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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黄口服液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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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菊黄口服液的质量控制方法进行研究，建立菊黄口服液定性、定量检测方法。方法  采用薄层色谱法（TLC）
对菊黄口服液方中枸杞子 Lycii Fructus 和制黄精 Polygonati Rhizoma 进行定性分析，苯酚-硫酸法测定菊黄口服液中总多糖的

量；并建立 RP-HPLC 法同时测定菊黄口服液中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酸、

3,5-二咖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 8 种化学成分的量，采用 Odyssil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乙腈-0.05%
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脱，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325 nm。结果  TLC 鉴别方法能特征地鉴别枸杞子和制

黄精，斑点均清晰，阴性无干扰；总多糖定量测定回归方程 A＝0.057 8 C＋0.032 5（r＝0.999 1，n＝8），线性范围为 26.15～
196.13 mg/mL，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9.82%，所测 6 批样品中总多糖的质量浓度在 157.74～166.49 mg/mL；RP-HPLC 定量测

定时，8 种化学成分在测定范围内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 8），平均回收率在 99.18%～101.06%，RSD 在 0.79%～

1.91%；6个批次样品中8种成分的质量浓度分别为新绿原酸102.9～142.6 μg/mL、绿原酸488.6～563.8 μg/mL、隐绿原酸58.9～
71.6 μg/mL、咖啡酸 240.7～326.1 μg/mL、木犀草苷 228.6～302.7 μg/mL、3,4-二咖啡酰奎宁酸 398.0～485.4 μg/mL、3,5-二咖

啡酰奎尼酸 184.1～203.1 μg/mL、4,5-二咖啡酰奎宁酸 476.2～561.8 μg/mL。结论  TLC 鉴别方法简单易行；总多糖及 8 种

化学成分定量测定的方法简单、准确、重现性好，可用于菊黄口服液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菊黄口服液；HPLC；总多糖；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酸；3,5-二咖

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 
中图分类号：R28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15)12 - 1779 - 06 
DOI: 10.7501/j.issn.0253-2670.2015.12.013 

Research on quality control method for Juhuang Oral Liquid 

LI Chun-xue1, ZHANG Chen1, WANG Chang-sheng2, ZENG Rui2, QU Yan1 
1. College of Pharmac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2. Institute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 for Juhuang Oral Liquid (JOL)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Methods  TLC was used to identify Lycii Fructus and Polygonati Rhizoma in JOL.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detemination of total polysaccharide, HPLC was used to simultaneously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neochlorogenic 
acid, chlorogenic acid, cryptochlorogenic acid, coffeic acid, galuteolin, 3,4-dicaffeoylquinic acid, 3,5-dicaffeoylquinic acid, and 
4,5-dicaffeoylquinic acid. The Odyssil C18 (250 mm × 4. 6 mm, 5 μm) column was used. The mobile phase was acetonitrile-0.05% 
phosphoric acid solution in gradient elution, at the flow rate of 1.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325 nm. Results  The 
iden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Lycii Fructus and Polygonati Rhizoma by TLC were distinct and the spots were clear,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easy to recognize. When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ate the total polysaccharide content,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A = 0.057 8 C + 0.032 5 (r = 0.999 1, n = 8). The linear with its absorbance in the range of 26.15—196.13 mg/mL,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as 99.82%. The average content of the total polysaccharide in JOL from six batches is 157.74—166.49 mg/mL. 
When RP-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ight chemical components , the compounds showed a good linearity（r ≥ 0.999 8）in the 
determination range.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between 99.18%—101.06% with RSDs between 0.79%—1.91%. Th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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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from the six batches showed neochlorogenic acid 102.9 — 142.6 μg/mL, chlorogenic acid 488.6 — 563.8 μg/mL, 
cryptochlorogenic acid 58.9—71.6 μg/mL, coffeic acid 240.7—326.1 μg/mL, galuteolin 228.6—302.7 μg/mL, 3,4-dicaffeoylquinic acid 
398.0—485.4 μg/mL, 3,5-dicaffeoylquinic acid 184.1—203.1 μg/mL, and 4,5-dicaffeoylquinic acid 476.2—561.8 μg/mL. Conclusion  
TLC identification method is simple.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total polysaccharide and chemical components is simple, accurate, 
and with a good repeatability. It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JOL. 
Key words: Juhuang Oral Liquid; HPLC; total polysaccharide; neochlorogenic acid; chlorogenic acid; cryptochlorogenic acid; coffeic 
acid; galuteolin; 3,4-dicaffeoylquinic acid; 3,5-dicaffeoylquinic acid; 4,5-dicaffeoylquinic acid 
 

