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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居群箭叶淫羊藿基于淫羊藿多苷成分的质量评价 

许  瑛，石慧君#，刘少雄，徐艳琴* 
江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4 

摘  要：目的  采用 HPLC 法对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16 个居群的花期样本进行测定，以期系统全面地评价箭

叶淫羊藿的质量，为其种质筛选和资源利用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 Zorbax SB-C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流动

相为乙腈-1.44%醋酸水溶液，体积流量 1.0 mL/min，柱温 25 ℃，检测波长 272 nm。结果  居群间质量差异显著，朝藿定 A、

朝藿定 B、朝藿定 C 和淫羊藿苷的变异范围分别为 1.00～16.64、1.00～17.21、1.00～76.21、1.00～46.19 mg/g。从淫羊

藿苷的量来看，仅 5 个居群（HBHF、HBLT、HNLS、HNZJ 和 JXWN）达到《中国药典》2010 年版标准，4 个居群低

于标准，7 个居群未检测到。结论  不同居群箭叶淫羊藿药材质量的稳定性和均一性均不理想，但 HNZJ、HBLT、HBHF

和 HNLS 居群质量优异，可作为规范化栽培的优异候选种质，同时，其生境也可为栽培基地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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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of Epimedium sagittatum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based on 
icariin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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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pimedium sagittatum and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screening germplasm 

as well a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s of main flavonoids, epimedins A−C, and icariin among 15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s of E. sagittatum and one population of E. sagittatum var. glabratum were assessed by HPLC.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 Zorbax SB-C8 column (250 mm × 4.6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was a mixture of 

acetonitrile-1.44% acet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in gradi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72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Results  Remarkable variations within and among the populations were observed in 

epimedin A (1.00 − 16.64 mg/g), epimedin B (1.00 − 17.21 mg/g), epimedin C (1.00 − 76.21 mg/g), and icariin (1.00 − 46.19 mg/g). As 

far as the content of icariin concerned, only five populations (HBHF, HBLT, HNLS, HNZJ, and JXWN) had acceptable quality 

recorded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four populations were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and seven populations were even lower than the 

detectability.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E. sagittatum should not be recorded in Chiese Pharmacopoeia 

indiscriminately, but the populations of HNZJ, HBLT, HBHF, and HNLS are outstanding and excellent, which were the best candidates 

for germplasm selection. Meanwhile, their habitat can als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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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Maxim. 为 小 檗 科 （ Berberidaceae ） 淫 羊 藿 属

Epimedium L. 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药

用植物之一，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已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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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叶淫羊藿与淫羊藿 E. breviconu Maxim.、柔毛淫羊

藿 E. pubescens Maxim. 和朝鲜淫羊藿 E. koreanum 

Nakai 共同作为中药淫羊藿的基源植物[1]。淫羊藿传

统用于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其在抗炎、抗衰老、提高免疫力、抑制肿瘤等

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2-9]。此外，淫羊藿花叶奇特艳

丽，地表覆盖能力较强，作为地被观赏植物具有广

阔的市场前景[10-13]。 

箭叶淫羊藿是淫羊藿属中分布最广、形态变异

最大的种，广泛分布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

福建、浙江、广东、贵州等省[14]。前期初步研究表

明，不同箭叶淫羊藿居群活性成分差异较大，质量

极不稳定[15-21]。但现有研究往往仅凭有限的几个样

本代表一个产地甚至整个物种，导致研究结论的片

面性和偶然性，对于变异异常丰富的箭叶淫羊藿，

样本的全面性尤为重要[17]。因此，全面系统地开展

箭叶淫羊藿不同居群活性成分量差异与质量评价研

究，对指导箭叶淫羊藿的合理利用、优良种质筛选

及产业化栽培具有重要意义。 

为排除采收期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所有

样本材料均于花期采收，同时，严格按照居群取样

策略，每居群采集 20～30 个个体（20 个个体以下的

全部采集），分析样本覆盖箭叶淫羊藿主要分布区的

16 个居群（含光叶变种 1 居群）。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测定其叶片中主要活性成分淫羊藿多苷的量，

即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对其进行质量评价，

为箭叶淫羊藿优质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1.1  材料 

样品经江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徐艳琴副教授

鉴定为箭叶淫羊藿 Epimedium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Maxim. 及光叶变种（JXSL），并于 2012 年

