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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何首乌 HPLC 指纹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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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不同产地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的 HPLC 指纹图谱。方法  采用 HPLC 法建立不同产地 16 批何

首乌药材的指纹图谱，色谱条件为 Extend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以乙腈-0.1%甲酸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

脱，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280 nm，通过 Matlab 软件对共有峰面积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时对 16 批何首乌中的二

苯乙烯苷进行测定。结果  16 批何首乌的相似度在 0.936～0.998，说明不同产地何首乌样品质量稳定。同时确定了 18 个共

有峰，并通过 HPLC/Q-TOF/MS 对何首乌共有峰进行定性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与相似度分析结果一致，同时二苯乙烯苷量

与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致。结论  该方法简便、可靠，可为何首乌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指导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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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fingerprint on roots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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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fingerprint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root of Polygonum multiflorum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China. Methods  A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Agilent extend C18 chromatographic column (250 
mm × 4.6 mm, 5 μm) with gradient elution. 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formic acid water solution (0.1%). And 
the mobile phase was at flow rate of 1.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at 280 nm. HPLC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s of 
16 batches of crude material of the roots of P. multiflorum were analyzed. Chemometric methods including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CA) were used through the software of Matlab for common peaks. And the content of 
2,3,5,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glucoside was determined by HPLC. Results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16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between 0.936 and 0.998. Thi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roots of P. multiflorum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China was stable. Eighteen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by HPLC/Q-TOF/MS. The results of FCA and CA were consistent 
with similarity evaluation. The content of 2,3,5,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glucoside was consistent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loading factors.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reliable, and it can provide a standard and guida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roots of P. multiflorum. 
Key words: Polygonum multiflorumThunb.; HPLC; fingerprint; HPLC/Q-TOF-MS; 2,3,5,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glucoside 
 

何首乌为蓼科（Polygonaceae）植物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的干燥块根。有生首乌

和制首乌之分。生首乌苦泄性平兼发散，具有解毒消

痈、润肠通便、截疟的功能。制首乌味甘厚性温，具

有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筋骨的作用[1]。现代

研究表明，何首乌中主要含有二苯乙烯苷、蒽醌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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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类等活性成分[2]，其中二苯乙烯苷因具有抗衰老、

降低胆固醇、提高免疫功能、防止动脉硬化、保护肝

脏[3]等作用，故《中国药典》中将其作为何首乌定量

的控制标准。何首乌主产于贵州、四川、云南、湖北、

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河南等地，规格等级复杂，

加之采收时间、炮制加工、贮存等因素的制约，故在

功效、作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仅凭个别化学成分的

量难以全面反映药材的质量，目前，有很多文献研究

何首乌的指纹图谱，但是仍然存在共有峰数目较少、

不能全面地评价何首乌的质量，缺乏对共有峰进行定

性等问题。本实验以 HPLC 法建立何首乌的 HPLC 指

纹图谱，并应用主成分分析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同

时采用HPLC/Q-TOF-MS和对照品对照对何首乌共有

峰进行归属，用于全面评价何首乌的质量。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Agilent1290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 1260 DAD 检

测器；Agilent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 1260 DAD
检测器；Waters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 2998PDA
检测器；Triple Q-TOF 5600 质谱仪（AB 公司），配

备电喷雾离子源系统，岛津高效液相 LC-20AD；电

子天平 AY220（0.1 mg，江苏省金坛市金城国胜实

验仪器厂），DK-S22 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精密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 
1.2  药材和试剂 

16 批生何首乌药材 Polygoni Multiflori Radix 由
贵州昌昊中药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产地见表 1。经 

表 1  样品来源 
Table 1  Sources of samples 

编号 产地 
S1 贵州省余庆县敖溪镇 
S2 贵州省赫章县平山乡 
S3 贵州省施秉县牛大场镇 
S4 湖北省罗田县九资部镇 
S5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上巳村 
S6 湖北省黄山县石镇 
S7 四川省北川县 
S8 广西省南丹县城关龙五坡脚镇 
S9 浙江省临江市瑞口镇 

