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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２０１１ＢＡ１０７Ｂ０１）；山西省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２０３１３０１５９）；长治市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１１８０３３１）

［通讯作者］　范圣此，Ｅｍａｉｌ：ｆａｎｓｈｅｎｇｃｉ２００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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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明，范圣此，李安平，陈婷婷，孙斌，杨霞

（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山西　长治　０４７１００）

［摘要］　目的：通过连翘不同部位的连翘苷和连翘酯苷Ａ的含量比较，为连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采用 ＨＰＬＣ测定连翘果实、叶、果梗、枝梗中连翘苷和连翘酯苷 Ａ的含量，以 Ｌｕｎａ５ｕＣ１８（２）１００Ａ
（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为色谱柱，连翘苷测定流动相为乙腈 －水（２５∶７５），检测波长为２７７ｎｍ，柱温为室温，
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连翘酯苷Ａ测定流动相为乙腈 －０４％冰醋酸溶液（１５∶８５），检测波长为３３０ｎｍ，柱温为室
温，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结果：连翘苷在３３３～１３３２μｇ线性关系良好（ｒ＝０９９９７），平均回收率为９９３０％，
ＲＳＤ＝１４％；连翘酯苷 Ａ在４１７～６６９μ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ｒ＝０９９９７），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２６％，ＲＳＤ＝
１８％。结论：连翘苷含量在不同部位中叶子最高，其次为果实、枝梗、果梗；连翘酯苷 Ａ含量在不同部位中同样
叶子最高，其次为果实、果梗、枝梗。

［关键词］　连翘；连翘苷；连翘酯苷Ａ；ＨＰＬＣ

连翘 为 木 犀 科 植 物 连 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的干燥果实。秋季果实初熟尚带绿色
时采收，除去杂质，蒸熟，晒干，习称 “青翘”；

果实熟透时采收，晒干，除去杂质，习称 “老

翘”［１］。在市场销售的青翘中有水煮货和生晒货两

种，水煮即青翘经水煮后晒干或烘干，生晒为直接

将采收的青翘晒干或阴干。连翘具有消肿散结，清

热解毒，疏散风热之功效，还是预防和治疗禽流感、

ＳＡＲＳ、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等流行性疾病的主要成

分［１４］。连翘除其果实有药用价值以外，近些年也有

研究报道连翘叶提取物有抑菌等药理作用，同时连

翘叶、花可作茶饮，在我国河北、河南、陕西、山

西等地，均有将连翘叶作为茶饮用的习惯［５］。

由于近年来连翘价格的迅速上涨，使得产地百

姓和商贩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造成青翘的 “抢

青”、掺入连翘叶、掺杂丁香果实等伪品、枝梗、沙

土现象屡有发生；同时一些不法厂家以价格低廉的

连翘叶提取物代替青翘果实提取物入药，造成了较

大的混乱；《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规定，青翘入药部

位是果实，但是在青翘炮制加工和提取过程中，由

于青翘果梗、枝梗的比重和果实的比重非常接近，

导致了连翘不同部位不能有效地分离，这些现象一

方面造成青翘市场质量标准的层次不齐，市场混乱；

其次以青翘为原料的中成药质量不稳定，以致于影

响其临床疗效，最终对连翘的产业化发展造成一定

程度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集中于连翘果实、

叶子、种子及花等不同部位的化学成分含量研

究［６９］，但是对于连翘的枝梗、果梗的药用成分含量

研究却鲜有报道。作者通过测定适宜采收期内连翘

的果梗、枝梗、叶子、果实等不同部位药用成分含

量并对其综合分析，来探讨在连翘产业过程中连翘

不同部位的入药问题，旨在为以后连翘资源的合理

开发利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１　材料、仪器及试剂

１１材料
连翘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采集自山西振东集团

园林绿化地的３株植株，经山西大学张立伟教授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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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木犀科植物连翘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
Ｖａｈｌ不同部位的样品，然后将不同部位（连翘枝梗、
连翘果实、连翘果梗、连翘叶）进行阴干获得。

