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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名方大秦艽汤 HPLC 指纹图谱及含量测定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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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制备 10 批大秦艽汤标准煎液，建立其 HPLC 指纹图谱并计算指标成分含量、转移率等数据，为建立大秦艽

汤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参考。方法  依据古方要求还原至现代煎煮方式制备大秦艽汤标准煎液。采用岛津 Inertsil ODS-3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1%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体积流量为 1.0 mL/min；柱温为 30 ℃；

检测波长为237 nm；进样量为10 μL。建立10批大秦艽汤HPLC指纹图谱，使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软件（2012A

版）进行相似度分析，最后对共有峰进行鉴定和药材归属，并定量测定大秦艽汤中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升麻素苷的含量。

结果  建立了 10 批大秦艽汤的指纹图谱，相似度介于 0.902～0.953，确认 36 个共有峰，指认出 7、15、18～21、23、27、

31、33、35 号峰分别为马钱苷酸、龙胆苦苷、芍药苷、升麻素苷、阿魏酸、甘草苷、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黄芩苷、黄

芩素、甘草酸、汉黄芩素共 11 个成分；其中 4～8、10～12、15 号峰归属于秦艽，19、23 号峰归属于防风，17、18 号峰归

属白芍，30 号峰归属于独活，21、25、33 号峰归属于甘草，22、27～29、35 号峰归属于黄芩，1 号峰归属于当归和独活，2

号峰归属于秦艽、当归和细辛，3 号峰归属于川芎和白芍，13 号峰归属于甘草和独活，16 号峰归属于秦艽和白芍，20 号峰

归属于川芎、当归和羌活；以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升麻素苷 3 项指标建立其质量控制标准，10 批次样品中马钱苷酸、龙

胆苦苷、升麻素苷质量分数分别为 0.158～0.103、0.475～0.373、0.029～0.012 mg/g。结论  所建立的汤剂制备方法稳定可

行，质量控制方法简单、专属性强，结果准确，可用于大秦艽汤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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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fingerprints and calculate index component content, transfer rate and other data of 10 batches of 

Daqinjiao Decoction (DD) by HPLC,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stablishing th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of DD.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ncient recipe, the standard decoction of DD was prepared by the modern decoction method. 

Using Shimadzu inertsil ODS-3 C18 column (250 mm × 4.6 mm, 5 μm) for gradient elution with acetonitrile-0.1% phosphoric acid 

aqueous solution; Flow rate 1.0 mL/min, column temperature 30 ℃, and detection wavelength 237 nm; The injection volume is 10 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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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PLC fingerprint of 10 batches of DD were established and evaluated by the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software (version 2012A), identify and assign the common peaks, 

and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loganic acid, gentiopicroside, and prim-O-glucosylcimifugin in DD. Results  HPLC 

fingerprint of 10 batches of DD were established. The similarity was ranged from 0.902 to 0.953 and 36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as 11 chemical components: loganic acid, gentiopicroside, paeoniflorin, prim-O-glucosylcimifugin, ferulic acid, liquiritin, 

4-O-beta-glucopyranosyl-5-O-methylvisamminol, baicalin, baicalein, glycyrrhizic acid, and wogonin (corresponding to peaks 7, 15, 

18, 19, 20, 21, 23, 27, 31, 33, and 35), peaks 4—8, 10—12, and 15 belonged to Gentianae Macrophyllae Radix (GMR), peaks 19 and 

23 belonged to Saposhnikoviae Radix (SR), peaks 17 and 18 belonged to Paeoniae Radix Alba (PRA), peak 30 belonged to Angelicae 

Pubescentis Radix (APR), peaks 21, 25, and 33 belonged to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GRR), peaks 22, 27—29, and 35 

belonged to Scutellariae Radix, peak 1 belonged to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ASR) and APR, peak 2 belonged to GMR, ASR and 

Asari Radix et Rhizoma (ARR), peak 3 belonged to Chuanxiong Rhizoma (CR) and PRA, peak 13 belonged to GRR and APR, peak 

16 belonged to GMR and PRA, peak 20 belonged to CR, ASR and Notopterygii Rhizoma et Radix (NRR). Among them, three 

indicators of loganic acid, gentiopicroside and prim-O-glucosylcimifugin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irs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the 

results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spectively were 0.158—0.103, 0.475—0.373, and 0.029—0.012 mg/g. Conclusion  The 

preparation method of established decoction is stable and feasible,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 is simple, specific and accurate. It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DD.  

