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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长年限重庆庙党 3 种成分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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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重庆 401121) 
 
摘要：目的  研究不同生长年限重庆庙党 3 种活性成分的动态变化，为庙党的标准化种植、采收及质量控制等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 UV 测定 1~5 年生重庆庙党多糖及总皂苷的含量变化，采用 HPLC 测定党参炔苷的含量变化。结果  重庆庙

党 1~4 年生长过程中，多糖含量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大，与第 1 年比较，第 4 年增长约 100%，第 5 年增长约 90%(第

5 年与第 4 年比较，负增长 10%)；总皂苷及党参炔苷呈逐年递增趋势，第 5 年总皂苷合计增长约 57%，党参炔苷合计增

长约 42%。重庆庙党生长过程中多糖、总皂苷及党参炔苷三者含量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考虑活性成分的增长趋势、生

产成本、生产效率、药材产量等因素，重庆庙党种植 4 年采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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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ynamic Changes of Three Components of Miaoyu Codonopsis Pilosula at Different Growth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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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ree active components of Chongqing Miaoyu Codonopsis 
pilosula with different growth yea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tandardized planting, harves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UV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l saponins, and 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lobetyolin. RESULTS  In 14 years,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growth years. Compared with first year,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in fourth year increased about 100%.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fourth year, the content decreased about 10% in fifth year. In 15 years, the total saponins and the glycosides of 

codonopsis pilosula increased year by year, compared with first year, total saponins increased by about 57% and lobetyolin 
increased by about 42% in fifth year. The content growth of polysaccharides, total saponins and lobetyoli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trend of active ingredients, production cost,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yield of medicinal herbs, Chongqing Miaoyu Codonopsis pilosula should be harvested after 4 years’ growth. 
KEY WORDS: Miaoyu Codonopsis pilosula; growth years; polysaccharide; total saponins; lobety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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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庙 党 属 川 党 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主要产于重庆市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

等地，以质柔润、参气浓烈、味甘甜、嚼之化渣

而著称，热销于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2010 年重

庆庙党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党参主

要含有糖类、苷类、甾体类、挥发油、三萜类、

倍半萜内酯类等成分，其中，党参多糖、皂苷、

党参炔苷等为其活性成分[1]。现代研究表明，许多

植物的药效成分是其所含的次生代谢产物，而这

些药效成分的形成、积累及分布与植物生长发育

存在一定关系[2]。重庆庙党野生资源由于连年大量

采挖，已濒临枯竭，目前已开展 GAP 种植。党参

栽培年限一般为 3~5 年，不同栽培年限对党参质

量有显著影响。而由于受经济利益等驱使，重庆

庙党种植区有些药农采挖种植 2 年的党参作为药

材，这可能导致药材质量并未达到 佳即被采挖，

从而影响临床疗效。本实验以重庆庙党所含的多

糖、总皂苷、党参炔苷等成分的含量为评价指标，

考察重庆庙党不同生长年限(1~5 年)的 3 种成分的

动态变化，为其标准化种植、采收及质量控制提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8 年 1 月第 35 卷第 1 期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8 January, Vol.35 No.1      ·99· 

供参考。 

1  材料 

LC-10A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色

谱柱：Agilent C18(4.6 mm×250 mm，5 µm)；

UV-20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NICO 公司)；

ME104 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SK8300G

超声波清洗器(上海科导公司)；HH-6 数显恒温水

浴锅(常州市万合仪器公司)；ZDHW-1000 电热套

(北京中兴伟业)；RT-25小型高速粉碎机(北京兴时

利和公司)。 

D-无水葡萄糖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批号：110833-201205，供含量测定用)；人参

皂苷 Re(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130324，HPLC≥98%)；党参炔苷(重庆高仁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批号：GR20140601-01，HPLC≥ 

98%)；乙腈为色谱纯；水为双蒸水；其他试剂为

分析纯。 

庙党药材采集于重庆市巫山县，经重庆医科

大学中医药学院何先元教授鉴定为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收载的桔梗科植物川党参 Codonopsis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 

2  方法与结果 

2.1  多糖含量测定[3]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105 ℃干燥

至恒重的 D-无水葡萄糖对照品 3.4 mg，置 10 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即得。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党参药材细

粉 0.2 g，置圆底烧瓶中，加 80%乙醇 150 mL 加

热回流提取 1 h，趁热滤过，残渣用 80%热乙醇洗

涤 3 次，每次 10 mL，弃去乙醇液。将残渣及滤纸

置圆底烧瓶中，加水 150 mL 加热回流提取 1 h，

趁热滤过，残渣及烧瓶用热水洗涤 4 次，每次

10 mL，合并滤液与洗液，放冷，转移至 250 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 ，即得。 

2.1.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1.1”项下对

照品溶液 0.1，0.2，0.3，0.4，0.5，0.6 mL，分别

置 10 mL 刻度试管中，各精密加入一定量的蒸馏

水至 2 mL，摇 ，再缓慢滴加 0.2%蒽酮-硫酸溶

液至 10 mL(保持冰水浴)，混 ，然后 100 ℃条件

下保温 10 min，取出，立即冷却(冰水浴 10 min)，

取出，测定吸光度(A)，测定波长为 582 nm。以吸

光度(A)为纵坐标，含量(M)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并计算回归方程A=3.602 9M+0.044 1(r=0.999 1)。

