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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图谱结合一测多评法的栀子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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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栀子的指纹图谱，并同时建立其中 6 个主要成分含量的一测多评分析方法，以期对栀子药材进行整体质量控

制。方法  基于高效液相色谱结合紫外变波长分段检测，在各类化合物的最大吸收波长下，建立包含环烯醚萜苷类（240 nm）及

二萜类（440 nm）成分信息的栀子指纹图谱。在此基础上，分别以栀子苷和西红花苷 I 为内标，计算 4 个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山

栀苷、山栀子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和栀子苷）和 2 个二萜类成分（西红花苷 I 和西红花苷 II）的校正因子，通过 4 台高效液

相色谱仪及 4 根不同色谱柱进行耐用性考察，并与外标法测定结果比较，验证一测多评方法的准确性。结果  19 批栀子的指纹图

谱共标定 20 个共有峰，相似度为 0.981～0.999；在 240 nm 下，以栀子苷为内标，山栀苷、山栀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和栀子

苷的校正因子分别为 1.15、1.36、1.54 和 1.00；440 nm 下，以西红花苷 I 为内标，西红花苷 II 的相对校正因子为 1.11，且耐用性

较好。应用一测多评法测定 6 个成分的含量，与外标法测定结果比较，含量准确度均值为 100.14%，RSD＜3%，无明显差异。19
批栀子中 6 个待测成分的质量分数范围分别为 0.09%～0.35%、0.28%～0.82%、0.31%～1.00%、4.60%～7.78%、0.62%～1.64%和

0.07%～0.26%。结论  所建立的指纹图谱结合一测多评法简便可行，可为栀子药材整体质量控制提供一定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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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 of Zhizi (Gardeniae Fructus) and a single standard for determination of multiple components 
(SSDMC)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six main components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ardeniae Fructus. 
Methods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combined with ultraviolet (UV) variable wavelength detection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maximum absorption wavelength of various compounds, the fingerprints of Gardeniae Fructus with the composition information of 
iridoid glycosides (240 nm) and diterpenoids (440 nm) were established. On this basis, with geniposide and crocin I as internal standards, 
calculating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s of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shanzhiside, gardenoside B, genipin-1-β-D-gentiobioside and geniposide) and 
two diterpenoid components (crocin I and crocin II) to establish SSDMC method. Durability inspection through four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s and four different chromatographic columns,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ESM)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is method. Results  A total of 20 common peaks were calibrated in fingerprints of 19 batches of Gardenia Fructus, the similarities 
of each batch were 0.981—0.999. At 240 nm, with geniposide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the correction factors of shanzhiside, gardenoside B, 
genipin-1-β-D-gentiobioside and geniposide were 1.15, 1.36, 1.54 and 1.00, respectively; at 440 nm, with crocin I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the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 of crocin II was 1.11, with good durability. The determined results of six components using SSDMC method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ESM,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value of the accuracy of the content was 100.14% with RS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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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content range of six components in 19 batches of Gardeniae Fructus were 0.09%—0.35%, 0.28%—0.82%, 
0.31%—1.00%, 4.60%—7.78%, 0.62%—1.64% and 0.07%—0.2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ed fingerprint combined with 
SSDMC method are simple and feasible,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overall quality control of Gardeniae Fructus. 
Key words: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fingerprint; SSDMC;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 shanzhiside; gardenoside B; 
genipin-1-β-D-gentiobioside; geniposide; crocin I; crocin II 

中药栀子 Gardeniae Fructus 系茜草科植物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的成熟果实[1]，是东亚三

国广泛应用的传统药物。栀子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

环烯醚萜苷类、二萜类、有机酸类及黄酮类 4 大类
[2-5]。其中环烯醚萜苷类具有保肝利胆、抗炎、神经

保护等功效[6-8]；二萜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调血脂和

抗氧化活性[9-11]。 
《中国药典》2020 年版对栀子药材在含量仅

规定了栀子苷“不得少于 1.8%”。目前针对栀子

中的多种活性成分建立了（ MSPD-） HPLC- 
PAD[12]、HPLC-DAD-MS[13]、UFLC-MS/ MS[14]

