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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白散及其主药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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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泻白散和方中 3味主药甘草、地骨皮、桑白皮的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方法，并对 31批药材和 10批泻白

散煎液的抗氧化活性进行测定。方法 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检测一定浓度的药材提取液引起DPPH溶液吸光度（A）值

降低，考察波长为 517 nm，分别探索 3味药材抗氧化活性成分的提取条件；并进行不同溶剂的吸收考察、专属性考察、

DPPH线性考察、药材提取液线性考察、精密度试验、重复性试验、耐用性考察等方法学验证；以清除DPPH自由基的半抑

制浓度（IC50）作为评价指标，对泻白散和方中 3味药材的体外抗氧化活性进行考察。结果 地骨皮、甘草、桑白皮和泻白

散提取液的 IC50均值为 0.31、1.24、1.49和 0.91 g/L，泻白散提取工艺对方中药物抗氧化活性的保留均值为 56%。结论 建立

的抗氧化活性测定方法可用于泻白散及方中主药的抗氧化活性测定，为多维度评价中药和中药材质量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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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Xiebai San and three main compositions

of it in vitro, determin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31 batch samples of CMM and 10 batch samples of Xiebai San.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xtraction conditions of antioxidative components from 3 CMM, the decrease of DPPH solution absorption value caused

by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CMM solution was taken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change of absorption value/concentration of CMM);

the blank absorption, specificity, DPPH linearity, herbal extract linearity, precision test, repeatability test and durability test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methodology. The IC50 of cleared DPPH free radicals was used as the index to evaluat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of Xiebai San and three CMM. Results The mean IC50 of Lycii Cortex,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Mori Cortex and

Xiebai San were 0.31, 1.24, 1.49 and 0.91 g/L; The mean value of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the extract from Xiebai San was 56%.

Conclusion The method was applicable to determin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Xiebai San and the main compositions of it in vitro.

And it provides new idea for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the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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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白散源于《小儿药证直诀》，由桑白皮、地骨

皮、甘草、粳米组成的一种煮散剂，主治小儿肺盛、

气急喘嗽［1］。方中君药桑白皮性寒味甘，归肺经，具

有泻肺平喘的功效；臣药地骨皮性寒味甘，归肺、

肝、肾经，具有清肺降火之功效，可助君药泻肺中伏

火；甘草和粳米养胃和中，为佐药，4味药合用，共同

发挥止咳平喘的功效［2］。

研究表明自由基损伤和氧化应激在小儿肺

炎［3-4］、小儿下呼吸道感染［5］、急性肺损伤［6］、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7］和肺纤维化［8］等肺相关疾病的发病机

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活性氧产生过多会破坏肺

部氧化还原平衡，可以引起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

进而引起细胞的损伤甚至凋亡，这些异常与肺相关

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8］。本研究通过对一定浓度的

桑白皮、地骨皮、甘草以及泻白散标准煎液液体 1，

1- 二 苯 基 -2- 三 硝 基 苯 肼［1，1-diphenyl-2-

picrylhydrazyl radical，2，2-diphenyl-1-（2，4，6-

trinitrophenyl）hydrazyl，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的

测定，研究其体外抗氧化活性，以期为泻白散标准

煎液在该类疾病的防治提供依据，为整体评价中药

质量提供新思路。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Bio Tek Epoch全波长酶标仪（数字本草中药检

测有限公司，资产编号 TJ-01-902）；电子分析天

平（型号 XS105、ME 104/02，美国 Mettler Toledo 公

司）；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型

号KQ3200E）；超纯水仪（Millipore公司，型号Milli-

Q Advantage A10）；Research plus手动移液器（艾本

德（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规格 20～100 μL、

100～1 000 μL、0.5～5.0 mL和 1～10 mL等）；96孔

微孔板（Corning 公司，型号 3599）；容量瓶（德国

BLAU BRAND，规格 2、5、10、25、50和 100 mL等）；

Vortex-Genie2漩涡混合器（美国 Scientific Industries

公司，型号Vortex-Genie2）。

1.2 试剂、试药和耗材

抗坏血酸 Vc（Sigma公司，货号 PHR-1068-2G，

批号 LRAA8956）；DPPH（Sigma 公司，货号 D9132-

1G，批号STBG8547）；无水乙醇（天津市康科德科技

有限公司，批号 190116）；甘草药材（10 批，产自内

蒙 、甘肃 、陕西），经周大铮博士鉴定为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ch.的干燥根和根茎；地骨皮