结果表明，本试验条件下，D-无水葡萄糖在

0.034~0.204 mg 内与吸光度值的线性关系良好。 

2.1.4  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连续

测定 6 次，结果吸光度值 RSD=1.59%，表明仪器

精密度良好；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 mL，按

“2.1.3”，自“分别置 10 mL 刻度试管中”起，制

得样品溶液，测定吸光度值，并依次放置 2，4，8，

12 h 并测定。结果吸光度值 RSD=2.73%，表明供

试品溶液在 12 h 内测定基本稳定。 

2.1.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样品 6 份，按

“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1 mL，置 10 mL 具塞干燥试管中，按“2.1.3”项

下方法测定吸光度。结果 6 份样品中多糖的平均

含量为 289 mg·g1，RSD=2.34%，表明方法重复性

良好。 

2.1.6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样品 6 份，

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一定量的 D-无水葡萄糖

对照品，按“2.1.2”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

量取 1 mL，置 10 mL 具塞干燥试管中，按“2.1.3”

方法测定吸光度，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1。

结果表明，本方法加样回收率良好。 

表 1  多糖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表(n=6) 

Tab. 1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of polysaccharide(n=6) 

取样量/

mg 

样品中

的量/mg

加入对照

品量/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

值/%

RSD/
% 

 9.87 2.852 4 2.72 5.492 6 97.07 

96.93 1.52 

 9.69 2.800 4 2.72 5.393 0 95.32 

10.16 2.936 2 2.72 5.644 5 99.57 

10.04 2.901 6 2.72 5.505 1 95.72 

10.01 2.892 9 2.72 5.516 3 96.45 

 9.96 2.878 4 2.72 5.529 5 97.47 

2.2  总皂苷含量测定  经预试，参考文献方法[4]

进行测定。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105 ℃干燥

至恒重的人参皂苷 Re 对照品 6.1 mg，置 10 mL 量

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即得。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经考察，得供试品溶

液的制备方法：精密称取党参药材粉末 0.2 g，加

入 20 mL 石油醚(60~90 ℃)，超声处理 20 min，滤

过。滤渣中加入 50%的乙醇溶液 20 mL，超声处

理 2 次，每次 30 min，滤过，滤液置于 50 mL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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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加入 50%乙醇溶液稀释至刻度，摇 即得。 

2.2.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1”项下对

照品溶液 0.25，0.5，0.75，1.5，2.0，2.5 mL，分

别置 10 mL 刻度试管中，加甲醇至刻度，摇 。

再分别取上述溶液 1 mL，60 ℃水浴挥干。以空白

试剂为对照，加入新配制的 5%香草醛-冰醋酸

0.2 mL 和高氯酸 0.8 mL，摇 ，60 ℃水浴加热

20 min，取出，立即置冰水浴中冷却 5 min。取出，

加冰醋酸至 5 mL，摇 ，在 535 nm 波长处测定吸

收度。将吸光度(A)对人参皂苷 Re 含量(C/μg)作线

性 回 归 ， 得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A=9.679×103C 

0.030 6，r=0.998 7。结果表明，本试验条件下人

参皂苷 Re 在 15.25~152.5 μg 内与吸光度值的线性

关系良好。  

2.2.4  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连续

测定 6 次，结果吸光度值 RSD=0.94%，表明仪器

精密度良好；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 mL，按“2.2.3”

项下自“分别置 10 mL 刻度试管中”起，制得样

品溶液，测定吸光度值，此时为 0 时，往后依次

放置 2，4，6，8 h 并测定，结果吸光度值

RSD=1.40%，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8 h 内基本稳定。 

2.2.5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样品 6 份，按

“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1 mL，按“2.2.3”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结果 6

份样品中总皂苷平均含量为 78.2 mg·g1 ，

RSD=3.01%，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2.6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样品 6 份，

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一定量的人参皂苷 Re 对

照品，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

密量取 1 mL，按“2.2.3”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

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本方法

加样回收率良好。 

表 2  总皂苷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表(n=6) 

Tab. 2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of total saponins(n=6) 

取样量/ 

mg 

样品中

的量/mg 

加入对照

品量/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值

/% 

RSD/
% 

9.92 0.775 7 0.61 1.358 8 95.59   

10.02 0.783 6 0.61 1.378 1 97.46   

10.11 0.790 6 0.61 1.379 7 96.57 96.79 1.33

10.04 0.785 2 0.61 1.371 0 96.03   

9.97 0.779 6 0.61 1.383 9 99.16   

10.02 0.783 6 0.61 1.368 7 95.92   

2.3  党参炔苷含量测定[5] 

2.3.1  色谱条件  Agilent C18 色谱柱(4.6 mm× 

250 mm，5 µm)；流动相为乙腈-水(28∶72)；流速

为 1 mL·min1；检测波长为 269 nm；温度为 30 ℃；

进样量为 10 μL。理论板数按党参炔苷峰计算应≥

3 000。在此色谱条件下，党参炔苷 HPLC 色谱图

见图 1。 

 
图 1  党参炔苷 HPLC 图 
A党参炔苷对照品；B党参药材。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lobetyolin 
Alobetyolin; Bsample. 

