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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质量评价体系的建立及不同产地党参质量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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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多点采样研究并建立党参质量评价体系，采用其对不同来源的党参进行质量差异性分析。方法  对党参的总灰

分、酸不溶灰分、醇溶性浸出物进行测定，采用 HPLC-DAD 对党参炔苷进行测定并建立 HPLC 指纹图谱；将指标与指纹图谱

结合起来建立党参质量评价体系；用建立的质量评价体系对不同来源的党参样品进行质量评价。结果  不同产地灰分和酸不溶

灰分检测结果显示，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标准；而不同来源党参炔苷量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产地的党参指纹图谱具有

9 个共有峰，相关系数均在 0.8 以上，建立的指纹图谱可用于党参质量评价。结论  本研究用多指标检测结合指纹图谱建立的

党参质量评价体系可用于不同来源党参的质量评价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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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n roots  
of Codonopsis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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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roots of Codonopsis pilosula by using multipoint sampling 
and to analyze the quality differences in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Methods  To detect the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and ethanol-soluble extracts; to detect the contents of lobetyolin and establish the HPLC fingerprint for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to combine the indexes of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ethanol solubility extract, and the content of lobetyolin 
with HPLC fingerprint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which was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for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ash and acid-insoluble ash indicated that these 
contents in most samples could meet the standard of Chinese Pharmacopeia 2010;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contents 
of lobetyolin in different samples; HPLC fingerprint had nine common peaks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ached over 0.8;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could be us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for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Conclusion  The 
quality for the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could be assess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multipoint combined with fingerprints in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roots of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 different habitats;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ethanol-soluble extracts;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ingerprint 
 

党参为桔梗科植物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素花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 
Nannf.var.modesta (Nannf.) L. T. Shen 或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 的干燥根。性味甘、平，

归脾、肺经，具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的功效[1]。

目前关于党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质资源、栽培技

术、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2-4]。由于党参的种

植范围广，种源复杂，各产地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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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所以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产地党

参药材质量存在很大差异性，从而影响市场上药材

质量的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应用一定的质量控制方

法对党参进行质量评价，使党参的质量达到稳定可

控，为临床和市场提供合格的药材。目前，对党参

的质量评价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但主要多采用单一

的成分检测方法。鉴于此，为更加全面地对党参质

量进行评价，本研究拟建立党参药材质量评价体系，

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醇溶性浸出物、党参炔

苷量及 HPLC 指纹图谱结合起来，对不同来源的党

参药材进行综合的质量评价。 
1  材料与试剂 
1.1  材料 

采集我国党参主产区的党参样品，分别来自于

甘肃渭源、甘肃陇西、吉林舒兰、陕西凤县、陕西

南郑、山西陵川 6 个产区。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药用植物教研室张跃进副教授鉴定为党

参 Codonopsis pilosula (Franch.) Nannf.。 
1.2  仪器及试剂 

Waters1525 系列 HPLC 系统，DAD 检测器，

Sunfire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C18

保护柱（20 mm×4.6 mm，5 μm），Empower II 色谱

工作站，美国 Waters 公司；超声波清洗机，浙江宁

波超声波仪器公司；超纯水仪，上海优普超纯水公

司；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仪器公司。 
色谱级甲醇和乙腈，美国 Fisher 公司；党参炔

苷（批号 17-1001）购于上海中药标准化研究中心。 
2  方法 
2.1  总灰分及浸出物测定 

总灰分及酸不溶性灰分测定、醇溶性浸出物测

定，依据《中国药典》2010 年版附录 IXK“灰分测

定法”、附录 XA“浸出物测定法”和附录 XA“浸

出物测定法”操作进行。 
2.2  党参炔苷的测定 
2.2.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党参药材粉碎后过 40
目筛后，取适量在烘箱中 60 ℃干燥 5 h。精密称取

1.0 g 放入锥形瓶中，加入 50 mL 乙醇，放入超声波

清洗机（100 W，40 kHz）中超声提取 40 min。将

提取液滤过至圆底烧瓶中，用旋转蒸发仪将提取液

挥干溶剂后以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5 mL，然后用 0.45 
μm 滤膜滤过，滤液备用。 
2.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党参炔苷对

照品 23.30 mg，以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5 mL，配成

4.66 mg/mL 的对照品溶液。 
2.2.3  色谱条件  Sunfire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A）-水（B），梯度洗

脱，0～10 min，5% A；10～20 min，20% A；20～
30 min，50% A；30～40 min，60% A；40～45 min，
80% A；45～60 min，90% A；60 min，100% A；体

积流量 1 mL/min；柱温 30 ℃，进样量为 20 μL；
检测波长 267 nm。 
2.2.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党参炔苷对照品溶液

