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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C 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量学对不同产地大蓟的质量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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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大蓟的 UPLC 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量学评价不同产地大蓟的质量。方法  采用 UPLC 法建立 15 批大蓟

药材的指纹图谱，以共有峰峰面积为依据，采用熵权法计算权重，灰色关联度法计算相对关联度，优劣解距离法计算相对贴

近程度，得到大蓟药材产地排名和各色谱峰权重。结果  共确定 7 个共有峰，指认了 6 个成分，分别为新绿原酸、绿原酸、

隐绿原酸、蒙花苷、柳穿鱼叶苷和柳穿鱼黄素。产自安徽、浙江的大蓟药材排名普遍靠前，浙江丽水产的大蓟样品质量排名

较优，而江苏产大蓟药材排名普遍较后，且安徽、江苏省内药材排名波动大。结论  本法可对不同产地的大蓟药材进行区

分，为大蓟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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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from different regions by UPLC 

fingerprint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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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from different regions by UPLC fingerprint combined with 

chemometrics. Methods  To establish fingerprint spectra of 15 batche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Based on the common peak area,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correlation 

degree, and TOPSIS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relative closeness degree. The ranking of the region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and the weight of each chromatographic peak was obtained. Results  Seven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and six components were 

identified, namely neochlorogenic acid, chlorogenic acid, cryptochlorogenic acid, linarin, pectolinarin, and pectolinarigenin. Cirsii 

Japonici Herba produced in Anhui and Zhejiang Province generally rank high, while those produced in Lishui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have better quality rankings. Cirsii Japonici Herba produced in Jiangsu Province generally rank lower,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fluctuation in the ranking of medicinal herbs in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can distinguish 

the medicinal material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from different origin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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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tolinarigenin; entropy weight metho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 TOPSIS method 

 

大蓟为菊科植物蓟 Cirsium japonicum Fisch. ex 

DC.的干燥地上部分，别名马蓟、虎蓟、刺蓟、山牛

蒡、鸡项草、鸡脚刺等，野生于山坡、路边等处。

大蓟始载于《名医别录》，夏、秋二季花开时采割地

上部分，除去杂质，晒干，或可炮制为大蓟炭。大

蓟味甘、苦、凉，归心、肝经，具有凉血止血、散

瘀解毒消痈的功效，用于衄血、吐血、尿血、便血、

崩漏、外伤出血、痈肿疮毒等[1]，临床上主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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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感染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抗肿瘤等[2]。

大蓟在全国均有种植，主产于江苏、安徽、浙江。

目前对于大蓟药材的采集主要根据其产量考虑产

地的选择，如安徽滁州、江苏徐州、江苏淮安、浙

江丽水，对于不同产地的大蓟药材质量是否有优劣

差别研究较少，仅有研究发现樟树、湖南地区大蓟

炭止血效果优于河北地区大蓟炭，安徽地区的大蓟

炭无止血效果[3]。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多因素统

计分析方法，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相异程

度为因素间关联程度的衡量进行了量化，充分利用

有限的数据挖掘规律，近年来作为模糊手段已开始

应用于药材不同产地质量评价研究[4]。化学计量学

是通过统计学或数学方法将化学体系的测量值与

体系的状态之间建立联系的学科，现已普遍应用于

中药质量评价中[5-7]。本研究建立大蓟的 UPLC 指纹

图谱，通过结合灰色关联度法、优劣解距离

（TOPSIS）法等化学计量学方法对不同产地的大蓟

进行数据分析，评价不同产地大蓟的质量差异。 

1  仪器与材料 

Thermo Vanquish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赛默飞公

司）；ME204E 万分之一分析电子天平、XP26 百万

分之一分析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公司），JJ600

电子天平（常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KQ500DE 数

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HWS28 型恒温水浴锅（上海一恒科技有限公司）；

Milli-Q Direct 超纯水系统（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绿原酸（批号 110753-202018 ，质量分数

96.1%）、蒙花苷（批号 111528-201710，质量分数

96.60%）、柳穿鱼叶苷（批号 111728-201703，质量

分数 99.60%）、柳穿鱼黄素（批号 111815-201102，

质量分数 99.6%）对照品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新绿原酸（批号 wkq16050805，质量分数