药材（10批，产自内蒙、河北、陕西和四川），经张磊

博士鉴定为枸杞 Lycium chinense Mill.的干燥根皮；

桑白皮药材（11批，产自安徽、四川、湖南、贵州和江

苏），经周大铮博士鉴定为桑 Morus alba L.的干燥

根皮；泻白散煎液依据文献方法［1］制备（10批，实验

室自制）。

2 方法

2.1 溶剂的选择

一般选择甲醇或乙醇作为DPPH的溶剂，综合

考虑泻白散处方组成（地骨皮、桑白皮、甘草）和制

备工艺、甲醇的毒性和设备检测原理，选择以无水

乙醇作为其稀释溶剂。

2.2 不同溶剂的吸收考察

以 500 μL超纯水和 500 μL无水乙醇的混合溶

液作为空白溶剂，以 66.45 mg/L DPPH 无水乙醇溶

液作为控制液。精密吸取空白溶液、控制液、无水

乙醇和超纯水各 200 μL 加入 96 孔微孔板底部，在

400～700 nm 进行扫描。超纯水、无水乙醇和空白

溶剂在400～700 nm的吸光度（A）值接近，其517 nm处

的 A值分别为 0.088、0.082、0.085，该值与 96孔微孔

板的本底A值接近，由此可知3种溶剂在517 nm处吸收

干扰相对较小。

2.3 专属性考察

分别称取地骨皮、桑白皮和甘草药材粉末

约 1 g，分别加入超纯水 100 mL，超声提取 30 min，离

心，取上清液。分别吸取上述 3 味药材提取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无水乙醇 500 μL，混合均匀，作为

3味药材的本底液。另分别吸取上述 3味药材提取

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0.132 9 g/L 的

DPPH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作为 3味药材的反应

液。以质量浓度为 66.45 mg/L的DPPH溶液作为控

制液。精密吸取上述 7种液体各 200 μL，加入 96孔

微孔板底部，在 400～700 nm 对其进行扫描，以波

长-A值绘制曲线。如图1所示，DPPH控制液在 517 nm

附近具有较强吸收，3味药材的本底液和反应液在

490～590 nm处均无较强吸收，517 nm处亦无特征

吸收，说明 3味药材在此浓度下能够较为完全地捕

获DPPH的自由基，其提取液具有清除该自由基作

用，该试验过程中 3味药材中捕获自由基的活性成

分为足量或过量。

2.4 DPPH溶液线性考察

精密称取DPPH适量，加适量无水乙醇配制成

质量浓度为 70.9、62.0、53.2、44.3、35.4、17.7、8.9 和

3.5 mg/L的溶液。精密吸取上述溶液各 200 μL，加

入至 96孔微孔板底部，以无水乙醇作为空白溶液，

测定其517 nm处A值。通过将DPPH溶液的质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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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对应的A值（A＝A 测－A 空白）进行趋势拟合可