2、4、6、8、10 μL 注入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件

进行分析，测定峰面积。以峰面积值为纵坐标（Y），
党参炔苷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

得回归方程 Y=108 335 X＋143 550，r=0.998 8，线

性范围为 0.116 5～1.165 0 μg。 
2.2.5  党参炔苷的测定  按照“2.2.1”项方法制备

不同党参样品待测液，进样量为 20 μL，根据标准

曲线计算党参炔苷量。 
2.3  党参 HPLC-DAD 指纹图谱的建立   
2.3.1  精密度试验  取山西陵川党参药材样品采

用“2.2.1”项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以峰面积较大且稳定的党参炔苷峰为参照峰，

对各主要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进

行统计。指纹图谱中主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

峰面积的 RSD 小于 5%。 
2.3.2  重复性试验  取山西陵川党参药材样品采

用“2.2.1”项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 6 份，分别进

样，以峰面积较大且稳定的党参炔苷峰为参照峰，

对各主要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进

行统计。指纹图谱中主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

峰面积的 RSD 分别在小于 5%。 
2.3.3  稳定性试验  取山西陵川党参药材样品采

用“2.2.1”项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4、
8、12、24 h 进样分析，以峰面积较大且稳定的党参

炔苷峰为参照峰，对各主要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

间和相对峰面积进行统计。指纹图谱中主要峰的相

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小于 5%。 
2.3.4  相似度评价  采用“2.2.1”项的方法，制得

不同党参样品待测液，进行 HPLC 分析。进样量为

20 μL，记录色谱图，找出谱图间的共有峰，进行相

关系数及相似度计算，建立党参药材 HPLC 色谱指

纹图谱。 
2.4  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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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数据用  sx ± 表示，各组均数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不同产地党参总灰分、酸不溶灰分比较 

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规定的总灰分和酸

不溶灰分的测定方法，对不同产地不同来源的党参

药材总灰分和酸不溶灰分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来源党参药材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量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total ash and acid-insoluble ash 

in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来 源 总灰分 / %* 酸不溶性灰分 / % ** 

甘肃陇西 06 3.536±0.466 a 0.298±0.139 a 

陕西凤县 06 4.011±0.286 b 0.050±0.071 a 

甘肃陇西 05 2.823±0.189 c 0.099±0.139 a 

陕西凤县 05 7.090±0.206 d 2.082±0.001 ab 

陕西南郑 4.498±0.157 b 1.749±0.065 cd 

甘肃渭源 3.263±0.062 a 0.351±0.071 a 

吉林舒兰 2.852±0.077 c 0.000 a 

山西陵川 4.525±0.003 b 0.151±0.213 a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代表差异极显著（P＜0.01）；**同一列中 ab、cd
表示与 a 差异极显著（P＜0.01），ab 与 cd 之间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samples (P<0.01); **ab and cd in a column me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a (P<0.01); between ab and cd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不同产地党参药材所含

的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测

样品的总灰分 高为 7.090%， 低为 2.823%，大

部分样品中灰分都在规定的范围内，平均值为

4.074%。酸不溶性灰分 高为 2.082%， 低为 0，
部分样品的量略高，平均为 0.610%。总灰分量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陕西凤县 05 样品总灰分量 高，与

其他产地党参药材样品总灰分量差异极显著，为第

1 组；甘肃陇西 06、甘肃渭源的党参样品总灰分量

无显著性差异，分为第 2 组；陕西凤县 06、陕西南

郑、山西陵川的样品总灰分量无显著性差异，为第

3 组；甘肃陇西 05、吉林舒兰的党参样品的总灰分

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为第 4 组。各组样品总灰分

量差异极显著。酸不溶性灰分的结果显示陕西凤县

05 和陕西南郑的党参样品酸不溶性灰分量与其他

产地样品的量差异极显著。 
3.2  不同产地党参醇溶性浸出物及党参炔苷量比较 
3.2.1  不同党参样品醇溶性浸出物量比较  按照

《中国药典》2010 年版醇溶性浸出物测定法下的热

浸法（附录 XA）测定，党参药材醇溶性浸出物的

量不得少于 55.0%，结果见表 2。不同党参药材样

品的醇溶性浸出物的量除陕西凤县 05 的样品外，其

他均高于《中国药典》的标准。但是各样品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异， 高的是甘肃陇西 05 党参样品，为

65.160%； 低的是陕西凤县 05 的样品，为

38.474%。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甘肃陇西 05、甘肃

渭源和陕西南郑样品的醇溶性浸出物量显著高于其

他样品的量；陕西凤县 06、吉林舒兰、甘肃陇西 06
与山西陵川的样品之间无显著性差异；陕西凤县 05
与其他样品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来源党参药材醇溶性浸出物量 
Table 2  Determination of ethanol-soluble extract in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来 源 醇溶性浸出物 / % 来 源 醇溶性浸出物 / %