 S10 贵州省威宁县小海镇 
 S11 贵州省普安县 
 S12 重庆市丰都县 
 S13 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 
 S14 贵州省瓮安县 
 S15 湖南省江华县 
 S16 广东省高州市 

南京中医药大学段金廒教授鉴定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 的干燥块根。 
二苯乙烯苷、大黄素甲醚、大黄素对照品购自

中 国 食 品 药 品 检 定 研 究 院 ， 批 号 分 别 为

110844-201310、110758-201415、110756-200110；
乙腈为色谱纯（美国 Merck 公司），甲醇为色谱纯

（江苏汉邦公司），甲酸为色谱纯（美国 ACS 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及质谱条件 
2.1.1  色谱条件 Agilent Extend 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检测波长 280 nm；柱温 30 ℃；

体积流量 1.0 mL/min；进样量 10 μL，流动相为 0.1%
甲酸溶液（A）-乙腈（B）；梯度洗脱条件为 0～30 
min，8%～30% A；30～55 min，30%～70% A；55～
65 min，70%～80% A；65～70 min，80%～100% A；

70～75 min，100% A；75～80 min，100%～8% A；

80～85 min，8% A。 
2.1.2  质谱条件  采用TOF MS-IDA-MS/MS模式，

ESI 负离子模式，扫描范围 m/z 100～1 200，喷雾电

压 4 500 eV，离子源温度 500 ℃，气帘气（CUR N2）

0.20 MPa，雾化器（GS1 N2）0.38 MPa，辅助气 0.38 
MPa，去簇电压（DP）80 eV IDA 条件下设置：碰

撞电压（CE）35 eV，碰撞电压差（CES）15 eV，

开启动态背景扣除。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2.2.1  二苯乙烯苷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二

苯乙烯苷对照品 11.85 mg，置 50 mL 量瓶中，加乙

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即得。 
2.2.2  大黄素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大黄素

对照品约 8.25 mg，置 10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即得。 
2.2.3  大黄素甲醚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大

黄素甲醚对照品 4.50 mg，置 100 mL 量瓶中，加甲

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即得。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四号筛）约 0.3 g，精密称定，

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75%甲醇 30 mL，称定

重量，加热回流 45 min，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75%
甲醇补足损失的质量，摇匀，静置，上清液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稳定性试验  取何首乌样品，按供试品溶液

的制备方法制备，分别于 0、2、4、8、12、16 h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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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测定，考察色谱峰相似度的一致性，利用中

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研究版（2012）进行相

似度评价。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

积 RSD 均＜3%，表明 16 h 内供试品溶液的成分是

稳定的。 
2.4.2  精密度试验  取何首乌样品，按供试品溶液

制备方法制备溶液，依法连续进样 6 次，利用中药

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研究版（2012），进行相似

度评价。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

RSD 均＜3%，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3  重复性试验  取何首乌样品，按供试品溶液

制备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依法检测，利

用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研究版（2012），进
行相似度评价。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

峰面积 RSD 均＜3%，表明重复性良好。 
2.5  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的测定 

取何首乌粉末 0.2 g，按照《中国药典》2010
年规定方法[1]测定 16 批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量，

其结果都达到了《中国药典》2010 年版要求，结

果见表 2。 

表 2  16 批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量 
Table 2  Content of 2,3,5,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 

glucoside of 16 batches of samples 

样品 质量分数/% 样品 质量分数/% 
S1 2.51 S9 3.18 
S2 3.86 S10 3.85 
S3 3.41 S11 5.30 
S4 2.86 S12 2.42 
S5 5.69 S13 3.32 
S6 3.18 S14 4.74 
S7 3.63 S15 2.52 
S8 2.37 S16 2.11 

2.6  何首乌药材指纹图谱的建立 
取 16 批何首乌，按照“2.3”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2.6.1  共有峰的确定  根据 16 批何首乌药材高效

