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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多评法同时测定金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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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一测多评法同时测定金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 及异绿原酸 C)的含量。方法  采用 Agilent Eclipse XDB-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进行 HPLC 测

定，以乙腈-0.1%乙酸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流速为 1.0 mL·min1，柱温 35 ℃，检测波长为 327 nm。以绿原酸

为内标物，建立与其余 6 种成分的相对校正因子，实现一测多评，考察校正因子的重现性。结果  一测多评法测得的金

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含量，与外标法测定结果相比较，2 组数据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所建立的一测多评法方便、

准确、重现性好，可用于金银花标准汤剂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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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Seven Components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by Q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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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7 components(neochlorogenic acid, chlorogenic acid, cryptochlorogenic acid, 

luteoloside, isochlorogenic acid B, isochlorogenic acid A and isochlorogenic acid C)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simultaneously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components by single-marker(QAMS). METHODS  HPL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n Agilent Eclipse XDB-C18 column(250 mm×4.6 mm, 5 μm) with a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acetonitrile- 

0.1% acetic acid solution in gradient elution manner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maintained at 

35 ℃,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327 nm. Chlorogenic acid was used a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substance, the relative 

calibration factors(RCFs) of other 6 components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validity of the QAMS method was evaluated 

to realize QAMS. At the same time, the durability of each RCF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of 7 components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determined by QAMS and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CONCLUSION  The QAMS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an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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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具有清热解毒、

凉散风热等功效[1-3]，用于瘸肿疗疮、喉痹、丹毒、

热毒血病、风热感冒、温病发热[4-5]。主产于河南、

山东、河北等地[6-7]，其主要成分有以绿原酸为代

表的有机酸类、环烯醚萜苷类、黄酮类、三萜皂

苷类等[8]。2015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金银花药材的

指标控制成分为绿原酸和木犀草苷，金银花相关

制剂仅单独测定绿原酸的含量[9]。本研究根据《中

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征求意

见稿)》制备金银花的标准汤剂，并建立 7种成分(新

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原

酸 B、异绿原酸 A 及异绿原酸 C)同时测定的定量

方法。 

一测多评法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ulti- 

components by single-marker，QAMS)已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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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药材及成方制剂的质量控制[10-11]，为中药材

的整体质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方向[12]。2015

年版中国药典已经利用 QAMS 控制黄连中异喹啉

类生物碱成分、丹参中菲醌类成分及其衍生物。

本实验以绿原酸为内标物，建立与其余 6 种成分

的相对校正因子，实现一测多评，并与外标法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ESM)测定结果相比较，

以期为金银花标准汤剂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 1260 Infinity Ⅱ高效液相色谱仪(二极

管阵列检测器/紫外检测器，美国 Agilent 公司)；

Shimadzu LC-20AD 高效液相色谱仪 (紫外检测

器)、AUW 220D 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均来自

日本岛津公司；ME204 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瑞

士梅特勒公司)；JJ5000A 电子天平(常熟市双杰测

试仪器厂)；HH-6 数显恒温水浴锅(常州智博瑞仪

器制造有限公司)；KQ-500E 超声清洗仪(昆山市超

声仪器有限公司)；HGJR-01 红外加热仪(河南中良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LGJ-12 低温冷冻干燥仪(北

京松源华兴科技)；SB-1100 旋转蒸发仪、东京理

化 A-1000S真空泵均来自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社。 

乙腈(色谱纯，赛默飞世尔科技)，其余试剂均

为 分 析 纯 ， 水 为 纯 净 水 ； 绿 原 酸 ( 批 号 ：

110753-201415；纯度：96.2%)、木犀草苷(批号：

111720-201609；纯度：94.9%)对照品购自中国食

品 药 品 检 定 研 究 院 ； 新 绿 原 酸 ( 批 号 ：

wkq16050805；纯度 98%)、隐绿原酸 (批号：

wkq16081903；纯度 98%)、异绿原酸 B(批号：

wkq16040902；纯度 98%)、异绿原酸 A(批号：

wkq16070203；纯度 98%)、异绿原酸 C(批号：

wkq16081905；纯度 98%)对照品均购自四川维克

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地产区的金银花药材，来自河南封丘 3 批，

山东平邑 3 批，河北巨鹿 3 批，河南禹州 3 批，

河南密县 3 批。15 批金银花药材经河南大学药学

院张保国教授鉴定，均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产地来

源见表 1。按照 2015 年版中国药典金银花项下检

测项目检测均符合要求。 

表 1  15 批金银花药材来源 

Tab. 1  Origins of 15 batches of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编号 产地来源 采收时间 编号 产地来源 采收时间