陕西凤县 06 56.500±0.395 a 陕西凤县 05 38.474±0.290 b

吉林舒兰 56.011±0.393 a 陕西南郑 63.840±0.643 c

山西陵川 55.089±1.572 a 甘肃陇西 05 65.160±0.300 c

甘肃陇西 06 55.359±0.916 a 甘肃渭源 64.556±0.145 c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代表差异极显著（P＜0.01）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obvious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3.2.2  不同产地党参党参炔苷量比较  党参炔苷作

为药典中党参的检测项下的标准物质。对不同产地

党参样品的测定结果表明，不同产地党参样品中均

含有党参炔苷，且不同来源样品党参炔苷量的差异

较大（表 3）。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甘肃陇西 06
样品中党参炔苷量 高，达 3.354 mg/g，显著高于

其他产地的样品；其次为山西陵川的党参样品中党

参炔苷的量 1.596 mg/g，甘肃渭源为 1.405 mg/g，
与其他产地样品中的量差异显著；陕西南郑、吉林

舒兰、陕西凤县 05 和陕西凤县 06 党参样品中的党

参炔苷量分别为 0.331、0.300、0.262 和 0.255 mg/g，
较为接近，与其他产地的样品中量差异显著；甘肃

陇西 05 的党参样品中党参炔苷量为 0.023 mg/g，显 
表 3  不同党参样品中的党参炔苷量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lobetyolin in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来 源 党参炔苷 / (mg·g−1) 来 源 党参炔苷 / (mg·g−1)
甘肃陇西 06 3.354 a 甘肃陇西 05 0.023 c 
陕西凤县 06 0.262 b 陕西凤县 05 0.255 b 
陕西南郑 0.331 b 甘肃渭源 1.405 d 
吉林舒兰 0.300 b 山西陵川 1.596 e 

同一列中不同字母表示显著性差异（P＜0.05） 
Different letters in a column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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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于其他产地样品中的量。 
3.3  党参 HPLC 指纹图谱的比较 
3.3.1  共有峰的确定和对照指纹图谱的建立  对党

参样品进行测定，分析比较其色谱图，从不同产地

党参样品的 HPLC 图谱中确定了 9 个共有峰（图 1）。
经与对照品确认 8 号峰为党参炔苷峰。以峰面积较

大且稳定的党参炔苷峰为参照峰，计算其他各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结果表明 9 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的 RSD 均在 0.60%以下，且不同样品间各共有峰光

谱图较为一致，说明 9 个共有指纹峰确认结果较为

可靠，可用于建立党参药材对照指纹图谱。对照指

纹图谱中各共有峰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9.13、10.82、
12.81、17.87、19.4、22、24.5、26.9、46.0 min；平

均峰面积为 65.241、162 143、182 465、32 681、60 053、
51 355、117 862、608 983、93 454。 

 
1～9表示9个共有峰  I-吉林舒兰  II-陕西凤县06  III-陕西凤县

05  IV-陕西南郑  V-甘肃陇西 05  VI-甘肃陇西 06  VII-甘肃渭

源  VIII-山西陵川 
1—9-nine common peaks  I-Shulan, Jilin Province  II-Fengxian, 
Shaanxi Province 06  III-Fengxian Shaanxi Province 05  
IV-Nanzheng, Shaanxi Province  V-Longxi,  Gansu Province 05  
VI-Longxi, Gansu Province 06  VII-Weiyuan,  Gansu Province  
VIII-Lingchuan, Shanxi Province 

图 1  不同来源党参 HPLC-DAD 指纹图谱 
Fig. 1  HPLC-DAD fingerprint on roots of C. 

 pilosul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3.3.2  相似度评价  将党参药材样品与计算得到