和 2013 年花期采自 16 个代表性产地（表 1），各

产区采集 20～30 个个体的叶片材料（但 JXWN、

HNLY、GDSG、GXQZ 和 JXWY 居群由于居群过

小或物候期影响仅采集到 5～16 份合格样本）。各

居群的代号、位置、海拔高度和经纬度等信息见

表 1。采集当年新发的成叶并保存于塑料网袋中，

阴干后避光室温保存。实验前将叶片于 60 ℃烘

干 4 h[22]，研磨成粉并过 40 目筛[1]，于干燥器中

避光保存，备用。 

1.2  仪器 

Agilent Technologies Series 1260 高效液相色谱

仪、Chem Station 工作站（Agilent 科技有限公司）；

CP124S 型万分之一电子天平（Sartorius 公司）；

KQ-300DE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表 1  箭叶淫羊藿和箭叶淫羊藿光叶变种采样信息 

Table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E. sagittatum and E. sagittatum var. glabratum 

居群 地理位置 海拔/m 经度 纬度 样本数量 采样时间 

AHHS 安徽省黄山市汤口镇 727 118°10.355′ 30°06.062′ 28 2012-04-21

GDSG 广东省韶关市乳源县大桥镇 290 113°08.673′ 24°59.633′ 16 2012-03-28

GXQZ 广西省全州县才湾镇 213 110°58.746′ 25°54.809′ 5 2013-03-30

HBHF 湖北省鹤峰县太平镇 1 236 109°49.864′ 29°46.973′ 30 2013-04-17

HBLT 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 93 115°17.998′ 30°54.353′ 27 2012-04-22

HNJH 湖南省江华县大路铺镇 235 111°33.490′ 25°06.636′ 20 2013-03-28

HNJS 湖南省吉首市保靖县夯沙乡 385 109°39.804′ 28°25.232′ 20 2013-04-12

HNJY 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 247 111°27.117′ 25°20.169′ 30 2013-03-29

HNLS 湖南省龙山县大安乡 1 087 109°40.544′ 29°32.158′ 31 2013-04-16

HNLY 湖南省浏阳市马家湾乡 163 113°26.359′ 28°06.281′ 8 2012-04-09

HNZJ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大树坳乡 360 109°27.997′ 27°29.694′ 28 2012-04-06

JXNF 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紫宵镇 133 116°19.733′ 27°03.102′ 27 2012-04-16

JXSL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南源镇 322 113°51.118′ 27°50.080′ 26 2012-04-14

JXWN 江西省武宁市宋溪镇 101 115°02.012′ 29°19.623′ 8 2012-04-17

JXWY 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 138 117°53.333′ 29°32.542′ 10 2013-05-02

ZJQZ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杨林镇 260 118°06.618′ 29°04.011′ 39 201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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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剂 

甲醇（色谱纯，美国 ACS 公司）；乙腈（色谱

纯，美国 ACS 公司）；乙醇（分析纯，天津市大茂

化学试剂厂）；乙酸（分析纯，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

厂）；对照品朝藿定 A（批号 120514）、朝藿定 B

（批号 120518）、朝藿定 C（批号 120601）和淫羊

藿苷（批号 120423）购于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质量分数均大于 98%。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Zorbax SB-C8（250 mm×4.6 mm，5 μm）色谱

柱；流动相为乙腈（A）-1.44%乙酸水溶液（B）；

梯度洗脱：0～10 min，20%～25% A；10～40 min，

25%～48% A；40～42 min，48%～20% A；42～44 

min，20% A；体积流量 1.0 mL/min；柱温 25 ℃；

检测波长 272 nm；进样量 5 μL。以上色谱条件下

的混合对照品及样品色谱图见图 1。  

 

1～3-朝藿定 A、B、C  4-淫羊藿苷 

1—3-epimedins A, B, C  4-icariin 

图 1  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混合对照品 (A) 及箭叶

淫羊藿样品 (B)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of epimedins 
A—C and icariin (A) and sample of E. sagittatum (B)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适量对照品朝藿

定 A、B、C 和淫羊藿苷，分别加入甲醇配制成 1 

mg/mL 的储备液，经 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低温避光保存。储备液使用前用甲醇稀释。 