S1 河南密县 2017.06 S9 河南禹州 2017.06

S2 河南密县 2017.06 S10 河北巨鹿堤村乡 2017.07

S3 河南密县 2017.06 S11 河北巨鹿小吕寨 2017.07

S4 山东平邑 2017.05 S12 河北巨鹿 2017.07

S5 山东平邑 2017.05 S13 河南封丘黄德镇 2016.06

S6 山东平邑 2017.05 S14 河南封丘城关乡 2016.06

S7 河南禹州文殊镇 2017.06 S15 河南封丘应举镇 2016.06

S8 河南禹州 2017.06 / / /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gilent Eclipse XDB-C18(2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A)-0.1%乙酸水溶

液(B)；梯度洗脱：0~40 min，5%→29%A，40~ 

41 min，29%→80%A，41~48 min，80%A；检测

波长：327 nm；流速：1.0 mL·min1；柱温：35 ℃；

进样量：10 μL。典型色谱图见图 1。 

 
图 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对照品溶液；B供试品溶液；1新绿原酸；2绿原酸；3隐绿原

酸；4木犀草苷；5异绿原酸 B；6异绿原酸 A；7异绿原酸 C。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Areference substances solution; Bsample solution; 1neochlorogenic 

acid; 2chlorogenic acid; 3cryptochlorogenic acid; 4luteoloside; 

5isochlorogenic acid B; 6isochlorogenic acid A; 7isochlorogenic acid C. 

2.2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分别精密称取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

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 和异绿原酸 C

对照品适量，各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甲醇溶解

并定容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储备液；分别

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适量，置于同一 10 mL 量

瓶中，加甲醇定容至刻度，得质量浓度分别为新

绿原酸 47.8 μg·mL1、绿原酸 531 μg·mL1、隐绿

原酸 94 μg·mL1、木犀草苷 13.5 μg·mL1、异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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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B 90 μg·mL1、异绿原酸 A 212 μg·mL1、异绿

原酸 C 213 μg·mL1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标准汤剂和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2.3.1  标准汤剂制备  金银花是花类、清热解毒

类药材，其标准汤剂的提取方法如下，药材取

100 g，煎煮 2 次，第 1 次加入饮片量 12 倍水，浸

泡 30 min，煮沸后煎煮 20 min，第 2 次加入饮片

量 10 倍水，煮沸后再煎煮 20 min；固液分离，趁

热用 200 目滤布过滤，滤液迅速降温；2 次煎液合

并减压浓缩，浓缩温度<50 ℃，浓缩至 80 mL 左

右，用低温冷冻干燥机干燥成粉末。 

2.3.2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金银花标准汤

剂样品 0.2 g，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50%乙

醇 100 mL，称定质量，超声提取 30 min，放冷，

再称定质量，用 50%乙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

0.45 μm 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2.2”项下混合

对照品溶液各 1 mL，分别置 50，25，10，5，2 mL

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依次作为线

性溶液⑥、⑤、④、③和②，再取“2.2”项下混

合对照品溶液作为线性溶液①。 

精密量取各线性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

件测定，以各对照品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峰

面积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得到 7 种成分

的线性回归方程。表明各对照品在各自浓度范围

内线性关系良好。结果见表 2。 

表 2  金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的线性回归方程 

Tab. 2  Linear equation of 7 components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成分 标准曲线 线性范围/μg·mL1 r 

新绿原酸 Y=19.603X+2.056 5 0.956~47.800 1 

绿原酸 Y=27.306X–23.885 0 10.620~531.000 1 

隐绿原酸 Y=20.708X+3.143 1 1.880~94.000 0.999 9 

木犀草苷 Y=11.572X1.098 5 0.270~13.500 0.999 9 

异绿原酸 B Y=19.830X+5.087 9 1.800~90.000 0.999 9 

异绿原酸 A Y=26.380X3.763 7 4.240~212.000 1 

异绿原酸 C Y=28.081X–15.963 0 4.260~213.000 1 

2.4.2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2.4.1”项下

线性溶液④10 μL，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峰面积。

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

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峰面积 RSD 分

别为 0.80%，0.24%，0.51%，1.72%，0.59%，0.35%，

0.43%。表明该仪器精密度良好，方法满足检测

需要。 

2.4.3  重复性试验  取金银花标准汤剂样品(S7) 

