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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产西红花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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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产自新疆的西红花 Crocus sativus L. 质量进行评价。方法  采用《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中西红花浸出物、

吸光度、总苷量、重金属、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对新疆产的西红花中的各指标进行检测。色谱柱 C18柱（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45∶55）；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440 nm；进样量 10 μL；柱温为室温。结果  浸出物

质量分数为 67.8%，吸光度（A）值为 0.78，含西红花苷-I 为 8.02%，含西红花苷-II 为 5.59%，砷、铅、汞、镉、六氯环己

烷、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分别为 0.480、0.762、0.028、0.163、0.013、0.027 mg/kg。结论  新疆产的西红花各项指

标均符合《中国药典》中西红花的质量标准和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的规定，西红花在新疆的无公害种植获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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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花 Crocus sativus L. 为名贵中药，素有“植

物黄金”的美称[1-3]。始载于唐代西域高昌回鹘王朝

时期的《回鹘医学文献》，而后在元代维吾尔古医籍

和忽思慧《饮膳正要》中有大量阐述，明朝李时珍

《本草纲目》载：“番红花出西域，主治心血郁积、

气闷不散、活血化淤，久服令人心喜。”有养血、通

经活血、生新化淤、提高免疫功能等功效，是治疗

心、脑血管及妇科疾病的良药。 
本研究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的方法，对

西红花浸出物、吸光度、总苷量、重金属、农药残

留等指标进行检测，以期确定产自新疆的西红花是

否符合《中国药典》规定的质量标准以及西红花在

新疆引种是否获得成功。 
1  材料与仪器 

西红花苷-I 及西红花苷-II 对照品（质量分数为

98%），六氯环己烷、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

对照品均由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质量分数

大于 98%；硝酸、高氯酸（优级纯）；自制重蒸馏

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西红花 Crocus sativus L. 由新疆靖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为新疆产西红花，批号分别为

20091005、20091010、20091015，经新疆医科大学

中医学院中药资源教研室李永和主任中药师鉴定。 
全 自 动 LC—20AV （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

SPD—M20A 检测器；Ver5.33 色谱工作站（日本岛

津公司）；TAS—99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GW—1Y
自动控温冷却循环水装置；弹性石英毛细管柱（30 
m×0.32 mm, 0.25 μm），BP211D 精密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薄层色谱鉴别[4] 

取西红花粉末（批号  20091010）20 mg，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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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 1 mL，超声 10 min，放置至澄清，取上清液作为

供试品溶液。另取西红花对照药材（批号 20091108）
20 m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吸取上述 2 种溶

液各 3～5 μL，分别在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醋

酸乙酯-甲醇-水（100∶16.5∶13.5）为展开剂，展

开，取出，晾干，分别置日光下及紫外光灯（365 nm）

下检视。产自新疆西红花与对照药材的斑点特征一

致，见图 1。 

 

图 1  日光 (A) 和紫外光灯 (B) 下西红花的薄层色谱图 
Fig. 1  TLC chromatograms of C. sativus in sunlight (A)  

and UV light (B) 

2.2  吸光度的测定[4] 
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法（附录 V A），在 432 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A），检测得西红花供试品 A 值为 0.78，符合《中

国药典》规定的标准。 
2.3  西红花苷-I 及西红花苷-II 的测定[4] 
2.3.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西红花苷-I 及西

红花苷-II 对照品适量，分别加稀乙醇制成 31.0 μg/mL
和 12.2 μg/mL 的对照品溶液。 
2.3.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西红花粉末（过3号筛）

10.28 mg，精密称定，置 50 mL 棕色量瓶中，加稀乙

醇适量，置冰水浴中超声处理 20 min，放置至室温，

加稀乙醇稀释至刻度，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3.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C18柱（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45∶55）；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440 nm；进样量10 μL；柱温为室温。 
2.3.4  线性关系考察  参考《中国药典》2010 年版

