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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橙皮苷临床利用量的青皮品质评价研究 

徐玉玲，伍利华，李鹏程，朱红梅，伍蕊嗣，刘  涛* 
成都大学药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目的  通过橙皮苷的临床利用量对青皮的品质进行评价研究。方法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以橙皮苷提取转移率和

浸膏得率的总评归一值（OD）为因变量，加水量、提取时间为影响因素，利用星点设计 2 因素 5 水平试验，进行 2 次多项

式拟合，通过效应面法优选青皮提取工艺。并根据最佳提取工艺，在“真实量”以及提取转移率基础上，测定了市场上 11
批青皮中橙皮苷的临床利用量。结果  青皮的最佳提取工艺为加 24 倍量水，提取 3 次，每次 2.5 h，OD 预测值为 0.822 0，
验证值为 0.808 8，与预测值偏差为 1.61%。11 批青皮中橙皮苷的临床利用量大小与其量高低并非正相关。结论  建立的方

法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与临床实际利用情况相联系，为中药材品质评价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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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for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Viride based on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of hesperidin 

XU Yu-ling, WU Li-hua, LI Peng-cheng, ZHU Hong-mei, WU Rui-si, LIU Tao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Viride (CRPV) through the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of hesperidi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single-factor experiments,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CRPV was optimized by solvent volume 
and extraction tim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overall desirability value of extract yield and the extraction transfer rate of hesperidin as 
evaluation indexes.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was adopted to design a two factors-five levels table, and a quadratic-multinomial fitting 
was applied. Extraction process was select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the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of 11 batches of CRPV wa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real content and extraction transfer rate. Results  
Optimal extraction technology was as follows: extracted for three times with 24-folds of water, 2.5 h each time. The model-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ly measured values of overall desirability were 0.822 0 and 0.808 8, respectively, revealing a relative error of only 
1.61% between them. The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and the contents of hesperidin of 11 batches of CRPV was not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The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i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clinical 
practice, which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Key words: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Viride; real content;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hesperidin; quality evaluation 
 

青皮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um Viride为芸香

科（Rutaceae）柑橘属 Citrus L. 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幼果或未成

熟果实的果皮。其味苦、辛，性温，归肝、胆、胃

经；具有疏肝破气、消积化滞的功效，主治胸胁胀

痛、疝气疼痛、乳癖、食积气滞、脘腹胀痛等[1]。

橙皮苷是青皮的主要化学成分，约占总质量的 5%
以上，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如维持血管正常渗透压、

降低血管脆性、降低人体中胆固醇量、抗炎、抗菌、

抗过敏、降血压，抑制口腔癌、食道癌、大肠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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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癌变和抗病毒作用[2-4]。因此，《中国药典》2015
年版将橙皮苷作为青皮质量控制的指标[1]。 

在《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1]，青皮定量测定

的样品是全部通过 5 号筛，且含能通过 6 号筛不少

于 95%的药材细粉，而没有过筛的药粉或纤维所含

的橙皮苷量与药材细粉中测得的量可能并不完全一

样。有研究表明[5]，栀子和木蝴蝶原药材过筛粉末

与未过筛粉末指标成分量相差较大，苦参过筛与否

指标成分量基本无差异。基于此，本课题组在药材

“真实量”以及提取转移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药成

分临床利用量”的概念。“中药成分临床利用量”是

指药材在临床应用时，药材中的化学成分可被临床

使用时利用的量[6]。另外，据相关文献报道[7-9]，陈

皮中的有效成分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低，最高者不超

过 25%，低者仅有 3%左右，而目前对于青皮中橙

皮苷的提取转移研究甚少。 
本实验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采用星点设计-

效应面法[10-11]优选青皮的提取工艺，并在“真实量”

以及提取转移率的基础上对各地市场上流通的 11
批青皮药材采用橙皮苷临床利用量的方法对其品质

进行了考察，对研究其有效成分在临床上被实际利

用的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以青皮为例，对

其他药材的品质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1  仪器与材料 

P230 II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大连依利特分析仪

器有限公司；SQP Satorious 型电子天平，赛多利斯

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d＝0.01 mg；BS-6KH
型电子天平，上海友声衡器有限公司，d＝0.2 g；
FA2004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良平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生产，d＝0.1 mg；DZF-6050A 型真空干燥箱，北