Key words: Daqinjiao Decocti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HPLC; fingerprint; quality control; loganic acid; gentiopterin; paeoniflorin; 

4-O-beta-glucopyranosyl-5-O-methylvisamminol; prim-O-glucosylcimifugin; ferulic acid; liquiritin; baicalin; baicalein; glycyrrhizic 

acid; wogonin 

 

经典名方是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确切的临床

疗效及目前仍广泛应用的传统中药方剂。2018 年 5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古代经典名方中药

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理规定》明确了经典名方

复方制剂开发的研究原则，经典名方复方制剂开发

必须首先进行物质基准研究，为其后的制剂开发提

供依据。由此可见，建立经典名方的质量控制评价

方法是其制剂开发的基础。 

大秦艽汤（Daqinjiao Decoction）入选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

的方剂，出自金朝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初刊于公元 1251 年[1]。书中处方原文内容为“秦艽

三两，甘草二两，川芎二两，当归二两，白芍药二

两，细辛半两，川羌活、防风、黄芩各一两，石膏

二两，吴白芷一两，白术一两，生地黄一两，熟地

黄一两，白茯苓一两，川独活二两。右十六味剉，

每服一两。”确定大秦艽汤为 16 味中药组成的中药

煮散剂[2]。查阅关于金元时期经方剂量问题研究[3]

及《中药临床处方用量控制》[4]进行剂量折算，确

定金代的一两为 41.25 g。 

该方以祛风散邪为主，兼以补血、活血、益气、

清热的药物，疏养结合，邪正兼顾，共同发挥祛风

清热、养血通络的功效，主治风邪初中经络证[5]而

现代临床多用于治疗中风先兆、中风[6]、脑梗死[7]、

脑血管出血性后遗症[8]等脑血管疾病及痛风性、风

湿性关节炎[9]，配合西药治疗周围性面神经麻痹[10]，

联合小针刀治疗肩周炎[11]。 

目前，关于大秦艽汤的研究较少且多是药理作

用与临床应用方面，未见其质量控制方面的报导。

由于本方中药味比较多，药材的产地、批次均有差

别，使煎液质量不稳定影响其临床疗效，故需要有

能反映大秦艽汤化学成分的整体性、复杂性及其质

量差异的质量控制方法。本研究以古籍记载的煎煮

方法为依据，用 3 个不同产区，每个产区各 5 批药

材，共 15 批药材随机组合，采用 HPLC 法建立大

秦艽汤标准煎液指纹图谱，并建立外标法测定龙胆

苦苷，马钱苷酸及升麻素苷的含量，以达到更好控

制大秦艽汤标准煎液的质量。 

1  仪器与材料 

Waters e2695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配备四元泵、柱温箱、自动进样器、2998 二

极管阵列检测器、empower 3色谱工作站；DFY-200C

高速摇摆多功能粉碎机，温岭市大德中药机械有限

公司；SQP 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

有限公司；ME104 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

仪器（上海）有限公司；JJ500 分析电子天平，常

熟市双杰测试仪器厂；KQ-300DZ 超声波清洗机，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HWS26 恒温水浴锅，上

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H1650-W 台式高速离心

机，湖南湘仪实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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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马钱苷酸（批号 111865-201704，质量

分数为 97.4%）、龙胆苦苷（批号 110770-201716，

质量分数为 97.6%）、升麻素苷（批号 111522- 

201712，质量分数为 96.2%）、芍药苷（批号 110736- 

201741，质量分数为 95.7%）、阿魏酸（批号 110773- 

201614，质量分数为 99.0%）、甘草苷（批号 111610- 

201607，质量分数为 93.1%）、甘草酸铵（批号

110731-201619，质量分数为 96.2%）、黄芩苷（批

号 110715-200212，质量分数为 96.2%）、黄芩素（批

号 111595-201607，质量分数为 96.2%）、汉黄芩素

（批号 111514-201605，质量分数为 96.2%）均购自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照品 5-O-甲基维斯阿

米醇苷（批号 CHB160903，质量分数为 98.0%）购

自成都克洛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醇、乙腈，色

谱纯，质量分数 99.9%，瑞典 Oceanpak 公司；冰乙

酸，色谱纯，质量分数 99.9%，上海麦克林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磷酸，色谱纯，质量分数 99.9%，上