知，DPPH 溶液质量浓度在 3.5～70.9 mg/L 线性

良好，其趋势拟合方程为Y＝4.586 3 X2＋12.286 X－

0.004 7，R²＝0.998 4。

2.5 提取条件的考察

2.5.1 不同提取溶剂的考察 分别精密称取 3味药

材粉末约 0.5 g，分别加入超纯水和体积分数为

20%、40%、60%、80%、95%的乙醇水溶液各25 mL，超声

提取 30 min，4 000 r/min离心 5 min，得相应提取液；

精密吸取各提取液适量，加超纯水稀释成生药质量

浓度（C）分别为 2 g/L（桑白皮）、2 g/L（甘草）和

0.4 g/L（地骨皮）供试液。精密吸取各供试液500 μL，分

别加入质量浓度为123.9 mg/L的DPPH 溶液 500 μL，

混合均匀（相 当 于 DPPH 溶 液 的 质 量 浓 度 为

66.45 mg/L），室温下反应 5～10 min。精密吸取上

述反应液和控制液（DPPH质量浓度为 66.45 mg/L）

各 200 μL，加入至 96孔微孔板底部，测定其 517 nm

处A值，计算其A值变化量（△A＝A 控制－A 测）与供试

液C的比值。

甘草和桑白皮药材的超纯水和不同体积分数

乙醇供试液的抗氧化差异不大，其中 80%乙醇提取

液抗氧化成分提取更为充分；地骨皮药材的超纯水

和不同体积分数乙醇供试液的抗氧化差异较大，其

中 80%乙醇提取液抗氧化成分提取更为充分，95%

乙醇提取液抗氧化成分提取较弱。结果见表1。

2.5.2 提取时间的考察 分别精密称取 3味药材粉

末约 0.5 g，分别加入 80% 乙醇水溶液 25 mL，分别

超声提取 10、20、30、40、50、60 min，4 000 r/min离心

5 min，得相应提取液。精密吸取各提取液适量，加

超纯水稀释成C分别为 2 g/L（桑白皮）、2 g/L（甘草）

和 0.4 g/L（地骨皮）的供试液。精密吸取各供试液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123.9 mg/L 的 DPPH

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室温下反应 5～10 min。

精 密吸取上述 反 应 液 和 控 制 液（质量浓度为

66.45 mg/L）各 200 μL，加入至 96孔微孔板底部，测

定其 517 nm 处 A 值，计算其 A 值变化量（△A＝

A 控制－A 测）与供试液 C 的比值。3味药材 80% 乙醇

20～60 min 提取的抗氧化强度波动不大。结果

见表2。

2.5.3 提取溶剂倍数的考察 分别精密称取 3味药

材粉末适量，分别加入 10、50、100倍 80%乙醇水溶

液适量，超声提取 25 min，4 000 r/min离心 5 min，得

相应提取液。精密吸取各提取液适量，加超纯水稀

释成 C 分别为 2 g/L（桑白皮）、2 g/L（甘草）和

表1 不同提取溶剂考察结果

Table 1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solvents

乙

醇/%

0

20

40

60

80

95

桑白皮

C 药材/

（g·L−1）

2.054 8

2.036 4

2.082 4

2.104 4

2.033 6

2.107 6

△A/
C 药材

0.190

0.168

0.192

0.202

0.229

0.201

甘草

C 药材/

（g·L−1）

2.048 4

2.024 8

2.071 6

2.064 0

2.053 2

2.038 8

△A/

C 药材

0.138

0.113

0.188

0.211

0.213

0.203

地骨皮

C 药材/

（g·L−1）

0.414 0

0.410 3

0.407 9

0.402 5

0.414 5

0.412 7

△A/

C 药材

0.237

0.288

0.402

0.415

0.495

0.133

表2 不同提取时长考察结果

Table 2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time

t/min

10

20

30

40

50

60

桑白皮

C 药材/

（g·L−1）

2.040 0

2.068 4

2.035 2

2.015 2

2.013 6

2.080 4

△A/

C 药材

0.286

0.292

0.297

0.295

0.300

0.288

甘草

C 药材/

（g·L−1）

2.048 0

2.075 2

2.002 0

2.008 4

2.014 4

2.010 8

△A/

C 药材

0.232

0.238

0.234

0.248

0.251

0.259

地骨皮

C 药材/

（g·L−1）

0.408 0

0.401 6

0.403 0

0.409 3

0.410 6

0.409 1

△A/

C 药材

0.635

0.640

0.588

0.596

0.650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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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溶剂和专属性考察结果

Fig. 1 Results of solvent and specificity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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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g/L（地骨皮）供试液。精密吸取各供试液500 μL，分

别加入质量浓度为123.9 mg/L的DPPH溶液500 μL，混

合均匀，室温下反应 5～10 min。精密吸取上述

反应液和控制液（质量浓度为 66.45 mg/L）各

200 μL，加入至 96孔微孔板底部，测定其 517 nm处

的A值，计算其A值变化量（△A＝A 控制－A 测）与供试

液C的比值。溶剂倍数对抗氧化强度的影响不大，

结果见表 3。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最终确定 3味药材

抗氧化活性成分提取的条件为：以 10倍量的 80%乙

醇作为提取溶剂，超声提取时长为25 min。

2.6 精密度试验

分别精密称取 3味药材粉末约 0.5 g，依据“2.5”

