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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产区地黄不同品种含梓醇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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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为临床常用中药，来源于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eh．的块茎。地黄在我国

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大部分省份都有引种栽培，其中

河南、山西、山东等省栽培的面积较大，尤以旧称“怀

庆府”的河南豫北地区为地黄的道地产区，该地区出

产的地黄被称之为“怀地黄”，以其优良的质地享誉

海内外。但目前地黄的栽培品种比较多，仅从其道地

产区种植面积最大的河南温县境内收集到的地黄品

种就多达十余种。这些不同的地黄品种之间在品质

上究竟有无区别，有哪些区别，是否所有的品种都可

作为“道地药材”来使用，这些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研

究的问题。

迄今为止，对于地黄的质量控制标准，尚无很完

善的方法。一直以来常用梓醇作为地黄尤其是鲜地

和生地的指标成分进行品质评价。梓醇是地黄的主

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降血糖、利尿和缓泻等作

用叫。目前常用HPLC法进行梓醇的分析[2“]。本试

验即在文献报道的基础上，建立了梓醇的反相高效

液相测定方法，进行了方法学考察，取得了比较满意

的结果，并用此方法对采自河南温县的8种主要栽

培品种进行了梓醇量的分析。

1仪器、试剂与试药

Waters全自动高效液相仪2695—2996；色谱柱

zoRBAX SB—C18(150 mm×4．6 mm，3．5 tzm，安捷

伦公司)；梓醇对照品购自北京市药品检验所，高纯

水自制，其他试剂皆为色谱纯。

8个地黄栽培品种分别为：85—5、9302、红薯王，

金状元、大红袍、狮子头、北京1号、北京2号，均于

2002年收集自河南省温县，由河南省温县农业科学

研究所王乾琚研究员鉴定，然后栽种在河南温县农

业科学研究所试验田中，统一管理，同时采收，并置

烘箱中于60℃干燥。取不同品种地黄的完整、干燥

块茎，逐个称质量，取其中单株质量为10～16．7 g

的块茎进行粉碎(此质量范围内符合地黄商品药材

四等品的范畴)，过80目筛，充分棍匀，置干燥器中

备用。

2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流动相1％乙腈，体积流量0．5

mL／min，测定波长210 rtm，柱温35 c。进样量5

“I．，色谱柱ZORBAX SB—C。。(150 mm×4．6 mm，

3．5 pm)。对照品及样品的色谱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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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地黄(A)和梓醇(B)HPLC色谱豳

Fig．1 HPLC Chromatogram of R．glutinosa(A)

and catapol(B)

2．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定梓醇对照品

4．96 mg，置5 mL量瓶中，加流动相水一乙腈(99：

1)溶解并稀释至刻度，避光冷藏，作为贮备液备用。

2．3供试品液制备：精密称定地黄样品0．25 g，加

入25 mL甲醇，称质量。室温超声浸提30 rain，补足

损失的质量，滤过。弃去初滤液2 ml。，取续滤液，精

密量取10 mI。水浴蒸干，用1％乙腈溶解定容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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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量瓶申，馓孔滤膜滤过，弃去初滤液，取续滤液
作为供试品液。

2．4线性关系：将梓醇质量分数分别为0．099 2、

0．198 4，O．396 8，O．793 6，j．j90 4，j．587 2，

1．984 0 mg／mL的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注入5 pI。

进行测定。以峰面积值(x)对质量分数(y)作回归计

算，r一0．999 8，回归方程l，一5．47×108 X一5．30×

104。表明梓醇在0．496～9．92,ug与峰面积呈线性

关系。

2．5精密度试验：同一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5次，

每次5”L，按色谱图峰面积计算RSD为0．65％，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同一样品5份，按上述

方法测定，计算质量分数测定结果的RSD为

0．979％，说明本法具有良好的重现性。

2．7稳定性试验：取一地黄样品依法制备成供试品

溶液，依法测定0、2、4、6、8、10、i2 h的色谱峰面积，

结果RSD为2．23％，表明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

液在12 h内稳定。

2．8加样回收试验：精密称取已知梓醇量的地黄粉

末0．13 g，置三角瓶中，精密加入梓醇对照品一定

量，其余操作同供试品液制备项下的方法，测定5

份，计算平均回收率为97．66％，RSD为2．24％。

2．9不同品种地黄样品的测定结果：对不同品种地

黄样品依照上法进行梓醇测定，结果见表1。

表1样品测定结果(按干燥晶计算)(n一2)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catapol(calculated

by dried samples，m=2)

