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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丹参药材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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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丹参药材多指标成分测定方法，综合评价不同产地来源丹参药材的质量。方法  采用 HPLC 法测定，

Diamonsil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以乙腈（A）-0.05%磷酸水（B）为流动相，梯度洗脱（0～8 min、10%～

25%A；8～20 min、25%A；20～25 min、25%～40%A；25～35 min、40%～100%A；35～40 min、100%～10%A；40～45 min、
10%A），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280 nm，柱温 30 ℃。结果  丹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及丹参酮 IIA分别在 0.037 12～
0.556 8 mg/mL（r＝0.997 1）、0.022 04～1.102 mg/mL（r＝0.999 2）、0.277～8.31 mg/mL（r＝0.999 9）、0.016 08～0.804 mg/mL
（r＝0.999 7）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1.3%（RSD＝1.72%）、102.4%（RSD＝1.05%）、102.9%（RSD＝1.67%）、

97.9%（RSD＝1.42%）。结论  不同产地丹参药材各指标成分量差别较大；所建立的多指标成分测定方法准确、可靠、重复

性好，可有效评价不同产地丹参药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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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quality of Salvia miltiorrhiz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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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 的干燥根和根茎，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之功效。用于胸痹心痛、脘腹

胁痛、癥瘕积聚、热痹疼痛、心烦不眠、月经不调、

痛经经闭、疮疡肿痛等症[1]。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丹

参具有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抗心律失常、抗动脉粥

样硬化、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肌、抑制和解除血小

板聚集、增加冠脉流量、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抑

制胶原纤维的产生和促进纤维蛋白的降解、抗炎、

抗脂质过氧化和清除自由基，以及保护肝细胞、抗

肺纤维化等作用[2-6]。其主要活性成分为脂溶性的丹

参酮类和水溶性的丹酚酸类，主要包括原儿茶醛、

原儿茶酸、咖啡酸、丹参素、迷迭香酸、紫草酸、

丹酚酸、丹酚酸 B 等水溶性成分和丹参酮 I、丹参酮

IIA、丹参酮 IIB、隐丹参酮、丹参二醇 C、二氢丹参

酮 I、异丹参酮 I、异丹参酮 II 等脂溶性成分[7-8]。丹

参药材分布较广，不同产地药材质量差别较大。本

实验在《中国药典》2010 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丹参

素和迷迭香酸的测定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技术建

立丹参药材的多指标测定方法，同时测定丹参素、迷

迭香酸、丹酚酸 B 及丹参酮 IIA等指标成分，以综合

评价不同产地丹参药材质量，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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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与试药 
Dionex—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 P680 四元泵、

ASI—100 自动进样器、UVD170U 紫外检测器）， 
Waters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996 型 DAD 检

测器），AB204—N 电子天平（万分之一，瑞士，

Mettler-Toledo Co.），AS3120 型超声波清洗器。丹

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对照品（质量分数均大

于 98%），均购自天津一方科技有限公司、丹参酮

IIA对照品（质量分数大于 98%，购自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乙腈为色谱纯，水为天磁牌纯净水，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丹参药材为 2008—2010 年分别采（购）自河南、

陕西、山东、四川、河北等地，见表 1。经天津药

物研究院中药现代部张铁军研究员鉴定为唇形科植

物丹参 Salvia mitiorrhiza Bunge 的干燥根和根茎。 

表 1  丹参药材产地及来源 
Table 1  Origin source of S. miltiorrhiza 

编号 产地 批号 来源 

S1 山东 20100716 石家庄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S2 山东 100906 石家庄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S3 河南 20100816 河南 

S4 山东 1008180 石家庄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S5 河北 1008181 石家庄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S6 陕西 100809 陕西商洛 

S7 山东 10040241 安国市神禾饮片公司 

S8 河北 20100509 河北安国药材市场 

S9 河北 1004183 天津中药饮片厂 

S10 山东 0809001 石家庄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S11 陕西 20100504 西安 