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为蒸馏水，屈

臣氏集团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大秦艽汤中各药材均产自 3 个产地，信息见表

1，经广东药科大学刘基柱教授鉴定，各药材均符合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相关项下的性状规定，

鉴定结果依次为秦艽为龙胆科龙胆属植物秦艽

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的干燥根，川芎为伞形科

藁本属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的干燥

根茎，独活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重齿毛当归 

表 1  10 批次大秦艽汤中药材的产地信息 

Table 1  Origin information of 10 batches of DD 

药材 产地 1 产地 2 产地 3 

秦艽 甘肃甘南 云南大理 云南怒江 

甘草 甘肃陇西 内蒙古赤峰 内蒙古鄂尔多斯 

川芎 四川什邡隐峰 四川彭山 四川彭州 

当归 甘肃岷县 青海大通 云南昆明 

白芍 浙江磐安 四川中江 安徽亳州 

细辛 吉林靖宇 辽宁新宾 辽宁鞍山 

羌活 四川凉山 四川甘孜 四川阿坝 

防风 内蒙古赤峰 河南安阳 河北安国 

黄芩 河北秦皇岛 山西闻喜 陕西商洛 

石膏 湖北应城 河南禹州 安徽萧县 

白芷 河北安国 河北行唐 安徽五马 

白术 河北安国 河北蠡县 安徽亳州 

茯苓 云南曲靖 陕西商洛 安徽岳西 

独活 重庆巫溪 湖北恩施 重庆开县 

生地黄 山西襄汾 河南焦作 山西闻喜 

Angelica pubescens Maxim. f. biserrata Shan et Yuan

的干燥根，当归为伞形科当归属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的干燥根，白芍为毛茛科芍药

属植物芍药 Paeonia lactiflora Pall.的干燥根，石膏

为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甘草为豆科甘草属

植物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的干燥根，羌

活为伞形科羌活属植物羌活 Notopterygium incisum 

Ting ex H. T. Chang.的干燥根茎及根，防风为伞形科

防风属植物防风 Saposhnikovia divaricata (Turcz.) 

Schischk.的干燥根，白芷为伞型科当归属植物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Fisch. ex Hoffm. ) Benth. et Hook. 

f. 的干燥根，黄芩为唇形科黄芩属植物黄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的干燥根，白术为菊科

苍术属植物白术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的干燥根茎，茯苓为多孔菌科茯苓属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Schw.) Wolf 的干燥菌核，生地黄为玄参科地

黄属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的干燥

块根，熟地黄为生地黄的炮制加工品，细辛为马兜

铃科细辛属植物北细辛 Asarum heterotropoides Fr. 

Schmidt var. mandshuricum (Maxim.) Kitag.的干燥

全草。 

2  方法 

2.1  大秦艽汤的制备 

将表 1 中 3 个产地，15 味药材随机取样组合成

S1～S10，共 10 个不同批次的大秦艽汤方剂。取秦

艽 10.54 g，甘草 7.02 g，川芎 7.02 g，当归 7.02 g，

白芍药 7.02 g，细辛 1.76 g，羌活、防风、黄芩各

3.51 g，石膏 7.02 g，白芷 3.51 g，白术 3.51 g，生

地黄 3.51 g，熟地黄 3.51 g，茯苓 3.51 g，独活 7.02 

g。制得二号筛（24 目）粗粉末样品，加水 1000 mL，

浸泡 10 min，包煎，先武火，沸腾后转文火煎煮至

药液体积 80%，挤渣，60 ℃条件下恒温减压干燥，

研细，即得干粉样品。 

2.2  指纹图谱研究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岛津 Inertsil ODS-3 C18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1%

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0～5 min，9%～10%乙腈；

5～10 min，10%～11%乙腈；10～22 min，11%～

15%乙腈；22～30 min，15%～17%乙腈；30～34 

min，17%～20%乙腈；34～42 min，20%～27%乙

腈；42～53 min，27%乙腈；53～60 min，27%～32%

乙腈；60～90 min，32%～74%乙腈；检测波长为

237 nm；体积流量为 1.0 mL/min；柱温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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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量 10 μL。 

2.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 0.4 g 样品干粉，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加甲醇 10 mL，称定质量，超

声（500 W，40 kHz）处理 30 min，放至室温，补

足减失的质量，5000 r/min 离心（离心半径 62 mm）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过 0.45 μm 滤膜，即得供