１２仪器与试剂
Ａｇｌｉｅｎｔ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四元泵，紫外检测

器，在线脱气机，柱温箱）；ＢＳＡ１２４Ｓ电子天平（赛
多利斯科学仪器）；ＫＱ５００ＤＢ型数控超声波清洗机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试验用水为双蒸水，乙腈为色谱纯，其他试剂

均为分析纯；连翘苷对照品（批号：１１０８２１２０１１１２，
含量为 ９６８％）、连翘酯苷 Ａ对照品 （批号：
１１１８１０２０１１０３，含量为 ９２９％），供含量测定用，
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Ｌｕｎａ５ｕＣ１８（２）１００Ａ（２５０ｍｍ×４６

ｍｍ，５μｍ），连翘苷测定流动相为乙腈 －水
（２５∶７５），检测波长为２７７ｎｍ，柱温为室温，流速为
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连翘酯苷 Ａ测定流动相为乙腈
－０４％冰醋酸溶液（１５∶８５），检测波长为 ３３０ｎｍ，
柱温为室温，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
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连翘苷对照品１１４７ｍｇ，置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

精密称取连翘酯苷Ａ对照品１４９７ｍｇ，置１０ｍＬ容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临

用配制）。

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２３１测定连翘苷的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不同部位
粉末（过三号筛）约１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甲醇 １５ｍＬ，称定重量，浸渍过夜，
超声处理（功率 ２５０Ｗ，频率 ４０ｋＨｚ）２５ｍｉｎ，放
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

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５ｍＬ，蒸至近干，加中性氧
化铝０５ｇ拌匀，转移至中性氧化铝柱（１００～１２０
目，１ｇ，内径为 １～１５ｃｍ）上，用 ７０％乙醇 ８０
ｍＬ洗脱，收集洗脱液，浓缩至干，残渣用 ５０％甲
醇溶解，转移至 ５ｍＬ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３２测定连翘酯苷 Ａ的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不同
部位粉末（过三号筛）约０５ｇ，精密称定，置具塞
锥形瓶中，精密加入７０％甲醇１５ｍＬ，密塞，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功率 ２５０Ｗ，频率 ４０ｋＨｚ）３０
ｍｉｎ，放冷，再称定重量，用７０％甲醇补足减失的重
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４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浓度为１１１０３０ｍｇ·ｍＬ－１的连翘

苷、１３９０７１ｍｇ·ｍＬ－１连翘酯苷 Ａ对照品溶液 ３，
５，８，１０，１２，１５μＬ进样分析，测定峰面积。以进
样量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连

翘苷回归方程为 Ｙ＝２２１９４Ｘ＋５９１８６，ｒ＝０９９９７，
表明连翘苷进样量在３３３～１３３２μｇ具有良好的线性
关系；连翘酯苷Ａ回归方程为Ｙ＝１７７１Ｘ＋５９９５９，
ｒ＝０９９９７，表明连翘酯苷Ａ在４１７～６６９μｇ具有
良好的线性关系。

２５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１０μＬ，重复进样５次，连

翘苷峰面积的 ＲＳＤ＝０８％，连翘酯苷 Ａ峰面积的
ＲＳＤ＝０１％，表明该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２６重复性试验

取供试品（果实），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

备６份供试液，分别进样１０μＬ，连翘苷的 ＲＳＤ＝
１６％，连翘酯苷Ａ的ＲＳＤ＝０３％。
２７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果实供试品溶液，在０，４，６，８，１０，
１２ｈ内重复进样６次，每次１０μＬ，计算连翘苷峰面
积的 ＲＳＤ＝１５％，连翘酯苷 Ａ峰面积的 ＲＳＤ＝
０２％，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１２ｈ内稳定。
２８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测含量的果实供试品溶液５份，分别精密
加入定量的连翘苷、连翘酯苷Ａ对照品，依法测定，
结果测定见表１、表２。
２９样品测定

取连翘枝梗、果实、叶子、果梗，照 ２３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依法测定，以外标法计算连翘苷、