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 
青皮药材购自各地大型药材市场及药房，经成

都大学刘涛研究员鉴定，除购自新疆温宿县福仁大

药房（产地安徽）的为芸香科柑橘属植物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的干燥幼果，其余的均为芸香科柑

橘属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a Blanco的未成熟果实的

果皮，见表 1。橙皮苷对照品，批号 140721，HPLC
测定质量分数＞98%，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甲醇为色谱纯，水为娃哈哈纯净水，其余试

剂均为分析纯。 
 

表 1  青皮药材来源 
Table 1  Origins of CRPV 

编号 样品 规格 批号 产地 购买地/公司 

 1 个青皮 厚片 20150906 安徽 新疆温宿县福仁大药房 

 2 四花青皮 丝 20150910 湖北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3 四花青皮 丝 20150823 湖南 湖南祁东县第二人民医院 

 4 四花青皮 统 20150811 贵州 贵州贵阳同德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5 四花青皮 统 20150725 广西 广西桂林 

 6 四花青皮 丝 20150827 云南 云南昆明云南白药大药房 

 7 四花青皮 统 20150821 四川 四川德阳德源堂零售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8 四花青皮 统 20150809 四川 四川简阳回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9 四花青皮 丝 20150801 四川 四川古蔺县永同药房 

10 四花青皮 丝 20150826 四川 四川宜宾仁和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11 四花青皮 统 20150525 四川 四川省成都荷花池中药材市场 
 
2  方法与结果 
2.1  橙皮苷的测定[1]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Hypersil ODS 2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43∶57）；
检测波长为 284 nm；进样量 10 μL；理论板数按橙

皮苷峰计算不低于 1 000。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橙皮苷对照品适量，

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含橙皮苷 0.28 mg/mL 的对照

品溶液，即得。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青皮水提液

（后文各提取操作所得水提液）1 mL 至 5 mL 量瓶

中，加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2.1.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橙皮苷对照品

溶液 1.0、2.0、3.0、4.0、5.0、6.0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分别制成含橙

皮苷 0.028、0.056、0.084、0.112、0.140、0.168 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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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品溶液，按照“2.1.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

进样 10 μL，测定峰面积。以峰面积为纵坐标（Y），
橙皮苷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得

回归方程为 Y＝16 355 X－10.8，r＝0.999 0，表明

橙皮苷在 0.028～0.168 mg/mL 线性关系良好。 
2.2  浸膏得率的测定 

精密量取青皮水提取液 100 mL，置于已干燥至

恒定质量的蒸发皿中蒸干，于 105 ℃干燥 3 h，置

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迅速精密称定，重复干燥、

冷却及称定操作，直至 2次称定质量相差小于 5 mg，
计算浸膏得率[11-12]。 

浸膏得率＝浸膏质量/药材总质量 

2.3  青皮药材中橙皮苷的测定 
取药材 40 g，精密称定，粉碎，过筛，收集过

筛后的全部药材细粉与未过筛的全部粉末，分别精

密称定其质量，并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青皮定量测定项下方法测定，结果见表 2（其中，

方法 1 为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规定，取过筛

后药材细粉测定，计算药材中橙皮苷量；方法 2 为

用过筛的粉末质量与未过筛的粉末质量根据其所占

的比例计算的橙皮苷量，即为药材中橙皮苷的真实

量）。 
结果表明，采用过筛与未过筛粉末所占的比例

计算的橙皮苷量，比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

仅取过筛后药材细粉测定的橙皮苷量低 1%左右，

编号为 9 号的样品甚至低 3%左右。同时，编号为

10 的样品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的方法测定则

橙皮苷量符合要求，但采用过筛与未过筛粉末所占

的百分比计算后得到的药材中橙皮苷量则不符合

《中国药典》2015 年版规定的要求（《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规定，青皮原药材中橙皮苷量不得低于 5%，

