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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科研资助项目（００１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２０种道地药材特色栽培及
加工技术整理、规范及应用（２０１１０７００９）；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１ＢＡＩ０４Ｂ０５）

 ［通讯作者］　纪开明，主管药师，从事药品检验与质量标准研究，Ｅｍａｉｌ：ｊｋｉｎ１２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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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开明１，方成武２，３，管玉云１，管大平１，钱世兵１

（１安徽省铜陵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安徽　铜陵　２４４０００；
２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３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亳州　２３６８００）

［摘要］　目的：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铜陵不同土壤生长的同年生凤丹皮中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并比较
其质量差异。方法：采用ＷａｔｅｒｓＶＰＯＤＳＣ１８色谱柱（１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丹皮酚含量测定流动相：甲醇水

（６０∶４０），检测波长：２７４ｎｍ，柱温：３０℃，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芍药苷含量测定流动相：乙腈 －０１％Ｈ３ＰＯ４
（２０∶８０），检测波长：２３０ｎｍ，柱温：３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结果：丹皮酚在１０７３～５３６５μｇ，芍药苷在
０５９３～２９６５μｇ均呈良好线性关系，ｒ分别为０９９９９，０９９９１，丹皮酚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９６％（ＲＳＤ＝０７２％），芍
药苷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０３％（ＲＳＤ＝０４９％）。结论：选定的３种土壤生长的凤丹皮的丹皮酚和芍药苷含量均是金沙
土＞稻田土＞马钢土。

［关键词］　凤丹皮；不同土壤生长；丹皮酚；芍药苷

凤丹皮是安徽著名的道地药材，其最出名的产

区为铜陵县新桥镇凤凰村，故名 “凤丹”，根皮药

用，称为 “凤丹皮”。牡丹皮是一种常用中药，性

苦、辛，微寒，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功能，

用于热入营血，温毒发斑，吐血衄血，夜热早凉，

无汗骨蒸，经闭痛经，跌扑伤痛，痈肿疮毒［１］。丹

皮酚等酚酸类成分和芍药苷等糖苷类成分是牡丹皮

中主要有效成分［２３］。丹皮酚具有抗动脉硬化、抗心

率失常、保护缺血组织、促进微循环、增强免疫力、

抗癌、抑菌等作用［４５］；芍药苷具有保护脑神经细胞

和心肌、抗局灶性脑缺血、提高造血机能、肿瘤抑

制、免疫调节等生物活性［６８］。在牡丹皮及其复方制

剂的质量标准中多用丹皮酚为定量控制指标，考虑

到芍药苷是牡丹皮中的活性成分，实验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同时测定道地产区不同土壤生长的同年

生凤丹皮中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为凤丹皮的生

长条件筛选以及提高其质量标准、全面评价内在质

量提供科学依据。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ｅ２６９５高效液相色谱仪；ＷａｔｅｒｓＶＰＯＤＳ

Ｃ１８色谱柱（１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Ｗａｔｅｒｓ
２４８９ＵＶ／ｖｉｓｉｂｌ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紫 外 检 测 器；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３２工作站；瑞士梅特勒 ＡＢ１３５Ｓ电子天
平（００１ｍｇ）；瑞士梅特勒 ＧＢ２０４电子天平（０１
ｍｇ）；ＪＬ１８０ＤＴ型超声波提取器。
１２样品与对照品

实验所用凤丹皮样品由作者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
采挖于北京同仁堂安徽铜陵中药材 ＧＡＰ种植基地，
经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方成武教授鉴定为毛茛科

多年 生 落 叶 灌 木 牡 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ｏｓｔｉｉＴＨｏｎｇｅｔ
ＪＸＺｈａｎｇ的干燥根皮［９］；丹皮酚对照品（中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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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检定研究院，供含量测定用，批号：１１０７０８
２００５０６）；芍药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供含量测定用，含量：９６％，批号：１１０７３６２０１１３６）。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色谱条件
ＷａｔｅｒｓＶＰＯＤＳＣ１８色谱柱（１５０ｍｍ×４６ｍｍ，