2.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 50.0 mg 的样品

粉末，加入 5 mL 70%乙醇，混合，超声 30 min，冷

却至室温后涡旋 20 s，经 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 

2.3  方法学考察 

2.3.1  线性关系考察  将“2.2.1”项下对照品储

备液用甲醇配制 7 个质量浓度梯度的溶液，其中，

朝藿定 A 溶液的质量浓度为 10～200 ng/μL，朝藿

定 B 和 C 质量浓度为 10～700 ng/μL，淫羊藿苷

质量浓度为 10～500 ng/μL。按“2.1”项下色谱

条件测定，进样 5 μL，进行 HPLC 分析。以对照

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峰面积为纵坐标（Y），

绘制标准曲线，r 均大于 0.999 6（表 2）。 

表 2  标准曲线方程和线性范围 

Table 2  Standard curvie equation and linear range 

对照品 标准曲线 线性范围/(ng·μL−1) r 

朝藿定 A Y＝4.035 X－7.636 5 10～200 0.999 8

朝藿定 B Y＝3.871 1 X＋7.050 3 10～700 0.999 6

朝藿定 C Y＝4.195 3 X－0.009 5 10～700 0.999 6

淫羊藿苷 Y＝4.614 X－1.211 8 10～500 0.999 9

 

2.3.2  精密度试验  将“2.2.1”项下对照品储备

液配制成 3 个质量浓度水平（250、130、80 ng/μL）

的溶液，连续进样 5 次，记录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 和淫羊藿苷的峰面积，计算 RSD。

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峰面积的 RSD 分别

为 1.32%、1.96%、2.38%和 2.46%，表明仪器精

密度良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分别于样品制

备后 0、2、4、8、12、24 h 进样 5 μL，记录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的峰面积并计算 RSD，分别

为 1.92%、2.36%、2.51%和 1.85%，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 24 h 内稳定。 

2.3.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样品，按“2.2.2”项平

行制备 5 份，同法制成供试品溶液，测峰面积，记

录朝藿定A、B、C和淫羊藿苷的峰面积并计算RSD，

分别为 1.87%、1.47%、2.66%和 2.59%，表明此法

重复性良好。 

2.3.5  加样回收率试验  回收率通过样品溶液中加

入对照品进行测定，在已知样品溶液中加入低、中、

高 3 个不同质量浓度（80、130、250 ng/μL）的对照

品溶液，混合均匀后，按供试品溶液提取方法进行

提取，测定并计算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加样

回收率。结果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的平均回

收率分别为 99.7%、101.7%、103.5%和 102.1%，RSD

小于 1.5%，表明测试结果准确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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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分析 

各居群淫羊藿多苷的平均量及居群内个体间的

标准差采用 SPSS 13.0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统计。为

考察主要生态因子对药材量积累的影响，SPSS 还用

于淫羊藿多苷量与经度、纬度和海拔的相关性分析。

居群间差异利用 MVSP 3.1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22]和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2.5  结果与分析 