98%，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隐绿原酸

（批号 15121701，质量分数 98%，成都普菲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甲醇（分析纯，西陇科学股份有限

公司），液相用磷酸（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乙腈（默克股份有限公司），水为超纯水（实

验室自制）。 

15 批大蓟药材经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潘礼

业副主任中药师鉴定，为菊科植物蓟 Cirsium 

japonicum Fisch. ex DC.的干燥地上部分，分别采自

安徽省滁州市、江苏省徐州市、江苏省淮安市、江

苏省常州市、浙江省丽水市，采集时间为 2018 年

6～8 月，分别编号，样品产地信息见表 1。 

表 1  大蓟药材产地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编号 产地 编号 产地 

DJ-AC1 安徽省滁州市 DJ-JH9 江苏省徐州市 

DJ-AC2 安徽省滁州市 DJ-JH10 江苏省淮安市 

DJ-AC3 安徽省滁州市 DJ-JH11 江苏省淮安市 

DJ-AC4 安徽省滁州市 DJ-JC12 江苏省常州市 

DJ-JX5 江苏省徐州市 DJ-ZL13 浙江省丽水市 

DJ-JX6 江苏省徐州市 DJ-ZL14 浙江省丽水市 

DJ-JX7 江苏省徐州市 DJ-ZL15 浙江省丽水市 

DJ-JX8 江苏省徐州市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Waters HSS T3 色谱柱（100 mm×2.1 mm，1.8 

μm）；流动相：乙腈（A）–0.1%磷酸（B），梯度洗

脱（0～2 min，8% A；2～10 min，8%～11% A；10～

12 min，11%～14% A；12～25 min，14%～18% A；

25～30 min，18%～21% A；30～40 min，21%～25% 

A；40～60 min，25%～55% A）；检测波长 330 nm；

柱温 35 ℃；体积流量 0.35 mL/min；进样量 1 μL。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绿原酸、新绿原酸、隐绿原酸、蒙花苷、柳

穿鱼叶苷、柳穿鱼黄素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70%甲醇制成含各成分 20、20、20、20、70、10 μg/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大蓟药材粉末（过三号筛）约 1.0 g，置具塞

锥形瓶中，加入 70%甲醇 25 mL，称定质量，超声

处理（功率 250 W、频率 40 kHz）30 min，放冷，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4  方法学试验 

2.4.1  精密度试验  取编号 DJ-AC1 大蓟制备的供

试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以峰 6（柳穿鱼叶苷）

为 S 峰，计算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

小于 0.19%，相对峰面积 RSD 值小于 1.59%。 

2.4.2  稳定性试验  取编号 DJ-AC1 大蓟制备的供

试品溶液，分别在 0、2、7、9、11、12 h 进样测定，

以峰 6（柳穿鱼叶苷）为 S 峰，计算得各共有峰的

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小于 1.68%，相对峰面积 RSD

值小于 2.77%，说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 

2.4.3  重复性试验  取编号 DJ-AC1 大蓟样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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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以峰 6（柳穿

鱼叶苷）为 S 峰，计算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值小于 0.18%，相对峰面积RSD值小于 1.80%。 

2.5  指纹图谱的建立和相似度评价 

取 15 批大蓟药材制备的供试品溶液，进样测

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12 版）”，以 DJ-AC1 为参照图谱，经过保留时

间校正、峰匹配生成叠加图谱，采用平均数法生成

对照图谱，见图 2。共确定 7 个共有峰，通过与对

照品比对，指认了 6 个成分，其中峰 1 为新绿原酸、

峰 2 为绿原酸、峰 3 为隐绿原酸、峰 5 为蒙花苷、

峰 6 为柳穿鱼叶苷、峰 7 为柳穿鱼黄素。 

 

1-新绿原酸；2-绿原酸；3-隐绿原酸；5-蒙花苷；6-柳穿鱼叶苷；

7-柳穿鱼黄素。 

1-neochlorogenic acid; 2-chlorogenic acid; 3-cryptochlorogenic acid; 

5-linarin; 6-pectolinarin; 7-pectolinarigenin. 