饮片中橙皮苷量不得低于 4%，编号为 1、2、3、6、
9、10 号的青皮为饮片），这将会对提取转移率的计

算产生一定的影响。故本实验在后续研究中，采用

青皮药材的真实量进行提取转移率的计算，即方法

2 所得的橙皮苷量。 
 

表 2  青皮药材粉碎后各部位质量及定量测定结果 (n = 3) 
Table 2  Content and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each part from CRPV after crushing (n = 3) 

编号 药材质量/g 
过筛部分 未过筛部分 橙皮苷量/% 

质量/g 所占比例/% 质量/g 所占比例/% 方法 1 方法 2 

 1 40.003 1 32.792 9 81.98  7.210 2 18.02 11.28 10.75 

 2 40.011 2 22.008 8 55.01 18.002 4 44.99  6.90  5.86 

 3 40.100 4 20.678 6 51.57 19.421 8 48.43  7.99  6.43 

 4 40.036 9 22.535 8 56.04 17.601 1 43.96 10.42  9.83 

 5 40.010 3 23.200 0 57.99 16.810 3 42.01 11.53 10.34 

 6 40.000 2 24.198 3 60.50 15.801 9 39.50 10.09  9.05 

 7 40.138 7 28.331 8 70.59 11.806 9 29.41  9.17  8.14 

 8 40.005 8 22.203 6 55.50 17.802 2 44.50  9.53  8.53 

 9 40.004 2 21.591 7 53.97 18.412 5 46.03  9.92  6.93 

10 40.001 7 23.401 7 58.50 16.600 0 41.50  4.67  3.72 

11 40.267 8 22.991 8 57.10 17.276 0 42.90 11.95 11.31 
 
2.4  单因素试验 
2.4.1  溶媒用量考察  青皮中含有大量黄酮类化合

物，橙皮苷属于其中的 1 种，常见的提取方法有水

提和醇提[13]，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已经采用乙醇

提取对其进行了研究，橙皮苷的提取转移率较低。

另外，由于水是临床上使用最广泛的溶媒，为研究

青皮的临床利用量，本实验采用水进行提取。 
称取药材（11 号）50 g，平行 9 份，分别加入

6、8、10、12、16、20、24、30、36 倍量水，提取

3 次，每次 1 h，合并提取液，滤过，测定其橙皮苷

提取转移率以及浸膏得率，结果见表 3。随着溶媒

用量的增加，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以及浸膏得率也在

不断增加，当溶媒用量达到 20 倍时，橙皮苷提取转

移率和浸膏得率基本趋于稳定，不再增加，因此选

择 20 倍的溶媒量。 
2.4.2  提取时间考察  称取药材（11 号）50 g，平

行 6 份，分别加入 20 倍量水，提取 3 次，每次提取

时间分别为 0.5、1.0、1.5、2.0、2.5、3.0 h，合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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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溶媒用量对橙皮苷提取转移率及浸膏得率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solvent volume on extraction transfer rate 
of hesperidin and extract yield 

溶媒用量/倍 橙皮苷提取转移率/% 浸膏得率/% 

 6  6.10 25.58 

 8  7.96 26.45 

10 10.04 26.95 

12 11.40 27.48 

16 14.20 29.07 

20 17.24 30.03 

24 17.02 30.04 

30 17.06 30.20 

36 17.19 30.13 
 
取液，滤过，测定其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以及浸膏得

率，结果见表 4。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橙皮苷提

取转移率以及浸膏得率也随之增加，当提取时间为

2.5 h 时，橙皮苷提取转移率较大，之后反而有下降

的趋势，而浸膏得率在 2.5 h 时趋于稳定，因此选择

提取时间为 2.5 h。 
2.4.3  提取次数考察  称取药材（11 号）50 g，平

行 5 份，分别加入 20 倍量水，分别提取 1、2、3、
4、5 次，每次提取时间为 2.5 h，合并提取液，滤过，

测定其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以及浸膏得率，结果见表

5。随着提取次数的增加，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以及浸

膏得率也随之增加，当提取次数为 3 次时，浸膏得

率增加的趋势有所减缓。结合工业生产的实际，以

及在实际操作中，提取次数过多会导致青皮药材煮

烂，同时由于提取次数为非连续变量，回归处理难

以实现，因此将提取次数定为 3 次。 
2.5  星点设计-效应面优化提取工艺 
2.5.1  星点试验设计与结果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