糖尿病性干眼症是由糖尿病性眼表病变演变而

来，主要表现为眼疲劳、异物感、干涩感、烧灼感、

眼胀感、眼痛感、畏光、眼红 8 大主要症状[1]。因

此，深入开展预防和治疗干眼症的研究具有重大临 
床指导意义。菊黄口服液由菊花 Chrysanthemi Flos、
制黄精 Polygonati Rhizoma、枸杞子 Lycii Fructus、
北沙参 Glehniae Radix 4 味药材组成，为医院临床验

方，具有清热祛风、养阴润目的功效，用于治疗糖

尿病性干眼症，经长期临床使用效果良好。 
方中 4 味中药均含有多糖，其中菊花作为君药

可益肝明目，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

的功效，用于风热感冒、头痛眩晕、目赤肿痛、眼

目昏花、疮痈肿毒等症，而多糖是菊花水溶性成分

中主要成分之一[2]，应用其配伍的中医经验方剂治

疗干眼疗效显著[3]；黄精多糖为制黄精主要活性成

分[4]，对糖尿病及其实验性干眼症有明显疗效[5]；

枸杞多糖为枸杞子主要活性成分，对体外培养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的保护作用[6]；北沙参作为扶正药，

具有养阴润肺、祛痰止咳等功效，含有多糖类、香

豆素类、磷脂等多种有效成分[7]。君药菊花中化学

成分的定量测定研究中[8]，新绿原酸、绿原酸、隐

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宁酸、

3,5-二咖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宁酸 8 种有效

成分同时测定的方法还未见报道。故本实验采用苯

酚-硫酸法测定制剂中总多糖的量，建立 RP-HPLC
同时测定 8 种药效成分量的方法，并对本品中枸杞

子和制黄精进行 TLC 鉴别，以期为菊黄口服液的质

量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提高该产品的质量可控性。 
1  仪器与材料 

TU-1901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

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Waters 2695 型高效液相

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包括四元泵、在线脱气

机、自动进样器、2996 型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和

Empower 色谱工作站；MSA225s 型电子分析天平，

德国 Sartorius 公司。 
无水葡萄糖（批号 110833-200904）、绿原酸（批

号 110753-200413）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质量分数均大于 98%；咖啡酸（批号 121128）、新绿

原酸（批号 MUST-12113001）、3,4-二咖啡酰奎尼酸（批

号 MUST-12041114）、3,5-二咖啡酰奎尼酸（批号

MUST-14011201）、隐绿原酸（批号MUST- 12113002）、
4,5-二咖啡酰奎尼酸（批号 MUST-12081803）购于成

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分数均大于 98%；

枸杞子（批号 121072-201410），黄精（制，批号

121553-201202）均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乙

腈为色谱纯（欧森巴克），水为乐百氏纯净水，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菊黄口服液样品，批号 140601、
140602、140603、140701、140702、140703，由成都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制剂室制备。 
2  方法与结果 
2.1  定性鉴别 
2.1.1  枸杞子的 TLC 鉴别  取本品 20 mL，用醋酸乙

酯振摇提取 2 次，每次 20 mL，合并醋酸乙酯液，浓

缩至 2 mL，作为供试品溶液。取缺枸杞子阴性制剂，

同法制成阴性对照溶液。另取枸杞子对照药材 1 g，
加水 30 mL，加热煮沸 15 min，放冷，滤过，滤液用

醋酸乙酯 30 mL 振摇提取，合并醋酸乙酯液，浓缩至

1 mL，作为对照药材溶液。照《中国药典》2010 年

版一部附录 VI B TLC 法试验，吸取上述 3 种溶液 5～
6 μL，分别点于同一高效硅胶 GF254薄层板上，以醋

酸乙酯-三氯甲烷-甲酸（3∶2∶1）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晾干，置紫外光灯（365 nm）下检视。供试品