图 1  混合对照品溶液（A）和大蓟（B）UPLC 图 

Fig. 1  UPLC chromatograms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A) and Cirsii Japonici Herba (B) 

15 批大蓟样品相似度评价结果见表/2。大蓟药

材特征图谱之间的相似度以及各批与对照特征图

谱之间的相似度均大于 0.95，表明不同产地的大蓟

药材特征图谱轮廓一致。15 批大蓟药材特征图谱特

征峰面积测定结果见表 3。以峰 6 为 S 峰，相对保

留时间 RSD 值小于 1.59%，相对峰面积 RSD 值为

51.97%～113.80%，可见不同产地的大蓟特征图谱

峰面积有一定的差别。 

表 2  大蓟药材的特征图谱相似度 

Table 2  Similarity in characteristic spectra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DJ-AC1 0.983 DJ-JH9 0.974 

DJ-AC2 0.983 DJ-JH10 0.988 

DJ-AC3 0.994 DJ-JH11 0.979 

DJ-AC4 0.994 DJ-JC12 0.981 

DJ-JX5 0.998 DJ-ZL13 0.985 

DJ-JX6 0.998 DJ-ZL14 0.997 

DJ-JX7 0.986 DJ-ZL15 0.992 

DJ-JX8 0.989   

表 3  大蓟药材的特征图谱峰面积 

Table 3  Peak area of characteristic spectra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批号 
峰面积 

峰 1 峰 2 峰 3 峰 4 峰 5 峰 6 峰 7 

DJ-AC1 1.588 15.800 2.849  1.608  12.239 41.156  0.575 

DJ-AC2 4.102 21.957 2.431  1.253  23.978 72.616  0.420 

DJ-AC3 0.023  0.239 0.078  1.358   2.922  8.255  0.305 

DJ-AC4 0.065  0.457 0.169  1.004   7.018 27.350  0.503 

DJ-JX5 0.035  0.262 0.092  1.282   8.258 22.570  0.411 

DJ-JX6 0.054  0.505 0.168  1.040   5.113 15.423  0.245 

DJ-JX7 0.035  0.204 0.086  1.322   2.078  5.877  0.302 

DJ-JX8 0.052  0.476 0.168  1.176   4.142 11.411  0.205 

DJ-JH9 0.061  0.334 0.222  0.732   2.257  4.558  0.104 

DJ-JH10 0.772  5.232 0.845  1.235  17.932 50.514  0.612 

DJ-JH11 0.572  3.446 0.640  0.853  23.119 64.312  0.353 

DJ-JC12 0.612  5.143 0.993  1.459  14.528 44.642  1.187 

DJ-ZL13 1.538  8.966 3.780 58.105  91.332 43.952 13.274 

DJ-ZL14 2.234 20.447 7.217 50.516 177.924 42.956  8.806 

DJ-ZL15 2.431 13.312 8.848 29.175 89.955 39.856  4.145 

 

建立的大蓟特征图谱显示，不同产地的药材

可呈现 7 个共有峰，指认出其中 6 个特征峰，由叠

加图可见其保留时间对应良好，另外特征峰面积有

明显差别，因此选用大蓟药材 UPLC 特征图谱特征

峰的峰面积为指标，结合化学计量学方法对不同产

地大蓟药材质量进行评价。 

2.6  熵权法计算权重 

构建大蓟的质量评价矩阵 Xij（i＝1, 2…n；j＝1, 

2…m；n＝15，m＝7）。将大蓟特征图谱峰面积进行

同向化[8-10]，得到同向化后的矩阵（X′ij），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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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计算各指标信息熵（ej）、权重（ωj），见表 5。同