6 份，每份约 0.2 g，按“2.3.2”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分别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结

果表明，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

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峰面

积 RSD 分别为 0.61%，0.20%，0.46%，1.85%，

0.54%，0.39%，0.42%。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4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定已知含量的

金银花标准汤剂样品(S7) 6 份，每份约 0.1 g，置

具塞锥形瓶中，分别精密加入相应含量的各对照

品溶液(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

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 和异绿原酸 C)，按

“2.3.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按“2.1”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记录峰面积，计算平均回收

率，结果表明，方法准确度良好。结果见表 3。 

2.4.5  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S7)溶液，

分别于 0，1，2，4，8，12，24 h(20 ℃)时，按“2.1”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试验结果表明，6 份供试品中

各成分含量基本无变化，新绿原酸、绿原酸、隐

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

绿原酸 C 峰面积 RSD 分别为 0.91%，0.33%，

0.79%，1.48%，0.47%，0.52%，0.65%。表明样品

溶液于 20 ℃放置 24 h 稳定性良好。 

2.4.6  相对校正因子的计算  根据“2.4.1”项下

线性系列溶液中各对照品的质量浓度，以及测定

的各成分峰面积，根据相对校正因子计算公式，

以绿原酸为内标物，分别计算新绿原酸、隐绿原

酸、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

酸 C 的相对校正因子。结果见表 4。 

2.4.7  相对校正因子的重现性考察 

2.4.7.1  仪器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  根据相对

校正因子的测定条件和方法，分别考察 3 种 HPLC

系 统 (Agilent 1260-DAD 、 Agilent 1260-UV 、

Shimadzu LC-20AD)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结果

表明，新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原

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与内标物绿原酸

的相对校正因子 RSD 分别为 2.84%，1.36%，

4.60%，2.71%，1.07%，1.65%，校正因子重现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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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加样回收率结果(n=6) 

Tab. 3  Recovery results of 7 components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n=6) 