2.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党参炔苷对

照品 5 mg，置 2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即得。 

2.3.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药材粉末

2.0 g，置 100 mL 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50 mL，

称定重量，超声处理 30 min，静置至室温，称定

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重量，摇 ，过滤，精密

量取续滤液 25 mL，水浴蒸干，用甲醇溶解并定容

至 10 mL，摇 ，即得。临用前用 0.45 μm 微孔滤

膜滤过。 

2.3.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2.3.2”项下对

照品溶液 2，4，8，10，15，20 μL，进样，以峰

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进样量为横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得线性回归方程为 Y=603.201X4.502 2 

(r=0.999 9)，结果表明，本试验条件下，党参炔苷

在 0.56~5.6 μg 内与峰面积值的线性关系良好。 

2.3.5  仪器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取对照品溶液

10 μL，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积，RSD=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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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取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

2，4，6，8，12 h 测定，记录峰面积，RSD=1.77%，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基本稳定。 

2.3.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样品 6 份，按

“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3.1”

项下方法测定峰面积。结果 6 份样品中党参炔苷

的平均含量为 0.97 mg·g1，RSD=2.26%，表明方

法重复性良好。 

2.3.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粉末

1.0 g，共 6 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一定量

的党参炔苷对照品，按“2.3.3”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按“2.3.1”项下方法测定峰面积，计

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本方法加

样回收率良好。 

表 3  党参炔苷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表(n=6) 

Tab. 3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of lobetyolin(n=6) 

取样量/ 

g 

样品中的

量/mg 

加入对照

品量/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值/

% 

RSD/
% 

0.997 9 0.968 0 0.84 1.809 0 100.12 

98.12 1.46

1.023 3 0.992 6 0.84 1.804 4 96.64 

1.003 8 0.973 7 0.84 1.807 9 99.31 

1.015 1 0.984 6 0.84 1.812 5 98.56 

1.024 8 0.994 1 0.84 1.807 5 96.83 

0.990 0 0.960 3 0.84 1.777 2 97.25 

2.4  样品的测定 

采集 1~5 年不同生长年限的重庆庙党药材，

测定多糖、总皂苷、党参炔苷的含量。结果表明，

重庆庙党 1~4 年生长过程中，多糖含量随着生长

年限的增加而增大，与第 1 年比较，第 2 年增长

约 42%%，第 3年增长约 70%，第 4年增长约 100%，

第 5 年增长约 90%(与第 4 年比较，负增长 10%)；

重庆庙党 1~5 年生长过程中，总皂苷及党参炔苷

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与第 1 年比较，第 5 年总皂

苷合计增长约 57%，党参炔苷合计增长约 42%。

结果见表 4。 

3  讨论 

现代研究表明，党参具有调节胃肠运动、抗

溃疡、抗辐射、抗缺氧、保肝、增强机体免疫、

降压、延缓衰老、保护脑缺血性损伤等药理作用，

其中，党参多糖、总皂苷、党参炔苷等是其主要

活性成分[6-14]。所以，本实验以党参多糖、总皂苷、

党参炔苷的含量变化为评价指标，研究 1~5 年不

同生长年限的重庆庙党 3 种活性成分的动态变化，

从而为重庆庙党标准化种植、采收及质量控制等

提供参考。 

表 4  不同生长年限药材的化学成分含量(n=3) 

Tab. 4  Determin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 medicinal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growth years(n=3)        mg·g1 

生长年限/年 多糖 总皂苷 党参炔苷 

1 169.81 53.79 0.78 

2 240.75 69.52 0.95 

3 289.17 78.26 0.98 

4 340.62 80.46 1.05 

5 323.29 84.33 1.11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庙党生长过程中，

多糖的含量变化 明显，总皂苷和党参炔苷增加

趋势较平缓。在 1~4 年生长过程中，多糖含量随

着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大，第 4 年达到 高(增加

1 倍左右)，而第 5 年出现负增长(10%)，这可能

是随着生长年限的延长，多糖在其代谢过程中有

一部分作为能量物质被消耗；总皂苷及党参炔苷

均呈逐年递增趋势，总皂苷在第 3 年后增加不明

显，党参炔苷在第 2 年后增势放缓；且重庆庙党

的生长过程中多糖、总皂苷及党参炔苷三者的含

量无明显的相关性。根据本研究结果，重庆庙党

种植 4 年采收 好。 

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时期的党参药材，由于

生长环境以及栽培模式等的不同必然会造成化学

成分含量的差异[15-16]，本实验暂未对重庆庙党不

同产地及不同采收时间有效成分的含量差异进行

考察，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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