向化、信息熵和权重计算公式见（1）～（3）。 

表 4  大蓟特征图谱峰面积同向化矩阵 

Table 4  Feature chromatogram peak area homogenization 

matrix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批号 
同向化后的矩阵 

峰 1 峰 2 峰 3 峰 44 峰 5 峰 6 峰 7 

DJ-AC1 0.384 0.717 0.316 0.015 0.058 0.538 0.036 

DJ-AC2 1.000 1.000 0.268 0.009 0.125 1.000 0.024 

DJ-AC3 0.000 0.002 0.000 0.011 0.005 0.054 0.015 

DJ-AC4 0.010 0.012 0.010 0.005 0.028 0.335 0.030 

DJ-JX5 0.003 0.003 0.002 0.010 0.035 0.265 0.023 

DJ-JX6 0.008 0.014 0.010 0.005 0.017 0.160 0.011 

DJ-JX7 0.003 0.000 0.001 0.010 0.000 0.019 0.015 

DJ-JX8 0.007 0.013 0.010 0.008 0.012 0.101 0.008 

DJ-JH9 0.009 0.006 0.016 0.000 0.001 0.000 0.000 

DJ-JH10 0.184 0.231 0.087 0.009 0.090 0.675 0.039 

DJ-JH11 0.135 0.149 0.064 0.002 0.120 0.878 0.019 

DJ-JC12 0.144 0.227 0.104 0.013 0.071 0.589 0.082 

DJ-ZL13 0.371 0.403 0.422 1.000 0.508 0.579 1.000 

DJ-ZL14 0.542 0.931 0.814 0.868 1.000 0.564 0.661 

DJ-ZL15 0.590 0.603 1.000 0.496 0.500 0.519 0.307 

表 5  大蓟的信息熵和权重 

Table 5  Information entropy and weights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峰位 ej ωj 

峰 1 0.712 0.064 

峰 2 0.724 0.061 

峰 3 0.668 0.074 

峰 4 0.470 0.118 

峰 5 0.539 0.102 

峰 6 0.807 0.043 

峰 7 0.572 0.095 

正向指标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min(𝑋𝑖𝑗)

max(𝑋𝑖𝑗)−min(𝑋𝑖𝑗)
 

负向指标：𝑋′𝑖𝑗 =
max(𝑋𝑖𝑗)−𝑋𝑖𝑗

max(𝑋𝑖𝑗)−min(𝑋𝑖𝑗)
            （1） 

𝑒𝑗 = −𝑘∑ 𝑋′𝑖𝑗 ln 𝑋′𝑖𝑗
𝑛
𝑖=1 ；𝑘 = −

1

ln𝑛
（若𝑋′𝑖𝑗=0,则定义

lim
𝑋′𝑖𝑗→0

𝑋′𝑖𝑗 ln 𝑋′𝑖𝑗 = 0）                          （2） 

𝜔𝑗 =
1−𝑒𝑗

𝑗−∑𝑒𝑗
                                （3） 

信息熵反映了指标的离散程度，熵越大，指标

的离散程度越小，指标对于决策的重要值即权重越

小。可以看出大蓟中各特征峰权重 ωj 大小为峰 4≈

峰 5＞峰 7＞峰 3＞峰 1≈峰 2＞峰 6。 

2.7  灰色关联度法计算相对关联度 

按公式（4）将同向化矩阵 X′ij（i＝1, 2…n；j＝

1, 2…m；n＝15，m＝7）进行标准化得到矩阵 Yij。

设其最优参考序列为{Ysj}，最差参考序列为{Ytj}。

按照公式（5）计算最优关联系数𝜉𝑗(𝑠)
𝑖 ，最差关联系

数𝜉𝑗(𝑡)
𝑖 ，并按公式（6）计算相对于最优参考序列{Ysj}

与最差参考序列{Ytj}的加权关联度 r(s)、r(t)和相对关

联度 ri，见表 6。 

𝑌𝑖𝑗 =
𝑋𝑖𝑗

𝑋𝑗̅̅ ̅
（𝑋�̅�为第 n 个样品第 m 个指标的平均值） （4） 

𝜉𝑗(𝑠)
𝑖 =

Δ𝑚𝑖𝑛+𝜌Δ𝑚𝑎𝑥

|𝑌𝑖𝑗−𝑌𝑠𝑗|+𝜌Δ𝑚𝑎𝑥
;𝜉𝑗(𝑡)

𝑖 =
Δ′𝑚𝑖𝑛+𝜌Δ′𝑚𝑎𝑥

|𝑌𝑖𝑗−𝑌𝑡𝑗|+𝜌Δ
′𝑚𝑎𝑥

      （5） 

(Δ𝑚𝑖𝑛 = 𝑚𝑖𝑛|𝑌𝑖𝑗 − 𝑌𝑠𝑗|;Δ𝑚𝑎𝑥 = 𝑚𝑎𝑥|𝑌𝑖𝑗 − 𝑌𝑠𝑗|;Δ′𝑚𝑖𝑛 =

𝑚𝑖𝑛|𝑌𝑖𝑗 − 𝑌𝑡𝑗|;Δ′𝑚𝑎𝑥 = 𝑚𝑎𝑥|𝑌𝑖𝑗 − 𝑌𝑡𝑗|)（ρ 为分辨系数，一

般取 0.5） 

𝑟(𝑠) =
1

𝑚
∑ 𝜔𝑗
𝑚
𝑗=1 𝜉𝑗(𝑠)