S12 四川 20100429 四川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Diamonsil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05%磷酸水溶液（B），
梯度洗脱：0～8 min、10%～25%A；8～20 min、
25%A；20～25 min、25%～40%A；25～35 min、
40%～100%A；35～40 min、100%～10%A；40～
45 min、10%A。检测波长 280 nm，体积流量 1.0 
mL/min，柱温 30 ℃。供试品中各相邻色谱峰的分

离度符合要求。对照品及供试品色谱图见图 1。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丹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丹参酮 IIA 

 

 

1-丹参素  2-迷迭香酸  3-丹酚酸 B  4-丹参酮 IIA 
1-danshensu  2-rosemarinic acid  3-salvianolic acid B  4-tanshinone IIA 

图 1  混合对照品（A）与供试品（B）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s（A） 

and sample（B） 

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使溶解，分别制得

各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各对照品溶液适量，加

甲醇稀释，配制成丹参素 18.56 μg/mL、迷迭香酸

22.04 μg/mL、丹酚酸 B 277.00 μg/mL、丹参酮 IIA 
16.08 μg/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丹参药材粉末 0.2 g，精密称定，置 50 mL 具

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70%甲醇 25 mL，称定质量，

超声提取 45 min，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70%甲醇

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

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4  线性关系考察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 1、2、5、10、
20、30、40、50 μL，测定峰面积，以对照品质量浓

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结果

见表 2。 
2.5  精密度试验 

取丹参药材（S12）粉末 0.2 g，精密称定，按“2.3”
项下方法操作，取 10 μL 连续进样 6 次，测得丹参素、

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峰面积的 RSD 分

别为 1.98%、1.39%、0.12%和 1.32%。 
2.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S12），分别于配制后 0、2、
4、6、8、12、24 h 精密吸取 10 μL 进样测定，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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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丹参中 4 个对照品的标准曲线 
Table 2  Standard curve of four components in S. miltiorrhiza 

对照品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mg·mL−1) 

丹参素 Y＝443.28 X＋13.555 0.997 1 0.037 12～0.556 8 

迷迭香酸 Y＝1 216.4 X＋2.596 7 0.999 2  0.022 04～1.102 0 

丹酚酸 B Y＝877.44 X－27.671 0.999 9 0.277 00～8.310 0 

丹参酮 IIA Y＝3 086.7 X－23.312 0.999 7  0.016 08～0.804 0 
 
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78%、1.01%、0.80%、1.83%，表明供试

品溶液在 24 h 内基本稳定。 
2.7  重现性试验 

取丹参药材（S12）粉末 0.2 g，精密称定 6 份，

按“2.3”项下方法操作，各吸取 10 μL 进样测定。

结果丹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 量

的 RSD 分别为 1.66%、1.35%、1.63%和 1.84%，表

明样品测定重现性良好。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量的丹参药材（S12）粉末 0.1 g，精密

称定，分别加入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按“2.3”项

下方法操作，吸取 10 μL 进样测定。结果丹参素、

迷迭香酸、丹酚酸 B、丹参酮 IIA的平均回收率分别

为 101.3%、102.4%、102.9%、97.9%，RSD 分别为

1.72%、1.05%、1.67%、1.42%。 
2.9  样品测定 

取不同产地丹参药材样品 0.2 g，精密称定，按

“2.3”项下方法操作，得各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

10 μL 进样测定，外标法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产地丹参药材各指标成分的测定结果 (n＝3)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index components in S. 
        mitiorrhiza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n＝3) 

编号 丹参素/% 迷迭香酸/% 丹酚酸 B/% 丹参酮 IIA/%
S1 0.05 0.24 5.51 0.27 
S2 0.06 0.20 5.11 0.29 
S3 0.04 0.40 8.71 0.16 
S4 0.05 0.24 5.55 0.25 
S5 0.06 0.32 4.65 0.04 
S6 0.10 0.60 6.97 0.08 
S7 0.04 0.24 3.81 0.11 
S8 0.03 0.27 5.62 0.07 
S9 0.09 0.24 5.51 0.03 
S10 0.06 0.21 4.38 0.24 
S11 0.12 0.95 9.24 0.09 
S12 0.20 0.22 5.17 0.20 