连翘酯苷Ａ含量，测定结果见表３。

表１　连翘苷加样回收率试验

编号
取样量

／ｇ
样品中含

量／ｍｇ
对照品加

入量／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ＲＳＤ
／％

１ ０５００１５ １６５０ １８００ ３４３１ ９８９ ９９３０ １４

２ ０５００２１ １６５１ １８９７ ３５０６ ９７８

３ ０５００３５ １６５１ ２１６８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９

４ ０５００４３ １６５１ ２１５９ ３８２４ １００６

５ ０５００３８ １６５１ １８７８ ３４９８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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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连翘酯苷Ａ加样回收率试验

样品

序号

取样量

／ｇ
样品中含

量／ｍｇ
对照品加

入量／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ＲＳＤ
／％

１ ０１００６３ ３３０１ ３２０５ ６５１６ １００３ ９８２６ １８

２ ０１００３９ ３２９３ ３１５９ ６４７１ １００６

３ ０１００７４ ３３０４ ３６２３ ６８３５ ９７５

４ ０１００１８ ３２８８ ３４３７ ６６１９ ９６９

５ ０１００６０ ３３００ ３２０１ ６３８０ ９６２

表３　连翘不同部位中连翘酯苷和连翘酯苷Ａ含量测定
／％

指标 枝梗 果实 叶子 果梗

连翘苷 １ ０２０ ０３３ １３４ ０２８

２ ０３０ ０３３ １５９ ０２３

３ ０３１ ０３０ １６２ ０２５

ｘ ０２７０ ０３２０ １５１７ ０２５３

连翘酯苷Ａ １ ０３２ ３２８ ４８７ １６７

２ ０４２ ４６３ ４２９ ２１４

３ ０５４ ４３４ ４４５ １８４

ｘ ０４２７ ４０８３ ４５３７ １８８３

通过表３比较分析可知，连翘不同部位中连翘
苷、连翘酯苷Ａ的含量均超过了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
版标准，其中叶子中连翘苷含量最高为１５１７％，它
是果实中连翘苷含量的４７倍，枝梗的５６倍，果
梗的６倍，结果与李卫建等［６］中连翘果实干物质与

有效成分积累规律研究中结果基本一致，即叶子 ＞
果实＞果梗＞枝梗；不同部位中连翘酯苷 Ａ含量最
高的同样为叶子，含量为４５３７％，是果实中连翘酯
苷Ａ含量的１１倍，枝梗的１０６倍、果梗中的２４
倍，不同部位中连翘酯苷 Ａ含量高低为叶子 ＞果实
＞果梗＞枝梗，实验结果与靖会等［１０］测定的不同部

位中连翘酯苷Ａ含量的实验结果一致，即连翘叶中
连翘酯苷Ａ含量最高，但与李卫建等［６］研究的连翘

果实干物质与有效成分积累规律中连翘酯苷 Ａ在整
个生长期内果实中高于叶子中含量结果不同。实验

结果的不同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实验中将果壳和种子分

开的原因，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证明。但就

综合连翘苷、连翘酯苷Ａ的含量结果分析，连翘叶子
在药用新资源开发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３　讨论

从入药部位来看，最早使用的是金丝桃科湖南

连翘的地上部分及根，至唐代，多用地上部分，也

有只用果实的。至宋代开始到明清以后则以木犀科

的连翘果实为正品，且 《中药志》、《中国药典》皆

以木犀科连翘的果实为连翘正品的唯一来源［１１］。单

从连翘苷和连翘酯苷 Ａ这两类药用成分含量来看，
这４种不同部位，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因此在
对不同入药部位和药用价值的研究中要加大力度进

行研究、开发利用，才能保证连翘入药的安全、稳

定、有效、可控。

连翘叶在中药典籍中记载的药物功效与连翘果

实极为相似，化学组成上也有相似性［１２］。相关研究

表明，单纯就抗菌效果而言，青翘优于老翘，连翘

叶优于连翘果实［８，１３］。按照中医药理论，不同的部

位入药的效果应该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必须加强中

药的基础研究；连翘叶茶在我国的部分地区虽有饮

用的习惯，但依据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的 《新

资源食品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它并不属于新

资源食品，而只能作为一种农产品在旅游景点和连

翘主产区的部分市场上进行销售。因此对连翘叶能

否开发为保健茶和能否入药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在连翘为原料的中成药的生产中，往往是将连翘果

