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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指标成分测定及指纹图谱模式识别的紫苏叶产地差异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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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不同产地的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叶进行研究，建立紫苏叶的指纹图谱并测定野黄芩苷、迷迭香酸含量，

为紫苏叶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 9 个产地共 36 批紫苏叶药材，以乙腈-0.2%甲酸溶液为流动相，建立紫苏叶中野

黄芩苷、迷迭香酸的 HPLC 含量测定方法，对 36 批紫苏叶进行含量测定，同时建立紫苏叶指纹图谱并进行相似度评价；采

用微科盟生科云、SIMCA 14.1 等工具进行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CA）、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结果 以野黄芩苷为参照峰建立了紫

苏叶的指纹图谱，共标定了 9 个共有峰。36 批紫苏叶与对照图谱相比较，相似度均大于 0.900，聚类分析可将同一产地样品

聚为一类；样品的 9 个共有峰变量投影重要性（VIP）值显示，其中 7 个成分可作为评价紫苏叶差异的指标。样品中野黄芩

苷、迷迭香酸的含量测定方法学验证结果良好，36批紫苏叶中野黄芩苷、迷迭香酸质量分数分别为 1.911%～4.968%、2.278%～

10.257%，不同产地的样品含量差异较大。结论  建立的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方法稳定性较高，分离度良好，含量测定结果

结合指纹图谱化学模式识别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的紫苏叶中主要成分差异较明显，可为紫苏叶的质量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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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 of Zisuye (Perillae Folium)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scutellarin and rosmarinic aci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erillae Folium. Methods  A total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e Folium from nine producing areas were collected. 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scutellarin and rosmarinic 

acid in Perillae Folium with acetonitrile-0.2% formic acid as the mobile phase. Cluster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Wekemo Bioincloud and SIMCA 14.1 tools. Results  The 

fingerprint of Perillae Folium was established with scutellarin as the reference peak, and nine common peaks were calibrat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map, the similarity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e Folium was more than 0.900. The samples from the same 

producing area could be clustered into one group by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VIP values of nine common peaks of the samples 

showed that seven components could be used as indexes to evaluate the difference of Perillae Folium. The content of scutellarin and 

rosmarinic acid in 36 batches of Perillae Folium was 1.911%—4.968% and 2.278%—10.25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fingerprint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has high stability and good separation.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sults combined with fingerprint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components of Perillae 

Folium from different region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hich c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erillae F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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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叶是唇形科植物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L.) Britt.的干燥叶，又称赤苏叶、香苏叶等[1-2]。

紫苏叶作为我国卫生部首批颁布的药食同源的中

药之一，具有食用和药用的双重价值[3-4]。紫苏味

辛性温，归肺、脾经，具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

功效[5-6]，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风寒、脾胃气滞证等。

现代研究表明，紫苏叶主要成分有主要含有含有黄

酮类、酚酸类、花色苷类、挥发油类等成分[7]，具

有抗氧化[8-9]、抗菌抗炎[10]、抗肿瘤[11]、抗抑郁[12]

等多种功效。 

中药的有效成分是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且

成分复杂多样[13]，而产地、环境、栽培方式以及

炮制加工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其质量，致使其品

质参差不齐[14]。尽管紫苏叶在临床中应用广泛，

在半夏厚朴汤、香苏散、苏子降气汤等经典名方

中亦有应用，且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但

目前关于其质量标准的规定较为有限，《中国药

典》2020 年版仅对紫苏叶中挥发油含量做出规定，

多个省、市的中药材质量标准、中药饮片炮制规

范亦未对其有更多的含量测定规定。因此，需要

建立科学、适当，并且特色的质量评价方法及质

量标准，对紫苏叶进行全面可行的评价及质量控

制。本研究通过选取 9 个产地 36 批的紫苏叶进行

研究，建立紫苏叶的指纹图谱并进行相似度评价，

同时采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法

判别分析等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选取了其中含

量较高的成分作为含量测定的指标性成分，为紫

苏叶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仪器 

Agilent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

司）；FA1104 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

YPZ002 型电子天平（上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公

司）；KQ-5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FW100 型高速粉碎机（天津市泰

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野黄芩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