3  讨论 
3.1  提取方法考察 

在样品提取过程中，本实验分别对丹参药材的

提取方法、提取溶媒和提取时间进行了考察。比较

了加热回流与超声提取两种提取方法，结果两种方

法的提取效率差异无显著性，但考虑到超声提取方

法便于操作、重复性好，故选择了超声提取法。比

较了 50%、70%、100%甲醇 3 种溶媒的提取效率，

结果发现，50%甲醇提取对丹参素的提取效率较高，

但对丹参酮 IIA 的提取效率非常低；甲醇对丹参酮

IIA的提取效率较高，但对丹参素、迷迭香酸和丹酚

酸 B 的提取效率均较低；而用 70%甲醇提取，丹参

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 等成分均可

提取完全。故综合考虑，选择 70%甲醇为提取溶媒。

比较了超声提取 20、30、45、60 min 的提取效率，

结果 45、60 min 的提取效率无明显差别，故提取时

间选择 45 min。最终确定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为

70%甲醇超声提取 45 min，该方法与《中国药典》

中所规定的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 的供试品制备方

法相比较，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对丹酚酸 B 和丹参酮

IIA的提取效率无显著性差异。 
3.2  检测波长的选择 

本实验分别对丹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和

丹参酮 IIA 进行紫外扫描，确定其最大吸收波长；

并采用 DAD 检测器对混合对照品溶液和样品分别

进行 200～400 nm 的全波长扫描，对各波长下的色

谱图进行分析比较。综合考虑，280 nm 下，各成分

均有较大吸收，特征峰明显且峰型较好，适宜多指

标测定。故确定 280 nm 为检测波长。 
3.3  流动相梯度的选择 

丹参素、迷迭香酸、丹酚酸 B 为水溶性成分，

丹参酮 IIA 为脂溶性成分，这两类成分的极性差别

较大，为在同一色谱体系下同时测定这两类成分就

必须进行梯度洗脱。本实验考察了不同洗脱梯度，

最后确定丹参药材的梯度洗脱条件为乙腈（A）-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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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水溶液（B），0～8 min、10%～25%A；8～20 
min、25%A；20～25 min、25%～40%A；25～35 min、
40%～100%A；35～40 min、100%～10%A；40～
45 min、10%A。 
3.4  产地对中药材质量的影响 

产地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具有明显

的本草学特点。大多数药材经过千百年来的筛选，

已将产地和中药质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优质药材的

产地为“道地”。产地所有的生态因子（立地因素）

均与药材质量有关，包括土壤、气温、降雨、光照、

生态群落构成等。因此，产地作为中药质量的本草学

属性在中药质量评价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9]。

丹参药材作为祖国医学史上的传统中药，其历史悠

久，但对其道地产区的叙述，历代本草的记载各有

不同。在历史上湖北、河南、山东和山西等几个省

都曾被视为丹参的主要产地或道地产区。近代以来，

四川产丹参被视为佳品，《中国道地药材》将丹参列

为川产道地药材[10]。不少学者开展了不同产地环境

下丹参地理变异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产地药材质

量差别较大，但又各有相同[8,11]。本实验选取丹参

主产区药材为研究对象，测定了 12 批不同产地丹参

药材，结果发现，丹参素的量以四川产的最高，陕

西商洛产的次之；迷迭香酸的量以陕西商洛产的最

高；丹酚酸 B 的量均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规

定，其中以陕西商洛产的最高，河南产的次之；而

对于丹参酮ⅡA的量，所测的 12 批样品中只有 5 批

符合《中国药典》2010 年版规定，为山东和四川所

产，其中以山东产的量相对较高，这与其他一些学

者的研究结果[12-13]相一致。不同活性成分对不同疾

病的贡献率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丹参药材产地、

活性成分及药效三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在临床用

药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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