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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的 HPLC-UV 指纹图谱和质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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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建立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中皂苷类化合物的 HPLC-UV 指纹图谱，采用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统

计学分析研究，同时结合标定化合物的测定，以期为常春藤属植物的药用质量评价提供参考。方法  Unitary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2%磷酸水溶液（B）；二元高压梯度洗脱；检测波长 205 nm；体积流量 1 mL/min；

进样量 20 μL；柱温 25 ℃。结果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2004A）”标定了 17 份常春藤属样品的

12 个共有指纹峰，计算其相似度在 0.715～0.992；通过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初步判断洋常春藤的综合药用质量

要优于其他品种。结论  建立的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筛选高质量的常春藤原料以及进行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药材的质量评

价与控制，同时可为制定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药用质量评价研究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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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UV fingerprint and medicin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saponins from plant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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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HPLC-UV fingerprint of saponins from the plant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using cluster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s to do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libration compou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edicinal quality evaluation on the plant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Unitary C18 column (250 mm × 4.6 mm, 3 μm); The mobile phase 

was a mixture of acetonitrile-0.2% phosphoric acid solution; The elution mode was binary high pressure gradient system;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05 nm; The flow rate was 1 mL/min;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20 μL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 Results  Using the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o 

calibrate 12 common peaks of 17 sample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and calculate their similarity between 0.715—0.992;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s that the medicinal quality of ivy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varietie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by analysis of 

cluster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Conclusion  The HPLC-UV fingerprint can be used to screen the high quality raw material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and do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meantime, it can be used to provide a new reference of 

studying on the medicinal quality evaluation for the plants of varieties of Hedera heli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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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藤属 Hedera L. 植物是五加科多年生常绿

攀援藤本植物，原产于欧洲、亚洲和北非等地。常

春藤属植物品种和变种很多，其中洋常春藤 Hedera 

helix L. 已经被欧洲药典和英国药典收录为植物药，

用于治疗哮喘、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系统疾病[1-3]；中华

常春藤H. nepalensis K. Koch. var. sinensis(Tobl.) Re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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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一种传统的药用植物，也有 2 000 多年的应用

历史，在很多中医著作中都详细记载了以其为主的中

医选方[4]；此外，还有加拿列常春藤 H. canariensis K. 

Koch、革叶常春藤 H. colchica K. Koch 和海波尼亚常

春藤 H. haiboniya K. Koch 等多个品种及其变种[5]。常

春藤属植物作为一种传统的药用植物，其药用价值和

功效已经被欧洲国家所接受[6-7]，现阶段的研究表明常

春藤属植物主要功能成分是皂苷类化合物，其中量较

高的是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8-9]，且欧洲药

典和英国药典收录常春藤作为植物药，主要评价标准

就是常春藤干燥叶片中常春藤皂苷 C 不低于 3%[1]。 

虽然常春藤属植物品种和变种很多，但大多数

品种作为观赏植物在我国境内已经引种栽培成功，

并且有很多品种已经进行商品化繁殖栽培[10-11]，然

而国内外却没有对它们的药用质量以及主要功能成

分进行统一的比较评价。因此，充分利用国内丰富

的常春藤资源，开展常春藤属植物药用价值的研究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欧洲药典和英国药典收

录洋常春藤为植物药的主要部位是叶片[1]，本研究

通过收集国内已经商品化繁殖的洋常春藤品和与其

相近的加拿列常春藤种资源的新鲜叶片，利用HPLC

建立一种可靠、稳定、重现性好的常春藤皂苷类化

合物指纹图谱，并通过外标法计算常春藤皂苷 C 和 α-

常春藤皂苷的量，结合统计学分析方法为分析评价洋

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的药用质量提供参考依据[12-14]。 

1  材料与仪器 

1.1  材料 

样品在 2014 年 3 月采集于湖南、山东、江苏、

上海等地，经湖南农业大学钟晓红教授鉴定为洋常

春藤及其栽培品的新鲜叶片，洗净后置于 60 ℃鼓

风干燥箱中干燥至恒定质量，粉碎后密封备用。样

品信息详见表 1。 

表 1  样品信息表 

Table 1  Samples infromation 

编号 产地 品种名称 编号 产地 品种名称 

S1 湖南长沙 洋常春藤 H. helix S6 山东潍坊 大青叶常春藤 H. helix ‘Daqingye’ 