液相分析，发现 18 个共有峰，构建了何首乌 HPLC
色谱图的特征指纹图谱，作为何首乌鉴别的依据，

由于二苯乙烯苷在各批次何首乌中均有出现，分离

度良好且峰面积较大，故选择二苯乙烯苷（11 号峰）

作为参照峰，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相对峰面积结

果见表 3 和 4。 

表 3  共有峰相对峰面积 

Table 3  Relative peak areas of common peaks 

峰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1 0.022 0.006 0.009 0.009 0.011 0.006 0.006 0.015 0.009 0.012 0.004 0.038 0.007 0.004 0.018 0.047

 2 0.074 0.067 0.061 0.045 0.060 0.071 0.036 0.202 0.088 0.102 0.046 0.097 0.063 0.046 0.094 0.165

 3 0.019 0.016 0.009 0.018 0.011 0.010 0.009 0.031 0.009 0.015 0.010 0.011 0.007 0.010 0.019 0.052

 4 0.123 0.018 0.022 0.045 0.027 0.054 0.050 0.216 0.030 0.027 0.009 0.065 0.011 0.013 0.046 0.088

 5 0.007 0.010 0.010 0.005 0.010 0.004 0.004 0.041 0.005 0.010 0.005 0.002 0.008 0.004 0.011 0.004

 6 0.073 0.008 0.045 0.066 0.041 0.102 0.050 0.083 0.083 0.011 0.060 0.069 0.035 0.050 0.046 0.027

 7 0.031 0.090 0.045 0.023 0.058 0.032 0.015 0.173 0.036 0.082 0.024 0.028 0.058 0.032 0.081 0.060

 8 0.044 0.015 0.009 0.023 0.009 0.022 0.020 0.027 0.016 0.011 0.014 0.026 0.008 0.013 0.027 0.013

 9 0.045 0.068 0.077 0.333 0.181 0.127 0.082 0.333 0.121 0.045 0.033 0.048 0.046 0.024 0.068 0.029

10 0.013 0.020 0.013 0.035 0.016 0.033 0.015 0.051 0.024 0.017 0.016 0.026 0.013 0.016 0.010 0.008

1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2 0.024 0.095 0.093 0.097 0.100 0.137 0.087 0.055 0.104 0.078 0.050 0.090 0.101 0.045 0.108 0.054

13 0.344 0.079 0.156 0.164 0.164 0.090 0.304 0.043 0.124 0.093 0.138 0.351 0.224 0.099 0.069 0.054

14 0.103 0.056 0.036 0.045 0.053 0.020 0.085 0.030 0.030 0.059 0.032 0.128 0.132 0.033 0.044 0.026

15 0.122 0.017 0.032 0.027 0.028 0.025 0.057 0.020 0.023 0.011 0.026 0.120 0.049 0.026 0.035 0.034

16 0.058 0.009 0.018 0.011 0.015 0.010 0.014 0.016 0.005 0.007 0.009 0.028 0.030 0.012 0.019 0.008

17 0.325 0.092 0.164 0.174 0.144 0.066 0.262 0.028 0.098 0.209 0.063 0.245 0.120 0.050 0.174 0.118

18 0.242 0.077 0.091 0.045 0.095 0.040 0.150 0.018 0.071 0.104 0.052 0.139 0.099 0.034 0.097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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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Table 4  Relative peak areas of common peaks 