试品溶液。 

2.2.3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马钱苷酸、龙胆

苦苷、芍药苷、升麻素苷、阿魏酸、甘草苷、5-O-

甲基维斯阿米醇苷、黄芩苷、黄芩素、甘草酸铵、

汉黄芩素对照品适量，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

制成分别含 1.022、1.010、1.079、1.020、1.067、1.016、

1.028、1.030、1.038、1.024、1.040 mg/mL 的对照

品溶液。 

2.2.4  精密度试验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S1）1 份，按“2.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分别连续平行进针 6 次，记录色谱图。除去溶剂峰

的影响，以龙胆苦苷色谱峰为参照（S），计算各共

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结果显示，各共

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RSD分别为 0～

0.20%和 0～2.94%，均＜5%，结果说明仪器精密度

良好，符合要求。 

2.2.5  稳定性试验  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S1）1 份，按“2.2.1”项下色谱条件，分

别在 0、2、4、6、8、12、24 h 时测定，记录色谱

图。除去溶剂峰的影响，以龙胆苦苷色谱峰为参照，

计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结果显

示，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 RSD 分

别为 0～0.42%和 0～2.74%，均＜3%，说明供试品

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符合要求。 

2.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 S1 干粉，按

“2.2.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测定，记录色谱图。除

去溶剂峰的影响，以龙胆苦苷色谱峰为参照，计算

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结果显示，

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 RSD 分别

为 0～1.99%和 0～2.75%，均＜3%，说明该方法重

复性良好，符合要求。 

2.2.7  指纹图谱的建立  根据中药经典名方复方

制剂开发的要求，使用 3 个不同产地药材，每个产

地 5 批，共 15 个不同批次的药材进行随机组合成

10 剂药方，按“2.2.2”项下方法分别制备 10 批大

秦艽汤（干粉）样品 S1～S10，再按“2.2.1”项下

色谱条件分别测定，记录 HPLC 图，见图 1。 
 

 

图 1  10 批大秦艽汤样品 HPLC 指纹图谱及对照指纹图谱 (R) 

Fig. 1  HPLC fingerprint of 10 batches of DD and its reference fingerprin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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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系统评价软件

（2012A）对“2.2.7”项下制得大秦艽汤样品 S1～

S10 的 HPLC 色谱图进行分析。以 S1 样品图谱为参

照图谱，时间窗为 0.1 min，采用平均数法、经多点

校正进行峰匹配，生成对照指纹图谱（R），结果见

图 1，进行相似度计算，结果见表 2。 

2.2.8  主要色谱峰的鉴定  分别取“2.2.3”项下各

对照品储备液适量，加甲醇分别稀释成一定质量浓

度的对照品稀释液，在相同的色谱条件下进样，将

生成的色谱峰与大秦艽汤 S1 样品指纹图谱相应峰

进行对比。如图 2 所示。结果发现 7、15、18～21、

23、27、31、33、35 号色谱峰分别与各对照品峰相

对应，其紫外光谱也分别相吻合。因此，大秦艽汤

样品指纹图谱中 7、15、18～21、23、27、31、33、

35 号峰分别鉴定为马钱苷酸、龙胆苦苷、芍药苷、

升麻素苷、阿魏酸、甘草苷、5-O-甲基维斯阿米醇 

表 2  10 批大秦艽汤样品相似度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similarity of 10 batches of DD 

样品 
相似度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R 

S1 1.000 0.988 0.952 0.901 0.984 0.805 0.687 0.749 0.721 0.750 0.921 

S2 0.988 1.000 0.965 0.906 0.982 0.834 0.728 0.791 0.763 0.787 0.944 

S3 0.952 0.965 1.000 0.925 0.950 0.881 0.758 0.813 0.787 0.795 0.953 

S4 0.901 0.906 0.925 1.000 0.896 0.902 0.765 0.807 0.777 0.78 0.934 

S5 0.984 0.982 0.95 0.896 1.000 0.802 0.670 0.730 0.707 0.733 0.912 

S6 0.805 0.834 0.881 0.902 0.802 1.000 0.858 0.894 0.891 0.778 0.935 

S7 0.687 0.728 0.758 0.765 0.670 0.858 1.000 0.975 0.983 0.941 0.902 

S8 0.749 0.791 0.813 0.807 0.730 0.894 0.975 1.000 0.988 0.940 0.937 

S9 0.721 0.763 0.787 0.777 0.707 0.891 0.983 0.988 1.000 0.925 0.922 

S10 0.750 0.787 0.795 0.780 0.733 0.778 0.941 0.940 0.925 1.000 0.907 

R 0.921 0.944 0.953 0.934 0.912 0.935 0.902 0.937 0.922 0.907 1.000 

 

