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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雪莲风湿凝胶膏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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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乌鲁木齐 830002) 
 
摘要：目的  优选复方雪莲风湿凝胶膏提取工艺。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分别以蛇床子素含量、姜黄素含量和浸膏

收率为指标，优化雪莲等 7 味药材的提取工艺；以没食子酸含量和浸膏收率为指标，优选土元和五倍子 2 味药的提取工

艺。结果  7 味药最佳提取工艺为 10 倍量 80%乙醇，提取 3 次，每次 1 h；2 味药最佳提取工艺为 10 倍量水，提取 3 次，

每次 2.5 h。结论  优选的提取工艺稳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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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Process of Compound Xuelian Catap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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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process of Compound Xuelian Cataplasm. METHODS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used for the optimization, the extract yield, the content of osthole and curcumin were taken as the 
indexes in extracting process of seven herb medicines; the extract yield and the content of gallic acid were taken as the indexes 
in extracting process of two herb medicines. RESULTS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gress was as follows: seven herb 
medicines were extracted 3 times for 1 hour with 10 times amount of 80% alcohol; two herb medicines were extracted 3 times 
for 2.5 hour with 10 times amount of water. CONCLUSION  The optimum extraction process was stable and feasible. 
KEY WORDS: osthole; curcumin; gallic acid; orthogonal test; extraction technique 

  

复方雪莲风湿凝胶膏是由雪莲、川芎、姜黄、

五倍子等 12 味药[1]组成的复方制剂，该方具有祛

风燥湿、活血化淤、舒经活络等功效，主要用于

急、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骨关

节炎引起的关节疼痛等症。本实验采用正交试验

设计，以多种有效成分为指标优选出最佳提取工

艺条件，为研究复方雪莲风湿凝胶膏的质量控制

提供基础，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SPD-10AVP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制

造所)；Millipore simplicity-185 超纯水器(美国密

理博公司)；BP211D 型电子天平(sartorius)；DZKW-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市光明医疗仪器厂)。 

本实验中所用的药材均由安徽亳州提供(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江鉴

定)；姜黄素、蛇床子素和没食子酸对照品均由中

国 药 品 生 物 制 品 检 定 所 提 供 ( 批 号 分 别 为

0823-9802、110822-200406、0831-9501，供含量

测定用)。甲醇为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批号：

081495)，磷酸为分析纯(西安化学试剂厂，批号：

0807021)，乙腈为色谱纯(天津市化学试剂三厂，

批号：10071743)，冰醋酸为分析纯(天津市博迪化

工有限公司)，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对方中雪莲、独活、姜

黄、川芎等 7 味药进行乙醇提取工艺研究，以蛇

床子素含量、姜黄素含量和浸出物得率为指标进

行优选；对土元和五倍子进行水提取工艺研究，

以没食子酸含量和浸膏得率为指标进行优选。  

2.1  蛇床子素的含量测定[2]  

2.1.1  蛇床子素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蛇床子素

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25 mL 棕色量瓶中，

加 95%乙醇配制成蛇床子素质量浓度为 170 

mg·L1 的储备液，吸取储备液 3.0 mL 至 25 mL 量

瓶中，加 95%乙醇稀释至刻度，即得质量浓度为

20.40 mg·L1 的蛇床子素对照品溶液。 

2.1.2  色谱条件  Shimadzu VP-ODS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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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波长为 322 nm；柱温为 30 ℃；流速为 1.0 

mL·min1；进样量为 10 μL。分别测定样品、对照

品和阴性样品(缺蛇床子)，色谱图见图 1。结果表

明，在此色谱条件下样品中其他成分对蛇床子素

的测定无干扰。 

2.1.3  蛇床子素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精密吸取

对照品溶液 1，2.5，5，7.5，10 mL，依法稀释得

系列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0 μL，按

“2.1.2”项下色谱条件分别测定分析，以对照品

浓度为横坐标 X，峰面积为纵坐标 Y，得蛇床子素

标准曲线，结果见表 1。 

2.2  姜黄素的含量测定[3] 

2.2.1  姜黄素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姜黄素对照

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25 mL 量瓶中，加甲醇制成

姜黄素质量浓度为 108 mg·L1 的储备液，吸取储备

液 5.0 mL 至 25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

即得质量浓度为 21.60 mg·L1的姜黄素对照品溶液。 

2.2.2  色谱条件  Shimadzu VP-ODS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4%冰醋酸