2.5.1  淫羊藿多苷量的分布规律  从淫羊藿多苷

量在箭叶淫羊藿各居群中的分布来看，朝藿定 C

普遍存在且量最丰富，除 AHHS 外的其余居群均

检测到，且 GDSG、HNJY、HNLY、JXNF、JXSL

和 JXWY 居群只检测到朝藿定 C。淫羊藿苷量其

次，朝藿定 A 和朝藿定 B 最低。但 HNJS 和 ZJQZ

居群的朝藿定 C 与淫羊藿苷量相当，且都较低。

而 HBLT 居群最为特殊，是唯一表现为淫羊藿苷量

最高（23.68 mg/g），朝藿定 A（16.54 mg/g）和朝

藿定 B（17.21 mg/g）量其次，朝藿定 C 量最低（5.80 

mg/g）的居群，结果见表 3。 

2.5.2  居群间质量差异  从淫羊藿多苷各成分的量

及总量来看，箭叶淫羊藿居群间均呈现非常显著的

差异（表 3）。以淫羊藿苷为例，《中国药典》2010

年版标准为 0.5%，即 5 mg/g，16 个居群仅 HBHF、

HBLT、HNLS、HNZJ 和 JXWN 5 个居群达到标准，

质量分数为 11.52～46.19 mg/g，其余居群低于 5 

mg/g（GXQZ、HNJH、HNJS 和 ZJQZ）或低于检

测限（AHHS、GDSG、HNJY、HNLY、JXNF、JXSL

和 JXWY）。朝藿定 C 是箭叶淫羊藿中最丰富的成

分（AHHS 除外），且 GDSG、HNJY、HNLY、JXNF、

JXSL 和 JXWY 居群只含朝藿定 C。但居群间量差

异极大，从 1.88 mg/g（ZJQZ）到 76.21 mg/g（HNZJ），

相差 40.54 倍。其中 HNZJ、HNJH、HNLS、HNJY

和 HBHF 居群的朝藿定 C 量尤为突出（高于 44.15 

mg/g）。朝藿定 A 和朝藿定 B 在各居群内的量非常

接近，仅 7 个居群同时检测到，HBLT 和 HNZJ 居

群量相对较高，超过 13 mg/g，其余居群普遍较低

（＜6.13 mg/g）。 

参照裴利宽等[17]提出的淫羊藿多苷总量不低

于 1.3%的要求，则 AHHS、JXNF、HNLY、JXWY 

表 3  各居群箭叶淫羊藿淫羊藿多苷量的比较 

Table 3  Contents of each icariin in E. sagittatum and populations   

质量分数/(mg·g−1) 
居群 

朝藿定 A 朝藿定 B 朝藿定 C 淫羊藿苷 淫羊藿多苷 

AHHS — — — — — 

GDSG — — 27.33±20.79 — 27.33±20.79 

GXQZ 2.57±1.03 3.03±1.56 10.76± 3.72 3.28± 1.21 19.64± 4.00 

HBHF 6.12±1.83 6.13±1.95 44.15±16.62 19.05± 5.55 75.45±17.88 

HBLT 16.54±4.17 17.21±4.45 5.80± 2.23 23.68± 4.87 63.23± 7.59 

HNJH — — 61.31±42.81 1.59± 1.39 62.90±42.53 

HNJS 2.06±1.83 2.17±2.09 4.54± 3.69 4.32± 3.70 13.09± 3.13 

HNJY — — 45.25±21.46 — 45.25±21.46 

HNLS 5.11±1.34 5.44±1.72 50.28± 9.84 14.46± 4.10 75.29±19.38 

HNLY — — 4.01± 3.38 — 4.01± 3.38 

HNZJ 13.38±5.04 13.15±6.02 76.21±29.20 46.19±17.23 148.93±31.43 

JXNF — — 11.26±14.75 — 11.26±14.75 

JXSL — — 13.46± 8.30 — 13.46± 8.30 

JXWN 4.82±3.87 4.72±4.27 16.68±14.61 11.52±13.07 37.74±10.96 

JXWY — — 5.28± 1.45 — 5.28± 1.45 

ZJQZ — 1.15±1.44 1.88± 1.85 2.46± 2.57 5.48± 5.05 

“—”-低于检测限 

“—”-levels of all individual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inimum linear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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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ZJQZ 以外的居群均达标。但仅 5 个居群淫羊

藿苷的量达标，因此，淫羊藿苷的量成为影响箭

叶淫羊藿质量的瓶颈。综合淫羊藿苷和朝藿定 A、

B、C 和淫羊藿多苷总量，本研究的 16 个居群中，

HNZJ、HBLT、HBHF 和 HNLS 居群质量优异，

JXWN 居群其次，其余居群的淫羊藿苷量不符合

《中国药典》标准，AHHS 居群甚至不含任何一种

目标成分。 

2.5.3  PCA分析和聚类分析  PCA显示第 1主成分

和第 2 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 95.72%和 4.05%（图

2）。各居群的分布说明居群间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质量差异将 16 个居群箭叶淫羊藿大体分为 4 类，居

群 HNZJ 为第 1 类，朝藿定 C 和淫羊藿苷量高达

76.21 和 46.19 mg/g，为本研究中质量最优异的居

群。居群 HBLT 为第 2 类，是本研究中唯一表现为

淫羊藿苷量最高、朝藿定 C 量最低的居群，淫羊藿

多苷总量较高，质量优异。居群 HNLS、HBHF、

HNJY 和 HNJH 为第 3 类，这 4 个居群的朝藿定 C

量很高，均超过 44.15 mg/g，淫羊藿苷的量其次，

且朝藿定 C 量为淫羊藿苷量 2 倍以上。居群 JXWN、

GDSG、GXQZ、JXSL、HNJS、JXNF、JXWY、ZJQZ、

HNLY 和 AHHS 为第 4 类，淫羊藿多苷普遍较低，

甚至极低（AHHS），大部分以朝藿定 C 量为主。 

 

图 2  基于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量的箭叶淫羊藿 16
居群 PCA 分析 

Fig. 2  PCA for 16 populations of E. sagittatum based on 

content of epimedins A, B, C and icariin  

聚类分析获得与 PCA 分析一致的结果，将 16

个居群分为 A、B 和 C 3 大类（图 3）：A 类为居群

HNZJ，B 类为居群 HBLT，其余居群为 C 类，C 类

进而分为 C1和 C2 2 个亚类，C1 类包括居群 HNLS、

HBHF、HNJY 和 HNJH，C2 类包括居群 JXWN、

GDSG、GXQZ、JXSL、HNJS、JXNF、JXWY、ZJQZ、

HNLY 和 AHHS。 

 