7-马钱苷酸  15-龙胆苦苷  18-芍药苷  19-升麻素苷  20-阿魏酸  21-甘草苷  23-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27-黄芩苷  31-黄芩素  33-甘草

酸铵  35-汉黄芩素 

7-loganic acid  15-gentiopterin  18-paeoniflorin  19-prim-O-glucosylcimifugin  20-ferulic acid  21-liquiritin  23-4-O-beta-glucopyranosyl-5-O- 

methylvisamminol  27-baicalin  31-wogonoside  33-ammonium glycyrrhetate  35-wogonin 

图 2  大秦艽汤主要色谱峰鉴定结果 

Fig. 2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main peaks of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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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黄芩苷、黄芩素、甘草酸铵、汉黄芩素。 

2.2.9  主要色谱峰的归属  分别制备秦艽、甘草、

川芎、当归、白芍、石膏、独活、羌活、防风、黄

芩、白芷、白术、生地黄、熟地黄、茯苓、细辛各

单味药样品，缺秦艽、缺甘草、缺川芎、缺当归、

缺白芍、缺石膏、缺独活、缺羌活、缺防风、缺黄

芩、缺白芷、缺白术、缺生地黄、缺熟地黄、缺茯

苓、缺细辛的阴性样品，分别制备各单味药样品溶

液和各阴性样品溶液，在相同的色谱条件下进样，

并与大秦艽汤 S1 样品指纹图谱进行对比分析。如

图 3、4，以各峰保留时间、紫外光谱图为鉴定标准，

进行色谱峰的指认。结果发现，4～8、10～12、15

号色谱峰为秦艽的特征峰，19、23 号色谱峰为防风

的特征峰，17、18 号色谱峰为白芍的特征峰，30

号色谱峰为独活的特征峰，21、25、33 号色谱峰为

甘草的特征峰，22、27～29、35 号色谱峰为黄芩的

特征峰，1 号色谱峰为当归和独活所共有，2 号色谱

峰为秦艽、当归和细辛所共有，3 号色谱峰为川芎

和白芍所共有，13 号色谱峰为甘草和独活所共有，

16 号峰为秦艽和白芍所共有，20 号峰为川芎、当归

和羌活所共有。 

2.3  大秦艽汤标准煎液中指标成分马钱苷酸、龙胆

苦苷和升麻素苷的转移率及含量测定 

2.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岛津 Inertsil ODS-3 C18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1%

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3；检测波长为 237 

nm；体积流量为 1.0 mL/min；柱温为 30 ℃；进样

量 10 μL。 

2.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马钱苷酸、龙胆苦苷、

升麻素苷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分别制成含马钱

苷酸 1.026 mg/mL、龙胆苦苷 2.489 mg/mL 和升麻

素苷 1.050 mg/mL 的对照品储备液。分别精密吸取 

 

D1-大秦艽汤样品  D2-缺秦艽阴性样品  D3-缺甘草阴性样品  D4-缺川芎阴性样品  D5-缺当归阴性样品  D6-缺白芍阴性样品  D7-缺石膏

阴性样品  D8-缺独活阴性样品  D9-缺羌活阴性样品  D10-缺防风阴性样品  D11-缺黄芩阴性样品  D12-缺白芷阴性样品  D13-缺白术阴性

样品  D14-缺生地黄阴性样品  D15-缺熟地黄阴性样品  D16-缺茯苓阴性样品  D17-缺细辛阴性样品 

D1-sample of DD  D2-negative sample without GMR  D3-negative sample without GRR  D4-negative sample without CR  D5-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SR  D6-negative sample without PRA  D7-negative sample without Gypsum Fibrosum  D8-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PR  D9-negative 

sample without NRR  D10-negative sample without SR  D11-negative sample without Scutellariae Radix  D12-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ngelicae 

Dahuricae Radix  D13-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D14-negative sample without Rehmanniae Radix  

D15-negative sample without Rehmanniae Radix Praeparata  D16-negative sample without Poria  D17-negative sample without ARR 