果，选取加水量（X1）10～30 倍、提取时间（X2） 
 
表 4  提取时间对橙皮苷提取转移率及浸膏得率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extraction transfer rate 
of hesperidin and extract yield 

提取时间/h 橙皮苷提取转移率/% 浸膏得率/% 

0.5 13.93 30.46 

1.0 15.82 30.80 

1.5 16.19 30.80 

2.0 16.99 30.82 

2.5 18.28 32.16 

3.0 17.98 32.12 

表 5  提取次数对橙皮苷提取转移率及浸膏得率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s on extraction transfer 
rate of hesperidin and extract yield 

提取次数/次 橙皮苷提取转移率/% 浸膏得率/% 

1  6.20  8.52 

2 12.70 21.16 

3 18.14 39.94 

4 20.83 40.75 

5 22.87 42.99 
 
1.5～3.5 h，提取次数为 3 次。根据星点设计的原理，

每因素设 5 水平，用代码值−α、−1、0、1、α 来表

示（2 因素设计的 α＝ 2 ）。代码值所表示的实际

操作物理量见表 6（所用样品为 11 号）。将考察指

标橙皮苷提取转移率（Y1）、浸膏得率（Y2）数值标

准化为 0～1 的归一值（d），并将 d 求算几何平均数，

得总评归一值（OD），OD＝(d1×d2×…×dk)1/k（k
为指标数），对取值越小越好的效应和取值越大越好

的效应，采用 Hassan 方法分别进行数学转换求其 d
（dmin和 dmax），dmin＝(Ymax－Yi)/(Ymax－Ymin)，dmax＝

(Yi－Ymin)/(Ymax－Ymin)[14-16]。而本实验要求 Y1 及 Y2

越高越好，结果见表 6。 
2.5.2  模型拟合  采用 Design-Expert V8.0.6.(1) 软
件，以各 OD 对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和 2 项式

拟合。得多元线性方程为 Y＝−0.452 55＋0.039 55  
X1＋0.117 85 X2，r＝0.859 5，P＜0.000 1；2 项式方

程为 Y＝−0.741 85＋0.101 01 X1－0.093 633 X2＋ 
 

表 6  星点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le 6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and results 

试验号 X1/倍 X2/h Y1/% Y2/% OD 

 1 12.93 (−1) 1.79 (−1) 11.85 33.33 0.35 

 2 27.07 (1) 1.79 (−1) 12.18 37.87 0.74 

 3 12.93 (−1) 3.21 (1) 20.06 33.63 0.43 

 4 27.07 (1) 3.21 (1) 21.96 40.92 0.99 

 5 10 (−α) 2.5 (0)  9.38 18.79 0.00 

 6 30 (α) 2.5 (0) 22.34 37.16 0.91 

 7 20 (0) 1.5 (−α) 15.49 32.99 0.55 

 8 20 (0) 3.5 (α) 18.06 39.46 0.79 

 9 20 (0) 2.5 (0) 16.17 36.25 0.64 

10 20 (0) 2.5 (0) 17.25 38.25 0.73 

11 20 (0) 2.5 (0) 17.39 37.32 0.72 

12 20 (0) 2.5 (0) 17.02 37.01 0.70 

13 20 (0) 2.5 (0) 17.13 36.14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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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466 64 X1X2－0.002 065 62 X1
2＋0.008 430 87 