峰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1 0.117 1 0.117 1 0.117 1 0.117 1 0.117 2 0.117 1 0.117 1 0.117 0 0.117 2 0.117 1 0.117 0 0.117 1 0.117 1 0.117 1 0.117 2 0.117 1
 2 0.138 2 0.138 2 0.138 5 0.138 3 0.138 3 0.138 5 0.138 2 0.138 1 0.138 2 0.138 4 0.138 4 0.138 2 0.138 3 0.138 3 0.138 2 0.137 9
 3 0.165 8 0.165 8 0.165 8 0.165 8 0.165 8 0.165 7 0.165 9 0.165 9 0.165 7 0.165 6 0.165 8 0.165 7 0.165 6 0.165 8 0.165 9 0.165 9
 4 0.205 3 0.205 4 0.205 3 0.205 4 0.205 4 0.205 3 0.205 4 0.205 3 0.205 2 0.205 3 0.205 4 0.205 3 0.205 1 0.205 2 0.205 3 0.205 3
 5 0.392 7 0.393 0 0.393 1 0.393 3 0.393 0 0.393 0 0.393 1 0.392 4 0.392 4 0.392 9 0.392 7 0.392 5 0.392 8 0.392 6 0.392 3 0.392 2
 6 0.487 7 0.487 3 0.488 3 0.487 9 0.487 9 0.487 9 0.487 5 0.487 4 0.487 6 0.492 7 0.492 6 0.487 4 0.487 6 0.487 7 0.487 9 0.488 2
 7 0.495 7 0.498 3 0.497 7 0.497 2 0.497 8 0.497 8 0.497 2 0.497 4 0.497 5 0.497 3 0.497 4 0.497 2 0.497 4 0.497 6 0.497 7 0.497 5
 8 0.729 6 0.729 9 0.729 7 0.729 4 0.729 6 0.730 4 0.730 0 0.730 0 0.730 4 0.729 9 0.730 0 0.730 4 0.730 5 0.730 0 0.728 5 0.726 8
 9 0.798 1 0.798 2 0.798 1 0.798 1 0.798 0 0.798 0 0.798 2 0.798 0 0.798 1 0.798 0 0.798 1 0.798 4 0.798 0 0.798 0 0.798 1 0.797 9
10 0.960 8 0.961 7 0.961 4 0.961 1 0.961 1 0.960 9 0.960 7 0.960 5 0.960 7 0.960 9 0.961 0 0.960 9 0.960 4 0.960 7 0.960 7 0.960 5
11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000 0
12 1.048 8 1.049 5 1.048 8 1.048 9 1.048 7 1.048 6 1.048 9 1.048 4 1.048 3 1.048 8 1.049 0 1.049 0 1.048 7 1.048 9 1.048 9 1.048 8
13 1.730 5 1.730 0 1.729 6 1.730 2 1.730 5 1.730 4 1.730 7 1.730 7 1.731 0 1.731 0 1.731 1 1.730 8 1.730 4 1.730 9 1.730 6 1.730 1
14 1.897 5 1.897 0 1.896 8 1.897 1 1.897 6 1.897 5 1.897 7 1.897 7 1.897 9 1.897 8 1.897 7 1.897 4 1.897 1 1.897 6 1.897 4 1.897 1
15 1.951 6 1.951 1 1.950 5 1.951 0 1.951 4 1.951 5 1.951 9 1.951 9 1.9522 1.952 0 1.951 9 1.951 6 1.951 3 1.951 9 1.951 7 1.951 2
16 2.096 2 2.095 7 2.095 4 2.095 6 2.096 1 2.096 2 2.096 4 2.096 5 2.097 0 2.096 5 2.096 4 2.096 1 2.095 7 2.096 4 2.096 3 2.095 7
17 2.761 2 2.760 7 2.760 6 2.760 8 2.761 4 2.761 4 2.761 5 2.761 3 2.761 8 2.761 6 2.761 4 2.761 0 2.760 3 2.761 4 2.761 4 2.760 6
18 3.319 1 3.318 7 3.318 8 3.318 5 3.319 1 3.319 2 3.319 3 3.319 3 3.319 9 3.319 5 3.319 4 3.318 7 3.318 0 3.319 1 3.319 0 3.318 2

  
2.6.2  共有峰的归属  采用对照品对照和参考文

献中的质谱一级、二级数据和色谱保留行为[4-6]，共

确定了 11 个共有峰代表的化学成分，其中 11、17、
18 号峰采用对照品对照确定为二苯乙烯苷、大黄素、

大黄素甲醚。4、6、9、12、13、14、15、16 号峰通

过质谱鉴定为没食子酸、儿茶素、2,3,5,4′-四羟基二

苯乙烯-2,3-二-O-β-D-葡萄糖苷、polygonimitin B、大

黄素-1-O-葡萄糖苷、大黄素-8-O-(6′-O-丙二酰)-β-D-
葡萄糖苷、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甲

