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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影响因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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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为龙胆科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麻花秦艽G．straminea Maxim．、粗茎秦艽

G．crassicaulis Dutlaie ex Burkill或小秦艽G．

dahurica Fisch．的干燥根[1]，主产于青海、甘肃、陕

西、内蒙古、东北、四川I等地，是临床上用于祛风除

湿、和血舒筋、清热利尿的常用中药材[2]。青海省是

秦艽的主产地之一，但在最近几年，由于用药需求量

猛增，过度采挖，致使秦艽野生资源临近频危状态，

现已被国家列为三级重点保护的野生药材，因此为

保证和扩大药源，大量繁殖和引种栽培已成为急需

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秦艽的主要成分龙胆苦苷为

指标，采用RP—HPLC法考察了不同产地、不同生长

年限、不同采收季节和使用肥料等因素对栽培秦艽

中龙胆苦苷含量的影响，以期为评价栽培秦艽的质

量、开发利用秦艽资源和确保人工种植的品质提供

科学的依据。

1实验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LC一10AT泵和SPD一10A

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N2000型色谱工作站

(浙江大学智能信息工程研究所)；FZl02微型植物

粉碎机(天津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XW一80A旋

涡混合器(2z海精科有限公司)；色谱纯甲醇(山东禹

王实业有限公司)，分析纯甲醇(沈阳试剂L厂)；龙

胆苦苷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提供)；秦

艽药材采于各栽培基地，经魏全嘉教授鉴定为麻花

秦艽G．straminea Maxim。

2方法

2．1 RP～HPLC色谱条件：色谱柱：Lichrospher C18

(250 mm×4．6 mm，5肚m)；流动相：甲醇一水

(1：2)；体积流量：1．1 mL／min；检测波长254 nm。

2．2对照品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龙胆苦苷对照品

5．4 mg置于10 mL量瓶中，加甲醇制成0．54 mg／

mL的溶液。

2．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及测定：取秦艽药材粉碎，

过40目筛，精密称取细粉约0．5 g，加甲醇20 mL，

加热回流30 rain，滤过，滤液回收至干，残渣用适量

甲醇溶解，滤过，滤液移至50 mL量瓶中，混匀后精

密吸取1 mL于5 mL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涡旋

混匀即得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10 pL进样分析，按

外标法计算龙胆苦苷的含量。

2．4标准曲线制备：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1、2、4、

6、8、10 pL，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记录峰面积。

以龙胆苦苷峰面积(A)对进样量(M)进行回归计

算，得回归方程：A一260 358 M一37 681，r一

0．999 4，线性范围为0．54～5．40 big。

2．5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8弘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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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进样5次，以色谱峰面积计算，得RSD为

1．20％，表明分析结果的精密度良好。

2．6 重现性试验：取同一批号样品5份，每份约

0．5 g，精密称定，按2．3项下步骤操作测定，测得龙

胆苦苷的平均质量分数为10．73％，RSD为

2．29％。

2．7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同一批次供试品溶液

10肛L，分别于供试品溶液配制后0、2、4、6、8、12、24

h进样分析，以色谱峰面积计算，RSD为1．31％，表

明样品溶液放置24 h稳定。

2．8 回收率试验：采用加样回收法，取同一批号样

品5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龙胆苦苷对照品适

量，按2．3项下步骤操作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测

得平均回收率为98．8％，RSD为2．03％。

3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产地和不同生长年限对龙胆苦苷含量的

影响：按2．3项下操作，制备供试液，对不同产地和

不同生长年限的栽培秦艽(麻花秦艽)中龙胆苦苷进

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见表1。

表1不同产地和不同生长年限的栽培秦艽中

龙胆苦苷的含量(开一3)

Table 1 Gentiopicroside in cultivated Radix

Gentianae Macrophyllae of different

habitats and growth periods(n=3)

以上结果显示，不同产地和不同生长年限对栽

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有影响，西宁和同仁栽培

的秦艽中龙胆苦苷含量较高，且二年生栽培秦艽中

龙胆苦苷的含量高于一年和三年生栽培秦艽中龙胆

苦苷的含量。

3．2不同采收季节和不同施用肥料对龙胆苦苷含

量的影响：按2．3项下操作，制备供试液，对不同季

节采收和不同施用肥料的麻花秦艽(同仁县)中龙胆

苦苷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见表2。

以上结果显示，不同采收季节和不同施用肥料

对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有影响，草木灰栽培

的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较其他肥料高，且秋季采

集的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高于春季采集的。

襄2不同季节采收和不同施用肥料的栽培

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厅=3)

Table 2 Gentiopicroside in cultivated Radix Gentianae

Macrophyllae of different collection periods

and used manures(万一3)

3．3不同水平旅肥对龙胆苦苷含量的影响：按2．3

顼下操作，制备供试液，对不同水平施肥的麻花秦艽

(同仁县)中龙胆苦苷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见表3。

裹3不同水平施肥的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n一3)

