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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C 法同时测定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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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基于超高效液相色谱（UPLC）法的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同时定量分析方法。方法  采用 Waters Acquity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BEH C18色谱柱（100 mm×2.1 mm，1.7 μm），柱温为 34 ℃；甲醇和 0.1%磷酸水溶液的混合溶液为流

动相，梯度洗脱；体积流量为 0.20 mL/min；进样量为 2.0 μL；检测波长为 410 nm。通过考察柱温和体积流量对保留时间、

分离度、理论塔板数和对称因子 4 个重要的色谱参数的影响，以此获得 5 个蒽醌糖苷的 佳的色谱分离度和稳健性。结果  优
化得到柱温 34 ℃和体积流量 0.20 mL/min 为 佳分离条件，根据 优参数，建立一种新的基于 UPLC 的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

生物同时定量分析方法。20 批次大黄测定结果显示，2 种不同基原的大黄药材中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酸- 
8-O-β-D-葡萄糖苷的含量差异 大，分别可超过 60、77 倍，表明 2 种不同基原的大黄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异。结论  基于 UPLC
佳分离参数建立的 10 个蒽醌衍生物同时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对更加全面地从化学表征的角度评控不同来源

的大黄药材的质量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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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simultaneous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method of 10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Rheum officinale 
based on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PLC)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The UPLC method 
was performed on a BEH C18 column (100 mm × 2.1 mm, 1.7 μm) with a binary gradient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a mixture of 
methanol and 0.1% aqueous phosphoric acid with column temperature at 34 ℃. Using a gradient elution method; The flow rate was 
set at 0.20 mL/min;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set at 2.0 μL;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410 nm.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analytical parameters on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five anthraquinone glucosides in R. officinale. To obtain robust 
chromatographic resolution of the five anthraquinone glucosides, relatively important chromatographic parameters including the 
retention time, resolution, theoretical plate number, and symmetry factor were investigated by altering the column temperature and flow 
rate. Results  The optimal column temperature was found to be 34 ℃, and the optimal flow rate was 0.20 mL/min. A new UPLC 
analytical method was developed for simultaneous quantification of 10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R. officinale based on these 
optimal parameters. This UPLC-based analytical method w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10 anthraqui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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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vatives in Rheum tanguticum and Rheum palmatum.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ntent differences between 
aloe-emodin-8-O-β-D-glucoside (more than 60-fold) and rhein-8-O-β-D-glucoside (more than 77-fold) in the two species of rhubarbs 
tested. Conclusion  The UPLC method establish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10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R. officinale 
based on the optimal parameters is accurate and sensitive, which will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or the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medicinal materials of R. officinal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Key words: Rhei Radix et Rhizoma;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chromatographic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quality evaluation 
 

大黄 Rhei Radix et Rhizoma，被誉为“药中四

维”之一，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入药历史[1]，数千年

的临床实践证明大黄具有较强的泻下通便、活血化

瘀和利湿退黄等功效，临床应用广泛[2]。在现代医

学理论的指导下，大黄常用于治疗或辅助治疗慢性

肾衰竭[3-4]、急性胰腺炎[5-6]、黄疸型肝炎 [7-8]等疾

病。目前有关大黄的药理作用研究较多[9-11]，但有

关其化学分析的研究较少。蒽醌衍生物是大黄中一

类重要的化学成分，包括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

黄酚-8-O-β-D-葡萄糖苷等，具有抗菌[12-13]、抗炎
[14-15]、抗凝[16]、抑制癌细胞[17-18]等药理作用。现

代研究表明[19-20]，大黄酸-8-O-β-D-葡萄糖苷、大

黄素-8-O-β-D-葡萄糖苷等结合型蒽醌糖苷类成分

是大黄泻下通便、活血化瘀的主要药理活性成分。

同时现有的文献表明大黄产生毒副作用的化学成分

主要也是来自于蒽醌衍生物，例如美国“国家毒理

学规划”的研究表明[21]，长时间小剂量服用大黄

素可致肾小管透明小滴生成、膀胱细胞浆改变等毒

副作用，一时引起人们“谈大黄色变”。因此，准

确定量分析不同来源的大黄药材中的蒽醌衍生物对

于保障大黄的临床精准用药和规避毒副作用非常重

要。由于缺乏良好的分析方法，目前《中国药典》

2015 年版是采用间接法来估算总蒽醌衍生物的含

量，并未单独直接测定结合型蒽醌糖苷的含量[2]，

显然并不能全面、直观地反映出不同来源大黄的质

量差异性。然而，由于难以获得良好的色谱分离

度，目前基于常规高效液相色谱法直接定量分析大

黄中的结合型蒽醌糖苷比较困难。随着超高效液相

色 谱 仪 （ 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的出现，因其强大的色谱

分离能力、分析时间短和节约流动相等优点，逐渐

受到药学工作者的青睐。 
本实验基于 UPLC 法同时定量测定大黄中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蒽醌衍生物，并通过优化 5 个结合

