；西红花苷-I 在炒栀子和焦栀子中均检

测不到。结论  不同产地的栀子中主要有效成分的量存在差异，炮制可减少栀子中某些有效成分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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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为茜草科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ills 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泻火除烦、清热利尿、

凉血解毒之功效。临床用于热病心烦、黄疸尿赤、

血淋涩痛、血热吐衄、目赤肿痛、火毒疮疡等[1]。其

炮制品有炒栀子和焦栀子，炮制后降低了栀子的酷

寒之性。《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中药饮片标准研究起

草用样品也将炒栀子和焦栀子列入其中。栀子含有

3 类主要有效成分：有机酸、环烯醚萜苷和色素[2-3]。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绿原酸具有抗炎、利胆、抗病

毒、促进胃液分泌及止血作用[4]；环烯醚萜苷类具

利胆作用，其中的栀子苷还有一定的抗炎和治疗软

组织损伤的作用[5]；西红花苷类是西红花、栀子中

共有的色素部分，在治疗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及癌

症等方面具有明确的药理效应[6]。因此，仅将栀子

苷作为栀子的质控指标是不够的，很有必要将其中

有机酸、色素类物质的测定纳入到质控标准中。 

本实验利用 HPLC-DAD 法测定栀子及炮制品

中绿原酸、栀子苷和西红花苷-I 的量，为综合评价

和分析栀子及其不同炮制品的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Agilent 1200 型系列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包括 G1311A 四元梯度泵、G1329A
自动进样器、G1316A 柱温箱、G1315D 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AG285 电子天平（Mettler，瑞典），V800
旋转蒸发仪（Buchi，瑞典），KQ—500E 型超声清

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绿原酸（批号 110753-200413）、栀子苷（批号

110749-200613）、西红花苷-I（批号 111588-200501）
对照品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乙腈为色

谱纯；甲醇、磷酸为分析纯；水为娃哈哈纯净水。 

栀子样品（栀子、炒栀子、焦栀子）由浙江中

医药大学中药饮片厂提供，分别来源于 3 个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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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西、浙江。炒栀子和焦栀子分别由同一产

地（即同一批号）的栀子加工炮制而成，工艺参照

药厂的炮制工艺标准，成品经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

饮片厂张云主任中药师鉴定为合格产品。 
2  方法与结果 
2.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过 60 目筛的栀子粉末（生品、炒品、焦品）

0.1 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50%甲醇 30 mL，
称定质量，超声提取（功率 250 W，频率 20 kHz）
30 min，放冷至室温，再称定质量，用 50%甲醇补

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放置，滤过，精密量取 10 mL，
置 25 mL 量瓶中，加 50%甲醇至刻度，滤液 15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即得。 
2.2  混合对照品储备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一定量绿原酸、栀子苷和西红花苷-I
对照品，分别置 25、5、100 mL 量瓶中，加乙腈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得到质量浓度分别为 87.20、
968.00、30.00 μg/mL 的对照品储备液。各取一定量

置量瓶中混合，并加乙腈稀释定容，制成各对照品

质量浓度分别为储备液的 1/10、1/10、1/2 的混合对

照品储备液，即 8.72、96.80、15.00 μg/mL。 
2.3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Agilent Zorbax C18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 0.4%磷酸水溶液（A）-乙
腈（B），梯度洗脱：0～45 min，5%～30% B；45～
60 min，30%～50% B；柱温 25 ℃；体积流量 1 
mL/min；检测波长分别为 240、330、440 nm；进样

量 10 μL。色谱图见图 1。 
 

     
 
 

a-混和对照品  b-栀子  c-炒栀子  d-焦栀子  1-栀子苷  2-绿原酸  3-西红花苷-I 
a-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b-Gardeniae Fructus  c-stir-baked Gardeniae Fructus  d-coked Gardeniae Fructus 

1-jasminoidin  2-chlorogenic acid  3-crocin-I 
 

图 1  混合对照品及栀子饮片在检测波长 240 nm（A）、330 nm（B）和 440 nm（C）处的 HPLC-DAD 色谱图 
Fig. 1  HPLC-DAD chromatograms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and Gardeniae Fructus samples 

at delection wavelength of 240 nm (A), 330 nm (B), and 440 nm (C)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准确吸取一定量的混合

对照品储备液置量瓶中，并加乙腈稀释定容，形成

原质量浓度的 1、9/10、4/5、3/5、1/2、2/5、1/5、
1/10、1/20、1/50 共 10 个不同质量浓度的系列混合

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 10 μL。以峰面积对质量浓

度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绿原酸 Y＝11.363 
X＋1.027 8，r＝0.999 4；栀子苷 Y＝23.27 X＋10.77，
r＝0.999 9；西红花苷-I Y＝48.759 X＋0.250 1，r＝
0.999 9；表明绿原酸在 0.17～8.72 μg/mL、栀子苷

在 1.94～96.80 μg/mL、西红花苷-I 在 0.30～15.00 
μg/mL 线性关系良好。 
2.4.2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储备液的

1/2 稀释液 10 μL，连续进样 6 次，测得 3 种成分峰

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96%、0.97%、0.94%。 

2.4.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栀子生品（批号

080724）的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1、2、4、8、
12 h 进样 10 μL 测定，测得 3 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63%、0.99%、1.44%，可见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 
2.4.4  重现性试验   称取同一栀子生品（批号

080724）粉末 0.1 g，精密称定，共 6 份，制备供试

品溶液，进样 10 μL 测定，测得 3 种成分质量分数

的 RSD 分别为 3.23%、3.20%、3.04%。 
2.4.5  加样回收率试验  称取栀子生品粉末 0.1 g
（批号 080724），精密称定，共 6 份，分别加入一定

量的绿原酸、栀子苷、西红花苷-I 对照品，制备供

试品溶液，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得 3 种成分的

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101.30%、100.48%、99.29%，

RSD 值分别为 3.80%、3.0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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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样品分析 
取生栀子、炒栀子及焦栀子粉末，制备供试品

溶液，进样 10 μL 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栀子不同炮制品中 3 种成分的变化 (n＝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three compounds in Gardeniae 

Fructus by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n = 3) 

样品 产地 批 号 绿原酸/% 栀子苷/% 西红花苷-I/%

栀子 湖南 080724 0.40 3.87 0.42 

 江西 080723 0.41 3.72 0.86 

 浙江 080725 0.12 4.12 0.60 

炒栀子 湖南 080724 0.26 2.57 － 

 江西 080723 0.31 2.56 － 

 浙江 080725 0.07 2.39 － 

焦栀子 湖南 080724 0.08 1.78 － 

 江西 080723 0.07 1.56 － 

 浙江 080725 0.03 1.61 － 

“－”未检测到 
“－” undetected 

 
3  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栀子炮制后绿原酸和栀子苷等

成分的量均显著下降，焦栀子中各成分的量较炒栀

子更低；西红花苷-I 在炒栀子和焦栀子中均检测不

到。可能是由于受热导致这 3 种成分降解，而焦栀

子受热的温度和时间均大于炒栀子所致。 
本实验建立了在同一液相条件下测定栀子中绿

原酸、栀子苷和西红花苷-I 等 3 种主要有效成分的

分析方法，同时比较了栀子不同炮制品中这 3 种成

分量的差异，这为进一步研究栀子炮制前后指纹图

谱奠定了基础，也为制定栀子炮制工艺标准、探讨

其炮制机制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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