𝑖 ；𝑟(𝑡) =
1

𝑚
∑ 𝜔𝑗
𝑚
𝑗=1 𝜉𝑗(𝑡)

𝑖 ；𝑟𝑖 =
𝑟(𝑠)

𝑟(𝑠)+𝑟(𝑡)
 （6） 

表 6  大蓟加权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 

Table 6  Weighted correlation and relative correlation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批号 r(s) r(t) ri 排名 

DJ-AC1 1.960 3.127 0.385 5 

DJ-AC2 2.852 2.816 0.503 4 

DJ-AC3 1.510 4.389 0.256 13 

DJ-AC4 1.573 4.118 0.276 9 

DJ-JX5 1.554 4.179 0.271 10 

DJ-JX6 1.533 4.256 0.265 11 

DJ-JX7 1.505 4.432 0.253 14 

DJ-JX8 1.521 4.314 0.261 12 

DJ-JH9 1.502 4.452 0.252 15 

DJ-JH10 1.775 3.498 0.337 7 

DJ-JH11 1.875 3.578 0.344 6 

DJ-JC12 1.738 3.505 0.331 8 

DJ-ZL13 2.830 2.116 0.572 2 

DJ-ZL14 3.241 1.803 0.643 1 

DJ-ZL15 2.589 2.155 0.546 3 

 

相对于最优参考序列的关联度 r(s)越大，相对于

最差参考序列的 ri 就越小，则相对关联度越高，表

明该评价单元序列越理想，根据相对关联度越高排

序越靠前，说明样品的质量评价越高，ri 排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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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药材质量高低评价的依据。由表 6 的排名可

知，产自安徽、浙江的大蓟药材排名普遍靠前，而

江苏产大蓟药材排名普遍较后，且浙江产大蓟 3 批

药材占据前 3 名，不同产地大蓟药材排名为浙江＞

安徽＞江苏。同时可见，安徽、江苏省内药材排名

波动大，说明同省的药材质量也存在差异性。 

2.8  TOPSIS 法计算相对贴近程度 

按公式（7）将同向化矩阵 X′ij（i＝1, 2…n；j＝

1, 2…m；n＝15，m＝7）进行归一化得矩阵 Zij，按

公式（8）熵权化得加权标准矩阵 Vij。确定标准矩

阵 Vij的正理想解𝑉𝑗
+和负理想解𝑉𝑗

−，按公式（9）计

算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D-

和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的相对贴近程度 Ci，见表 7。 

𝑍𝑖𝑗 =
𝑋′𝑖𝑗

√∑ 𝑋′𝑖𝑗
2𝑚

𝑗=1

                             （7） 

𝑉𝑖𝑗 = 𝑋𝑖𝑗𝜔𝑗                                 （8） 

  𝐷+ = √∑ (𝑉𝑖𝑗 − 𝑉𝑗
+)2𝑚

𝑗=1 ；𝐷− = √∑ (𝑉𝑖𝑗 − 𝑉𝑗
−)2𝑚

𝑗=1 ； 

𝐶𝑖 =
𝐷−

𝐷−+𝐷+                                  （9） 

表 7  大蓟 D+、D-和相对贴近程度 Ci 

Table 7  D+, D-and relative closeness degree Ci of Cirsii 

Japonici Herba 

编号 D+ D- Ci 排名 

DJ-AC1 0.142 0.037 0.206 5 

DJ-AC2 0.138 0.064 0.316 4 

DJ-AC3 0.159 0.002 0.012 13 

DJ-AC4 0.157 0.008 0.048 9 

DJ-JX5 0.157 0.007 0.041 10 

DJ-JX6 0.159 0.004 0.024 11 

DJ-JX7 0.160 0.001 0.009 14 

DJ-JX8 0.159 0.003 0.016 12 

DJ-JH9 0.160 0.001 0.006 15 

DJ-JH10 0.149 0.021 0.122 7 

DJ-JH11 0.150 0.023 0.133 6 

DJ-JC12 0.148 0.019 0.115 8 

DJ-ZL13 0.062 0.125 0.668 2 

DJ-ZL14 0.038 0.134 0.782 1 

DJ-ZL15 0.083 0.089 0.517 3 

 