成分 
样品含 

量/µg 

对照品加 

入量/µg 

测得总 

量/µg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RSD/
% 

新绿原酸 

294.1 294.0 575.4 95.68 

97.85 1.53

296.2 294.0 581.1 96.90 

293.4 294.0 584.9 99.15 

292.1 294.0 580.7 98.16 

294.3 294.0 587.6 99.76 

295.6 294.0 582.0 97.41 

绿原酸 

4 435.2 4 430.4 8 870.0 100.10 

99.86 0.22

4 429.4 4 430.4 8 867.7 100.18 

4 430.8 4 430.4 8 849.3 99.73 

4 431.7 4 430.4 8 850.5 99.74 

4 432.6 4 430.4 8 846.8 99.63 

4 431.3 4 430.4 8 852.4 99.79 

隐绿原酸 

584.1 586.3 1 170.5 100.02 

99.41 1.01

588.5 586.3 1 169.8 99.15 

586.2 586.3 1 168.4 99.30 

590.0 586.3 1 181.9 100.96 

582.4 586.3 1 163.2 99.06 

590.7 586.3 1 165.0 97.95 

木犀草苷 

73.1 73.7 146.1 99.05 

96.92 1.82

72.5 73.7 142.5 94.98 

72.8 73.7 143.6 96.07 

74.5 73.7 144.9 95.52 

73.6 73.7 146.6 99.05 

73.4 73.7 144.8 96.88 

异绿原酸 B 

508.2 508.9 1 011.5 98.90 

98.93 1.10

506.9 508.9 1 004.0 97.68 

505.8 508.9 1 009.3 98.94 

513.1 508.9 1 010.7 97.78 

510.4 508.9 1 021.6 100.45 

509.3 508.9 1 017.2 99.80 

异绿原酸 A 

1 437.1 1 442.5 2 869.1 99.27 

99.19 0.48

1 438.4 1 442.5 2 873.4 99.48 

1 446.8 1 442.5 2 871.5 98.77 

1 442.3 1 442.5 2 884.0 99.94 

1 445.5 1 442.5 2 873.9 99.02 

1 447.2 1 442.5 2 870.4 98.66 

异绿原酸 C 

1 001.7 1 004.5 2 007.5 100.13 

99.57 0.44

1 000.5 1 004.5 2 000.3 99.53 

1 004.8 1 004.5 2 001.8 99.25 

1 009.1 1 004.5 2 004.7 99.11 

1 008.0 1 004.5 2 005.6 99.31 

1 002.6 1 004.5 2 008.0 100.09 

2.4.7.2  色谱柱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   采用

Agilent 1260-DAD 高效液相色谱仪，分别考察 3

种不同品牌(Agilent Eclipse XDB-C18、BeKMAN 

C18、Phenomenex Luna C18)的色谱柱对相对校正因

子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绿原酸、隐绿原酸、木

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与内标物绿原酸的相对校正因子 RSD 分别为

2.80%，2.06%，4.71%，1.10%，2.20%，1.51%，

校正因子重现性良好。 

2.4.7.3  不同流速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  采用

Agilent 1260-DAD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Eclipse 

XDB-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分别考

察 3 种不同流速(0.9，1.0，1.1 mL·min1)对相对校

正因子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绿原酸、隐绿原酸、

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与内标物绿原酸的相对校正因子 RSD 分别为

2.87%，2.76%，4.40%，1.76%，1.57%，1.33%，

校正因子重现性良好。 

2.4.7.4  不同柱温对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  采用

Agilent 1260-DAD 高效液相色谱仪和 Eclipse 

XDB-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柱，分别考

察 3 种不同柱温(30，35，40 ℃)对相对校正因子

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

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 与

内标物绿原酸的相对校正因子RSD分别为 1.26%，

1.89%，3.22%，1.71%，1.10%，1.16%，校正因子

重现性良好。 

2.5  ESM 和 QAMS 测定结果的比较 

按“2.3.2”项下方法操作制备供试品溶液，

分别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用 ESM 和

QAMS 分别计算各供试品中 7 种成分的含量，

RSD<2%，同时经 t 检验，P>0.05，说明 2 种方法

计算结果并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 5。 

表 4  6 种成分相对校正因子 

Tab. 4  Relative correction factors of 6 components 

编号 f 绿原酸/f 新绿原酸 f 绿原酸/f 隐绿原酸 f 绿原酸/f 木犀草苷 f 绿原酸/f 异绿原酸 B f 绿原酸/f 异绿原酸 A f 绿原酸/f 异绿原酸 C 

1 1.373 7 1.264 2 2.510 0 1.290 8 1.011 2 0.999 1 

2 1.290 4 1.295 3 2.626 7 1.313 4 1.033 1 0.994 8 

3 1.302 8 1.303 7 2.655 0 1.316 4 1.028 6 0.988 1 

4 1.363 1 1.254 1 2.415 1 1.297 2 1.018 9 0.982 8 

5 1.375 8 1.303 4 2.397 0 1.367 1 1.033 2 0.971 7 

6 1.389 6 1.317 3 2.368 9 1.372 0 1.034 4 0.973 8 

均值 1.349 3 1.289 7 2.495 5 1.326 1 1.026 6 0.985 0 

RSD/% 3.10 1.93 4.91 2.64 0.9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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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SM 和 QAMS 测得的金银花标准汤剂中 7 种成分的含量(n=3) 

Tab. 5  Content of 7 components in Lonicerae japonicae flos standard decoction by ESM and QAMS(n=3) 