梗、枝梗和果实一起提取，这就导致中成药质量不

稳定。如果解决连翘产业中的这些问题，需要国家

相关部门批准连翘为新资源和药食两用品种，连翘

资源的综合开发力度才会有更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１］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国药典［Ｓ］．一部．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３４．

［２］　山西医学院肝病研究组．甘草、柴胡、连翘对实验性肝损
伤的作用［Ｊ］．新医药杂志，１９７３，（９）：２１．

［３］　李晓燕．中药连翘抗菌活性的考察［Ｊ］．山东医药工业，
１９９７，１６（２）：４６．

［４］　匡海学．青连翘抗菌活性成分的研究［Ｊ］．中药通报，
１９８８，１３（７）：３２．

［５］　梁文藻，董慧，涂国士．连翘成分分析（Ｉ）连翘酯素的分
离鉴定和测定［Ｊ］．药物分析杂志，１９８５，５（１）：１３．

［６］　李卫建，李先恩．连翘果实干物质与有效成分积累规律
研究［Ｊ］．中草药，２００６，３７（６）：９２１．

［７］　陈随清，王三姓，董诚明，等．连翘果实化学成分积累动
态的研究［Ｊ］．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７，３２（１１）：１０９６１０９７．

［８］　段飞，张双民，杨建雄，等．连翘叶提取物抑菌作用的研
究［Ｊ］．西北药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２）：６６６７．

［９］　张海燕．连翘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的研究进展［Ｊ］．中药
材，２０００，２３（１０）：６５７６６０．

·８５５·



２０１３年７月　第１５卷　第７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２０１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７

［１０］靖会，李教社，杨银京．不同部位、不同产地及不同采集
时间连翘中连翘酯苷 Ａ的含量测定［Ｊ］．陕西中医，
２０１０，３１（１０）：１４０６１４０７．

［１１］李英霞，孟庆梅．连翘的本草考证［Ｊ］．中药材，２００２，２５
（６）：４３５４３７．

［１２］叶华，吴臻，李发荣．连翘叶入药的问题及思考［Ｊ］．临床
合理药，２０１１，４（３）：７４７５．

［１３］靖会，李教社，曹蔚，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连翘中连
翘酯苷的含量［Ｊ］．西北药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８（４）：
１５６１５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ａｎｄ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ａｎｄＩｔ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Ｕｓ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Ｊｉｎｍｉｎｇ，ＦＡＮＳｈｅｎｇｃｉ，ＬＩＡｎｐｉｎｇ，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ＳＵＮＢｉｎ，ＹＡＮＧＸｉａ
（ＳｈａｎｘｉＺｈｅｎｄｏｎｇＧｅｏｈｅｒｂ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ＣｈａｎｇｚｈｉＳｈａｎｘｉ０４７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ａｎｄ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ＰＬＣ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ａｎｄ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ｆｏｒ４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ｅＬｕｎａ５ｕＣ１８（２）１００Ａ（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Ｃｏｌｕｍｎ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ｒａｓｅ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ｗａｔｅｒ（２５∶７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２７７ｎｍ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ａｓｅ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０４％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１５∶８５）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ｗａｓ３３０ｎｍＴｈｅｃｏｌｕｍ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０ｍＬ·ｍｉｎ－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ｇｏ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０９９９７）ｆｏｒ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ａｔ３３３～１３３２μ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
ｗａｓ９９３０％，ａｎｄＲＳＤｗａｓ１４％Ｔｈｅｇｏｏｄ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０９９９７）ｆｏｒ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ｗａｓａｔ４１７～６６９
μ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８２６％，ａｎｄＲＳＤｗａｓ１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ｗａｓｉｎ
ｌｅａｖ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ｆｒｕｉｔ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ｉｄｅＡｗａｓｉｎｌｅａｖｅｓ，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ｆｒｕｉｔｓ，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ｎ；ＦｏｒｓｙｔｈｏｓｉｄｅＡ；ＨＰＬＣ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１２１）

·９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