110842-202010，质量分数 91.5%）、迷迭香酸（上

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Y06A9K67402，质

量分数 98%）、木犀草素-7-O-二葡萄糖苷酸（成都

埃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AFDC0601，质量分

数 98%）、芹菜素-7-O-二葡萄糖苷酸（成都埃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AFDC0603，质量分数 98%）、

紫苏叶对照药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120914-201712）。甲酸、乙腈为色谱级，甲酸（批

号 2113581）购自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乙腈购自美国 Tedia 公司，甲醇为分析纯，购自无

锡市亚盛化工有限公司。 

2023 年 7、8 月收集共计 36 批次紫苏叶样品，

来源见表 1，经南京中医药大学严辉教授鉴定为唇

形科植物紫苏 P. frutescens (L.) Britt.的干燥叶。

表 1  36 批紫苏叶样品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on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samples 

编号 产地 编号 产地 编号 产地 

S1 福建龙岩 S13 广东黄花 S25 广东韶关 

S2 福建龙岩 S14 广东黄花 S26 广东韶关 

S3 福建龙岩 S15 广东黄花 S27 广东韶关 

S4 福建龙岩 S16 广东黄花 S28 广东韶关 

S5 河南驻马店 S17 河北安国 S29 四川乐山 

S6 河南驻马店 S18 河北安国 S30 四川乐山 

S7 河南驻马店 S19 河北安国 S31 四川乐山 

S8 河南驻马店 S20 河北安国 S32 四川乐山 

S9 安徽太和 S21 江苏镇江 S33 广西玉林 

 S10 安徽太和 S22 江苏镇江 S34 广西玉林 

 S11 安徽太和 S23 江苏镇江 S35 广西玉林 

 S12 安徽太和 S24 江苏镇江 S36 广西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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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1  混合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对照品野黄芩苷、迷迭香酸适量，

置于量瓶中，用 50%甲醇定容，配制成含野黄芩苷

0.268 mg/mL、迷迭香酸 0.377 mg/mL 的混合对照品

母液，摇匀，备用。 

另精密称取对照品木犀草素-7-O-二葡萄糖苷

酸、芹菜素-7-O-二葡萄糖苷酸适量，置于量瓶中，

加入野黄芩苷与迷迭香酸的混合对照品母液适量，

用 50%甲醇定容，配制成含木犀草素-7-O-二葡萄糖

苷酸 0.145 mg/mL、芹菜素-7-O-二葡萄糖苷酸 0.160 

mg/mL、野黄芩苷 0.188 mg/mL、迷迭香酸 0.064 

mg/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摇匀，备用。 

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36 批不同产地的紫苏叶，挑去粗梗后，将紫苏

叶粉碎后过 3 号筛（50 目）。精密称取 0.5 g，置于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50%甲醇 50 mL，称定质

量，密塞，超声提取 30 min（400 W、250 Hz），放

凉至室温后补足损失质量，滤过，取续滤液，经 0.22 

μm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 

2.3  色谱条件 

Agilent Eclipse XDB-Phenyl 色谱柱（2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A）-0.2%甲酸水

溶液（B），梯度洗脱（0～3 min，88%～85% B；3～

12 min，85%～84% B；12～30 min，84%～78% B；

30～38 min，78%～64% B；38～50 min，64%～30% 

B）。体积流量为 1.0 mL/min，柱温 30 ℃，进样体

积 10 μL，检测波长 330 nm。 

2.4  指纹图谱分析 

2.4.1  精密度试验  取紫苏叶供试品溶液（S17），

按照“2.3”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以 6 号色

谱峰野黄芩苷为参照峰（S），计算得到各共有峰相

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3.0%，表

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2  稳定性试验  取紫苏叶供试品溶液（S17），

分别于 0、2、4、6、12、18、24 h 进样测定，以 6

号色谱峰野黄芩苷为参照峰（S），计算得到各共有

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的RSD均小于3.0%，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4.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紫苏叶供试品