X2
2，r＝0.965 0，P＜0.000 1。根据统计软件对各项

系数进行的 t 检验结果，删除 P＞0.05 的项后，再

进行 2 项式方程拟合，达到简化模型目的。所得方

程为 Y＝−1.219 36＋0.122 62 X1＋0.117 85 X2－

0.002 076 71 X1
2，r＝0.955 7，P＜0.000 1。从拟合

方程的 r 可见，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 r 较低，而多

元 2 项式拟合方程 r 较高，拟合效果较好。 
2.5.3  效应面优化及预测性评价  根据优化后的 2
项式方程，运用 Design-Expert V8.0.6.(1) 软件绘制

评价指标随因素变化的三维效应面图和等高线图，

见图 1。从效应面和等高线图可知，最优区域 OD
值＞0.8，当 X1的取值范围在 18.75～35 倍，X2的取

值范围在 1.75～3.5 h 时，OD 值落在最高效应值区

间。进一步通过 Design-Expert V8.0.6.(1) 软件预测

分析，获得 1 组 OD 值最大的优化条件：X1 为 28
倍，X2为 3.5 h；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青皮每次提

取时间超过 2.5 h 极易煮烂，同时结合生产实际综合

考虑，选择最佳提取工艺为加水倍量 24 倍，提取 3
次，每次 2.5 h。 

 

 

 
 
图 1  溶媒用量 (X1) 和提取时间 (X2) 对 OD 效应面 (A) 
和等高线 (B) 图 
Fig. 1  Effect of solvent volume (X1) and extraction time (X2) 
on response surface chart (A) and contour surface chart (B) 
of OD 

2.6  验证试验 
称取药材 200 g，平行 3 组，按优选的提取工艺

进行验证试验，并将方程预测值与验证试验实测值

进行偏差计算，结果见表 7。可知，预测值与实测

值间的偏差［偏差＝(预测值－实测值)/预测值］为

1.61%，表明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选择的青皮提

取工艺重复性好，建立的数学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

性，拟合结果合理、可靠。 
 

表 7  验证试验结果 (n = 3) 
Table 7  Results of verification test (n = 3) 

试验次数 OD 预测值 OD 实测值 偏差/% 

1 0.822 0 0.803 5 2.25 

2  0.819 9 0.26 

3  0.803 0 2.31 

平均值  0.808 8 1.61 
 
2.7  市售 11 批青皮药材中橙皮苷临床利用量测定 

按照优选的提取工艺，对市售的 11 批青皮药材

进行提取，测定其橙皮苷量，并计算提取转移率，

并根据表 2 中方法 2 所得的橙皮苷量计算橙皮苷的

临床利用量，结果见表 8。结果表明，编号为 10 的

药材真实橙皮苷量最低，提取转移率却最高，而真

实橙皮苷量最高的 11 号药材的提取转移率偏低，从

而临床利用量也并非最高。表明药材中橙皮苷量的

高低与橙皮苷的临床利用量大小并非呈正相关。 
橙皮苷临床利用量＝青皮药材中真实橙皮苷量×橙皮

苷提取转移率 
 

表 8  11 批青皮药材临床利用量测定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clinically utilized quantity of 11 batches 
of CRPV 

编号 
青皮药材中真 

实橙皮苷量/% 

橙皮苷提取 

转移率/% 

橙皮苷临床利 

用量/(mg·g−1) 

 1 10.75 13.90 14.943 

 2  5.86 34.60 22.076 

 3  6.43 34.76 22.351 

 4  9.83 21.58 21.213 

 5 10.34 19.11 19.760 

 6  9.05 17.98 16.272 

 7  8.14 24.68 20.090 

 8  8.53 26.97 23.005 

 9  6.93 18.69 12.952 

10  3.72 49.69 18.485 

11 11.31 18.39 20.799 

1.2 

O
D

 

0.8 

0.4 

0 

3.29 

2.21 16.25 

28.75 
X2/h X1/倍 

28.75 16.25 
X1/倍 

2.21 

3.29 

X 2
/h

 

O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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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青皮和陈皮中均含有橙皮苷，目前已有研究表