S5 山东潍坊 洋常春藤 S11 江苏宿迁 大青叶常春藤 

S10 江苏宿迁 洋常春藤 S14 上海 大青叶常春藤 

S2 湖南长沙 日本常春藤H. helix ‘Conglomerata’  S9 山东潍坊 飞机叶常春藤 H. helix ‘Pedata’ 

S3 湖南长沙 金边常春藤 H. helix ‘Gold Child’ S17 上海 飞机叶常春藤 

S7 山东潍坊 金边常春藤 S13 江苏宿迁 菱叶常春藤 H. helix ‘Sagittaefolia’ 

S12 江苏宿迁 金边常春藤 S16 上海 菱叶常春藤 

S4 湖南长沙 小叶花叶常春藤 H. helix ‘Chicagu’ S15 上海 花叶加拿列常春藤H. canariensis ‘Variegata’

S8 山东潍坊 小叶花叶常春藤    

 

1.2  仪器 

Shimadzu 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 Shimadzu 

SPD20A 检测器、Shimadzu SIL20A 自动进样器、

Shimadzu LCSolutions 工作站；Milli-Q 超纯水仪；

电子天平；超声波清洗器；鼓风干燥箱。 

1.3  试剂 

乙腈（色谱纯），磷酸（色谱纯），超纯水，甲

醇（分析纯）。对照品常春藤皂苷 C（批号

CTGC20130311 ） 和 α- 常 春 藤 皂 苷 （ 批 号

CTZG20120820）均购自南京春秋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质量分数均大于 98%。 

2  方法 

2.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常春藤干燥叶片粉碎后过 80 目筛。精密称

取叶片粉末 1.00 g 置于 250 mL 圆底烧瓶中，先加

入 80%甲醇 50 mL，回流提取 1 h，冷却后滤过，回

收滤渣后再加入 80%甲醇 30 mL，回流提取 30 min，

冷却后滤过，合并滤液并定容至 100 mL，摇匀，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供试品溶液。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分别加甲醇配制成质量

浓度为 2.04 mg/mL 常春藤皂苷 C 和 2.16 mg/mL α-常

春藤皂苷对照品溶液，4 ℃保存备用。 

2.3  色谱条件 

色谱柱：Unitary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乙腈（A）-0.2%磷酸水溶液（B）；

二元高压梯度洗脱：0～5 min，10%～13% A；5～

10 min，13%～20% A；10～45 min，20%～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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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0 min，50%～60% A；50～60 min，60%～100% 

A。检测波长 205 nm；体积流量 1 mL/min；进样量

20 μL；柱温 25 ℃。 

2.4  指纹图谱方法学考察 

2.4.1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S1），按

照“2.3”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检测指纹图

谱，利用中国药典委员会主持开发的“中药色谱指

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4A）”进行相似度评价，

结果相似度均＞0.9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符合

指纹图谱的要求。 

2.4.2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样品 S1），

按照“2.3”项下色谱条件分别在 0、3、6、12、24、

48 h 进样，检测指纹图谱，结果显示各色谱峰的相

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无明显变化，用“中药色

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4A）”进行相似度

评价，结果相似度均＞0.99，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48 h

内稳定，符合指纹图谱的要求。 

2.4.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粉末6份（样品S1），

按“2.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照“2.3”项下

色谱条件进样检测，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

价系统（2004A）”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相似度均＞

0.99，表明该方法重现性好，符合指纹图谱的要求。 

2.5  常春藤皂苷类化合物指纹图谱的建立 

分别取 17 份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样品粉末，

按“2.1”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照“2.3”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记录图谱。利用“中药色

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生成常春藤皂苷类化

合物 HPLC 指纹图谱，标定了 12 个共有指纹峰，

结果见图 1。其中利用 HPLC 测定并结合对照品加

样，标定了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所对应的

成分，即峰 7 为常春藤皂苷 C 的色谱峰，峰 12 为 α-

常春藤皂苷的色谱峰，见图 2。 

 

7-常春藤皂苷 C  12-α-常春藤皂苷 

7-hederacoside C  12-α-hederin 

图 1  常春藤属植物皂苷类化合物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of saponins from plants of Hedera L. 