型蒽醌糖苷的色谱分离参数，以期获得 佳色谱分

离度， 终建立一种简单、快速、准确的定量分析

方法，为大黄的质量评价与控制提供参考方法。 
1  仪器与材料 

Acquity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

司，配有自动进样器，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Empower 2 色谱工作站；XS-205 电子天平，

AL-204 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10～
100 μL 移液枪，德国 Eppendorf 公司；超声仪，40 
kHz，南京新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illi-Q 超纯水

制备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 
对照品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批号

141225，质量分数 98.61%）、大黄酸-8-O-β-D-葡萄

糖苷（批号 141211，质量分数 98.35%）、大黄酚- 
8-O-β-D- 葡萄糖苷（批号 141220 ，质量分数

98.42% ）、大黄素 -8-O-β-D- 葡萄糖苷（批号

141209，质量分数 98.45%）、大黄素甲醚-8-O-β-D-
葡萄糖苷（批号 131012，质量分数 98.41%）、芦

荟大黄素（批号 13081602，质量分数 98.30%）、

大黄酸（批号 14082403，质量分数 99.21%）、大

黄素（批号 150522，质量分数 98.01%）、大黄酚

（批号 14092204，质量分数 98.58%）、大黄素甲醚

（批号 140820，质量分数 99.27%），由成都普菲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色谱级磷酸（85%）、甲

醇、乙腈，美国 Fisher 公司；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大黄药材采集于四川若尔盖地区和甘肃礼县，

经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肖小河研究

员鉴定编号 Rh01～Rh10 为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Balf.，编号 Rh11～Rh20 为掌

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样品保存于解放军第

三〇二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样品储存室。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Waters BEH C18 色谱柱（100 mm×2.1 mm，

1.7 μm），柱温为 34 ℃；柱平衡时间为 5 min；
流动相为甲醇和 0.1%磷酸水溶液的混合溶液，

梯度洗脱程序为 0～5.00 min，39%～42%甲醇；

5.01～7.00 min，42%～51%甲醇；7.0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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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 51% ～ 56% 甲醇 ； 12.01 ～ 15.00 min ，

56%～70%甲醇；15.01～17.00 min，70%～77%
甲醇； 17.01～ 21.00 min， 77%甲醇； 21.01～
25.00 min，77%～88%甲醇；体积流量为 0.20 
mL/min；进样量为 2.0 μL；检测波长为 410 nm；

理论塔板数按大黄素峰计算不低于 7 000。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以色谱级甲醇作溶剂，精密称取芦荟大黄素- 
8-O-β-D-葡萄糖苷等 10 个对照品适量，置于 50 mL
棕色量瓶中，4 mL DMSO 溶解，再用甲醇定容至

刻度，配制质量浓度为 7.00～60.00 μg/mL 的对照

品溶液，采用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备用。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各批次大黄粉末 0.200～0.210 g（过

4 号筛），置于 50 mL 棕色量瓶中，精密加入 25 
mL 甲醇，称定质量，超声处理 60 min（500 W，

40 kHz），放冷，再称定质量，用甲醇补足遗失

的质量。采用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

作为供试品溶液。 
2.4  方法学考察[22-23] 

按照《中国药典》2015 年版四部中“药品质量标

准分析方法验证指导原则”和“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

范国际协调会议的指导方针”进行方法学验证考察。 
2.4.1  线性关系考察  将上述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

稀释为一系列不同质量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分

别进样测定，每次 2.0 μL，记录各待测物质的色谱

峰面积。以峰面积为纵坐标（Y），进样质量浓度

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见表 1。结果表明

10 个待测成分在一定进样质量浓度范围内的线性

关系良好。用已知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液不断稀

释，直至得出能被可靠地检测出和定量检测的 低

质量浓度，结果见表 1。 

表 1  检测限、定量限和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le 1  UPLC analysis of LOD, limit of quantitation, and linearity  