结果显示，通过 TOPSIS 法计算相对贴近程度，

得到的排名与灰色关联度分析一致，即采用不同的

分析手段，该特征图谱均可稳定地评价大蓟药材的

质量。 

3  讨论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规定大蓟药材按干

燥品计柳川鱼叶苷不得少于 0.20%，经测定，本研

究所用 15 批大蓟药材均符合要求。《中国药典》对

于大蓟的质量评价缺少特征图谱项，本研究建立了

大蓟特征图谱，同时对其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式进

行考察，采用不同的提取溶剂，各特征峰的峰型、

分离效果差异明显，并且以 70%甲醇作为提取溶剂

时 7 个特征峰的“总峰面积/称样量”最大，因此，

选择 70%甲醇作为提取溶剂；对比不同提取方式发

现，超声提取和回流提取各色谱峰峰型、分离效果

差异较小、“总峰面积/称样量”差异较小，考虑到

操作简便，选择超声提取方式；通过考察不同提取

时间（15、30、45 min）对大蓟特征图谱的影响，7

个特征峰的“总峰面积/称样量”无明显差别，说明

超声 15 min 已能完全提取，考虑到实验环境的影

响，为保证方法的耐用性，选择超声提取时间 30 

min；最终确定大蓟药材按照文中的方法处理。建立

的大蓟指纹图谱规定了 7 个特征峰，其中峰 1 为新

绿原酸、峰 2 为绿原酸、峰 3 为隐绿原酸、峰 5 为

蒙花苷、峰 6 为柳穿鱼叶苷、峰 7 为柳穿鱼黄素，

各特征峰分离度好，专属性强。 

大蓟具有凉血止血、散瘀解毒消痈的功效，现

代研究发现大蓟中含有的柳川鱼叶苷、蒙花苷具有

止血和促凝血作用[11]，散瘀解毒消痈一般指现代的

消炎消肿，大蓟中含有的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

原酸、柳穿鱼黄素即具有抗炎、抗肿瘤作用[12-16]，

因此建立的特征图谱可与大蓟的药理药效对应，对

于评价不同产地药材质量具有代表性。且基于特征

峰峰面积，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TOPSIS 法分析大

蓟药材不同产地结果排序一致，也说明建立的特征

图谱可稳定有效地评价大蓟的质量。 

近年来对于大蓟及其炮制品的质量评价研究

多集中在指纹图谱的建立[17-19]、不同药用部位[20]、

不同炮制工艺的研究方面，对于产地的研究和通过

科学的数据处理手段进行质量评价的文献较少[21]。

大蓟野生于山坡、路边等处，我国南北各省均有分

布，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在肥沃、深厚排

水良好的土壤上生长良好，可用种子繁殖或分根繁

殖，分布于河北、陕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

福建等地[22]。大蓟对生长环境适应性良好，因此并

无明确的道地产区。本研究评价结果显示，大蓟药

材质量较稳定，不同产地的样品中特征峰可稳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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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基于熵权法的灰色关联度分析和 TOPSIS 法分

析浙江产的大蓟药材质量排名较优。 

建立大蓟的特征图谱，相似度结果显示各产地

特征图谱轮廓较为一致，但以峰 6 为 S 峰，各批次

药材相对峰面积 RSD 值范围为 51.97%～113.80%，

可见不同产地的大蓟特征图谱峰面积有一定的差

别。基于特征峰面积进行分析，熵权法分析结果显

示峰 4、峰 5（蒙花苷）、峰 7（柳穿鱼黄素）对于

药材质量影响的权重较大，药典指标成分柳穿鱼叶

苷即峰 6 的离散程度最小、权重最小，考虑此成分

为大蓟中稳定存在的成分，相较于其他成分在不同

产地间波动小，因此对产地间质量评价作用较小。

灰色关联度和 TOPSIS 法分析结果显示浙江丽水产

的大蓟样品质量排名较优，其次为安徽滁州，江苏

徐州、淮安、常州等地的药材，除浙江 3 批药材，

其余药材的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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