醚-8-O-(6′-O-丙二酰)-β-D-葡萄糖苷。结果见表 5。 

表 5  共有峰的化学成分推测 
Table 5  Specul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of common peaks 

峰号 tR/min ESI−离子(m/z) 碎片离子 (m/z) 成分推定 
4 3.65 169 [M－H]− 125 [M－H－CO2]− 没食子酸 
6 8.76 289 [M－H]− 271 [M－H－H2O]− 儿茶素 
9 15.48 567 [M－H]− 243 [M－H－2Glu]−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3-二-O-β-D-葡萄糖苷

11 18.01 405 [M－H]− 243 [M－H－Glu]− 二苯乙烯苷* 
12 19.03 417 [M－H]− 255 [M－H－Glu]− polygonimitin B 
13 31.60 431 [M－H]− 269 [M－H－Glu]− 大黄素-1-O-葡萄糖苷 
14 34.38 517 [M－H]− 473 [M－H－CO2]− 

269 [M－H－CO2－CH2CO－Glu]−
大黄素-8-O-(6′-O-丙二酰)-β-D-葡萄糖苷 

15 35.64 445 [M－H]− 283 [M－H－Glu]− 
268 [M－H－Glu－CH3]− 
240 [M－H－Glu－CH3－CO]− 

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 

16 38.12 531 [M－H]− 283 [M－H－malonyl－Glu]− 大黄素甲醚-8-O-(6′-O-丙二酰)-β-D-葡萄糖苷 
17 50.35 269 [M－H]− 241 [M－H－CO]− 

225 [M－H－CO2]− 
大黄素* 

18 60.68 283 [M－H]− 241 [M－H－CH2－CO]− 大黄素甲醚* 
*为经过对照品对照确定的成分 
*identified components by reference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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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相似度计算及对照指纹图谱的生成  经实

验得到 16 批何首乌指纹图谱，见图 1，将 16 批

何首乌药材样品指纹图谱的 AIA 数据文件导入中

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研究版（2012），进行

相似度计算，设置样品 S7 图谱为参照图谱，对照

图谱生成方法采用中位数法，时间窗宽度为 0.1，
自动匹配，生成对照指纹图谱，见图 2，其相似

度结果见表 6。 

 
图 1  16 批何首乌指纹图谱 

Fig. 1  HPLC-fingerprint of 16 batches of samples 

 
11-二苯乙烯苷  17-大黄素  18-大黄素甲醚 

11-2,3,5,4′-tetrahydroxy stilbene-2-O-β-D-glucoside  17-emodin  18-physcion 

图 2  何首乌对照指纹图谱 
Fig. 2  Reference-fingerprint for 16 batches of samples 

表 6  16 批何首乌相似度计算结果 
Table 6  Similarity of 16 batches of samples 

样品 相似度 样品 相似度 
S1 0.951 S9 0.997 
S2 0.993 S10 0.992 
S3 0.998 S11 0.992 
S4 0.974 S12 0.972 
S5 0.996 S13 0.992 
S6 0.991 S14 0.989 
S7 0.980 S15 0.994 
S8 0.936 S16 0.985  