化学成分 tR/min 线性方程 R2 线性范围/(μg·mL−1) 
检测限/

(μg·mL−1)

定量限/

(μg·mL−1)

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 2.76 Y＝12 315 X－6 771 0.999 1 3.36～56.00 0.50 1.68 

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 4.11 Y＝181 853 X－1 355 0.999 3 4.64～58.00 0.60 2.32 

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 10.68 Y＝22 704 X－5 078 0.999 3 8.00～80.00 1.00 4.00 

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 11.29 Y＝8 028 X＋436 0.999 4 9.20～46.00 1.10 4.60 

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 14.08 Y＝19 845 X＋7 531 0.999 7 2.60～26.00 0.80 2.00 

芦荟大黄素 15.03 Y＝21 091 549 X－23 692 0.999 5 4.80～80.00 0.80 2.40 

大黄酸 17.33 Y＝18 559 616 X－42 739 0.999 8 4.80～80.00 0.80 2.40 

大黄素 19.84 Y＝14 658 429 X－15 328 0.999 7 10.0～100.0 1.50 5.00 

大黄酚 20.81 Y＝24 085 620 X－35 942 0.999 6 8.00～80.00 1.20 4.00 

大黄素甲醚 23.54 Y＝14 658 429 X－15 328 0.999 7 6.00～60.00 0.90 3.00 
 
2.4.2  精密度考察  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连续

进样 6 次，每次 2.0 μL，记录各待测成分的色谱峰面

积。结果显示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

酸- 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

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甲醚-8-O-β-D-葡
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10 个待测物质峰面积的 RSD 为 0.88%、

1.01%、1.75%、1.68%、1.37%、1.64%、1.71%、

1.45%、1.78%、1.09%，均小于 2.00%，表明仪器的

精密度良好。 
2.4.3  稳定性考察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制

备后0、2、4、8、24、48 h内进样测定，记录各待

测物质的色谱峰面积，计算芦荟大黄素-8-O-β-D-
葡萄糖苷、大黄酸-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酚- 
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

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

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色谱峰面积的

RSD。结果显示，10个待测物质在48 h内色谱峰面

积的 RSD 均小于 3.00%，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48 h
内稳定性良好。 
2.4.4  重复性考察  取同一批次（Rh04）的大黄样

品粉末 0.200～0.210 g（过 4 号筛），共 6 份，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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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定，按照“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准

确吸取各供试品溶液各 2.0 μL 注入 UPLC 进行测

定，记录各色谱峰面积，计算各成分质量分数。结

果显示 6 份供试溶液中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

苷、大黄酸-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酚-8-O-β-D-
葡萄糖苷、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甲

醚- 8-O-β-D-葡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

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的质量分数平均值为

5.86、9.40、7.18、1.68、2.24、1.13、2.18、1.54、
1.57、0.80 mg/g，相应的 RSD 值分别为 1.34%、

0.77%、1.25%、1.89%、1.16%、2.74%、2.55%、

2.14%、2.29%、1.72%。 
2.4.5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次已测定的大黄

样品（Rh04）粉末约 0.100 g（过 4 号筛），精密称

定，置于 50 mL 棕色量瓶中，分别加入相同质量的

对照品物质， 后加入甲醇溶液 25 mL，按照

“2.3”项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各成分的

色谱峰面积，计算含量和回收率。结果显示 10 个待

测成分的平均回收率在 95.76%～99.84%，RSD 值为

3.85%～4.91%，表明方法的准确性较好。 
2.5  样品的测定 
按照“2.3”项下方法制备 20 批大黄药材供试品

溶液，进样分析，每次 2.0 μL，计算结果。对照

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典型色谱图见图 1，测定结 

果见表 2。 
2.6  统计分析 

根据《中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的大黄质量分析

方法对 20 批次的大黄药材进行了含量测定，结果见

图 2。结果显示，不同产地、不同基原的大黄药材经 

 
1～10-分别为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酸-8-O-β-D-葡萄

糖苷、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

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1—10-aloe emodin-8-O-β-D-glucoside, rhein-8-O-β-D-glucoside, chrysophanol-8- 
O-β-D-glucoside, emodin-8-O-β-D-glucoside, rheochrysidin-8- O-β- D-glucoside, 
aloe emodin, rhein, emodin, chrysophanol and physcion 

图 1  混合对照品 (A)、样品 Rh01 (B)、Rh13 (C) UPLC-UV 
Fig. 1  UPLC-UV of mixed standard substances (A), sample 
Rh01 (B), and Rh13 (C) 