图 3  大秦艽汤样品与阴性样品对照结果 

Fig. 3  Comparison of sample and negative sample of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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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大秦艽汤样品  A2-秦艽单味样品  A3-甘草单味样品  A4-川芎单味样品  A5-当归单味样品  A6-白芍单味样品  A7-石膏单味样品  A8-

独活单味样品  A9-羌活单味样品  A10-防风单味样品  A11-黄芩单味样品  A12-白芷单味样品  A13-白术单味样品  A14-生地黄单味样品  

A15-熟地黄单味样品  A16-茯苓单味样品  A17-细辛单味样品 

A1-sample of DD  A2-sample of GMR  A3-sample of GRR  A4-sample of CR A5-sample of ASR  A6-sample of PRA  A7-sample of Gypsum 

Fibrosum  A8-sample of APR  A9-sample of NRR  A10-sample of SR  A11-sample of Scutellariae Radix  A12-sample of Angelicae Dahuricae 

Radix  A13-sample of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A14-sample of Rehmanniae Radix  A15-sample of Rehmanniae Radix Praeparata  

A16-sample of Poria  A17-sample of ARR 

图 4  大秦艽汤样品与单味药样品对照结果 

Fig. 4  Comparison of sample of DD and single-flavor medicine sample  

表 3  流动相梯度 

Table 3  Mobile phase gradient 

tR/min 乙腈/% 0.1%磷酸水溶液/% 

0 9 91 

5 10 90 

10 11 89 

22 15 85 

30 17 83 

34 20 80 

42 27 73 

53 27 73 

60 32 68 

90 74 36 
 

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升麻素苷各储备液 2.0、4.0、

0.2 mL，加甲醇定容至 10 mL 量瓶，制得混合对照

品稀释液，摇匀，备用。 

2.3.3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 0.4 g 样品干粉，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加甲醇 10 mL，称定质量，超

声（500 W、40 kHz）处理 30 min，放至室温，补

足减失的质量，5000 r/min 离心（离心半径 R 为 62 

mm）10 min，取上清液，过 0.45 μm 滤膜，即得供

试品溶液。 

2.3.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2.3.2”项下

混合对照品稀释液各 0.1、0.2、0.4、0.6、0.8、1.0 mL

置于 1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

稀释 10、5、2.5、1.67、1.25、1 倍系列对照品溶液，

按“2.3.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得峰面积积分

值，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对照品峰面积积分

值为纵坐标（Y），并绘制标准曲线，建立回归方程，

结果分别为马钱苷酸 Y＝6 860.7 X－24 681，R²＝

0.999 8，线性范围 20.52～205.2 μg/mL；龙胆苦苷  

Y＝11 759 X－199 787，R²＝0.999 4，线性范围

99.56～995.6 μg/mL；升麻素苷 Y＝20 760 X－     

9 227.4，R²＝0.999 5，线性范围 2.10～21.00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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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精密度试验  按“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 1 份，按“2.3.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连续进样 6 次，测定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和升麻素

苷的峰面积，计算峰面积 RSD。结果显示，马钱苷

酸、龙胆苦苷和升麻素苷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25%、0.24%、0.9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符

合要求。 

2.3.6  稳定性试验  按“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 1 份，按“2.3.1”项下色谱条件，分别于 0、

2、4、6、8、12、24 h 进样测定，测定马钱苷酸、

龙胆苦苷和升麻素苷的峰面积，计算峰面积 RSD。

结果显示，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和升麻素苷的峰面

积 RSD 分别为 0.58%、0.39%、0.55%，表明供试品

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3.7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大秦艽汤 S1

干粉 6 份，按“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3.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测定马钱苷酸、龙

胆苦苷和升麻素苷的峰面积，分别计算 3 种成分的

质量分数和 RSD。结果显示，马钱苷酸、龙胆苦苷

和升麻素苷的质量分数 RSD 分别为 1.82%、1.22%、

2.80%，表明此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3.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大秦艽汤

S1 干粉 6 份，每份约 0.2 g，精密称定，分别精密

加入对照品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和升麻素苷相当于

样品中各成分含量的 100%，按“2.3.2”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计算回收率，结果显示，马钱苷酸、龙胆苦苷和升