等多种定量分析方法，然而这些方法由于受到

仪器或对照品用量等的限制，难以推广至栀子

药材质控的实际应用中。一测多评法采用单一

对照品同时测定多个成分的含量 [15-16]，是实现

中药多成分质控的一种经济、简便的分析方法。

而中药指纹图谱是中药整体质量控制的核心技

术之一，可以反映不同样品质量的均一性 [17-18]。

目前已有学者建立了栀子指纹图谱、多成分含

量测定或一测多评分析方法，并结合多变量数

学模型等手段对不同产地栀子药材进行了质量

评价 [19-24]。本实验基于紫外变波长检测手段，

建立了色谱指纹图谱结合一测多评的栀子质量

评价方法，可兼顾不同类型组分的最佳响应，

在较全面表征栀子化学成分整体轮廓、评价栀

子药材整体质量的基础上，同时对其中的主要

成分进行定量控制。考虑到两类成分结构类型

差异较大，根据一测多评技术指南 [25]，分别选

择栀子苷和西红花苷 I 作为内标物建立环烯醚

萜苷类和二萜类成分的校正因子，为栀子多指

标质量控制推广奠定基础。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HPLC 色谱仪（1290 型、1260 型和 1100 型，

美国 Agilent 公司；Shimadzu LC-20A 型，日本

Shimadzu 公司）；Quintix 系列分析天平（赛多利斯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KH-500DB 型超声仪（昆山禾

创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乙腈，色谱纯，德国 Merck 公司；甲醇，分析

纯，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磷酸，优级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超纯水来自 Milli-Q
系统。对照品栀子苷（批号 110749-201718，质量

分数 97.1%）、西红花苷 I（批号 111588-201704，质

量分数 88.4%）、西红花苷 II（批号 111589-201705，
质量分数 92.2%）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山栀苷（批号 PS011214，质量分数≥98%）、京尼

平龙胆双糖苷（批号 PS011212，质量分数≥98%）

购自成都普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栀子苷 B
（批号 B21138-20MG，质量分数≥98%）购自上海

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9 批栀子药材（表 1）购

自全国各地，经中国药科大学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

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萍教授鉴定为栀子 G. 
jasminoides Ellis 的干燥成熟果实。 

表 1  19 批栀子药材产地信息 
Table 1  Origin information of 19 batches of Gardeniae 
Fructus 

编号 产地/收购地 编号 产地/收购地 
S1 江西吉安 S11 湖南长沙 
S2 江西萍乡 S12 河南南阳 
S3 江西樟树 S13 安徽亳州 
S4 江西新干 S14 广西玉林 
S5 江西宜春 S15 浙江温州 
S6 江西丰城 S16 陕西汉中 
S7 福建福鼎 S17 山西太原 
S8 福建福鼎 S18 四川广元 
S9 广西钦州 S19 四川泸州 

 S10 广西钦州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制备 
2.1.1  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山栀苷、山

栀子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栀子苷、西红花苷

I 和西红花苷 II 对照品适量，加入 50%甲醇制成含

山栀苷 122.32 μg/mL、山栀子苷 B 300.66 μg/mL、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 323.40 μg/mL、栀子苷 1830.40 
μg/mL、西红花苷 I 348.48 μg/mL 和西红花苷 II 
49.44 μg/mL 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2.1.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称取栀子粉末（过四号筛）

0.5 g，精密称定，置于 100 mL 具塞锥形瓶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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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加入 50%甲醇 50 mL，称定质量，超声提取 40 min
（500 W，40 kHz），放冷，用甲醇补足减失质量，

摇匀，1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过 0.22 μm
微孔滤膜，取续滤液，即得。 
2.2  色谱条件 

色谱分析采用 Waters XSelect HSS 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柱温设置为 35 ℃；