2.6.4  何首乌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与 16 批何首乌

生成的对照指纹图谱比较，各批的何首乌样品的相似

度在 0.936～0.998，表明各批何首乌样品的质量相对

稳定，从图 1 可以看出不同产地何首乌的化学成分基

本一致，从共有峰面积 RSD 可以看出共有峰峰面积

差异较大，表明各成分量有所差异。从表 6 可以看出，

样品 S1、S4、S7、S8、S12 相似度相对较低，其他样

品相似度相对较高，其中样品 S8 相似度最低。 
2.6.5  何首乌样品主成分分析  为了更加合理地评价

何首乌的品质，对何首乌共有峰峰面积主成分分析，

将 16 批何首乌样品的共有峰面积导入 MatlabR2014a
中，运用 zero-mean normalization 处理方法进行数据前

处理，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分别对应于 3 个最大特

征值的主成分 PC1、PC2、PC3，从方差贡献率来看，

PC1 贡献率为 70.3%，贡献率最大，包含的信息最多；

PC2 贡献率为 15.7%，PC3 贡献率为 7.7%，前 3 个主

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93.7%，所以对前 3 个主成分分析

已经能反映何首乌的基本特征。分别以第 1、第 2、第

3主成分建立坐标系，进行投影，得到16批样品的PCA
得分图（图 3），同时对 PC1 进行载荷图分析（图 4）。
用以反映不同样品间差异的主要元素。 

 
图 3  第 1、2 主成分投影图 

Fig. 3  Projection drawing of PC1 and PC2 

 

图 4  第 1 主成分载荷图 
Fig. 4  Loading diagram of P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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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4 可知，对主成分 PC1 贡献最大的因素是

11 号峰。从第 1、2 主成分投影图可以看出除了样品

S1、S7、S8、S12、S15、S16、S11、S14 之外，其余

样品聚集在一块，其中与其他药材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第 1 主成分上，其中样品 S1、S8、S12、S15、S16
在第 1 主成分的得分上较低，样品 S11、S14 得分较

高，得出结果与“2.5”项中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从三维得分图（图 5）可以看出样品 S8 为一类、

S1、S7、S12 为一类，其他为一类。分析结果和相

似度分析结果一致。也进一步验证了所建指纹图谱

的可靠性。 

 
图 5  何首乌第 1、2、3 主成分三维得分图 

Fig. 5  3D Diagram of PC1, PC2, and PC3 scores of samples 

3  讨论 
本实验对样品的提取溶剂、提取时间、提取方法

进行了考察，最终确定了“2.3”项下供试品溶液的制

备方法。同时对检测波长、色谱柱、流动相系统、梯

度条件、柱温进行了优选，最终确定了最优的色谱条

件[7-11]。同时本实验在指纹图谱的基础上创新性地采

用了 HPLC/Q-TOF/MS 法对共有峰进行了归属，运用

主成分分析、二苯乙烯苷测定对指纹图谱进行验证。 
本实验确定了何首乌指纹图谱中的 18 个共有峰，

并对部分共有峰进行定性分析，其中 4、6、9、11、12、
13、14、15、16、17、18 号峰得出分别是没食子酸、

儿茶素、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3-二-O-β-D-葡萄糖

苷、二苯乙烯苷、polygonimitin B、大黄素-1-O-葡萄糖

苷、大黄素-8-O-(6′-O-丙二酰)-β-D-葡萄糖苷、大黄素

甲醚-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甲醚-8-O-(6′-O-丙二

酰)-β-D-葡萄糖苷、大黄素、大黄素甲醚。 
何首乌指纹图谱共有峰的保留时间差别较小，但

峰面积有较大差异，说明不同批次的同一化学成分的

量有所差别。不同批次的何首乌相似度 0.936～0.998，
表明不同产地的何首乌质量相对稳定，没有太大差异。

本实验中峰面积RSD 较大，但相似度较高，分析原因

可能是二苯乙烯苷峰面积过大，从而导致相似度较高。 
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样品 S1、S7、S12 为一

类，S8 为一类，其他样品为一类，其分析结果与

16 批样品相似度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实

验的合理与准确性。对第 1 主成分进行载荷图分析，

可以得出对此主成分贡献最大的峰为 11 号峰，即为

二苯乙烯苷，样品 S1、S8、S12、S15、S16 在第一

主成分的得分较低，样品 S11、S14 得分较高，与

二苯乙烯苷的测定结果一致。同时二苯乙烯苷的量

满足《中国药典》要求。 
研究表明本实验建立的方法简便、可靠，可为

综合评价何首乌质量提供指导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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