项下确定条件得相应提取液；精密吸取 3种提取液

适量，加超纯水分别稀释成C为1.655 g/L（桑白皮）、

2.075 g/L（甘草）和 0.411 g/L（地骨皮）的供试液。精

密吸取 3个供试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122.2 mg/L的DPPH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室温下

反应 5～10 min。精密吸取上述反应液和控制

液（DPPH质量浓度为 61.1 mg/L）各 200 μL，加入至

96孔微孔板底部，测定其 517 nm处的A值，重复测

定 6次。桑白皮、甘草和地骨皮反应液 6次测定结

果的RSD分别为0.9%、1.0%、1.0%。

2.7 线性考察

依据“2.5”项下确定条件制备 3 味药材的提取

液，分别精密吸取提取液适量加超纯水制成 C 为

0.827～4.137 g/L 的桑白皮线性供试液、0.830～

4.150 g/L的甘草线性供试液和 0.205～0.616 g/L的

地骨皮线性供试液。精密吸取上述线性供试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122.2 mg/L的DPPH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室温下反应 5～10 min，测定

517 nm 下反应液和控制液A值，并将反应液浓度和

相应的A值变化量进行趋势拟合。3味药材供试液

的浓度与 A 值变化量间具有多项式线性相关的特

性，且其 R2均大于 0.99，上述浓度范围的浓度-A 值

变化量拟合结果分别为：桑白皮 Y＝−0.085 27 X2＋

0.421 74 X＋0.321 33，R² ＝0.993 47；地骨皮 Y＝

2.169 64 X2＋1.096 76 X＋0.123 6，R²＝0.992 79；甘

草 Y＝ − 0.200 24 X2＋0.753 X＋0.098 25，R² ＝

0.992 9。

2.8 重复性考察

依据“2.5”项下确定条件制备 3 味药材的提取

液，分别精密吸取提取液适量加超纯水分别制备成C为

4.137 g/L桑白皮供试液、4.150 g/L 甘草供试液和

61.6 mg/L 地骨皮供试液各 6 份。精密吸取上述供

试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122.2 mg/L的

DPPH 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室温下反应 5～

10 min，测定 517 nm处反应液和控制液（61.1 mg/L）A

值。6次测定结果显示，桑白皮、甘草和地骨皮反应

液A值变化量的RSD分别为0.7%、1.5%、1.8%，所建

方法重复性较好。

2.9 耐用性考察

依据“2.5”项下确定条件制备 3 味药材的提

取液，分别精密吸取提取液适量加超纯水分别

制备成 C 为 4.137、3.309、2.068、1.655和 1.241 g/L

的桑白皮线性供试液，4.150、3.320、2.075、1.660

和 0.830 g/L 的甘草线性供试液 ，0.616、0.513、

0.411、0.308 和 0.205 g/L 的地骨皮线性供试液各 6

份。精密吸取上述供试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

浓度为 122.2 mg/L的DPPH溶液 500 μL，混合均匀，

室温下反应 5～10 min，测定 517 nm 处反应液和控

制液（61.1 mg/L）A 值。通过计算可知，由高到低 5

个梯度浓度的桑白皮反应液 A 值变化量的 RSD 分

别为 0.7%、0.4%、0.8%、1.0%和 1.9%，甘草反应液A

值变化量的 RSD 分别为 1.5%、0.4%、2.0%、2.2% 和

1.5%，地骨皮反应液 A 值变化量的 RSD 分别为