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

的荧光斑点，且阴性无干扰，见图 1-A。 
2.1.2  黄精的 TLC 鉴别  取本品 20 mL，蒸干，残

渣加乙醇 20 mL 超声处理 30 min，滤过，滤液蒸干，

残渣加乙醇 1 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取缺

制黄精阴性制剂，同法制成阴性对照溶液。另取制

黄精对照药材 2 g，加乙醇 20 mL 超声处理 30 min，
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乙醇 1 mL 使溶解，作为

对照药材溶液。照《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一部附录

VI B TLC 法试验，吸取上述 3 种溶液各 2 μL，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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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于同一高效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三氯甲烷-甲醇

（12∶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10%
硫酸乙醇溶液，在 105 ℃加热至斑点清新。供试品

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

色的斑点，且阴性无干扰。见图 1-B。 

  

1～3-供试品  4-对照药材  5-阴性对照 
1—3-sample  4-reference medicinal materials  5-negative control 

 
图 1  菊黄口服液中枸杞子 (A) 和制黄精 (B) 的 TLC 图 

Fig. 1  TLC of Lycii Fructus (A) and Polygonati Rhizoma (B) 
in JOL 
 
2.2  总多糖定量测定 
2.2.1  对照品溶液配制  精密称取 105 ℃干燥至

恒定质量的无水葡萄糖对照品 10.46 g 置 10 mL 量

瓶中，加水溶解并定容至刻度，即得质量浓度为

1.046 g/mL 的葡萄糖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配制  吸取 100 mL 菊黄口服液

（批号 140702），置分液漏斗中，加入 1/4 体积三氯

甲烷和 1/16 的正丁醇，震荡静止，收集上清液。上

清液重复脱蛋白数次，直至用考马斯亮蓝 G-250 检

测至无蛋白为止，用活性炭脱色，浓缩至 50 mL 置

磁力搅拌器上，搅拌（500 r/min）同时加无水乙醇

使含醇量达 80%，继续搅拌 10 min，4 ℃静置过夜，

4 000 r/min 离心 10 min，倾去上清液，沉淀再加无

水乙醇溶液适量，搅匀，4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弃去上清液，挥干乙醇，残渣用水溶解并转入用水

溶解并转移到 1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

即得。 
2.2.3  最大吸收波长选择  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

多糖的量。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以及

以蒸馏水作空白的阴性样品溶液各 1.0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加水至 2.0 mL，再加入 5%苯酚

1.0 mL 和浓硫酸 5.0 mL，摇匀，置沸水中水浴 30 
min，取出冰浴 10 min 后室温放置 10 min，采用

TU-1901 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进行扫描，扫

描波长为 450～800 nm，结果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

在 620 nm 处有最大吸收，且阴性对照液吸收值为

0.001（＜0.005），说明阴性对照液对样品的测定无

干扰，见图 2。 
 

 
 
 

图 2  菊黄口服液的 UV 光谱图 
Fig. 2  UV chromatograms of JOL 

 
2.2.4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溶

液 0（空白）、0.2、0.4、0.6、0.8、1.0、1.5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加水至 2.0 mL，再加入 5%苯

酚 1.0 mL 和浓硫酸 5.0 mL，摇匀，置沸水中水浴

30 min，取出冰浴 10 min 后室温放置 10 min，采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在 620 nm 处测定吸光度（A）
值，以葡萄糖质量浓度（C）为横坐标，A 值为纵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 A＝0.057 8 C＋
0.032 5（r＝0.999 1，n＝8）。结果表明，葡萄糖对