图 3  基于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量的箭叶淫羊藿 16
居群聚类分析图 

Fig. 3  Cluster analysis on 16 populations of E. sagittatum 

performed based on contents of epimedins A, B, C, and 
icariin 

2.5.4  量与生境相关性分析  16 个居群的朝藿定

A、B、C 和淫羊藿苷量分别与经度、纬度和海拔高

度等主要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朝藿定

C 量与经度呈显著负相关（r＝−0.678，P＝0.004），

淫羊藿多苷量也与经度呈显著负相关（r＝−0.615，

P＝0.011），其余成分量均与经度、纬度和海拔不存

在显著相关性。 

3  讨论 

3.1  箭叶淫羊藿质量评价研究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采样时间

和样本代表性对测定结果的显著影响，统一花期取

样，严格按照居群取样策略，采样范围覆盖其主要

分布区，以剔除取样时间和样本缺陷对研究结果的

影响，全面系统地开展箭叶淫羊藿的质量评价。 

归纳分析现有研究，对箭叶淫羊藿得出以下几

个特征和结论：（1）朝藿定 C 为最丰富的成分，往

往高于或远高于其他成分[12,15]，与巫山淫羊藿 E. 

wushanense T. S. Ying、天平山淫羊藿 E. myrianthum 

Stearn、粗毛淫羊藿 E. acuminatum Franch 和柔毛淫

羊藿相似[14,23]。但不同于淫羊藿以朝藿定 B 量最丰

富[12,21]，这种组分比例差异对临床效果的影响值得

关注。（2）不同产地箭叶淫羊藿其质量差异巨大，

部分产地达到甚至远高于药典标准，但某些产地则

远低于用药标准[12,14-16,24]。本研究是箭叶淫羊藿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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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取样范围最广的研究，质量最优异的居群位于湖

北和湖南西部，其余居群主要或仅检测到量不等的

朝藿定 C。（3）安徽、广东和浙江产箭叶淫羊藿质

量尤为低劣，淫羊藿苷缺乏或量甚微，与前期研究

结果一致[14-16,25]。 

3.2  关于箭叶淫羊藿《中国药典》品种的讨论 

历版《中国药典》均收载了箭叶淫羊藿，但质

量评价研究表明，箭叶淫羊藿分布范围虽广，但产

地间差异极大，大量来源的药材资源其淫羊藿苷类

成分量低微，特别是资源量最大的安徽省，因此，

是否将箭叶淫羊藿保留为《中国药典》品种值得商

榷[16]。本研究证实，箭叶淫羊藿分布范围虽广，但

质量参差不齐，使用时应特别关注其产地来源，不

同产地药材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本研

究结果，提出箭叶淫羊藿的 3 个应用层次：（1）安

徽和浙江的箭叶淫羊藿因淫羊藿苷和淫羊藿多苷的

量普遍低微，不宜药用。（2）考虑到淫羊藿苷是箭

叶淫羊藿药材质量的瓶颈，大部分居群达不到《中

国药典》标准，不宜广泛使用。（3）湖北和湖南西

部产箭叶淫羊藿淫羊藿苷和淫羊藿多苷量均理想，

推荐重点开发利用。但目前药材流通过程中，要追

寻药材详细产地并指导相应药用方向还很难做到。 

3.3  对种质筛选的启示 

从淫羊藿苷和淫羊藿多苷的量来看，HNZJ、

HNLS、HBHF 和 HBLT 这 4 个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和湖北省的居群均较理想，是药材规范化栽培非常

优异的候选种质，可作为箭叶淫羊藿药用种质资源

筛选的重点，其生境也可为栽培基地的选择提供参

考。其中，HBLT 居群形态较为特殊，其叶片厚革

质，且根状茎非常粗壮[13,19]。从种植生产角度而言，

综合考虑产量、质量和扩繁（根茎无性繁殖），HBLT

居群是非常特殊和优异的药用种质资源，且由于其

较强的地表覆盖能力和特殊的叶形、叶色，适合作

为优良的地被观赏品种[12]。AHHS 居群不宜作为药

用，但该居群的叶形为典型的箭形，嫩叶多为具紫

色斑块的花色，观赏性强且地表覆盖性优异，宜作

为林下地被观赏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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