（S17），精密称定，平行制备 6 份，按照“2.3”项

下色谱条件进行检测，计算得到各共有峰的相对保

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 RSD 均小于 3.0%。 

2.4.4  紫苏叶指纹图谱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取每批

次的紫苏叶样品溶液，按照“2.3”项下的色谱条件

进样，将液相数据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

评价系统（2012 版）”，以 S11 样品色谱图为参照

图谱，进行多点校正及峰匹配后，建立多批次紫苏

叶样品的叠加图谱（图 1），并生成对照图谱 R（图

2），共确定 9 个共有峰。将对照品溶液。以 6 号色

谱峰野黄芩苷为参照峰（S），计算得到各共有峰相

对保留时间的RSD均小于3.0%，相对峰面积的RSD

在 20.0%～55.0%，表明不同产地样品的差异较大。

36批紫苏叶样品与对照图谱的相似度见表2，除S21

批次紫苏叶外，其余 35 批次的样品图谱相似度均高

于 0.950，表明不同产地的紫苏叶色谱图相似度良

好，主要化学成分组成较为相似。 

 

图 1  36 批紫苏叶样品 HPLC 叠加指纹图谱 

Fig. 1  HPLC superimposed fingerprint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samples 

 

4-木犀草素-7-O-二葡萄糖苷酸；5-芹菜素-7-O-二葡萄糖苷酸；6-

野黄芩苷；9-迷迭香酸。 

4-luteolin-7-O-diglucuronide; 5-apigenin-7-O-diglucuronide; 6-scutellarin; 

9-rosmarinic acid. 

图 2  混合对照品溶液 (A) 与紫苏叶对照图谱 (B) 

Fig. 2  Mixed reference solution (A) and Perilla Folium 

reference ma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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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6 批紫苏叶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similarity evaluation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fingerprints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编号 相似度 
S1 0.961 S13 0.979 S25 0.960 

S2 0.960 S14 0.981 S26 0.958 

S3 0.960 S15 0.982 S27 0.959 

S4 0.960 S16 0.978 S28 0.957 

S5 0.980 S17 0.988 S29 0.961 

S6 0.980 S18 0.985 S30 0.962 

S7 0.979 S19 0.986 S31 0.965 

S8 0.978 S20 0.984 S32 0.961 

S9 0.977 S21 0.936 S33 0.981 

 S10 0.977 S22 0.959 S34 0.986 

 S11 0.978 S23 0.961 S35 0.982 

 S12 0.977 S24 0.967 S36 0.984 

2.5  化学模式识别分析 

2.5.1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CA）  将 36 批

紫苏叶 HPLC 图谱中 9 个共有峰峰面积标准化处

理，处理结果导入微科盟生科云工具（https:// 

bioincloud.tech/task-meta），采用组间联系法，进行

CA，结果见图 3。结果显示，同一产地的样品均归

为一类；当样品聚为 2 个类别时，S5～S12、S17～

S24、S29～S32 产地为河北安国、安徽太和、四川

乐山、河南驻马店、江苏镇江的样品聚为一类，S1～

S4、S13～S16、S25～S28、S33～S36 产地为福建

龙岩、广东黄花、广东韶关、广西玉林的样品聚为

一类。不同产地的紫苏叶主要成分组成相似，在含

量上有较大差异，差异可能与产地的气候特点、生

态环境、地理位置等有关联。 

 

图 3  36 批紫苏叶的 CA 热图 

Fig. 3  CA heat map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2.5.2  主 成 分 分 析 （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   将 36 批紫苏叶样品的 9 个

共有峰峰面积为变量导入 SIMCA 14.1 软件中，

进行 PCA，建立 PCA 模型，得分见图 4。结果

显示 36 批紫苏叶药材产地相同的批次均能归

在一类，与 CA 结果相同。同时，由图可知所

有样品可分为 4 大类，第 1 类为 S5～S12、S17～

S20，第 2 类为 S21～S36，而 S13～S16、S1～

S4 分别分为第 3、4 类，其中第 1、3、4 类互

相之间距离均较远，表明这 3 类样品成分特征

差异较大。  

 