表 2  20 批次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定量测定结果 (n = 3) 
Table 2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10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of R. officinale (n = 3) 

质量分数/%
样品 

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 大黄酸-8-O-β-D-素葡萄糖苷 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 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 大黄素甲醚-8-O-β-D-葡萄糖苷 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

Rh01 7.17  11.55  5.86  3.50 2.64 1.14  1.69 1.02 1.63 0.69 
Rh02 8.42   6.75  9.48  8.11 2.26 1.62  1.86 1.00 1.42 0.74 
Rh03 5.77   9.30  7.04  2.31 1.99 1.06  1.73 0.88 1.16 0.40 
Rh04 5.86   9.40  7.18  1.68 2.24 1.13  2.18 1.54 1.57 0.80 
Rh05 6.33   8.09  6.17  4.33 2.61 1.59  1.47 2.37 1.12 0.73 
Rh06 7.17   6.83  5.71  3.42 2.90 2.01  1.19 1.76 1.53 0.94 
Rh07 4.74   5.63  4.79  3.14 1.88 1.92  1.07 1.45 0.89 0.77 
Rh08 7.03   7.29  5.26  2.11 1.75 0.68  1.33 1.64 1.23 0.81 
Rh09 3.19   4.64  4.17  3.22 1.61 1.08  0.94 2.15 1.30 0.66 
Rh10 2.24   3.11  1.07  2.15 1.34 1.73  1.12 0.95 2.72 0.82 
Rh11 0.89   3.52  1.68  0.77 未检出 0.84  0.71 0.63 1.01 0.91 
Rh12 0.90   1.18  1.19  0.74 未检出 0.68  1.33 0.87 0.98 0.77 
Rh13 0.81   1.02  2.25  0.93 0.95 1.10  0.91 0.79 1.30 0.58 
Rh14 0.93   1.71  2.03  0.74 0.42 1.02  1.20 0.89 0.98 0.53 
Rh15 0.44   0.16  0.67  未检出 未检出 0.98  1.37 2.02 1.33 0.64 
Rh16 0.18   0.23  0.76  0.13 0.17 1.19  1.54 0.81 1.39 0.62 
Rh17 0.27   0.41  1.17  0.40 0.26 1.44  0.97 1.43 1.79 1.19 
Rh18 0.14   0.28  0.49  0.72 0.18 1.56  2.13 1.89 1.21 0.27 
Rh19 0.56   0.39  1.01  0.84 0.36 1.27  1.88 2.38 1.87 0.78 
Rh20 0.33   0.15  0.96  1.35 0.19 1.78  1.60 2.59 0.8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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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总蒽醌测定结果  B-5 个游离蒽醌测定结果 

A-total amount of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samples  B-determination of 5 free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samples 

图 2  20 批次大黄中蒽醌测定结果 (n = 3) 
Fig. 2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anthraquinone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samples of R. officinale based on data in Chinese 
pharmacopoeia (n = 3) 

过盐酸水解后的总蒽醌含量普遍位于 1.50%～

1.96%，但是差异性并不明显，见图 2-A；大黄酸

等 5 个游离蒽醌总量位于 0.41%～0.81%，同样差

异性并不明显，见图 2-B。结果表明，以盐酸水解

之后的总蒽醌含量作为大黄质量评价指标，很难有

效地区分不同基原、不同产地的大黄药材之间的质

量差异。以本实验建立的分析方法测得的 20 批次

大黄药材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的含量作为评价指

标，采用 Heml-1.0 软件进行热图和聚类分析，采

用统计软件 SIMCA-P 13.0（Umetrics Corporation）
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结果见图 3。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20 批次大

黄药材大致可以得到 2 类，但是区分并不明显，见

图 3-A。热图分析结果显示 2 个不同基原的大黄药

材质量差异主要体现在结合型蒽醌糖苷的量上，特

别是芦荟大黄素 -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酸 - 
8-O-β-D-葡萄糖苷和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的含

量差异。PCA 分析结果显示 Rh01～Rh09 为一类

（Rh10 处于离群），Rh11～Rh20 为一类，见图

3-B，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唐古特大黄和掌叶大黄之

间存在一定的质量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结

合型蒽醌糖苷类的含量差异上面，这也表明了定量

测定大黄中的结合型蒽醌糖苷类成分对于评价不同

来源的大黄药材质量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A-20 批次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含量热图和聚类分析结果  B-20 批次大黄中 10 个蒽醌衍生物 PCA 结果 

