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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色谱技术在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应用进展

陶巧凤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为了促进现代分析方法应用中药分析 ∀方法 总结了几种色谱技术在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应用进展 ∀

结果 毛细管电泳法 !超临床界流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和薄层色谱扫描法已大量用于中药质量控

制 ∀结论 现代色谱方法可用于中药的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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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制剂是根据中医理论和用药原则由单味或多

味中药材 或中药浸出物 !提取物 按确定的处方和传

统或优选工艺加工而成的单方或复方制剂 ∀随着中药

新药的研制 中药品种的保护 中药产品的出口 都需

要以科学的方法制订质量标准 但由于中药制剂的化

学成分复杂 有效成分难以确定 仅单方制剂亦为一多

种成分的混合物 且中药制剂是严格按中医理论和用

药原则组方的 十分强调整体效应及各成分之间的协

同作用 因此要求更严格和更先进的分离分析手段进

行鉴别和含量测定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各

种先进仪器的引进和应用 并经过药学工作者的努力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在中药质量分析中大量应用 为保

证药品质量 发挥了作用 ∀在现行版药典 年版≈

中收载了 种中药材 其中 种采用薄层色谱鉴

别 种有含量测定项 种中药制剂有 种

项 采用薄层色谱鉴别 项有含量测定项 ∀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近 的品种有含量测定项 现代分析

技术的采用明显增加 ∀

其中分光光度法 个品种 高效液相色谱法 个

品种 气相色谱法 个品种 薄层色谱扫描法 个品

种 挥发油测定法 个品种 脂肪油和生物测定法 个

品种 经典分析方法 个品种 ∀但许多中药质量标准

还缺乏定量指标 药学工作者在此领域中不断有新的

研究成果 为提高中药质量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现

就色谱技术在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应用归纳如下 ∀

1  毛细管电泳法(ΧΕ)

毛细管电泳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其原理

是以高压电场为驱动力 以毛细管为分离通道 依据样

品中各组分之间电泳淌度或分配行为的差异而实现分

离的液相分离技术 ∀毛细管电泳法在药物分析中应用

已有所介绍≈ 在中药领域也有研究报道≈ 如生物碱

类大都在缓冲体系中带有正电荷 采用毛细管区带电

泳 ≤ ∞ 以 的 ° 溶液为缓冲体系 在

为 条件下分离了黄连中小檗碱 !巴马汀和药根碱

等 种生物碱≈ ∀采用胶束电动毛细管电泳 ∞≤≤

以 十二烷基磺酸钠 ≥⁄≥ 溶液中加入改性

剂 在 条件下分离测定了大黄 !芦荟中大黄

素 !大黄酸的含量≈ ° ≈ 用 ≥⁄≥

硼酸作流动相 在 条件下分离测定了

银杏叶提取物中芦丁等黄酮成分 ≥ ∏ 用

≥⁄≥溶液分离测定银杏内酯 ! 及白果内酯≈ ∀沈红

梅等采用毛细管等速电泳 ≤ ×° 分离了乌梅中柠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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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苹果酸≈ ∀由于毛细管电泳样品用量少 柱效高 使

中药分析前处理简化并有利多组分分析 毛细管电泳

法对中药分析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

2  超临界流体萃取 超临界流体色谱法 (ΣΦΕ2

ΣΦΧ)

处于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以上状态的物质称为超

临界流体 将其作为萃取剂称 ≥ƒ∞ 将其作流动相称为

≥ƒ≤ ≥ƒ∞2≥ƒ≤ 是一种兼有提取 !浓缩 !分离和检测功能

的二级分离分析方法 ∀≥ƒ∞具有省时 !省力 !取样量少 !

萃取率高 !选择性可调等优点 特别适用于中药的预处

理≈ ∀≥ƒ≤ 兼具有 ° ≤ 和 ≤ 的优点 能分离分析

难挥发 !遇热不稳定 ! ° ≤ 难检测的物质 超临界流体

色谱在药物分析中应用已有报道 例如用 ≥ƒ≤ 测定三

七及云南白药中的人参二醇 !三醇的含量 中药材马

蓝 !菘蓝和蓼蓝中靛玉红的含量≈ ∀≥ƒ∞与 ≥ƒ≤ 由原

来的单独使用已发展到联用技术 这主要归功于一些

新型仪器的出现 这一技术在中药分析中具有一定的

实用价值 ∀

3  高效液相色谱法(ΗΠΛΧ)

目前中药分析研究报道中高效液相色谱法最为常

用 特别是样品纯化技术的提高如采用液液萃取 !液固

萃取 !超临界萃取 使得具有高分离效率的 ° ≤ 法能

准确定量中药成分 ∀如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采用

° ≤ 法以 ≤ 为分析柱 !以甲醇 水或甲醇 酸 水作流

动相测定了化橘红 !骨碎补 !丹参 !香加皮 !黄芩 !胡椒 !