(48∶52)；检测波长为 430 nm；柱温为 30 ℃；流

速为 1.0 mL·min1；进样量为 10 μL。分别测定样

品、对照品和阴性样品(缺姜黄)，色谱图见图 1。

结果表明，在此色谱条件下样品中其他成分对姜

黄素的测定无干扰。 

2.2.3  姜黄素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精密吸取对

照品溶液 1，3，5，7，10 mL，依法稀释得系列

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0 μL，按

“2.2.3”项下色谱条件分别测定分析，以对照品

浓度为横坐标 X，峰面积为纵坐标 Y，得姜黄素标

准曲线，结果见表 1。 

 
图 1  复方雪莲风湿凝胶膏中对照品、样品及阴性样品的 HPLC 图 
A蛇床子素对照；B、E、H供试品；C阴性(缺蛇床子)；D姜黄素对照；F阴性(缺姜黄)；G没食子酸对照；I阴性(缺五倍子)；1蛇床子

素；2姜黄素；3没食子酸.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osthole control; BE, Hsample; Cnegative control (without osthole); Dcurcumin control; Fnegative control (without curcumin); Ggallic acid 

control; Inegative control (without gallic acid); 1osthole; 2curcumin; 3gal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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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没食子酸的含量测定[4-6] 

2.3.1  没食子酸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没食子酸

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10 mL 量瓶中，加 50%

甲醇制成没食子酸质量浓度为 491 mg·L1 的储备

液，吸取储备液 2.0 mL 至 25 mL 量瓶中，加 50%

甲醇稀释至刻度，即得质量浓度为 39.28 mg·L1

的没食子酸对照品溶液。 

2.3.2  色谱条件   Shim-pack ODS 色谱柱 (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0.1%磷酸

(15∶85)；检测波长为 273 nm；柱温为 30 ℃；流

速为 1.0 mL·min1；进样量为 10 μL。分别测定样

品、对照品和阴性样品(缺五倍子)，色谱图见图 1。

结果表明，在此色谱条件下样品中其他成分对没

食子酸的测定无干扰。 

2.3.3  没食子酸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精密吸取

对照品溶液 1，3，5，7，10 mL，依法稀释得系

列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0 μL，按

“2.3.2”项下色谱条件分别测定分析，以对照品

浓度为横坐标 X，峰面积为纵坐标 Y，得没食子酸

标准曲线，结果见表 1。 

表 1  各指标标准曲线方程(n=5) 

Tab 1  Standard curve equations(n=5) 