５μｍ）；丹皮酚含量测定流动相：甲醇水（６０∶４０），
检测波长：２７４ｎｍ，柱温：３０℃，流速：１０ｍＬ·
ｍｉｎ－１；芍药苷含量测定流动相：乙腈 －０１％ Ｈ３ＰＯ４
（２０∶８０），检测波长：２３０ｎｍ，柱温：３０℃，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１０μＬ。
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丹皮酚 １０７３ｍｇ，芍药苷
１２３５ｍｇ，分别置于５０，１０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制成丹皮酚浓度为０２１４６
ｍｇ·ｍＬ－１，芍药苷浓度为０１１８６ｍｇ·ｍＬ－１的溶液。
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粗粉（过６０目）约０５ｇ，精密称定，置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５０ｍＬ，密塞，摇匀，
称定重量，超声处理（功率３００Ｗ，频率５０Ｈｚ）３０
ｍｉｎ，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滤过，续滤液用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２４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 ２２项下的对照品溶液 ５，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μＬ，分别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丹
皮酚和芍药苷吸收峰峰面积积分值，以进样量（Ｘ）
为横坐标，峰面积（Ｙ）为纵坐标，得丹皮酚回归方
程为：Ｙ＝７９×１０５Ｘ－４６１２２，ｒ＝０９９９９。芍药苷
回归方程为：Ｙ＝２３×１０６Ｘ＋３７×１０５，ｒ＝０９９９１。
结果表明，丹皮酚在 １０７３～５３６５μｇ，芍药苷在
０５９３～２９６５μ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２５精密度试验

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１０μＬ，注入高效液相色谱
仪，连续重复进样６次，测定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峰
面积并计算 ＲＳＤ值，结果丹皮酚的峰面积 ＲＳＤ＝
０４６％，芍药苷的峰面积ＲＳＤ＝０７４％。结果表明，
本方法精密度较好。

２６稳定性试验
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１０μＬ，分别于２，４，６，

８，１０，１２ｈ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丹皮酚和芍
药苷的峰面积并计算 ＲＳＤ值，结果丹皮酚的峰面积
ＲＳＤ＝０９４％，芍药苷的峰面积 ＲＳＤ＝１６３％，表

明供试品溶液在１２ｈ内稳定性较好。
２７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凤丹皮药材，平行制备６份供试品溶
液，测得丹皮酚的平均含量为 ２２６％ （ＲＳＤ＝
０３２％），芍药苷的平均含量为 ０６９％（ＲＳＤ＝
１２１％），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较好。
２８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测定含量的凤丹皮样品（丹皮酚 ２０５％，
芍药苷０５６％）约０２５ｇ，精密称定，置具塞三角
瓶中，分别精密加入丹皮酚、芍药苷对照品适量，

按２３项下操作，分别平行制得６份加样供试品溶
液。分别吸取加样供试品溶液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
仪，测定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计算加样回收率

及ＲＳＤ值，结果丹皮酚的平均回收率为 ９９９６％
（ＲＳＤ＝０７２％），芍药苷的平均回收率为 ９９０３％
（ＲＳＤ＝０４９％）。
２９样品含量测定

作者精选金沙土、马钢土和稻田土生长的４年
生凤丹皮田地各一块，分别精选３株采挖，鲜品去
芯，按传统方法晾干，按２３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行含量测定，计算样品中丹
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结果见表１。

表１　铜陵不同土壤生长的凤丹皮中丹皮酚和
芍药苷的含量

／％

不同土壤
丹皮酚含量 芍药苷含量

１ ２ ３ 平均 １ ２ ３ 平均

金沙土 ４９１ ３７４ ３６０ ４０８ １０８ １１７ ０９０ １０５

马钢土 ２９８ ３０８ ３０２ ３０２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７４

稻田土 ３５０ ３５９ ３５５ ３５５ ０８９ ０８６ ０８５ ０８７

３　讨论

中药材ＧＡＰ种植基地的遴选相当重要，包括周
边大气、水质、污染源等问题，具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才能生产出无公害的中药产品，这是无公害中

药的基础。因此种植地点、生长土壤的选择对中药

材的质量影响是巨大的。

实验结果表明，在道地产区铜陵不同土壤生

长的凤丹皮中丹皮酚和芍药苷的含量差异较大，

且金沙土生长的凤丹皮药用成分含量较高。实验

可为更科学、更全面地对凤丹皮进行质量评价、

中药材 ＧＡＰ基地的遴选以及质量标准的提升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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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ｅｏｎｏｌａｎｄ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ｈａｄｇｏ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ｉｎ１０７３５３６５μｇ（ｒ＝０９９９９）ａｎｄ０５９３２９６５μｇ（ｒ＝
０９９９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ｅｙｏｆｐａｅｏｎｏｌｗａｓ９９９６％ （ＲＳＤ＝０７２％），ｏｆ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ｗａｓ９９０３％
（ＲＳＤ＝０４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Ｐａｅｏｎｏｌａｎｄ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ｒｏｍＪｉｎｓｈａｇｒｏｗｔｈｓｏｉｌ＞Ｄａｏｔｉａｎｇｒｏｗｔｈｓｏｉｌ＞Ｍａｇ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ｓｏｉ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ｎｇＭｏｕｔａｎＣｏｒｔｅｘ；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ｓｏｉｌ；Ｐａｅｏｎｏｌ；Ｐａｅｏｎｉｆｌｏｒｉｎ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１０９）

·０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