A-Heat-map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of content of 10 anthraquinones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samples  B-Score plot obtain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10 anthraquinones derivatives in 20 batches samples 

图 3  统计分析结果 (n = 3) 
Fig. 3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n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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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波长的考察 

考虑到大黄药材中结合型蒽醌糖苷与其它极性

化合物的色谱分离较为困难，实验过程中比较了乙

腈-0.1%磷酸水溶液和甲醇-0.1%磷酸水溶液 2 种流

动相的分离效果，结果显示以甲醇-0.1%磷酸水溶

液作为流动相时，基线平稳，色谱分离度较好，故

优选甲醇-0.1%磷酸水溶液作为流动相。采用二极

管阵列检测器对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等

10个对照品溶液在 200～440 nm进行扫描，得到各

个化合物的 大紫外吸收波长。结果显示结合蒽醌

苷类化合物在 250 nm 和 410 nm 处有较强吸收，而

游离蒽醌类化合物在 254 nm 附近有较强紫外吸

收，分别在 254 nm 和 410 nm 处进行检测，结果表

明在 254 nm 处得到的色谱图杂质峰较多，对目标

峰的干扰严重；而在 410 nm 处得到的色谱峰杂质

峰较少，基线平稳，因此优选 410 nm 作为检测波

长。 
3.2  体积流量和柱温的考察 

为了得到结合蒽醌苷类化合物稳健的色谱分离

（分离度＞1.5），实验过程中对流动相的体积流量

和柱温进行了系统考察和优化，并利用 4 个重要的

色谱学参数（保留时间、分离度、理论塔板数和对

称因子）对 5 个结合蒽醌苷的优化过程进行评估。

根据前期预试验结果，在进行柱温优化过程中，流

动相的体积流量为设为 0.20 mL/min；在进行流动

相流速优化过程中，柱温设为 30 ℃。优化结果表

明，要得到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和大黄素- 
8-O-β-D-葡萄糖苷二者的满意的色谱分离较为困

难：当体积流量超过 0.10 mL/min 时，分离度和理

论塔板数均逐渐下降；综合考虑到仪器系统压力和

4个色谱参数，优选体积流量为0.20 mL/min。当柱

温从 22 ℃升高到 34 ℃时，大黄酚-8-O-β-D-葡萄

糖苷和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的分离度、对称

因子、保留时间都有明显改善，当柱温超过 34 ℃
时，则有所下降；理论塔板数则是随着柱温的升高

逐渐下降。表明这里存在一个色谱分离的 佳临界

点，也即在柱温为34 ℃，体积流量为0.20 mL/min
时，大黄酚-8-O-β-D-葡萄糖苷和大黄素-8-O-β-D-
葡萄糖苷等 5 个结合型蒽醌衍生物能够在系统压力

低于 82 740 kPa 的情况下，达到 佳色谱分离。 
利用优化后的色谱参数对供试品溶液进行测

定，结果显示在设定的色谱检测条件下，供试品溶

液中的芦荟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黄酸- 
8-O-β-D-葡萄糖苷、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大

黄酚-8-O-β-D-葡萄糖苷和大黄素甲醚-8-O-β-D-葡
萄糖苷能和其他化合物达到满意的色谱分离，峰纯

度检测显示 5 个待测成分的色谱峰纯度符合要求，

表明分离度到达定量检测的要求，保证了测定结果

的准确性。 
蒽醌衍生物是大黄药材中一类重要的化学成

分，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 [20]，芦荟大黄素- 
8-O-β-D-葡萄糖苷等结合型蒽醌糖苷是大黄发挥活

血化瘀功效的重要药效物质。酒大黄的炮制过程

中，结合型蒽醌糖苷会逐渐转化成为游离型蒽醌衍

生物，因此一个快速、准确的定量分析方法对于酒

大黄炮制过程的品质监控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市

场上一些含有大黄的排毒养颜、美容减肥、便秘通

肠茶/药品的兴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

接触大黄，如何评价这些含有大黄的制剂的质量差

异性，保障不同批次之间的产品质量一致性，一个

快速、准确的定量分析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本实验

基于 UPLC 佳参数，建立了一种简单、快速、准

确的 10 个蒽醌衍生物同时定量分析方法，对更加

全面地从化学表征的角度评控不同来源的大黄药材

或酒大黄饮片的质量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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