麻素苷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9.97%、97.43%、

91.27%，RSD 分别为 2.75%、0.69%、1.97%，表明

此方法的准确度良好。 

2.3.9  出膏率  测定 10 批大秦艽汤的出膏率，即大

秦艽汤干粉质量（m2）与药材总质量（m1）的比值。 

出膏率＝m2/m1 

2.3.10  指标成分的含量分数及转移率测定  对 10

批大秦艽汤干粉按“2.3.1”项含量测定所建立的质

量评价方法进行指标成分含量测定，并计算指标成

分转移率，结果见表 4。 

转移率＝汤剂中含量/药材中含量 

表 4  10 批大秦艽汤出膏率及含量测定结果 

Table 4  Dry extract rate and content of 10 batches of DD 

批号 出膏率/% 
质量分数/% 转移率/% 

马钱苷酸 龙胆苦苷 升麻素苷 马钱苷酸 龙胆苦苷 升麻素苷 

S1 39.24 1.46 3.73 0.16 89.58 60.66 52.94 

S2 38.91 1.58 4.34 0.13 80.27 74.48 50.00 

S3 38.12 1.24 4.46 0.18 69.55 78.09 69.30 

S4 39.49 1.07 3.89 0.23 66.58 72.36 95.94 

S5 38.21 1.47 3.81 0.23 83.33 71.36 140.16 

S6 39.26 1.54 4.75 0.28 100.37 89.46 228.80 

S7 39.28 1.07 4.39 0.29 105.42 84.15 147.91 

S8 37.96 1.55 4.75 0.17 142.49 93.75 92.08 

S9 38.72 1.52 4.60 0.13 103.46 92.21 78.97 

S10 40.02 1.03 3.96 0.12 114.69 98.77 78.33 

 

3  讨论 

3.1  大秦艽汤标准煎液的制备工艺探讨 

大秦艽汤标准煎液的制备工艺需要以古籍记载

的煎煮方法为依据，参考《中药精准煮散饮片》[12]

考察了饮片粉碎粒度（0.7、5 mm 粒度）、浸泡时间

（5、10、15、20 min）以及加水量（800、1000、1200 

mL）[13]。结果显示，5 mm 粒度粗末样品的出膏率、

指标成分的转移率均低于二号筛（24 目）粗末样品，

浸泡 10 min 饮片基本处于吸水饱和状态，指标成分

转移率及出膏率在加水量至 1000 mL 时达到最大

值。故最终确定大秦艽汤标准煎液的制备工艺为饮

片制得二号筛（24 目）粗末样品，加水 1000 mL，

浸泡 10 min，包煎，先武火，沸腾后转文火煎煮至

药液体积 80%，挤渣即得[14]。 

3.2  指标成分确定 

本方共有 16 味中药组成，根据中药复方君、臣、

佐、使的配伍原则，优先选择方中君药（秦艽）及

臣药（羌活、独活、防风）的指标成分作为质量控



 中草药 2021 年 1 月 第 52 卷 第 1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January Vol. 52 No. 1 ·107· 

    

制的指标[15]。马钱苷酸和龙胆苦苷属于环烯醚萜苷

类成分，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是秦艽的主要活性成分

及质量评价指标[16]，具有抗炎[17]、镇痛作用；升麻

素苷和 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属于色原酮类成分，

色原酮类成分是防风的主要活性成分及质量评价指

标[18]，具有镇痛、镇静、抗炎药理作用。同时结合

大秦艽汤现代临床功效针对脑血管疾病及痛风性、

风湿性关节炎、面神经麻痹方面。选择方中君药秦

艽环烯醚萜苷类成分龙胆苦苷、马钱苷酸和臣药防

风色原酮类成分升麻素苷成分作为评价指标。 

3.3  指纹图谱相似度 

本研究建立 10 批大秦艽汤的指纹图谱，进行共

有峰标定和相似度评价[19]。结果 10 批样品共有峰

有 36 个，相对保留时间 RSD 为 0.05%～0.35%，相

对峰面积RSD为4.69%～59.69%，相似度为 0.902～

0.953，说明 10 批大秦艽汤之间存在较多共有成分，

但共有成分含量差异较大，可能原因与各药味确定

了相同的基原但来源于3个不同产地共15个批次药

材，共有成分相似但各批号产地间含量存在差异，

最终导致相对峰面积 RSD 差异较大有关。 

根据中药经典名方新药开发政策的相关要求，

进行大秦艽汤质量控制研究[20]，据古方要求还原至

现代煎煮方式，制备了 10 批大秦艽汤标准煎液，建

立其 HPLC 指纹图谱并计算指标成分含量和转移

率，为后续建立经典名方大秦艽汤的质量控制标准

提供参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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