照品溶液质量浓度在 26.15～196.13 mg/mL 与 A 值

呈良好的关系。 
2.2.5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批纯化后多糖的

供试品溶液 1.0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加水至

2.0 mL，分别在显色 0、1、2、3、5、8 h，按“2.2.4”
项下方法操作，于 620 nm 下测 A 值，结果 RSD 为

1.26%，表明该方法稳定性良好。 
2.2.6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溶液

1.0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加水至 2.0 mL，按

“2.2.4”项下方法操作，于 620 nm 下测 A 值，连续

测定 6 次，结果 RSD 为 0.98%，表明该方法精密度

良好。 
2.2.7  重复性试验  分别精密吸取 5 份同一批纯化

后多糖的供试品溶液 1.0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

加水至 2.0 mL，按“2.2.4”项下方法操作，于 620 nm
下测 A 值，结果 RSD 为 1.22%，表明该方法重复性

良好。 
2.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吸取已测定的纯化后

A B 

500          600          700           800
λ/nm 

对照品 

供试品 

阴性样品 

1 2 3 4 5 1 2 3 4 5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6 卷 第 12 期 2015 年 6 月 ·1782· 

多糖的供试品溶液（批号 140702）0.5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中，共 9 份，按对照品加入量为样品中质

量分数的 80%、100%、120%加入葡萄糖对照品，

加水至 2.0 mL，按“2.2.4”项下方法操作，于 620 nm
下测 A 值，结果总多糖平均回收率为 99.82%，RSD
为 1.27%。 
2.2.9  样品测定  取 6批菊黄口服液（批号 140601、
140602、140603、140701、140702、140703），每个

样品平行 2 份，按“2.2.2”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

分别取各个供试品溶液 1.0 mL 于 10 mL 具塞试管

中，加水至 2.0 mL，再加入 5%苯酚 1.0 mL 和浓硫

酸 5.0 mL，摇匀，置沸水中水浴 30 min，取出冰浴

10 min 后室温放置 10 min，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法在 620 nm 处分别测得其 A 值，根据回归方程，

计算总多糖的量，结果平均值为 158.19、159.78、
164.54、165.03、166.49、157.74 mg/mL。 
2.3  8 种成分的测定 
2.3.1  色谱条件  Odyssil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乙腈-0.05%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梯

度洗脱：0～13 min，10%～13%乙腈；13～18 min，
13%～15%乙腈；18～22 min，15%～18%乙腈；22～
25 min，18%～20%乙腈；25～35 min，20%～22%
乙腈；35～45 min，22%～25%乙腈；体积流量为

1.0 mL/min；检测波长为 325 nm；柱温为 30 ℃；

进样量 10 μL。 
2.3.2  混合对照品溶液配制  取新绿原酸、绿原酸、

隐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

酸、3,5-二咖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对照

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10 mL 棕色量瓶中，加 50%
甲醇溶液配制成含新绿原酸 0.170 mg/mL、绿原酸

0.678 mg/mL、隐绿原酸 0.086 mg/mL、咖啡酸 0.392 
mg/mL、木犀草苷 0.363 mg/mL、3,4-二咖啡酰奎尼

酸 0.582 mg/mL、 3,5-二咖啡酰奎尼酸 0.301 
mg/mL、4,5-二咖啡酰奎尼酸 0.674 mg/mL 的混合

对照品溶液。 
2.3.3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量取菊黄口服液（批

号 140702）1.0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 50%甲醇

溶解，超声处理 10 min，定容，摇匀，微孔滤膜（0.22 
μm）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3.4  阴性供试品溶液制备  按处方比例称取除菊

花以外的其余药味，按制备工艺分别制成缺菊花的

阴性样品，按“2.3.3”项下方法制备，制成阴性供

试品溶液。 

2.3.5  专属性试验  精密吸取上述混合对照品溶

液、供试品溶液及阴性供试品溶液各 10 μL，按

“2.3.1”项下方法测定，结果样品中新绿原酸、绿原

酸、隐绿原酸、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

尼酸、3,5-二咖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色

谱峰的保留时间与对照品一致，8 种目标成分分离

度良好，并且阴性供试品溶液对预测成分测定无干

扰，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专属性。色谱图见图 3。 

 

 

 
 
 