1.8%、3.3%、2.3%、2.2% 和 4.0%，所建方法耐用性

较好。

2.10 样品检测

2.10.1 药材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试验选取了 4个

产地 10批地骨皮、4个产地 10批甘草和 6个产地 11

批的桑白皮，依据“2.5”项下确定条件制备相应提取

液，并依据“2.7”项下要求配制成相应浓度的线性供

试液、测定 517 nm处反应液和控制液 A值，并进行

线性溶液浓度和A值变化量的趋势拟合，计算各主

药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如表 4所示，10批地骨皮

的 IC50均值为 0.31 g/L（0.21～0.39 g/L）；10 批甘草

的 IC50均值为1.24 g/L（0.72～2.90 g/L）；11批桑白皮

的 IC50均值为1.49 g/L（0.84～2.53 g/L）。

2.10.2 泻白散煎液抗氧化活性的测定和 IC50的计

表3 不同溶剂倍数考察结果

Table 3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solvent multiples

溶剂

倍数

10

50

100

桑白皮

C 药材/
（g·L−1）

2.005 8

2.035 2

2.009 0

△A/
C 药材

0.230

0.218

0.205

甘草

C 药材/
（g·L−1）

2.041 4

2.002 0

2.068 6

△A/
C 药材

0.303

0.306

0.285

地骨皮

C 药材/
（g·L−1）

0.408 4

0.403 0

0.404 8

△A/
C 药材

0.713

0.702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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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依据泻白散处方组成［1］精密称取 3 味主药粉

末，加 12倍超纯水，回流提取 30 min，放冷至 50 ℃

以下，4 000 r/min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0.5 mL，加超

纯水定容至 10.0 mL，混合均匀，作为储备液。分别

精密吸取储备液 200、300、400、500、600 μL，加超纯

水适量，使成 1 000 μL。精密吸取上述 5个浓度的

溶液各 500 μL，分别加入质量浓度为 122.2 mg/L的

DPPH溶液500 μL，混合均匀，室温下反应5～10 min，测

定 517 nm下反应液和控制液（61.1 mg/L）的A值，并

将反应液浓度和A值变化量进行趋势拟合，计算各

泻白散煎液的 IC50。如表 5 所示，10 批泻白散煎液

的 IC50均值为0.91 g/L（0.56～1.18 g/L）。

3 讨论

DPPH 是一种稳定的、以氮为中心的质子自由

基，空间位阻可能会决定反应的倾向，小分子化合

物更易接近自由基而拥有相对较高的抗氧化活性，

而大分子化合物由于受空间位阻的影响不易接近

自由基而影响测定结果，由于空间位阻决定反应的

倾向，小分子化合物由于更易接近自由基而拥有相

对较高的抗氧化活性［9-10］。甘草中主要成分甘草素、

甘草苷、甘草酸、芹糖甘草苷、异甘草素、槲皮素和

光甘草定［11-16］，桑白皮中主要成分白藜芦醇、氧化白

藜芦醇、桑皮苷、绿原酸［17-21］，地骨皮中主要成分地

骨皮甲素、地骨皮乙素［22-26］等成分相对分子量较小，

符合该方法对待测物空间构型的要求，相关成分的

抗氧化活性也得到证实。

鉴于DPPH自由基清除率随自由基清除剂溶液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DPPH自由基量过量条件下），