操作。 
2.3.5  精密度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西红花苷-I 对照

品溶液和西红花苷-II 对照品溶液，连续测定 6 次，

每次进样 10 μL，测得西红花苷-I 峰面积的 RSD 为

1.021%、西红花苷-II 峰面积的 RSD 为 1.015%，结

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6  稳定性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西红花苷-I 和西红 
花苷-II 的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为 20091010），于 4、
8、12、16、20、24 h 进样，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得西

红花苷-I 峰面积的 RSD 为 1.235%，西红花苷-II 峰面

积的 RSD 为 1.179%。 
2.3.7  重现性试验  平行制备 5 份供试品溶液（批

号为 20091010），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得西红花苷-I
质量分数的 RSD 为 0.4636%，西红花苷-Ⅱ质量分数

的 RSD 为 0.387 4%。 
2.3.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测定的供试品

（批号  20091010）定量，加入西红花苷-I 和红花苷-II
对照品配制成供试品溶液进行测定，分别计算回收

率。西红花苷-I 的平均回收率为 99.5%（n＝5），RSD
为 1.85%；西红花苷-II 的平均回收率为 100.8%（n＝
5），RSD 为 2.03%。 
2.3.9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

品溶液各 1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色谱图

见图 2。连续测定 3 个批次，每个批次测定 3 次，取

平均值，计算得西红花苷-I 为 8.02%，西红花苷-II
为 5.59%。 
2.4  西红花质量的检验[4] 

根据《中国药典》2010 年版方法检测新疆产西

红花中各项指标，得到新疆西红花的干燥失重

9.2%、总灰分 5.2%、酸不溶性灰分 1.0%、吸光度

0.78、浸出物 67.8%，各项指标均符合规定标准。

  

图 2  西红花苷-I (A)、西红花苷- II (B)、西红花样品 (C) 的色谱图 
Fig.2  Chromatograms of crocin-I (A), crocin-II (B), and saffron sample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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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西红花重金属、农药残留的检测[4-5] 
根据《中国药典》2010 年版方法测定新疆西红

花中铅、镉、砷、汞和农药残留量，得到新疆西红

花中砷、铅、汞、镉单元素标准溶液，六氯环己烷、

DDT 量分别为 0.480、0.762、0.028、0.163、0.013、
0.027 mg/kg。检测结果表明，各指标均符合《药用

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 
3  讨论 

西红花在室内生长、开花、加工过程中，采收时

间、干燥方法对西红花中总苷的量均有影响[6]。采收

时间对有效成分有较大的影响，最佳的采收时间应

该是花朵盛开、花瓣伸到半开时，将花柱柱头的红

色部分摘下，随即加工烘干。采花必须及时，过早

或过晚都可以导致西红花总苷量的降低，新疆产西

红花是在开花第 2 天下午采摘，第 3 天加工，未在

最佳时间采收和加工是造成新疆产西红花中总苷量

较低的原因之一。 
西红花苷-I 是一种见光易分解的化学物质，特

别是在水分较多时，分解更快。因此，干燥方法显

得尤为重要。太阳直接晒干，柱头的西红花苷-I 见
光分解，含量就很低；而阴干由于干燥时间较长，

相对见光量也就增多，最终导致西红花苷-I 的量也

降低。所以本课题组采用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的

干燥方法，在干燥时，全部采用烘箱干燥（50 ℃，

3～4 h）。 
本课题组首次采用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先进

的种植技术在乌鲁木齐市种植西红花，生产的西红

花产品各项指标均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的标

准。从西红花种球的引进、种植到最后的采收加工，

均按照国家无公害种植标准进行操作，新疆产西红

花符合《药用植物及制剂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其

中西红花总苷量虽然高于国家标准，但还需进一步

研究，探索出最佳生长条件和加工方法，使新疆产

西红花总苷量进一步提高，为下一步大面积种植和

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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