1-新绿原酸  2-绿原酸  3-隐绿原酸  4-咖啡酸  5-木犀草苷  6-3,4-
二咖啡酰奎尼酸  7-3,5-二咖啡酰奎尼酸   8-4,5-二咖啡酰奎尼酸 
1-neochlorogenic acid  2-chlorogenic acid  3-cryptochlorogenic acid  
4-coffeic acid  5-galuteolin  6-3,4-dicaffeoylquinic acid  7-3,5- 
dicaffeoyl quinic acid  8-4,5-dicaffeoylquinic acid  
图 3  混和对照品 (A)、菊黄口服液样品 (B) 和缺菊花阴性

样品 (C) 的 HPLC 色谱图 
Fig. 3  HPLC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A), JOL 
sample (B), negative sample without Chrysanthemi Flos (C)  
2.3.6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2.3.2”项下

混合对照品溶液用 50%甲醇逐级稀释 2、4、8、10、
16 倍得到系列混合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 6 个质量

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各 10 μL，按“2.3.1”项下

方法测定。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Y），进样质

量浓度为横坐标（X），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及相关系数（r）；并以 10 倍信噪比确定定量限，3
倍信噪比确定检测限，结果见表 1。 
2.3.7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3.2”项下混合对

照品溶液 10 μL，按“2.3.1”项下方法测定，连续

进样 6 次，测得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

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酸、3,5-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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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8 种化学成分的线性方程、r、线性范围 
Table 1  Regression equations, r, and linearity ranges of eight constituents 

成分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mg∙mL−1) 检测限/(ng∙mL−1) 定量限/(ng∙mL−1)

新绿原酸 Y＝3.4×106 X－3 107.4 0.999 9 0.011～0.170 6.35 22.17 

绿原酸 Y＝2.8×106 X－8 772.2 0.999 8 0.042～0.678 2.89  5.13 

隐绿原酸 Y＝5.3×106 X－4 816.9 0.999 9 0.005～0.086 6.67 20.32 

咖啡酸 Y＝2.9×106 X－2 105.1 0.999 9 0.025～0.392 5.72 15.29 

木犀草苷 Y＝2.4×106 X＋1 930.6 0.999 9 0.023～0.363 2.59  9.86 

3,4-二咖啡酰奎尼酸 Y＝2.2×106 X－1.4×105 0.999 9 0.036～0.582 2.51  7.24 

3,5-二咖啡酰奎尼酸 Y＝2.6×106 X－4.0×104 0.999 8 0.019～0.301 2.13  6.91 

4,5-二咖啡酰奎尼酸 Y＝3.1×106 X－1.8×105 0.999 8 0.042～0.674 2.94  8.45 
 
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

为 0.55%、0.63%、0.94%、1.25%、1.02%、0.79%、

1.21%、0.58%，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8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批号 140702）供试

品溶液，分别于 0、2、4、6、8、12、24 h 按“2.3.1”
项下方法测定，测得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

咖啡酸、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酸、3,5-二咖

啡酰奎尼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峰面积的 RSD 分

别为 0.69%、0.91%、1.25%、1.40%、1.17%、0.88%、

1.39%、1.52%，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性良好。 
2.3.9  重复性试验  精密吸取菊黄口服液样品（批

号 140702）1.0 mL，共 6 份，按“2.3.3”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方法测定，计算

上述 8 种成分质量浓度的 RSD 分别为 0.82%、

1.19%、1.85%、1.66%、1.41%、1.02%、1.81%、0.89%，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3.10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测定的样品（批号

140702）0.5 mL，共 9 份，分别按对照品加入量为

样品中质量分数的 80%、100%、120%精密加入混

合对照品溶液适量，分别按“2.3.3”项下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方法测定，计算回收

率，结果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酸、

木犀草苷、3,4-二咖啡酰奎尼酸、3,5-二咖啡酰奎尼

酸、4,5-二咖啡酰奎尼酸的平均回收率在 99.18%～

101.06%，RSD 在 0.79%～1.91%。 
2.3.11  样品测定  取 6 批菊黄口服液样品（批号

140601、140602、140603、140701、140702、140703），
每个样品平行 2 份，按“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按“2.3.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行测定，