编号 
新绿原酸/% 绿原酸/% 隐绿原酸/% 木犀草苷/% 异绿原酸 B/% 异绿原酸 A/% 异绿原酸 C/% 

ESM QAMS  ESM  ESM QAMS ESM QAMS ESM QAMS ESM QAMS  ESM QAMS

S1 0.324 0.327 3.983 0.538 0.541 0.054 0.052 0.558 0.561 1.299 1.305 1.036 1.039 

S2 0.255 0.257 3.792 0.448 0.452 0.053 0.051 0.510 0.513 1.315 1.321 0.872 0.864 

S3 0.288 0.290 4.596 0.574 0.576 0.070 0.067 0.483 0.485 1.510 1.515 0.951 0.954 

S4 0.148 0.150 4.085 0.300 0.303 0.049 0.047 0.211 0.212 1.138 1.144 0.589 0.592 

S5 0.179 0.180 4.480 0.389 0.392 0.067 0.065 0.259 0.261 1.291 1.295 0.688 0.693 

S6 0.212 0.214 4.629 0.399 0.402 0.059 0.057 0.322 0.324 1.152 1.157 0.820 0.823 

S7 0.294 0.296 4.430 0.586 0.588 0.074 0.071 0.509 0.512 1.442 1.446 1.005 1.008 

S8 0.294 0.296 4.035 0.575 0.578 0.090 0.086 0.502 0.506 1.283 1.289 0.899 0.892 

S9 0.299 0.301 4.680 0.648 0.652 0.083 0.078 0.404 0.409 1.255 1.261 0.845 0.847 

S10 0.345 0.349 4.355 0.683 0.686 0.058 0.055 0.509 0.512 1.203 1.207 0.860 0.866 

S11 0.338 0.342 4.410 0.639 0.642 0.073 0.070 0.647 0.651 1.506 1.514 1.105 1.109 

S12 0.325 0.327 4.652 0.635 0.638 0.050 0.047 0.622 0.627 1.592 1.601 1.068 1.071 

S13 0.300 0.302 4.577 0.531 0.535 0.069 0.067 0.525 0.528 1.779 1.790 1.028 1.035 

S14 0.292 0.294 4.358 0.486 0.488 0.071 0.068 0.503 0.505 1.655 1.662 1.017 1.021 

S15 0.285 0.286 4.269 0.494 0.496 0.073 0.070 0.496 0.498 1.579 1.587 1.002 1.006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选择 

2015 年版中国药典规定了金银花药材中绿原

酸、木犀草苷的含量测定方法[9]，本实验考察了甲

醇-水、乙腈-水、乙腈-0.01%乙酸水、乙腈-0.05%

乙酸水、乙腈-0.1%乙酸水几种流动相系统，结果

以乙腈-0.1%乙酸水系统的分离效果较好，在该条

件下，各色谱峰分离度良好，保留时间适中。样

品检测时采用DAD检测器对供试品溶液进行紫外

190~400 nm 扫描，发现在 327 nm 下色谱峰数较多

且各峰之间分离度较好，所以选择 327 nm 作为吸

收波长。阴性试验中，未见各色谱峰干扰现象。

色谱柱考察了 Agilent Eclipse XDB-C18、日本

BeKMAN C18、Phenomenex Luna C18，选择 Agilent 

Eclipse XDB-C18 色谱柱，各峰分离度、峰型较好。

金银花样品均为水提，超声就能保证有效成分的

溶出完全，所以供试品制备方法选择超声提取，

所用溶剂分别考察了 30%，50%，70%，100%甲

醇，30%，50%，70%，95%乙醇，结果用 50%乙

醇作为提取溶剂时，各峰分离良好，且绿原酸提

取率 高。 

3.2  内标的选择 

从金银花标准汤剂色谱图上看出其主要成分

是新绿原酸、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

绿原酸 B、异绿原酸 A、异绿原酸 C，并且这 7 种

成分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13]，所以选择这 7 种成

分作为金银花标准汤剂的指标成分。与其他 6 种成

分相比，绿原酸含量 高，且绿原酸对照品价廉易

得，化学性质稳定，因此选择绿原酸为内标。 

3.3  QAMS 的可行性 

QAMS 应用于金银花药材的多成分含量测定

中，已有文献报道[14-15]。中药成分复杂多样，单

指标成分难以表达药材和制剂质量，《中药配方颗

粒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指

出，配方颗粒和标准汤剂应尽可能建立多成分含

量测定方法。但是中药化学对照品制备困难且价

格昂贵，造成了多成分含量测定推广困难，所以

本研究建立 QAMS 同时测定金银花标准汤剂中多

成分的含量。通过以绿原酸为内标物，建立其与

其他 6 种成分之间的相对校正因子，同时考察不

同高效液相色谱系统、色谱柱、流速和柱温对待

测成分相对校正因子的影响，结果显示待测成分

相对校正因子的 RSD 均<5.0%，具有良好的重现

性。采用 ESM 计算金银花标准汤剂中新绿原酸、

绿原酸、隐绿原酸、木犀草苷、异绿原酸 B、异绿

原酸 A、异绿原酸 C 的含量，将 2 种检测结果进

行 t 检验分析，P>0.05，说明 QAMS 与 ESM 计算

结果并无显著性差异。 

该方法的建立为金银花标准汤剂和配方颗粒

整体质量控制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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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MS 推广应用于金银花配方颗粒和其他制剂中

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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