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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芍为芍药科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 lora

Pall . 的干燥根。白芍具有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

止汗的作用, 其临床应用十分广泛。白芍的主要化学

成分是以芍药苷( paeo nif lorin)为代表的单萜及其

苷类化合物。关于芍药中芍药苷的含量测定已有很

多报道[ 1～3]。本实验以 HPLC 法对芍药根不同部位

及枯萎前后芍药苷的含量进行测定,分析其含量变

化,为芍药的采收加工的合理化提供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日本岛津 LC—10A 高效液相色谱仪; SPD—

10A 紫外可见光检测器; R—6A 数据处理机。水为

自制超纯水,甲醇为色谱纯。芍药苷对照品(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白芍样品采自康缘药业连云港

赣榆门河中药材种植基地, 经王康才副教授鉴定为

毛茛科植物芍药 P . lactif lora Pall. 。

2　方法与结果

2.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VP-ODS-C18 ( 150 mm×

4. 6 mm, 5 �m) ; 流动相:甲醇-水( 20∶80) ; 体积流

量: 1. 0 mL/ m in; 检测波长: 230 nm ; 灵敏度: 0. 02

AU FS; 柱温: 30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样品中芍药

苷与其他组份分离较好, 结果见图 1。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分别于芍药地上部分枯萎

图 1　芍药苷对照品(A)、栓皮( B)、皮部( C)、木部(D)的 HPLC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paeoniflorin (A) , cork periderm (B) , cortex and phloem (C) , xylem and pith (D)

前( 2002-08-20)和枯萎后( 2002-09-20) ,采三年生新

鲜芍药根各 10株,取栓皮层 0. 2 g ,皮部 1. 5 g 和木

部 1. 5 g
[ 4]

,用适量甲醇浸提 48 h,滤过,滤渣加适量

甲醇加热提取 30 m in, 滤过;合并滤液,置 25 mL 量

瓶中定容。取 0. 5 mL 稀释至 10 m L, 0. 45 �m 微孔

滤膜滤过,作为待测溶液。

2. 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芍药苷对照品

2. 5 mg ,用甲醇溶解,置 100 m L 量瓶中定容,摇匀,

作为对照品溶液( 25 �g / mL)。

2. 4　线性关系考察:分别吸取芍药苷标准品溶液

5、7. 5、10、12. 5、15 �L 进样,在相同色谱条件进行

测定。以峰面积对进样量作标准曲线。计算得回归

方程为 A = 12 105. 88 V - 3 361. 8, r= 0. 999 8,表

明芍药苷进样量在 0. 05～3. 75 �g 线性关系良好。

2. 5　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按上述色

谱条件连续进样 5 次, 测得其峰面积的 RSD =

1. 60%
[ 5, 6]
。

2. 6　重现性试验:取芍药根一份,按供试品液的制

备方法平行制备 5 份, 依法测定, 其峰面积 RSD=

1. 95%。结果表明, 本法重现性较好。

2. 7　回收率试验:取芍药根不同部位各 1份, 分别

加入芍药苷对照品溶液( 25 �g/ m L) 1 mL, 甲醇定

容至 10 mL, 静置过夜, 按照 2. 2项下方法,进样 4

�L,测定含量,计算平均回收率为 96. 3%
[ 5, 6]
。

2. 8　含量测定: 分别取待测溶液进样 4 �L,测定峰

面积,计算芍药苷含量,结果见表 1。

2. 9　相同时间不同部位芍药苷含量统计分析:分别

对不同部位的芍药苷含量测定结果, 用 SPSS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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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芍药苷含量为自变量, 部位

为因变量。统计结果见表 2。

2. 10　枯萎前后相同部位芍药苷统计分析: 对枯萎

前后相同部位的芍药苷含量测定结果, 用 SPSS 软

件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1　枯萎前、后芍药根不同部位芍药苷

含量测定结果 ( n= 10)

Table 1　Paeoniflorin in diff erent parts of P. lactif lora

roots before and after wilting ( n= 10)

批号

芍药苷/ %

枯萎前

栓皮 皮部 木部

枯萎后

栓皮 皮部 木部

1 3. 62 3. 08 3. 84 5. 79 2. 68 2. 72

2 3. 42 2. 69 2. 87 5. 25 - 2. 29

3 5. 38 2. 56 3. 02 7. 19 3. 64 1. 83

4 5. 25 3. 17 3. 53 3. 50 2. 52 2. 47

5 4. 62 2. 20 3. 80 4. 91 2. 90 3. 27

6 7. 11 - - 4. 22 5. 10 2. 61

7 4. 81 2. 47 3. 19 4. 62 2. 47 2. 60

8 5. 44 2. 41 3. 22 2. 17 2. 16 2. 67

9 5. 76 2. 24 2. 90 3. 87 2. 02 2. 37

10 3. 53 2. 64 3. 61 2. 71 1. 47 1. 99

表 2　芍药枯萎前、后不同部位芍药苷含量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paeoniflorin

in dif ferent parts of P . lactif lora

roots before and af ter wilting

差异来源
枯萎前芍药苷/ %

均数差 标准误
显著性

枯萎后芍药苷/ %

均数差 标准误

显著性

(双侧)

栓皮∶皮部 　2. 29 0. 35 0. 00* 1. 65 0. 50 0. 00*

栓皮∶木部 　1. 56 0. 35 0. 00* 1. 94 0. 48 0. 00*

皮皮∶木部 - 0. 72 0. 35 0. 05　 0. 29 0. 50 0. 56　

　　* P < 0. 01

表 3　栓皮枯萎前后芍药苷含量差异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 results of paeonif lorin in diff erent parts

of P . lactif lora roots before and af ter wilting

部位
芍药苷平均值/ %

枯萎前 枯萎后
显著性(双侧)

栓皮 4. 89±1. 16 4. 42±1. 48 0. 44

皮部 2. 61±0. 34 2. 77±1. 06 0. 66

木部 3. 33±0. 38 2. 48±0. 40 0. 00*

　　* P < 0. 01

3　讨论

3. 1　不同植株的芍药苷测定结果显示,新鲜芍药根

的芍药苷含量有比较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在比较其

含量差异时, 建议采取统计方法消除个体差异的影

响。但由于药材白芍还需要进行去栓皮和水煮[ 7] ,这

种差异是否会在药材中体现尚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3. 2　统计结果显示,相同植株的芍药根在不同的采

收时间、不同解剖部位上芍药苷含量有显著性差异。

其中上栓皮与其他部位均有极显著性差异( P <

0. 01) ,而皮部与木部无显著性差异。9月份芍药地

上部分枯萎后, 皮部与木部的差异更不显著。因此,

芍药采收后去除栓皮的加工方法,对成品药材的成

分一致性可能会有一定帮助
[ 8]
。

3. 3　芍药枯萎前后根中芍药苷含量差异的统计分

析显示,栓皮和皮部均无显著性差异,木部则有显著

下降。因此,芍药采收宜在刚刚枯萎后进行, 以保证

芍药苷的含量。

3. 4　因条件所限, 未能对芍药根的 HPLC 指纹图

谱进行全面考察, 但不同部位 HPLC 图显示, 栓皮

中峰的数量明显多于皮部和木部。其中皮部的

HPLC 图与邹忠梅
[ 9]
报道的芍药总苷指纹图谱相

似, 而与赤芍的指纹图谱 [ 10]有一定差异, 这可能与

检测条件、产地以及采样方法的不同有关。考虑到栓

皮中还含有较高浓度的苯甲酸,因此传统加工方法

中的去除栓皮的流程对白芍指纹图谱的稳定性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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