根据标准曲线回归方程计算，得出 6 个批次样品中

8 种成分的质量浓度分别为新绿原酸 102.9～142.6 
μg/mL、绿原酸 488.6～563.8 μg/mL、隐绿原酸

58.9～71.6 μg/mL、咖啡酸 240.7～326.1 μg/mL、木

犀草苷 228.6～302.7 μg/mL、3,4-二咖啡酰奎宁酸

398.0～485.4 μg/mL、3,5-二咖啡酰奎尼酸 184.1～
203.1 μg/mL、4,5-二咖啡酰奎宁酸 476.2～561.8 
μg/mL，结果见表 2。 

3  讨论 
3.1  TLC 鉴别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 TLC 法对其处方组成药味枸杞子

和制黄精进行了定性分析，通过方法筛选[9-10]，结 
 

表 2  6 批样品中 8 种成分的定量测定 (n = 2) 
Table 2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eight constituents in six batches of samples (n = 2) 

质量浓度/(μg∙mL−1) 
批号 

新绿原酸 绿原酸 隐绿原酸 咖啡酸 木犀草苷 3,4-二咖啡酰奎尼酸 3,5-二咖啡酰奎尼酸 4,5-二咖啡奎尼酸

140601 102.9 494.9 67.5 280.9 264.7 421.7 184.1 521.6 

140602 130.1 518.7 64.3 276.9 291.1 405.4 194.3 501.9 

140603 132.2 490.1 64.0 254.8 284 2 430.9 185.3 499.8 

140701 132.4 504.2 60.3 265.2 251.9 435.2 203.1 510.7 

140702 142.6 563.8 71.6 326.1 302.7 485.4 191.7 561.8 

140703 117.7 488.6 58.9 240.7 228.6 398.0 193.4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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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采用该鉴别方法简单易行，具有分离度好、重复

性好、专属性强的特点，能特征地鉴别枸杞子和制

黄精，斑点均清晰，阴性无干扰。 
3.2  定量测定指标的选择 

方中菊花、制黄精、枸杞子、北沙参 4 味中药

均含多糖，临床功效及生物活性明确，故确定多糖

为菊黄口服液的质控指标之一，同时采用 HPLC 法

测定制剂中君药菊花中新绿原酸、绿原酸等 8 种有

效成分的量，可有效控制原药材的质量。 
3.3  多糖定量测定时前处理方法的选择 

在多糖的定量测定中应排除单糖及其他水溶性

成分的影响，目前多糖提取纯化最常用的是水提醇

沉以排除小分子物质、单糖及寡糖等的干扰，Sevage
法脱蛋白、活性炭脱色等，但是在样品前处理过程

中操作繁琐，容易产生误差，影响实验结果，所以

更应操作规范，以减少误差。 
3.4  多糖定量测定方法的选择 

多糖的定量测定是目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苯

酚-硫酸法测总多糖的量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经

典方法，适用于对单糖、寡糖以及均多糖的测定[11]，

但复方制剂中多糖的来源更复杂，因此本实验选择

该方法对菊黄口服液总多糖测定是对菊黄口服液质

量进行初步评价。 
3.5  HPLC 定量检测时色谱条件的选择 

本实验考察了甲醇-水、乙腈-水系统，结果发

现乙腈-水系统干扰较小且分离效果较好，且梯度洗

脱过程中基线平稳，因此选择乙腈-水系统。为了改

善峰形，把流动相调整为弱酸性，提高分离度。本

实验还对检测波长（348、327、325 nm）进行比较，

结果 325 nm 下各峰丰度较高，故选择 325 nm 为其

检测波长。此外，对柱温、体积流量、进样量等色

谱参数进行优化最终确定色谱条件。 
本实验通过对菊黄口服液中枸杞子和制黄精进

行 TLC 鉴别，并采用苯酚-硫酸法对菊黄口服液中

总多糖的量进行测定，同时建立 RP-HPLC 对君药

菊花中 8 种成分定量测定的方法，从定性鉴别以及

总多糖与 8 种化学成分定量测定的角度，以期综合

评价和控制菊黄口服液制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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