以 0.1%磷酸水溶液（A）-乙腈（B）作为流动相，保

持 1.0 mL/min 进行梯度洗脱，洗脱梯度：0～12 min，
6%～9% B；12～30 min，9%～23% B；30～33 min，
23%～30% B；33～37 min，30% B；37～40 min，30%～

35% B；40～46 min，35%～50% B；46～48 min，50%～

90% B；48～53 min，90% B；后运行时间 7 min，进

样量 5 μL。紫外检测采用分段变波长检测，具体为 0～
32 min，240 nm；32～53 min，440 nm。 
2.3  指纹图谱的建立 
2.3.1  精密度试验  称取栀子粉末（S1），按“2.1.2”
项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并按“2.2”项色谱条件进样

6 针，以 8 号峰为参照峰，计算其余共有峰的相对保

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的 RSD 值，结果显示 20 个共有

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峰面积的 RSD 值均小于 3.0%。 
2.3.2  重复性试验  称取栀子粉末（S1）适量，按

上述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6 份，进样分析后以

8 号峰为参照，测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值低于 1.0%，相对峰面积 RSD 值低于 3.0%，表明

方法重复性好。 
2.3.3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S1），
分别于 0、2、4、8、12、24 h 进样分析，以 8 号峰

为参照，测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RSD 在

0.01%～0.08%，相对峰面积 RSD 在 0.13%～2.30%，

表明该法 24 h 内稳定。 
2.3.4  指纹图谱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取 19 批栀子

药材按“2.1.2”项方法制备成供试品溶液，进样分

析后将数据以 AIA 格式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

似度评价软件”（2012 版）。S1 样品设为参照图谱

（中位数法、时间窗 0.1），经多点校正和自动峰匹配

后生成对照图谱（R），共标定 20 个共有峰，见图 1。
通过与对照品比对，指认出 6 个共有峰（图 2），其

中 1 号峰为山栀苷，3 号峰为山栀子苷 B，6 号峰为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8 号峰为栀子苷（参照峰 S），
13 号峰为西红花苷 I，16 号峰为西红花苷 II。对照

指纹图谱与各批次样品图谱进行相似度评价，结果

见表 2，19 个样品相似度均大于 0.980，说明不同产

地栀子共有峰相似度很高，药材质量较均一。 

 
图 1  19 批栀子指纹图谱和对照图谱 (R) 

Fig. 1  Fingerprints of 19 batches of Gardeniae Fructus and reference chromatogram (R) 

 
1-山栀苷  3-山栀子苷 B  6-京尼平龙胆双糖苷  8-栀子苷  13-西红花苷 I  16-西红花苷 II 

1-shanzhiside  3-gardenoside B  6-genipin-1-β-D-gentiobioside  8-geniposide  13-crocin I  16-crocin II 

图 2  混合对照品 (A) 和栀子样品 (B) 的 HPLC 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sampl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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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 批栀子的相似度结果 
Table 2  Similarities of 19 batches of samples 

样品 相似度 样品 相似度 

S1 0.999 S11 0.998 

S2 0.981 S12 0.998 

S3 0.996 S13 0.997 

S4 0.998 S14 0.986 

S5 0.998 S15 0.997 

S6 0.997 S16 0.983 

S7 0.998 S17 0.998 

S8 0.991 S18 0.995 

S9 0.997 S19 0.998 

 S10 0.998   

2.4  多成分含量测定 
2.4.1  线性关系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储备液，用

50%甲醇依次稀释得到 8 个浓度梯度的工作溶液。按

“2.2”项每个浓度进样 5 μL，重复进样 3 针，记录 6
个待测物的峰面积，绘制标准曲线，其中纵坐标为峰

面积（Y），横坐标为进样浓度（X）。结果显示（表 3），
6 个成分在各自浓度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2.4.2  检测限与定量限  将对照品溶液进一步稀释

后进样分析，以信噪比（S/N）分别为 3 和 10 时的

浓度计为该化合物的检测限（LOD）和定量限

（LOQ），结果见表 3。 
2.4.3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2.1.1”项下某一浓