 

图 2  常春藤属植物皂苷对照品色谱图 

Fig. 2  HPLC of reference substances of saponins from 
plants of Hedera L. 

2.6  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的测定 

为分析不同样品中标定成分的质量分数，对各

标定成分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分别将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对照品溶液梯度稀释成 5 份，按

照“2.3”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以质量为横坐标

（X），峰面积为纵坐标（Y）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

程为常春藤皂苷 C：Y＝4×106 X＋117 439，线性范

围为 2.5～41.0 μg，r 为 0.999 3；α-常春藤皂苷：

Y＝9×106 X＋7 399.1，线性范围为 2.7～43.0 μg，r

为 0.999 9。 

3  结果与分析 

3.1  常春藤皂苷类化合物指纹图谱相似度计算与

评价 

采用中国药典委员会“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

度评价系统（2004A）”比较 17 份样品的色谱图和

计算相对保留时间，设置 S1 为参照指纹图谱，采

用多点校正后进行自动匹配，得到对照图谱（R），

结果见图 3。 

17 份样品图谱的相似度是以 R 为基准，取平均

数计算的方法得出，其相似度计算结果分别为

0.988、0.962、0.926、0.907、0.941、0.937、0.956、

0.969、0.955、0.976、0.835、0.958、0.895、0.798、

0.992、0.715、0.856。由此结果分析可知，17 份样 

 

图 3  17 份常春藤属植物样品 HPLC-UV 指纹图谱 

Fig. 3  HPLC-UV Fingerprint of 17 samples from Heder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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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色谱图中 S11、S13、S14、S16 和 S17 的相似度

结果低于 0.9，其他样品相似度较高，该结果表明不

同品种的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叶片中皂苷类化合

物成分类型基本相同，但各成分量之间有差异，这

种差异从直观上很难区分开来。因此，在分析评价

其药用质量时需要进一步从量化指标以及采用统计

学分析方法来比较分析。 

3.2  聚类分析 

将 17 份样品 HPLC 图谱中 12 个共有峰的峰面

积值标准化，组成 17×12 阶原始数据矩阵，运用

SPSS 19.0 数据统计软件，选用组间连接聚类方法，

利用余弦法作为样品的测度，对其进行系统聚类分

析，聚类结果见图 4。 

由树状聚类图分析可知，首先当类间距离在

10～15 时，可以聚为 3 类，S10 为一类，S1、S3

为一类，其他为一类；其次当类间距离在 5～10 之

间时，S6、S7、S8、S9、S12、S14、S17 为一类，

S11、S13、S16 为一类，S2、S4、S15 为一类。根

据以上聚类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17 份样品的差异

主要体现为地域和品种 2 大类，且地域要比品种差

异明显，如 S1、S5、S10 为不同产地的洋常春藤叶

片样品，它们各属一类；S6、S7、S8、S9 均采自山

东潍坊，它们聚为一类；而 S15 作为与其他样品同

属不同种的单一样品却没有单独聚为一类，可能是

因为 S15 样品中所含皂苷类化合物的种类与含量均

与洋常春藤及其栽培品种相同且没有太大差异而导

致的。 

3.3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综合评价药材品质的一种统计

方法，采用 SPSS 19.0 数据统计软件对 17 份样品 

 

 

图 4  17 份常春藤属植物样品聚类分析图 

Fig. 4  Cluster analysis of 17 samples from Hedera L. 