图 4  36 批紫苏叶 PCA 得分图 

Fig. 4  PCA score plot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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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  将 36 批紫苏叶

样品的 9 个共有峰峰面积为变量导入 SIMCA 14.1

软件中进行 PLS-DA 分析，得到自变量拟合指数

R2
X＝1.000，因变量拟合指数 R2

Y＝0.957，模型预

测参数 Q2＝0.957，可知模型稳定性和拟合结果较

好。设置置换检验次数为 200 次，分析得到交叉验

证结果，如图5所示，R2回归线与Y轴的截距为0.106

（＜0.30），说明该模型可靠；Q2回归线与 Y 轴的截

距为−0.693（＜0），说明该模型不存在过度拟合，

能用于分析紫苏叶样品 HPLC 图谱间的差异。提取

9 个共有峰变量重要性投影值（variable importance 

projection，VIP）并进行排序，结果见图 6。结果显

示峰 3、6（野黄芩苷）、1、9（迷迭香酸）、2、4、

5 的 VIP 值均大于 1，表示这 7 个成分可作为评价

紫苏叶质量的差异性成分。 
 

 

图 5  PLS-DA 交叉验证结果 

Fig. 5  Permutation test of PLS-DA model 

 

图 6  36 批紫苏叶药材 9 个共有峰的 VIP 值 

Fig. 6  VIP values of nine common peaks of 36 batches of 

Perilla Folium 

2.6  有效成分测定 

2.6.1  色谱条件  色谱条件同“2.3”项。 

2.6.2  对照品溶液制备  取“2.1”项下野黄芩苷、

迷迭香酸混合对照品母液 2.5 mL，定容至 15 mL，

作为含量测定时所用混合对照品溶液。 

2.6.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同“2.2”项。 

2.6.4  回归方程的绘制  精密吸取“2.1”项下的

野黄芩苷、迷迭香酸混合对照品母液，分别制备 7

份不同浓度的混合对照品溶液，通过“2.3”项的色

谱条件进行测定，以混合对照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X），峰面积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

线性回归。野黄芩苷 Y＝140 598 X－108 243，R2＝

1.000，线性范围为 0.009～0.268 mg/mL；迷迭香

酸 Y＝136 423 X－101 300，R2＝1.000，线性范围为

0.013～0.377 mg/mL。 

2.6.5  精密度试验  取紫苏叶（S17）粉末，参照

“2.2”项下供试品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照

“2.3”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计算得到野黄

芩苷与迷迭香酸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3.0%，表明

仪器精密度良好。 

2.6.6  稳定性试验  取紫苏叶（S17）粉末，参照

“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4、

6、12、18、24 h 进样测定，计算得到野黄芩苷与迷

迭香酸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3.0%，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6.7  重复性试验  取紫苏叶（S17）粉末，精密

称定，平行制备 6 份，参照“2.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按照“2.3”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检测，计

算得到野黄芩苷与迷迭香酸峰面积的 RSD 均小于

3.0%，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6.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紫苏叶（S17）粉末，精

密称定 0.25 g，置于锥形瓶中，平行称取 6 份样品，

在 6 份样品中分别加入“2.1”项下野黄芩苷、迷迭香

酸混合对照品溶液 4.25 mL，再各加入 50%甲醇 45.75 

mL，称定质量，超声提取 30 min 后放凉，用 50%甲

醇补足减失质量，摇匀，10 000 r/min 离心 5 min，取

上清液过 0.22 μm 微孔滤膜，依照“2.3”项液相条件

进行测定，野黄芩苷与迷迭香酸的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7.67%、95.95%，RSD 分别为 1.33%、0.86%。 

2.6.9  多批次紫苏叶含量测定  将 S1～S36 样品参

照“2.2”项制备供试品溶液，同时添加紫苏叶对照

药材，参照“2.2”项制备对照药材溶液，按“2.3”

