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溶出度偏低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在

取得溶出液样品后立即进行含量测定。同时也说明

齐墩果酸以固态溶液或无定型的形式存在 ,没有

PV P形成稳定的化学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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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因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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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比较不同产地、不同生境条件膜荚黄芪和蒙古黄芪药材中黄芪甲苷、总黄酮及总多糖的含量。 方法

HPLC-ELS法测定黄芪甲苷的含量 ,比色法测定总黄酮的含量 ,硫酸 -苯酚法测定黄芪总多糖的含量。 结果　野生

黄芪中总黄酮和总多糖含量高于栽培黄芪 ,不同地区栽培黄芪的有效成分含量相差不多 ,旱地栽培黄芪有效成分

含量高于水地黄芪。 结论　通过对不同产地、不同生境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 ,为黄芪的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黄芪 ;黄芪甲苷 ;总黄酮 ;总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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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ents of active compound inRadix Astrag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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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To compa re the content of astragalo sideⅣ , total f lav onoids, polysaccha rides in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and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v ar. mongholicus

Hsiao Bge. f rom dif ferent productiv e areas. Methods　 Astrag alosideⅣ was determined by HPLC-ELS,

to tal flavonoids by spect ropho tometer and polysaccharides by sulfuric acid-pheno l method. Results　 Con-

tent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po lysaccharides in wild species w as higher than that in culti species o f Radix As-

t ragali , content o f activ e compounds w as almost the same in species f rom di fferent productiv e a reas and

content of activ e compound in dry-cultiv ated Radix Astragal i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wa ter-cul tiv ated one.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d theoretical basis fo r cultiv ation of Radix Astragali in di fferent locali ties

and habi ta ts.

Key words: Radix Astragali ; ast rag alosideⅣ ; total f lav onoids; to tal po lysaccharides

　　中药质量标准化的研究是我国中医药行业亟待

解决的问题。目前评价标准多以一、二个化学成分的

含量为指标 ,这样常常会引起争议。因为传统中医药

学强调的是中药的整体效应 ,中药对机体的作用是

多成分、多靶点、多环节的 ,重视诸化学成分在药效

上的协同作用。因此建立从整体上综合评价中药质

量的方法很有必要。

黄芪来源豆科植物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

branaceus ( Fisch. )或蒙古黄芪 A. membranaceus

( Fish. ) Bge. Va r. monghol icus Bge. Hsiao干燥

根 ,为传统的补气药 ,具有补气固表 ,利尿排脓 ,敛疮

生肌的功效 [1 ]。黄芪化学成分众多 ,主要含有皂苷

类、黄酮类、多糖类等有效成分 ,不同的有效成分具

有不同的药理作用
[2～ 6 ]
。本文通过对不同产地、不同

生境和不同生长年限的黄芪中黄芪甲苷、总黄酮、总

多糖的含量进行测定 ,以期对黄芪的栽培加工提供

依据。

1　材料和药品

1. 1　材料:实验所用材料为黄芪的干燥根。山西、崇

明产膜荚黄芪购自上海市药材公司 ,由上海市中药

质量监督检验室叶愈青教授鉴定 ;膜荚黄芪由佳木

斯大学王良信教授提供及鉴定 ;蒙古黄芪由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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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草原生态基地鲁彬森总工程师提供及鉴定。

1. 2　药品:黄芪甲苷、芦丁对照品均购自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

2　方法

2. 1　黄芪甲苷的测定: 按杜 等 [ 7]方法进行

( HPLC-ELS法 )。

2. 2　总黄酮的测定:按比色法
[ 8]
进行。

2. 3　总多糖的测定:按杜 等
[9 ]
方法进行 (硫酸-苯

酚法 )。

3　结果与讨论

3. 1　栽培和野生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以黑龙

江佳木斯产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为例 ,比较了栽培种和野生种中有效

成分的含量。表 1提示 ,野生膜荚黄芪中除了黄芪甲

苷含量略低于栽培种以外 ,总黄酮和总多糖含量高

于栽培种中的含量 ,说明野生种总体化学品质优于

栽培种 ,这与它们的生长环境有明显的关系。
表 1　栽培和野生黄芪中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 (mg /g)

品种 生境条件 黄芪甲苷 总黄酮 总多糖

膜 黑龙江佳木斯 2. 635±0. 044 3. 008± 0. 124 46. 933± 7. 910

荚 栽培 ( 3年 )

黄 黑龙江佳木斯 1. 394±0. 188 4. 339± 0. 049 67. 933± 4. 990

芪 野生 ( 3年 )

3. 2　不同产地栽培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表 2

比较了 3个地区栽培黄芪 ( 3年 )中有效成分的含

量 ,结果提示 , 3个地区栽培膜荚黄芪的总体化学品

质相差不多 ,上海崇明栽培种多糖含量高一些 ,山西

浑远栽培种总黄酮含量高一些 ,而黑龙江佳木斯栽

培种黄芪甲苷含量高一些。 山西浑远和黑龙江佳木

斯栽培种已在中药材市场上有大宗货源 ,而上海崇

明产黄芪 ,虽然有效成分含量不低于山西和黑龙江

种 ,但由于外形欠佳 ,因而销路不好 ,已停止种植。
表 2　不同产地栽培黄芪中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 (mg /g)

品种 生境条件 黄芪甲苷 总黄酮 总多糖

膜
荚
黄
芪

上海崇明 1. 720± 0. 032 5. 194± 0. 158 67. 800± 7. 034

山西浑远 1. 318± 0. 050 5. 512± 0. 232 44. 133± 1. 405

黑龙江佳木斯 2. 635± 0. 044 3. 008± 0. 124 46. 933± 7. 910

3. 3　不同生境栽培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见表

3。对栽培于内蒙古坤兑滩乡水、旱地两种不同条件

下的蒙古黄芪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发现 ,在当地自

然条件下 , 3年栽培种中 ,黄芪甲苷含量高于 2年

种 ,旱地栽培种有效成分含量高于水地种 ,这可能由

黄芪的遗传属性所决定。
表 3　水地、旱地栽培黄芪中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 ( mg /g)

品种 生境条件
栽培

年限
黄芪甲苷 总黄酮 总多糖

蒙 内蒙古坤兑滩乡 2 0. 408± 0. 030 2. 762± 0. 1 14 29. 600± 2. 008

古 水地 3 0. 492± 0. 180 3. 060± 0. 1 80 11. 933± 1. 528

黄 内蒙古坤兑滩乡 2 0. 386± 0. 016 3. 988± 0. 2 66 16. 067± 2. 248

芪 旱地 3 1. 069± 0. 062 2. 901± 0. 2 69 77. 333± 7.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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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洗宝洗液质量标准的研究

赵志军 ,韩桂茹 

(河北省药品检验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11)

摘　要: 目的　研究女洗宝洗液的质量控制标准。 方法　采用薄层色谱法对制剂中的当归、苦参、北豆根进行定性

鉴别 ,并用薄层扫描法对制剂中的主药苦参进行含量测定。 结果　线性范围 0. 584～ 2. 922μg ,平均回收率为
99. 90% , RSD为 2. 64%。 结论　该法灵敏、简便、准确和重现性好 ,可作为该制剂的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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