的对照指纹图谱相比较，利用相似度评价软件对

不同来源的党参药材的 HPLC 图谱进行分析，不

同来源的党参的指纹图谱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

度分别为 0.976、0.819、0.897、0.925、0.805、0.865、
0.956、0.928，表明不同产地党参药材图谱与对照

指纹图谱间的有较高相似性，所建立的指纹图谱

稳定可靠。 
4  讨论 

对党参的质量控制与指纹图谱研究，已经有学

者进行了研究，其中陈玉武等[5]用党参炔苷与浸出

物量结合的方法；贺庆等[6]、庞维荣等[7]、赵晓华

等[8]用党参炔苷的量；彭锐等[9]用 HPLC 的方法评

价党参药材质量，为全面控制党参药材质量打下基

础。但是，中药发挥药效作用是其多组分以多靶点、

多层次对机体代谢网络中某些环节作用的一个综合

结果。对中药质量的评价和控制一定要真正反映其

“内在”、“综合”的质量。指纹图谱的开发从一方

面体现了中药质量研究向着全面、综合性发展的趋

势[10-11]。而以中药指纹图谱结合指标成分量对中药

材进行质量评价或控制，既可以完善表述中药的整

体特征，又有别于化学药单一成分定量的质量控制

模式[12-13]。以往研究没有将有效成分定量与指纹图

谱定性结合起来，本研究采集不同产区的党参进行

系统的质量分析，建立多指标与指纹图谱相结合的

质量评价体系，试图对目前实际中应用的单一成分

的检测与评价方法进行改进与完善。 
《中国药典》2010 年版规定党参药材中醇溶性

浸出物的量不低于 55.0%，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地

党参样品的醇溶性浸出物大部分符合《中国药典》

的规定。《中国药典》中对党参药材总灰分要求不得

过 5.0%，虽然没有酸不溶性灰分的检测要求，但是

鉴于酸不溶性灰分可以鉴定药材的纯净度，所以在

本研究中也将其作为质量评价的一个指标。研究结

果表明，不同产地党参样品中的总灰分和酸不溶性

灰分量不同，大部分样品中总灰分量不超过 5.0%，

酸不溶灰分不超过 1.0%，因此，按照《中国药典》

党参样品中总灰分的量不超过 5.0%，建议酸不溶性

灰分量不超过 1.0%，以此作为对党参药材质量衡量

的一个指标。 
活性成分是中药质量控制的重要指标，通过活

性成分的定量测定可以对中药进行质量评价。《中国

药典》2010 年版中至今未有对党参药材中指标性成

分的定量检测，有文献报道[6,14]，党参炔苷为党参

的活性成分，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对乙醇造成的

胃黏膜损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并且在与党参配伍

的中药中未检测到党参炔苷，可作为党参药材中的

特征指标成分。本研究对不同产地党参炔苷进行测

定，结果表明不同产地党参样品的党参炔苷量差异

较大，其中甘肃陇西样品中的量为 3.354 mg/g 显著

高于其他产地的样品，是甘肃渭源样品量的2.39倍，

是山西陵川样品的 2.10 倍；是甘肃陇西 06、陕西凤

县 05、陕西南郑样品及吉林舒兰样品中党参炔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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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几倍。本研究用 HPLC 图谱检测并计算党参炔

苷的量，可以对党参炔苷进行定性及定量检测。本

方法简便易操作，能够更有效、准确的对党参炔苷

进行确定，比传统的薄层色谱的方法更准确。 
目前，对党参指纹图谱已有一些研究[15-19]，这

些研究分别对某一产地的样品、不同采收期、部分

产地取样或者是将不同产地的样品移栽到同一个基

地进行研究，建立指纹图谱。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都证明用指纹图谱的方法能够简便、准确、

稳定可靠地对党参的质量进行控制。本研究在这些

研究的基础上，在党参的主产区选择样品，用

HPLC-DAD 方法建立党参指纹图谱并对色谱条件

进行优化，所建立的对照指纹图谱有 9 个共有峰，

不同党参样品的图谱与对照图谱的相关系数均在

0.805 以上，显示不同样品图谱与对照图谱具有较高

的相似性。所建立的色谱图中色谱峰分离度好，特

征明显。此方法的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均符合

指纹图谱研究的技术要求，可作为不同产地党参药

材评价和质量控制的科学依据。 
本研究对党参中的醇溶性浸出物、总灰分进行

检测，同时结合酸不溶性灰分、党参炔苷的量以及

HPLC 指纹图谱的方法将多指标分析和指纹图谱相

结合，建立更全面的党参药材质量评价体系，并用

此体系综合分析不同党参药材的质量差异性。通过

建立的质量评价体系分析，不同产地的党参样品醇

溶性浸出物大部分都在 55%以上，总灰分不超过

5%，各样品的酸不溶灰分基本都不超过 1%表明这

些样品大都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质量较好；

对党参炔苷的定量检测显示出不同样品之间的量差

异较大，其中，甘肃陇西样品的党参炔苷量显著高

于其他产地的样品，进一步表明了甘肃陇西作为党

参药材主要产地的优势所在，对党参样品的指纹图

谱分析显示不同的样品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来自各

个主要党参产区的样品具有较好的质量。综上所述，

本研究所建立的党参药材质量评价体系可以对不同

来源的党参进行综合质量评价，用其衡量党参药材

质量，可为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提供合格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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