项色谱条件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3。 

含量结果表明，不同产地，不同批次之间的紫

苏叶之间含量有较大差异，其中，以福建龙岩和四

川乐山 2 个产地的迷迭香酸、野黄芩苷平均含量最

低，以江苏镇江和安徽太和 2 个产地的迷迭香酸、

野黄芩苷平均含量最高；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同

一产地不同批次之间的紫苏叶含量也存在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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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紫苏叶中野黄芩苷、迷迭香酸的测定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determination of scutellarin and rosmarinic acid in Perilla Folium 

编号 野黄芩苷/(mg·g−1) 迷迭香酸/(mg·g−1) 编号 野黄芩苷/(mg·g−1) 迷迭香酸/(mg·g−1) 

S1 2.073  2.303 S20 3.930 6.872 

S2 2.123  2.299 S21 4.790 9.299 

S3 2.104  2.295 S22 4.806 9.334 

S4 2.035  2.278 S23 4.844 9.395 

S5 3.767  4.042 S24 4.831 9.381 

S6 3.763  4.027 S25 2.607 2.434 

S7 3.767  4.023 S26 2.741 2.884 

S8 3.766  4.031 S27 2.642 2.888 

S9 4.720  9.778 S28 2.403 2.841 

S10 4.629  9.827 S29 2.352 2.593 

S11 4.645  9.782 S30 2.098 2.480 

S12 4.968 10.257 S31 2.066 2.514 

S13 3.551  3.811 S32 1.911 2.440 

S14 3.463  3.843 S33 2.172 6.424 

S15 3.425  3.783 S34 2.314 6.515 

S16 3.645  3.827 S35 2.348 6.484 

S17 4.049  7.115 S36 2.155 6.335 

S18 3.959  6.792     对照药材 2.718 2.588 

S19 4.417  7.645    

差异，其中，四川乐山、广东韶关、河北安国 3 个

产地的不同批次紫苏叶中迷迭香酸的含量差异较

大，迷迭香酸质量分数的 RSD 值均超过 5%，河北

安国、广东韶光 2 个产地的不同批次紫苏叶中野黄

芩苷的含量差异较大，野黄芩苷含量的 RSD 值也均

超过 5%。在紫苏叶对照药材中，亦能检测到野黄

芩苷、迷迭香酸，上述结果提示，不同产地紫苏叶

药材因所处的气候、土壤、地势地貌等环境不同，

在化学成分的种类及含量上产生了很大变化，即生

成了特有成分与共有成分，且同一产地不同批次的

紫苏叶亦存在含量差异，提示紫苏叶的质量不仅与

其产地密切相关，同时还可能受到采收期、种质资

源、田间管理等因素影响。 

3  讨论 

紫苏叶不仅在食品中应用广泛[18-20]，亦可作药

用，在许多方剂里均含有紫苏叶[21-22]。紫苏叶对生

长环境并未有严格要求，因此在市场上紫苏叶产地

颇多。药材的质量与生长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

不同地域的土壤、水质、气候、雨量等自然条件会

影响药用植物的生长、开花、结果等生态过程，导

致不同产地的药材间存在成分种类及含量的差异，

从而影响最终临床药效[23]。 

相关文献指出，紫苏叶有抗肿瘤、抗氧化、抗

炎、抗血栓等药理作用，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活性

成分以挥发油类、黄酮类、酚酸类为主[7]，在《中

国药典》2020 年版中仅规定了紫苏叶的挥发油含

量，并未对其他化学成分含量做出规定。参考其

他药材，常用的含量测定方法有滴定法 [24-25]、分

光光度法[26-27]、HPLC[28-29]、UPLC[30-31]等，然而滴

定法、分光光度法灵敏度较差，测量过程中易产生

误差；在正式实验前曾采用 UPLC 对紫苏叶样品进