为满足样本自由基清除能力（抗氧化活性）强弱的

评价，采用 IC50值作为评价指标。通过对不同提取

溶剂、不同提取时长和提取溶剂倍数等的考察确定

了 3味药材的提取方法，并对其抗氧化活性进行测

定，通过对比其 IC50可知：地骨皮药材的 IC50较低，即

相同的DPPH自由基清除条件下，所需地骨皮药材

的浓度低于桑白皮和甘草，可认为相同浓度下地骨

皮药材体外抗氧化活性强于桑白皮和甘草；3味药

材不同产地和批次的 IC50差异较大，这可能与不同

产地间药材的物质基础相关。小儿“脏腑柔弱，易

虚易实、易寒易热”，故在治疗小儿疾病时遣方用药

方面，常于祛邪之中伍以扶正之品，使祛邪而不伤

正，泻白散方中桑白皮甘寒入肺，泻肺平喘，又因其

质润不刚不燥，而不伤娇脏，故为君药；地骨皮甘淡

而寒，入肺、肝、肾经，既能直入阴分助君药泻肺中

伏火，又能清泻肾中虚热以退蒸；君臣相合，清肺火

以复肺气之肃降，泻肾热则虚火不致犯肺。甘草、

粳米养胃和中，既可扶胃气，又可防桑白皮和地骨

皮寒凉害胃；四药合用，共奏泻肺清热，止咳平喘之

功［2，27］。这与上述 3味药材抗氧化活性研究结果具

有一致性。另外，本研究仅从DPPH自由基清除角

度考察了泻白散及方中药味的体外抗氧化活性，鉴

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基于更多产地、批次和基于

其他原理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的研究尚待开展。

通过将10批泻白散煎液 IC50测定结果关联方中

药味 IC50和投药量的分析可知，标准煎液提取工艺

对方中药材抗氧化活性的保留值（抗氧化活性的保

留 值 =（IC50桑白皮 ×m 桑白皮 +IC50地骨皮 ×m 地骨皮 +IC50甘草 ×

m 甘草）/IC50泻白散煎液）为 56%（40%～75%），泻白散煎液

提取工艺能够较为有效地保留方中药味的抗氧化

活性，为其发挥治疗作用提供保证。

表4 3味药材抗氧化检测结果

Table 4 Antioxidant test results of 3 CMM

样品

地骨皮1

地骨皮2

地骨皮3

地骨皮4

地骨皮5

地骨皮6

地骨皮7

地骨皮8

地骨皮9

地骨皮10

甘草1

甘草2

甘草3

甘草4

甘草5

甘草6

产地

内蒙古

河北1

河北2

河北3

四川阿坝1

四川阿坝2

四川阿坝3

陕西1

陕西2

陕西3

内蒙古

甘肃张掖1

甘肃张掖2

甘肃张掖3

甘肃张掖4

甘肃张掖5

IC50/（g·

L−1）

0.21

0.29

0.34

0.32

0.28

0.34

0.36

0.39

0.28

0.32

1.19

1.06

0.85

1.43

0.77

0.72

样品

甘草7

甘草8

甘草9

甘草10

桑白皮1

桑白皮2

桑白皮3

桑白皮4

桑白皮5

桑白皮6

桑白皮7

桑白皮8

桑白皮9

桑白皮10

桑白皮11

产地

甘肃张掖6

甘肃瓜州

陕西榆中1

陕西榆中2

四川广元

贵州天柱1

湖南怀化1

湖南怀化2

贵州三穗1

湖南怀化3

贵州三穗2

安徽亳州

贵州天柱2

贵州天柱3

江苏

IC50/（g·

L−1）

1.00

1.14

1.36

2.90

1.31

2.48

1.39

1.76

1.03

1.18

1.25

2.53

0.84

1.69

0.96

表5 泻白散抗氧化检测结果

Table 5 Antioxidant test results of Xiebai San

样品名称

泻白散煎液1

泻白散煎液2

泻白散煎液3

泻白散煎液4

泻白散煎液5

IC50/（g·L−1）

0.56

0.95

0.74

0.80

0.99

样品名称

泻白散煎液6

泻白散煎液7

泻白散煎液8

泻白散煎液9

泻白散煎液10

IC50/（g·L−1）

1.07

0.83

1.18

1.00

0.9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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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饮片和中药制剂质量的科学评价具有

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如何解决药材-饮片-中药

制剂之间标准类似且指标成分单一，中药材和（或）

饮片质量指标与临床疗效关联性不强的现状，如何

在基于中药传统用法和充分考虑中药制剂过程特

殊性的前提下，通过中药材和/或饮片质量全面且恰

当地预测和建立中药制剂质量标准，确保临床使用

的安全有效，对中医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8］。本

研究采用具有快速、经济、操作简单、适合大样本量

检测的生物化学方法对泻白散和其方中 3味主药的

体外抗氧化活性进行测定，将泻白散和其方中药味

的浓度与其抗氧化活性相关联，不仅反映了制剂过

程的量变和传递规律，同样也佐证了 3味药材中很

多已明确结构成分均具有一定的体外抗氧化活性，

该方法或可从整体上反映泻白散中药材、煎液和临

床疗效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亦或可作为基于中药

Q-markers的思路开展中药制剂研究和生产过程控

制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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