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2”色谱条件于同一日

表 3  各成分线性、LOD 和 LOQ 考察结果（n＝3） 
Table 3  Results of linearity, LOD and LOQ for each component (n＝3) 

成分 线性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μg·mL−1) LOD/(μg·mL−1) LOQ/(μg·mL−1) 

山栀苷 Y＝6.225 2 X－1.778 8 0.999 9 0.61～110.09 0.061 0.153 

山栀子苷 B Y＝5.427 9 X－5.943 9 0.999 8 1.50～270.60 0.075 0.250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 Y＝4.652 3 X－0.510 6 0.999 8 1.62～291.06 0.081 0.253 

栀子苷 Y＝7.316 4 X＋2.687 9 0.999 8   8.89～1 599.59 0.044 0.139 

西红花苷 I Y＝31.943 0 X－19.231 0 0.999 8  0.77～277.25 0.004 0.023 

西红花苷 II Y＝29.060 0 X－3.774 7 0.999 7 0.23～41.03 0.007 0.023 
 
内连续进样分析 6 次，记录 6 个目标化合物的峰面

积，计算 RSD 值评价日内精密度；连续 3 d、每日

进样分析 3 次，记录各成分峰面积，计算 RSD 值作

为日间精密度。结果显示，日内、日间精密度 RSD
值均低于 1.50%。 
2.4.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次栀子粉末（S1）按

“2.1.2”项平行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按“2.2”项

色谱条件分析，记录各成分峰面积，计算 6 个待测

成分的含量及 RSD 值。结果显示，RSD 值低于

1.29%，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5  稳定性试验  按“2.1.2”项下制备供试品溶

液，分别于 0、2、4、6、8、12、24 h 进样，记录 6
个待测物的峰面积并计算 RSD 值。结果表明样品溶

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4.6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栀子药材粉末

（S1）9 份，每份称取 0.25 g，精密称定，6 个化合物

分别按 50%、100%和 150%的水平精密加入对照品，

按“2.1.2”项制备后同法分析，记录山栀苷、山栀子

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栀子苷、西红花苷 I 和西

红花苷 II 的峰面积，计算加样回收率及 RSD 值，结

果显示，6 个化合物的加样回收率在 94%～105%。 
2.5  一测多评方法建立 
2.5.1  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8 个浓度的工作溶液

每份分析 3 次，记录峰面积，按下列公式计算相对

校正因子。其中 4 个环烯醚萜苷类以栀子苷为内标

物，2 个二萜类以西红花苷 I 为内标物，分别计算

相对校正因子（f），结果见表 4。 
f=(As/Cs)/(Ai/Ci) 

As 为内标峰面积，Cs 为内标浓度；Ai 为待测物峰面积，Ci

为待测物浓度 

2.5.2  f 的耐用性考察  采用不同厂家、型号的液相

色谱仪和不同品牌的色谱柱（规格均为 250 mm×4.6 
mm，5 μm）进行校正因子耐用性考察。结果表明，

校正因子 RSD＜3%（表 5），表明各成分的相对校

正因子耐用性良好。 
2.5.3  样品含量测定  采用一测多评法和标准曲线

外标法对19批栀子药材中的6个主要成分进行含量

测定，结果见表 6。采用 t 检验对外标法和一测多

评法的结果进行评价，P＞0.05，表明 2 种方法测定

的含量结果无明显差异；进一步以准确度对 4 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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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成分对照品的相对校正因子 
Table 4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 of each component reference 

序号 f 山栀苷/栀子苷 f 山栀子苷 B/栀子苷 f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栀子苷 f 栀子苷/栀子苷 f 西红花苷 I/西红花苷 I f 西红花苷 I/西红花苷 II 