行分析，发现不能很好地分离开主要成分的特征峰，

因此，建立了以 HPLC 为检测手段、以野黄芩苷与

迷迭香酸为指标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以期为严格

把控紫苏叶的质量，保证临床药效稳定提供参考。 

本研究建立了紫苏叶的 HPLC 指纹图谱，共标

定了 9 个共有峰，将 36 批样品的 HPLC 图谱与所

生成的指纹图谱进行相似度比较，其中 35 批样品的

HPLC 图谱相似度均在 0.95 以上，表明不同产地的

紫苏叶主要成分在种类上相似，仅从相似度评价结

果上不能很好地区分样品产地。化学模式识别分析

结果发现，现有的 36 批次紫苏叶的主要成分种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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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但在成分含量上差异较大，可根据含量差异对

样品进行产地区分，结合 9 个共有峰的 VIP 值分析，

其中 7 个成分可作为区分产地差异的指标。 

在《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中，紫苏叶含量测定

项下以挥发油含量来评价其质量，但紫苏子和紫苏

梗均是以迷迭香酸为指标性成分，用以评价其质量。

从收集的 9 个产地共 36 批紫苏叶的指纹图谱中，可

以明显地观察到芹菜素-7-O-二葡萄糖苷酸（峰 5）、

野黄芩苷（峰 6）、迷迭香酸（峰 9）的分离度较好，

响应值较高；但由于芹菜素 -7-O-二葡萄糖苷酸

（峰 5）的离散程度较高，因此不考虑将其作为指

标成分。紫苏叶作为一种食药物质，主要含有黄

酮类、酚酸类、花色苷类、挥发油类等成分[15-16]，

迷迭香酸作为酚酸类化合物，在紫苏叶中含量丰富，

且已被《中国药典》2020 年版选为紫苏子和紫苏梗

的主要指标性成分，同时，野黄芩苷也是紫苏叶中

黄酮类成分的代表，且有文献报道，迷迭香酸、野

黄芩苷有抗炎、抗肿瘤、抗氧化等药理作用[7,17]，

与紫苏叶的传统功效相契合。因此，基于上述分析

和考虑，本研究选择野黄芩苷和迷迭香酸作为 2 个

主要的指标成分，用于评价紫苏叶的质量。这 2 个

成分不仅反映了紫苏叶中重要的化学特性，而且与

紫苏叶的药理活性密切相关，为全面评估紫苏叶的

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以野黄芩苷、迷迭香酸为指

标，结合提取效率，对提取溶剂、提取时间、料液

比进行了初步考察，确定了上述提取条件以及色谱

条件。本研究对紫苏叶中含量较多的野黄芩苷和迷

迭香酸进行了含量测定方法的确立，并通过方法学

验证该色谱条件可行。计算 36 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的平均值，并以均值下浮 30%的结果作为含量测定

下限，可规定紫苏叶中野黄芩苷质量分数不低于

2.241 mg/g，迷迭香酸质量分数不低于 3.734 mg/g，

可为紫苏叶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对 36批样品的含量分析，安徽太和（S9～S12）、

江苏镇江（S21～S24）2 个产地样品的野黄芩苷、

迷迭香酸含量均远高于其他产地样品的含量，这 2

地也是紫苏叶的主产区[2]，可认为安徽、江苏产出

紫苏叶较优；河北安国（S17～S20）、河南驻马店

（S5～S8）、广西玉林（S33～S36）3 地次之，其他

产地样品的含量较相近，可见产地对紫苏叶中成分

含量有较大影响。同时，不同产地的样品迷迭香酸

含量差异较明显，产自福建龙岩、广东黄花、广东

韶关、四川乐山的样品迷迭香酸含量均较低，产自

河南驻马店、安徽太和、河北安国、江苏镇江、广

西玉林的样品迷迭香酸含量较高，提示迷迭香酸含

量或受南北差异影响；而广西与广东相邻，样品含

量却差异较大，表明影响成分含量的不仅有地域差

异。后续可对紫苏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结合采收

期、当地气候、种植环境等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

比较各地紫苏叶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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