明[4,7-9]，不管采用醇提取还是水提取，陈皮中的有

效成分橙皮苷提取转移率低，最高者不超过 30%，

低者仅有 3%左右，而目前对于青皮中橙皮苷的提

取转移研究甚少。本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已经采用

60%乙醇对其进行了提取研究，橙皮苷的提取转移

率仅在 35%左右。在临床上，青皮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配伍使用，如青皮甘草散（《金鉴》卷四十九）

中与甘草配伍，本课题组已对青皮和甘草配伍后橙

皮苷的提取转移率进行了研究，其提取转移率也仅

为 35%左右。再如乳增消痛巴布膏剂，青皮与三棱、

莪术等配伍，转移率也较低[17]，可见，青皮无论单

独使用或配伍使用，其提取转移率均不高。本实验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选

青皮的水提取工艺，并对各地市场上流通的 11 批青

皮药材的提取转移率进行了测定，结果均低于 50%，

这可能和橙皮苷的性质有关。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中，中药药材和饮

片的定量检查项，基本均采用过规定号数的药筛，

取过筛后的粉末进行定量测定，并确定为整体药材

的指标成分量，从而判断药材或饮片是否合格。然

而在实际粉碎过程中，过筛部分与未过筛部分往往

是药材的不同部位，且未过筛部分还占有较大的比

重。如栀子过筛部位基本为果皮，而未过筛部位基

本为种子；葛根中的纤维部分基本不能过筛。由于

部位不同，故过筛部分与未过筛部分的指标成分量

也极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据文献报道[5]，采用《中

国药典》中的方法计算木蝴蝶中指标成分量为 2%
左右，而采用过筛的指标成分量与未过筛的指标成

分量根据其所占的比例计算的指标成分量为 1.4%
左右，2 种方法测定的指标成分量相差较大；同样

的方法，栀子也有较大的差异，而苦参基本无差异。

本实验同样采用这2种方法对11批青皮药材中橙皮

苷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药材中真实橙皮苷量要比采

用《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的方法低 1%左右，其

中编号为 10 的药材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

的方法其量为 4.67%，大于 4%，应为合格饮片，而

其真实橙皮苷量为 3.72%，小于 4%，不合格。因此，

《中国药典》中，仅采用过筛后的药粉测定其指标成

分量的方法还有待商榷。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计算成

分提取转移率时，对于过筛部分与未过筛部分指标

成分量差异较大的药材，采用过筛部分的指标成分

量与未过筛部分的指标成分量根据其所占的比例计

算所得到指标成分量来规定其指标成分量的限度。 
目前，测定指标成分或有效成分量的高低是中

药材品质评价的主要方式，往往认为其量高，药材

的品质好，其量低则品质劣[18]。然而，在实际提取

过程中，指标成分量高的药材提取转移率不一定高。

本实验结果表明，青皮中橙皮苷的提取转移率的高

低与其量的高低并非呈正相关，因此，在实际生产

中，使用橙皮苷量高的青皮药材进行投料，所制得

的成品中橙皮苷量可能较低，或在临床运用中，患

者购买橙皮苷量高的青皮药材，进行煎煮提取后，

能被利用的反而较少。所以采用指标成分或有效成

分量的高低评价中药材品质的方法尚存在一定的缺

陷。因此，在“真实量”以及提取转移率基础上提

出的“中药成分临床利用量”评价中药品质的方法

就具有一定的优势。 
“中药成分临床利用量”是指药材成分在临床应

用时，药材中的化学成分可被临床使用时利用的量，

其计算公式：P＝W1×T1×N1＋W2×T2×N2＋W3×

T3×N3＋…＋Wn×Tn×Nn，其中 P 为药材中化学成

分的临床利用量，W 为 100 g 药材中化学成分的“真

实量”，T 为药材中相应化学成分的提取转移率，N
为该成分的权重系数（对某一药效的贡献度）[6]。

在本研究中，只采用橙皮苷作为评价指标，未涉及

对青皮药效评价，故将 N 值取为 1。本实验旨在以

青皮为例，为其他中药材品质的评价提供一种新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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