1 1.12 1.41 1.56 1.00 1.00 1.16 

2 1.12 1.31 1.52 1.00 1.00 1.10 

3 1.15 1.46 1.55 1.00 1.00 1.11 

4 1.16 1.37 1.54 1.00 1.00 1.11 

5 1.15 1.31 1.54 1.00 1.00 1.11 

6 1.20 1.37 1.53 1.00 1.00 1.10 

7 1.14 1.32 1.53 1.00 1.00 1.10 

8 1.14 1.30 1.53 1.00 1.00 1.10 

平均值 1.15 1.36 1.54 1.00 1.00 1.11 

RSD/% 2.17 4.09 0.88 0.00 0.00 1.79 

表 5  相对校正因子的耐用性考察 
Table 5  Durability of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s 

仪器 色谱柱 f 山栀苷/栀子苷 f 山栀子苷 B/栀子苷 f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栀子苷 f 西红花苷 I/西红花苷 II 

Agilent 1290 Waters XSelect HSS C18 1.15 1.36 1.54 1.11 

 Agilent Plus C18 1.19 1.39 1.53 1.11 

 Agilent SB C18 1.09 1.37 1.56 1.12 

 Thermo AQUASIL C18 1.18 1.37 1.57 1.13 

Agilent 1260 Waters XSelect HSS C18 1.16 1.35 1.56 1.12 

 Agilent Plus C18 1.10 1.30 1.51 1.12 

 Agilent SB C18 1.17 1.31 1.55 1.12 

Agilent 1100 Waters XSelect HSS C18 1.11 1.31 1.53 1.08 

 Agilent Extend C18 1.15 1.36 1.56 1.08 

 Agilent SB C18 1.17 1.34 1.50 1.08 

Shimadzu LC-20A Waters XSelect HSS C18 1.17 1.38 1.56 1.11 

 Agilent Plus C18 1.16 1.38 1.57 1.11 

 Agilent SB C18 1.18 1.39 1.58 1.09 

 Thermo AQUASIL C18 1.15 1.38 1.57 1.12 

平均值  1.15 1.36 1.55 1.11 

RSD/%  2.68 2.25 1.55 1.56 
 
烯醚萜苷总含量和 2 个二萜类总量进行准确性评

价。 
准确度=Ce/Cs 

Ce 为外标法测定结果，Cs 为一测多评法测定结果 

计算得到 2 类成分准确度在 99.82% ～

100.50%，且 RSD＜3%，说明所建立的一测多评法

用于栀子药材的多成分含量测定与外标法测定结果

较为一致。 
3  讨论 

本实验根据 6 个成分的总量进行计算，比较了

超声和回流 2 种提取方式对提取结果的影响，结果

表明两种方法无显著差异，且西红花苷 I 长时间高

温加热回流会发生降解[26]，故选择超声提取。结合

参考文献[22-23]，优化了提取溶剂、提取时间、料液

比及提取次数，确定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条件为 0.5 g
样品粉末加入 50%甲醇 50 mL 超声提取 40 min，提
取 1 次。 

环烯醚萜苷类和二萜类成分是栀子的主要成

分，也是其活性成分。通过对相关成分进行全波长

扫描，发现这 2 大类成分紫外吸收光谱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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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测多评法和外标法含量结果 
Table 6  Content results of SSDMC and ESM 