品种 梓醇／％ 品种 梓醇／“

85—5 2．913 太红袍 3 278

狮子头 2．934 北京2号 3．307

金状元 2 966 北京l号 3 892

红薯王 3 252 9302 4 258

3讨论

3．1梓醇的测定方法：对于梓醇的测定方法，刘方

等”]、刘长河等”1”曾采用薄层扫描法建立了梓醇的

测定方法，并用该方法测定了不同产地地黄的梓醇

量，赵新峰等。”采用毛细管区带电泳内标法定量测

定梓醇。但由于薄层扫描法不易操作，毛细管电泳法

又不十分普及，因此目前对梓醇的测定还是以高效

液相较为常见。但由于梓醇的极性较大，其最大吸收

又位于紫外光谱的末端，对于反相高效液相和紫外

检测系统而言，在理论上并不是十分适合，而且其

热、光、酸碱稳定性都较差，这些给梓醇的测定带来

一定的难度。在已报道文献中给出的液相色谱峰形

和分离效果不是很理想E2,3]，如出现双峰、拖尾或样

品不能达到基线分离等情况。但在本实验中，通过对

色谱条件的反复摸索，获得了良好的峰形和满意的

分离度(图1)，其他各项方法学考察指标也都符合

要求。

3．2提取溶媒的选择：对同一地黄样品采用5种不

同溶媒：永、50％甲醇，甲醇、50％乙醇和无水乙醇，

分别用相同提取方法进行提取和测定。结果乙醇和

50％乙醇提取效率很低。其他3种溶媒提取效率相

差不大(RSD一2．24％)，其中，水和50％甲醇提取

的测定结果稍高，但操作过程中，50％甲醇提取液和

水提液的滤过非常困难，且提取液颜色较深，杂质较

多，故还是采用甲醇为提取溶媒。

3．3提取方法考察：用超声30 rain和回流2 h提

取同一地黄样品，效果相当，RSD为0．252％，故用

超声法。

3．4提取时间考察：用不同的提取时闻15、30，45

rain提取同一样品，RSD为2．103％，效果相当；30

和45 rain效果非常相近，故用30 rain即可。

3．5溶剂的不同用量：甲醇和样品分别按100：1、

50：1、25：l比例(ml。／g)提取同一样品，RSD为

2．371％，效果相差不大，但100；1比例提取效率稍

高，而且样品提取液颜色较浅，显示杂质浓度较低，

更利于高效液相分析。

3．6不同品种地黄在梓醇量上的差异：在已报道的

文献中，普遍反映出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生地梓醇

量差异非常大，所得的数据从1．4％01到4％01不

等。不仅如此，李先恩等01进一步对同产地、同品种

地黄的不同单株进行梓醇量分析，结果发现20个单

株之问梓醇的量相差可高达一倍以上，如所测地黄

品种“国林新一代”的最大量为2．13 mg／g，最低为

0．91 mg／g，而所测不同品种地黄之间的梓醇量最

高为1．43 mg／g，最低则为“晋红一号”0．61 mg／g。

造成不同产地、品种乃至个体之间所测得梓醇量存

在如此之大差异的原因，除了地黄体内确实存在梓

醇量差异的情况以外，梓醇的不稳定性、地黄的不同

生长状况、不同加工处理方法、以及采样的代表性问

题等也都是造成数据相差如此之大的原因。为此，为

了尽可能客观地体现不同品种地黄之间的梓醇量差

异，本试验将不同的地黄品种栽种在同一块试验田

中统一管理和采收，并采用相同的温度进行干燥，取

样时选取大致相同的块茎大小，尽量扩大取样量，并

在粉碎后将粉末充分混匀，以尽量保证各品种的客

观条件基本平行，使测定结果更有代表性地反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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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之间的真实差异。

根据笔者的测定结果，在所分析的产区8个主

要品种之间，梓醇量最低的为85—5(2．9％)，最高的

为9302(4．3％)。其中已知具有亲缘关系的85—5和

金状元(金状元为85—5的父本)具有非常相近的梓

醇量；同品系的北京1号和北京2号也具有比较相

近的梓醇量。所测得的数据普遍高于文献已报道的

生地梓醇量数据，可能是因为采用60℃烘箱干燥的

方法大大减少了梓醇的损失，与其他文献直接采用

产地加工好的生地为样品进行测定有所不同。

3．7梓醇的量与地黄质量的关系：梓醇是环烯醚萜

苷类物质，具有缓泻、利尿、降血糖等生物活性。目

前，普遍以梓醇作为鲜地黄和生地黄的质量控制指

标。《中国药典》2005年版以梓醇作为定量的指标，

有些文献也直接将梓醇量的高低作为判断地黄质量

好坏的依据。但根据文献报道的情况和本实验的测

定结果，梓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地黄的质量，

量越高是否意味地黄的质量越好，还是一个值得商

榷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1)由于梓醇的不稳定性，

地黄在采收加工的时候很容易造成梓醇不同程度的

损失，因此，在实际生产中以梓醇作为质控指标，数

据变化的幅度较大，如前所述，不同文献中得到的生

地中梓醇的量的数据甚至相差两个数量级。(2)地黄

是一味常用的配伍要药，在临床使用中具有多方面

的功效，应用面较广，药理试验也表明具有多个系统

的生物活性。梓醇的生物活性只能代表地黄功效的

一个方面，而且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3)即使

在梓醇所能代表的功效方面，梓醇量的高低是否与

功效成正比，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目前在对道地药

材的研究中发现，对于一些公认质量较好的道地药

材，其道地性，即优质性，在化学成分上往往表现为

一个量的范围，或者多种组分的固定配比关系。由上

述这几个方面可见，对于地黄的质量评价，在目前没

有更好的化学成分质控方法的情况下，梓醇可以作

为一个参考手段，但是仅以梓醇量的高低来判断地

黄质量的好坏是有失偏颇和简单化的。

同种药材内为了不同的后续开发目的而选育不

同的类型满足不同的需要，是中药材今后的必然发

展趋势，目前在一些需要量较大的药材生产上已经

事实上出现了这样的格局。本实验对地黄道地产区

8个主要品种在尽量去除环境、条件等各方面影响

的情况下对其梓醇进行了平行测定。结果表明不同

品种在梓醇量上确实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例如新

品种9302表现出较高的梓醇量(4．3％)。这为地黄

药材今后的定向培育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数据，提示

在地黄的生产中可在品种上有所选择，如在且前的

情况下，鲜地黄的生产可以9302为主，而熟地黄的

加工和生产可以85—5等品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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