对照品 标准曲线方程 线性范围/mg·L1 r 

蛇床子素 Y=3.59×104 X+1.3×103 2.040～20.40 0.999 7 

姜黄素 Y=7.76×104 X+8.4×103 2.160～21.60 0.999 8 

没食子酸 Y=4.13×104 X4.3×103 3.928～39.28 0.999 7 

2.4  浸膏收率的测定 

精密量取各个正交试验号的醇提液 50 mL，置

蒸发皿中干燥至恒重，水浴挥干，于 105 ℃干燥至

恒重后于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迅速精密称重。 

2.5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按 L9(3
4)正交设计表对样品进行提取，提

取液稀释后过 0.45 μm 滤膜，即得供试品的测定

溶液。 

2.6  7 味药提取工艺的优选 

2.6.1  正交试验设计[7-8]  根据处方 7 味药材的有

效成分的作用，选取蛇床子素和姜黄素含量及浸

膏得率为考察指标，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确定提

取次数为 3 次，进一步采用 L9(3
4)正交表进行试

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 2。 

2.6.2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采用综合

评分法进行分析(权重系数分别为 0.4，0.4，0.2)，

结果见表 3，方差分析见表 4。 

表 2  7 味药材提取正交设计因素水平 

Tab 2  Factors and levels for orthogonal test 

因素 
水平 

A 乙醇浓度/% B 提取时间/h C 加醇量/倍 

1 65 1 10 

2 80 1.5 12 

3 95 2 14 

表 3  7 味药材提取工艺的正交试验 

Tab 3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No. A B C D

蛇床子素 

含量/ 

mg·g1 

姜黄素 

含量/ 

mg·g1 

浸膏 

得率/ 

% 

综合 

评分 

1 1 1 1 1 5.61 5.80 26.17 85.33 

2 1 2 2 2 5.87 6.01 26.57 88.32 

3 1 3 3 3 6.05 6.20 26.79 90.60 

4 2 1 2 3 6.43 6.47 24.32 92.54 

5 2 2 3 1 6.69 6.54 24.57 94.62 

6 2 3 1 2 6.61 6.42 24.45 93.41 

7 3 1 3 2 6.89 6.98 12.39 89.25 

8 3 2 1 3 6.71 6.71 12.52 86.73 

9 3 3 2 1 6.87 6.75 12.65 87.98 

注：综合评分＝蛇床子素含量/蛇床子素最大含量×40+姜黄素含量/姜

黄素最大含量×40 +浸膏得率/最大浸膏得率×20 

Note: Comprehensive score=content of osthole/maximum osthole 
content×40+content of curcumin/maximum curcumin content×40+yield 
of extraction/ maximum extraction×20 

表 4  方差分析表 

Tab 4  Varianc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test 

变异来源 SS V MS F P 

A 60.28 2 30.14  37.95  <0.05 

B 3.96 2 1.98  2.49  

C 13.77  2 6.88 8.67   

D 1.59 2 0.79   

总变异 79.59 8    

注：F0.05 (2,2)=19.00  

Note: F0.05 (2,2)=19.00 

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素 A 对综合指标的

影响有显著性，结合其极差分析，选取 A2 水平；

B、C 对指标影响均无显著性，水平可任选，综合

分析以 A2B1C1 组合为佳，即 10 倍量 80%乙醇，

提取 3 次，每次 1 h。 

2.6.3  验证试验  按优选的工艺条件制备 3 批样

品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蛇床子素含量为 7.32 

mg·g1，RSD 1.6%；姜黄素含量为 6.31 mg·g1，

RSD 2.2%；浸膏得率为 24.22%；RSD 1.8%。与

正交试验结果吻合，证明最佳提取工艺合理、稳

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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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 味药提取工艺的优选 

2.7.1  正交试验设计  根据药物性质及单因素考

察结果，以没食子酸含量和浸膏得率为指标，采

用 L9(3
4)正交表进行试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 5。 

2.7.2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综合评分法分

析试验结果(权重系数分别为 0.8，0.2)，结果见表

6，方差分析见表 7。 

表 5  2 味药材提取正交设计因素水平 

Tab 5  Factors and levels for orthogonal test 

因素 
水平 

A 提取时间/h B 提取次数/次 C 加水量/倍 

1 1.5 1 10 

2 2.0 2 12 

3 2.5 3 14 

表 6  2 味药材提取工艺的正交试验  

Tab 6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No. A B C D 
没食子酸 

含量/mg·g1 

浸膏得率

/% 

综合 

评分 

1 1 1 1 1 244.21 45.89 75.01 

2 1 2 2 2 252.30 46.14 76.97 

3 1 3 3 3 288.21 47.73 85.89 

4 2 1 2 3 280.80 45.15 83.12 

5 2 2 3 1 317.09 46.43 92.00 

6 2 3 1 2 309.36 47.29 90.57 

7 3 1 3 2 329.17 47.89 95.37 

8 3 2 1 3 320.53 47.46 93.21 

9 3 3 2 1 347.80 48.72 100.00 

注：综合评分＝没食子酸含量/没食子酸最大含量×80+浸膏得率/最大

浸膏得率×20 

Note: Comprehensive score=content of gallic acid/maximum gallic acid 
content×80+yield of water extraction/maximum water extraction×20 