序号 
栀子苷/% 山栀苷 /% 山栀苷 B /% 京尼平龙胆双糖苷/% 西红花苷 I/% 西红花苷 II/% 

外标法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外标法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S1 5.02 0.25 0.24 0.71 0.70 0.60 0.59 0.85 0.14 0.14 
S2 5.55 0.31 0.30 0.76 0.76 0.95 0.93 0.62 0.14 0.14 
S3 7.75 0.15 0.14 0.50 0.50 0.53 0.51 1.52 0.26 0.26 
S4 5.11 0.32 0.31 0.59 0.59 0.56 0.54 0.81 0.15 0.15 
S5 5.34 0.33 0.32 0.70 0.69 0.69 0.67 1.02 0.18 0.18 
S6 5.15 0.35 0.33 0.75 0.74 0.77 0.76 0.78 0.15 0.15 
S7 5.47 0.36 0.35 0.79 0.79 1.02 1.00 0.95 0.16 0.16 
S8 6.81 0.14 0.13 0.42 0.41 0.70 0.69 1.45 0.25 0.25 
S9 7.78 0.16 0.15 0.50 0.49 0.67 0.65 1.28 0.19 0.19 
S10 7.11 0.18 0.17 0.44 0.43 0.71 0.69 1.22 0.16 0.16 
S11 5.02 0.34 0.33 0.76 0.76 0.74 0.72 0.82 0.18 0.18 
S12 6.84 0.16 0.16 0.44 0.43 0.71 0.70 1.21 0.16 0.16 
S13 7.54 0.16 0.16 0.40 0.39 0.59 0.57 1.42 0.19 0.19 
S14 6.77 0.20 0.20 0.29 0.28 0.78 0.77 0.84 0.07 0.07 
S15 7.34 0.14 0.13 0.47 0.46 0.73 0.71 1.38 0.23 0.23 
S16 6.78 0.10 0.09 0.38 0.37 0.52 0.51 1.64 0.23 0.23 
S17 5.17 0.35 0.34 0.82 0.82 0.70 0.69 0.84 0.18 0.18 
S18 4.60 0.24 0.23 0.77 0.76 0.32 0.31 0.68 0.13 0.13 
S19 5.32 0.26 0.25 0.66 0.65 0.45 0.44 0.94 0.16 0.16 
最大吸收波长分别在 240 nm 和 440 nm 附近。因此，

栀子药材在指纹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定时，需采用

多个检测波长。本研究在建立色谱分析方法中，通

过色谱条件的优化，发现栀子中主要的环烯醚萜苷

类和二萜类成分峰时间没有交集，因此采用分时段

采集不同吸收波长色谱图的方法建立指纹图谱，即

色谱条件前 32 min 检测波长为 240 nm，用于检测

环烯醚萜苷类成分；32 min 后检测波长为 440 nm，

用于测定二萜类成分，在同一张图谱上可得到两类

成分，所建立的栀子指纹图谱共标定 20 个共有峰，

经对照品确证了其中 6 个成分。根据一测多评法的

指导原则，内标物应选择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或指标

成分，且应与待测成分为同类成分或母核相同，光

谱特性基本一致。因此分别以栀子苷和西红花苷 I
作为内标，在各自最大吸收波长下，对环烯醚萜苷

类和二萜类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既降低了实验中对

照品、仪器的投入成本，同时保证了检测的灵敏度

和准确性。 
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结合紫外变波长技

术，建立了栀子的指纹图谱结合一测多评的质量控

制方法，在一次分析中，可同时分析栀子中的环烯

醚萜苷类和二萜类成分。19 批栀子药材中共标定了

20 个共有峰，所有样品的相似度均高于 0.980，表

明栀子药材的整体质量一致性较好，所建立的指纹

图谱方法可用于栀子药材的整体质量评价。通过对

照品确认了 6 个共有峰，并同时建立了一测多评的

含量测定方法。以栀子苷为内标，山栀苷、山栀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和栀子苷在 240 nm 下的校正

因子分别为 1.15、1.36、1.54 和 1.00；440 nm 下，

以西红花苷 I 为内标，西红花苷 II 的相对校正因

子为 1.11。以校正因子（一测多评法）和标准曲

线（外标法）计算得到的含量结果之间无明显差

异（准确度在 99.82%～100.50%），表明所建立的

一测多评方法准确，可用于栀子药材的多成分含

量测定。19 个批次栀子药材中山栀苷、山栀子苷

B、京尼平龙胆双糖苷、栀子苷、西红花苷 I 和西

红花苷 II 的含量分别为 0.09%～0.35%、0.28%～

0.82%、0.31%～1.00%、4.60%～7.78%、0.62%～

1.64%和 0.07%～0.26%。所建立的指纹图谱结合

一测多评方法在减少对照品使用的情况下，可实

现栀子药材的多成分、多指标质量控制，在中药

整体质量评价模式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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