Table 3 Gentiopicroside in cultivated Radix

Gentianne Macrophyllae of different

spreading manure level(席一3)

肥料／(g·13．5 m-2)

编号——二—=_————一生长年限龙胆苦苷／％RSD／％
506 三年

304 三年

304 三年

101 三年

101 三年

506 三年

506 三年

18．12

14．62

14．10

14．62

11．35

14．31

10．17

1．09

0．26

0．49

0．66

0．35

0．53

O．16

以上结果显示，不同水平施肥对栽培秦艽中龙

胆苦苷的含量有影响，磷肥和尿素(2 025：506)混

合肥料栽培的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较其他比例磷

肥和尿素的混合肥料高。

4讨论

4．1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了不同产地、不同生长年

限、不同采收季节、不同施用肥料和不同水平施肥对

青海省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含量的影响，有利于了

解秦艽在栽培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因素，以及这些

影响有多大，从而为科学合理地种植秦艽提供重要

依据。

4．2 青海省环境气候条件特殊，大部分地区海拔

高，气温低，植物生长期短，而西宁和同仁等地相对

海拔低，气候湿润，适合于中药材生长，栽培的中药

材质量较好，实验结果也显示这些地区栽培的秦艽

中龙胆苦苷的含量较其他地区高。



中草药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第36卷第8期2005年8月 ·1239·

4．3二年生栽培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最高且远

远满足《中国药典》(2000年版)秦艽含量测定项下

的标准要求，故青海省栽培秦艽二年生者质量最好，

秋季采收为宜。

4．4科学施肥是提高中药材质量的重要措施，从实

验结果看，单一使用草木灰和复合使用磷肥和尿素

(2 025：506)栽培秦艽时龙胆苦苷的含量最高，故

建议选用上述肥料栽培秦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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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人参最佳采收期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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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er是我国珍贵

中药材。它对人体的滋补强壮作用和对多种疾病的防

治效果十分显著，久为世人瞩目，堪称当今天然补益

药的代表，享有中药之王的美誉[1]。因此，在我国开展

中药现代化工作中，人参规范化生产被列为吉林省中

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吉林)基地重大项目。本研究作为

规范人参生产的一个主要内容，目的是通过研究长白

人参产量形成、加工效率和人参主要有效成分——人

参总皂苷的变化规律，确定人参的最佳采收期，以保

证人参规范化生产(GAP)顺利进行。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来源与取样方法：本实验研究的人参物

种，由佳木斯大学化学与药学院王良信教授鉴定。均

取自吉林省长白参隆集团所属参地，参龄4～6年。

对这3种参龄的人参从5月1日开始每隔半个月取

样一次，直到10月15 Et，共取样12次。取样时，每

次随机在3个典型地块，每地块取1．7 m2，将人参

全部挖出。

1．2检测内容和方法

1．2．1 人参产量和折于率：按取样方法挖取人参，

洗净泥土、杂质，精确称质量(W，)，计算单产。

单产(kg／m2)=Ⅳ。／i．7

称质量后的人参根，按照生晒参加工工艺加

工r2]，得成品参，精确称质量(形：)，计算折干率。

折干率一彤2／Ⅳ，X 100％

1．2．2人参总皂苷分析：将不同采收期收获的人

参，在加工后按国家人参产品质量标准(GB／T

15517．1～6—1995)介绍的紫外分光光度法[31进行人

参总皂苷分析。

2结果

2．1 不同采收期人参的产量变化情况：根据取样和

检测方法，测定不同采收期的人参单位面积产量，见

表1(表中“一”代表样品因故缺失，因此无数据，下

同)。可以看出，随着人参栽培年限的增长人参的产

量不断增加。但在同一年中，人参在出苗后的6月初

出现一减重时期，随后开始增质量。单产最高峰出现

时期：四年生在9月15日；五年生在9月1日；六年

生在9月15日。

2．2不同采收期人参的折干率情况：取回的人参，

测产后加工成生晒参，称质量并计算折干率，见表

2。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栽培年限同一采收时期

加工的折干率变化不大；同一栽培年限不同采收期

加工的人参折干率变化则较大，其中在5～6月间的

加工得率较低，5 kg鲜人参才能加工1 kg生晒参

(折干率20％)；8～10月间的加工效率则较高，3．5

虹鲜人参就能加工1 kg生晒参(折干率28．6％)。

加工得率最高值：四、五年生出现在9月15日，3．1

kg鲜人参加工1 kg生晒参；六年生在8月15日～

10月1日的折干率均较高，此期间收获的鲜人参均

为3．3 kg=[Jn-r 1 kg生晒参。

2．3不同采收期人参总皂苷变化情况：加工好的生

晒参按国家标准中介绍的方法进行人参总皂苷测

定，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不论何年龄的

人参，有效成分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每年的6月1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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