荜茇 !蓼大青叶 !护肝片 !小儿消炎栓 !愈风宁心片中有

效成分的含量 ∀现有许多文献报道 ° ≤ 法分离测定

中药中生物碱类 !甙类 !黄酮类 !有机酸类 !酚类 !内酯

类等成分 如用高效液相一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分离检

测银杏等叶中黄酮成分≈ 用高效液相2蒸发激光散射

检测器测定银杏叶提取物中内酯的含量≈ 茵陈蒿汤

的 ° ≤ 三维图分析≈ 银杏叶制剂中黄酮的含

量≈ 清胃片中黄芩甙的含量≈ 及红豆杉中紫杉醇

含量≈ 测定均获得满意结果 并具有良好的重现性

和可操作性 其中不少收载于质量标准中 ∀

4  气相色谱法(Γ Χ)

气相色谱法多用于中药中挥发性成分如蒎烯 !龙

脑 !芳樟醇 !柠檬烯的测定 !也有经衍生化反应后用于

分析中药的其他成分如生物碱类 !脂肪类 !内酯类 !酚

类 !糖类 !动物类药物等 有关 ≤ 控制中成药制剂的质

量已有综述≈ ∀ ≤ 已用于名贵药材麝香及其制剂

的质量控制≈ 鱼油 !薏苡仁油等脂肪酸的分析≈

广藿香中百秋李醇的含量≈ 等 ∀随着毛细管气相色谱

的发展及气一质联用 ≤2 ≥ 或 ≤2 ≥⁄ 气一红联用

≤2ƒ× 技术应用 不仅拓宽了气相色谱技术的应用

范围 另一方面通过图谱得到更多信息 如西洋参中挥

发油化学成分的 ≤2 ≥分析≈ 八角超临界萃取物化

学成分的 ≤2 ≥研究≈ 等 再有结合计算机技术如模

式识别用于中药材和中成药的真伪鉴别及质量控

制≈ ∀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采用 ≤ 法测定含量的

仅有 种 而有挥发性成分的中药有 个品种采用挥

发油总量测定 因此如何用 ≤ 法控制挥发油的内在质

量又是一大课题 ∀

5  薄层扫描法(ΤΛΧΣ)

薄层色谱法由于操作简便 !色谱结果直观 并具有

分离鉴定双重功能 已成为中药分析的常用手段 随着

色谱技术的发展 !色谱质量的提高 !药典收载的薄层色

谱法已大大增加 中国药典 年版一部采用 × ≤≥

测定含量的品种有 种比 年版增加了 倍多 特别

是目前用 ° ≤ ! ≤ 稍难分析的 !无挥发性 !无紫外吸

收的成分 × ≤≥ 能将其定性定量 ∀如 × ≤≥ 测定抗脑

衰胶囊及何首乌中大黄素的含量≈ 参芪胶囊中三七

皂甙 的含量≈ 银杏叶制剂中萜类内酯的含量≈

等 ∀但 × ≤≥目前还存在某些缺陷 如由于是斑点的原

位定量 带来了铺板质量 !点样技术 !展开条件 !显色等

影响因素 显色又受显色的均匀 !灵敏 !稳定等因素影

响 这些因素使测定结果偏差较大 ∀因此在规范操作

和提高自动化程度方面留下很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

综上所述 色谱技术在中药分析中已有广泛应用

但中药品种在不断推陈出新 中药的质量还远没有科

学量化 还有待于广大的药学工作者在不断实践的基

础上 结合现代分析手段 提高中药检验分析水平 为

实现中药现代化 !国际化 在中药安全 !有效的前提下

确保其质量可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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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龙炮制经验谈

丰素娟 杭州 浙江省中医院

  地龙 又名蚯蚓干 为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或缟蚯

蚓的干燥体 ∀ 5神农本草经6列为下品 具有清热定惊 !

通络 !平喘 !利尿的功效 ∀常炒制后用于高热 !神昏 !惊痫抽搐 !关节痹痛 !肺热喘咳 !尿少水肿 !高血压等症 ∀

主含多种氨基酸 ∀由于生品腥味太重 故入药一般需

经炒制 ∀陶弘景谓 /若服干蚓 须熬作屑0 ∀传统用地

龙 制法很多 主要有药制 !醋制 !熬制 !酒制 !油制 !蛤

粉炒制 !盐制等法 使其质地松泡酥脆 !去毒性 !矫正臭

味及便于煎制服用 ∀在实践工作中 我们发现炮制方

法的合理有助于临床疗效的发挥 ∀为此笔者比较了几

种不同的炮制方法 ∀

1  原药材的预处理

取地龙生品 倒入竹筐内淋湿 立即切成 ∗

宽的段 将地龙段在水池内用筐快速淘洗去泥灰 晒或

烘干 ∀

2  本实验采用的炮制方法

2 1  滑石粉炒法  将滑石粉置锅内加热炒至灵活状

态 投入地龙段 不断翻动 使其鼓起 筛去滑石粉即

得 ∀

2 2  酒炙法  取地龙段与黄酒拌匀 稍闷 置锅内用

文火炒至微干 取出 放凉 每 地龙用黄酒∀

2 3  酒闷砂炒法  取地龙段 与酒拌匀 稍闷 取砂子

置热锅中 炒至滑利状态 投入生地龙 不断翻炒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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