表 7  方差分析 

Tab 7  Variance analysis of orthogonal test 

变异来源 SS V MS F P 

A 429.98 2 214.99 96.50 <0.05 

B 89.53  2 44.77 20.09 <0.05 

C 42.68 2 21.34 9.58   

D 4.46  2 2.23   

总变异 566.65 8    

注：F0.05 (2,2)=19.00   

Note: F0.05 (2,2)=19.00 

由方差分析结果可知，因素 A、B 对综合指

标的影响均有显著性，结合其极差分析，选取 A3、

B3、C3 水平；由于 C 对指标影响无显著性，综合

分析以 A3B3C1 组合为佳，即 10 倍量水，提取 3

次，每次 2.5 h。 

2.7.3  验证试验  按优选的工艺条件制备 3 批样

品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没食子酸含量为

331.27 mg·g1，RSD 1.9%；浸膏得率为 48.46%；

RSD 2.5%。与正交试验结果吻合，证明最佳提取

工艺合理、稳定可行。 

3  讨论 

本方由12味药组成，剂型为凝胶膏剂，其中

部分药材采用打粉后直接入药，而9味药采用不同

的溶剂进行提取，根据方中每味药功能主治的有

效成分性质进行选择。其中雪莲、独活、姜黄、

川芎等7味药的有效成分蛇床子素、姜黄素、川芎

嗪和阿魏酸皆溶于乙醇，因此这7味药选择醇提。

土元和五倍子中没食子酸等成分为水溶性，因此

采用水提取。  

蛇床子素的含量测定[9]首先采用了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蛇床子项下含量测定条件，即流动

相为乙腈-水(65∶35)，检测波长为 322 nm，但由

于复方中其他成分的影响，出现阴性干扰现象。

因此通过参考相关文献尝试了改变流动相比例，

更换为甲醇-水系统和甲醇-磷酸系统，最终确定流

动相为甲醇-水(70∶30)，蛇床子素有较好的分离，

峰形对称性好，检测方便、准确。在对姜黄素的

含量进行测定时，发现姜黄中的有效成分姜黄素

性质不稳定，见光易分解，在自然光照射下放置 

25 d后含量降低20%左右，因此在整个实验中应该

避光操作。 

本研究在单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安排正交试

验，将方中有效成分充分提取出来，最终确定了

适合工业化生产的提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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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道地药材远志的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研究 
 

王洁，张一鸣，郝增燕，张红芬，陈安家*
(山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太原 030001) 

 
摘要：目的  建立山西道地药材远志的毛细管电泳指纹图谱(CEFP)，获得对照图谱，并与不同产地远志药材指纹图谱相

比较，以控制远志质量。方法  未涂层毛细管柱(75 μm×57 cm，有效长度 50 cm)；缓冲液：25%甲醇的 20 mmol·L1 硼

砂溶液；分离电压：18 kV；检测波长：210 nm；温度：25 ℃；进样条件：0.5 psi，5 s。使用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比较分析远志 HPCE 指纹图谱的相似度。结果  建立了山西道地远志药材的 HPCE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并

比较了不同产地远志药材 HPCE 指纹图谱的相似度。结论  所建立的 CEFP 具有较好的重复性，为远志药材质量控制提

供了新方法。 

关键词：毛细管电泳法；远志；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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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of Polygalae Radix from Shanxi Province with HPCE 
 
WANG Jie, ZHANG Yiming, HAO Zengyan, ZHANG Hongfen, CHEN Anjia*(Pharmacy College,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high performanc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HPCE)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of 
genuine Polygalae Radix from Shanxi and get the control chromatogram. METHODS  The separ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n 
uncoated fused silica capillary (75 μm×57 cm, effective length 50 cm). The running voltage was 18 kV. The buffer was 20 

mmol·L1 Na2B4O7 containing 25% methanol, and the wavelength was 210 nm. Data and chromatogram were dealt with 
“Computer Aided Similarity Evaluation” software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similarity of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of Polygalae 
Radix from different districts. RESULTS  The control fingerprint of HPCE of Polygalae Radix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imilarity of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of Polygalae Radix from different districts were compared.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proved to be simple, rapid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used as a new metho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olygalae Radix. 
KEY WORDS: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Polygalae Radix; fingerprint chromatogram 

 

远志为远志科植物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和卵叶远志 Polygala sibir ica L.的根，是一

种常用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

品，有益智安神、祛痰消肿等功效[1]，主要成分为

皂苷类、口山酮、寡糖酯类。文献[2-4]采用 HPLC

测定远志中远志酸、远志皂苷元和远志总皂苷的

含量，并以此控制远志药材的质量。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通过测定远志药材中细叶远志皂苷、口

山酮类及蔗糖类成分的含量对远志药材的质量进

行控制[5]。虽然这些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远志

药材的质量，但是对于远志这样的有效成分类型

多、组分复杂的中药材，仅测定某类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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