的 12 个共有峰峰面积进行主成分分析，由表 2 分

析结果可以看出，第 1 成分的贡献率为 36.954%，

第 2 成分的贡献率为 29.077%，第 3 成分的贡献率

为 12.441%，第 4 个成分的贡献率为 11.734%，前 4 

个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 90.205%，可见前 4 

个成分足以说明该数据的变化趋势，完全符合主成

分分析的要求，故取前 4 个主成分作为数据分析的

有效成分。 
表 2  4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贡献率 

Table 2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 of four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4.434 36.954 36.954 

2 3.489 29.077 66.031 

3 1.493 12.441 78.472 

4 1.408 11.734 90.205 

 

进一步通过将各特征向量中心化和标准化

后，17 份样品主成分得分如图 5 所示，第 1 主成

分得分最高的为 S1 和 S3，第 2 主成分得分最高

的为 S10，第 3 主成分得分最高为 S5，第 4 主成

分得分最高为 S5。因此，通过以上分析结果可以

得出 4 个主成分得分最高的分别是来源于不同产

地的洋常春藤叶片，这就说明虽然不同品种洋常

春藤及其栽培品种叶片中皂苷类化合物成分类型

相似，但从综合药用质量评价，还是洋常春藤叶

片的药材品质最佳，这也与聚类分析中不同产地

的洋常春藤叶片样品分别聚为一类相对应。 

3.4  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的测定结果分析 

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是常春藤叶片

中量较高、药理活性好的 2 种皂苷类化合物，很多

欧洲学者都对它们的药理活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欧洲药典和英国药典收录洋常春藤作为植物药，

它们也被列为主要检测指标[1,6,8]。本研究采用对

照品外标法对 17 份常春藤属植物样品中常春藤

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的量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见表 3。 

通过结果分析可以看出，17 份常春藤属样品中

常春藤皂苷 C 的量差异并不明显，样品 S4 量最高

为 6.58%，而量最低的 S16 也达到 5.06%，完全符

合欧洲药典和英国药典中常春藤皂苷 C 量不低于

3%的入药指标。另外各个样品之间虽然 α-常春藤皂

苷的量也存在差异，但却无明显的变化规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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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7 份洋常春藤属植物样品 4 个主成分的排序坐标图 

Fig. 5  Coordinate diagram of four principal components in 17 samples from Hedera L. 

表 3  17 份常春藤属植物样品中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

皂苷量测定结果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hederacoside C and α-hederin in 

17 samples from Hedera L. 

质量分数/% 
编号 

常春藤皂苷 C α-常春藤皂苷 

S1 6.39 1.88 

S2 6.19 0.83 

S3 6.30 0.78 

S4 6.58 1.32 

S5 5.86 1.68 

S6 5.88 1.05 

S7 5.83 0.71 

S8 5.36 0.76 

S9 6.25 0.70 

S10 5.56 1.68 

S11 5.08 1.80 

S12 6.53 0.63 

S13 5.25 0.85 

S14 6.02 0.89 

S15 6.10 1.74 

S16 5.06 1.84 

S17 5.65 1.74 

 

探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常春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

苷在生物合成过程中存在紧密联系，α-常春藤皂苷可

能是常春藤皂苷 C 生物合成的前体化合物，并且该结

果与欧洲药典和英国药典没有同时把 α-常春藤皂苷

的量作为收录标准相符合。由此说明，从常春藤皂苷

C 量这一单一指标来看，国内引种栽培或商品化繁殖

的常春藤属植物药用质量与洋常春藤非常接近。 

4  讨论 

常春藤作为植物药已被研制生产为糖浆、片

剂、栓剂、滴剂以及泡腾片等成药剂型[6]，生产常

春藤提取物并进入欧洲市场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筛选高品质常春藤药材原料是常春藤提取物系列

产品开发及产业化实施进程的重中之重。本研究充

分利用国内丰富的常春藤属植物资源，参考欧洲药

典和英国药典的评价指标，重点考察了洗脱梯度对

各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相为乙腈（A）-0.2%

磷酸水溶液（B），二元高压梯度洗脱为 0～5 min，

10%～13% A；5～10 min，13%～20% A；10～45 

min，20%～50% A；45～50 min，50%～60% A；

50～60 min，60%～100% A 时，基线平稳，各组

分峰峰型良好，分离度好。 

综合比较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以及常春

藤皂苷 C 和 α-常春藤皂苷的检测结果，选用的 17

份常春藤属植物材料中，不同地区的洋常春藤药用

质量要略高于其他品种。当然，国内还有很多本研

究过程中未能收集到的常春藤属植物的品种资源，

如中华常春藤、革叶常春藤及加那列常春藤等，本

研究为进一步分析评价它们的药用价值及皂苷类化

合物测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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