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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栽培年限及采收月份对黄芩药材有效成分含量的影响，确定最佳采收时间，为规范化
种植和合理开发利用黄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裂区试验布置田间试验，以采收年限为主因素，采收月份为副

因素；采用ＨＰＬＣ测定黄芩中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苷、汉黄芩素及千层纸素Ａ的含量。结果：无论是二年生还
是三年生黄芩，其黄芩苷和汉黄芩苷含量最高均出现在春季（５月中旬至６月中旬），而黄芩素、汉黄芩素和千层纸
素Ａ含量最高峰出现稍晚（６月中旬至７月中旬）。结论：黄芩苷、汉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素、千层纸素Ａ５种
成分含量最高均出现在５月到７月间，而且二年生和三年生黄芩中成分含量变化规律相近。此外，三年生黄芩药材
中各个成分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均有所提高，但并不明显。因此，如果以这些成分作为黄芩药材质量的考核指标，春

季是适宜的采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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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Ｇｅｏｒｇｉ）的干燥根，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凉血

止血，除热安胎等功效［１］，是临床最常用的中药材

之一。黄芩含有的活性成分主要是黄酮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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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苷，汉黄芩素等［２４］。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黄芩具有抗菌抗病毒［５］
"

抗

氧化［６］
"

抗肿瘤［７］及对消化
"

神经等系统的保护作

用等活性［８９］。近年来，人工栽培黄芩已成为我国黄

芩药材的主要来源，在黄芩栽培过程中，栽培年限

和采收期是影响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明确不同栽

培年限（目前一般栽培２～３年）和采收时间对黄芩药
材质量影响对于确定优质黄芩的合理采收期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１０］。

截至目前，对于不同采收时间对黄芩药用成分

含量影响已有报道。然而，从研究栽培年限和采收

时间间隔看，还不够系统，且不同试验报道的黄芩

最佳采收期存在差异［１１１４］。此外，对于考察的药用

成分种类也数量偏少，仅针对黄芩苷及总黄酮等成

分研究［１５１７］。因此，本试验针对二年生和三年生的

黄芩药材，从春季到秋季，每隔１５日定期取样黄芩
苷、汉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素和千层纸素 Ａ５
种主要活性成分含量的差异，旨在确定黄芩最佳栽

培年限和采收期，为今后黄芩规范化生产提供理论

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试验设计

在黄芩道地产区承德，采用裂区设计试验，利

用１年生苗布置试验，株行距为１５ｃｍ×２５ｃｍ。以
采收年限为主因素，设置二年生和三年生两水平，

以采收月份为副因素，以采收时间为因素。在２０１２
年和２０１３年，分别自 ４月至 １０月，设置 １４个水
平，取样时间分别为 ４月 １日、４月 １５日、５月 １
日、５月１５日、６月１日、６月１５日、７月１日、７
月１５日、８月１日、８月１５日、９月１日、９月１５
日、１０月１日和１０月１５日。试验期间，各小区采
用一致的田间管理措施，且无大旱或长期降雨等极

端天气。

１２ＨＰＬＣ含量测定

１２１仪器与试剂　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型高效液相色
谱仪系统（Ｇ１３１１Ａ四元泵，Ｇ１３１４Ａ紫外检测器，
Ｇ１３２８１３手动进样器，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１００色谱工作站，
Ｇ１３７９Ａ在线脱气器）；黄芩苷（ｂａｉｃａｌｉｎ）对照品购自
中国 药 品 生 物 制 品 检 定 所）；汉 黄 芩 苷

（ｗｏｇｏｎｏｓｉｄｅ）、黄 芩 素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汉 黄 芩 素
（ｗｏｇｏｎｉｎ）和千层纸素Ａ（ｏｒｏｘｙｌｉｎＡ）对照品购自上海

融禾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ＨＰＬＣ＞９８％）。
１２２色谱条件　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Ｃ１８色谱柱（２５０ｍｍ×
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甲醇（Ａ）０２％磷酸水
（Ｂ），梯度洗脱 ０～１０ｍｉｎ，４５％Ａ，１０～５５ｍｉｎ，
４５％ ～７０％Ａ，５５～６０ｍｉｎ，７０％ ～４５％Ａ；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２７４ｎｍ；柱温２５℃；进样
量１０μＬ，黄芩对照品及样品见图１。
１２３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黄芩药材粉末（过４０目
筛）０２ｇ，精密称定，置于 ５０ｍＬ量瓶中，量取
４５ｍＬ７０％丙酮加入，６０℃水浴超声６０ｍｉｎ，冷却，
加７０％丙酮定容至刻度，过滤，精密量取续滤液
５ｍＬ于圆底烧瓶，旋转蒸发仪回收溶剂，残渣用甲
醇溶解到１０ｍＬ量瓶，定容至刻度。经０４５μｍ滤
膜过滤，即得。

１黄芩苷；２汉黄芩苷；３黄芩素；

４汉黄芩素；５千层纸素Ａ

图１　ＨＰＬＣ色谱图
注：图中１为黄芩对照品ＨＰＬＣ图，２为黄芩样品ＨＰＬＣ图。

２　结果

２１二年生黄芩不同采收月份药用成分动态变化

对二年生黄芩不同月份有效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计算其平均值（因当时样品混合未做重复）。结果发

现（图２ａ～２ｂ），各成分含量变化均呈现双峰曲线，
黄芩苷和汉黄芩苷含量最高出现在春季（５月１日至
６月 １５日），其中黄芩苷含量在 ５月 １５日达到
１８１１％，远高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０版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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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ａ～２ｂ　二年生黄芩不同月份药用成分含量动态变化

一部）规定的９０％水平［１］，而同期汉黄芩苷含量达

到了最高为４８６％。黄芩素、汉黄芩素和千层纸素
Ａ的含量最高出现在 ９月 １日，分别为 ２１３％、
０６０％和０２９％。

２２三年生黄芩不同采收月份药用成分动态变化
分析

　　对三年生黄芩不同月份有效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计算其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表明（图３ａ～３ｂ），三
年生黄芩在不同月份各种药用成分的含量呈现显著

差异。对不同月份成分变化规律分析发现，黄芩苷

和汉黄芩苷含量最高仍然在春季（５月１５日至６月
１５日），最高在６月１日，两种成分含量分别达到
了 １７５４％ ±０９０％和 ４３３％ ±０３４％。黄芩素、
汉黄芩素和千层纸素Ａ最高峰则出现在了７月１日，
三种成分含量分别为 ２８８％ ±０４２％、０６７％ ±
０１３％和０３１％±００４％。

３　结论与讨论

在黄芩生长旺盛的时期，不同采收期的黄芩药

图３ａ～３ｂ　三年生黄芩不同月份药用成分含量动态变化
（平均值±标准差）

材的化学组成与量的关系有一定的差异［１８］。郭晓艳

等［１３］表明，采自河北承德的黄芩中黄芩苷含量在６
１０月总体呈下降趋势。而赵胜男等［１７］发现，赤峰地

区秋季采收的黄芩随着年份的增长，其化学成分含

量的比例明显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从植物学来

说秋季更适宜采收。另外，靳维荣等［１４］和张永清

等［１５］研究发现，山东地区的黄芩最佳采收期分别在

９月和１０月上旬。以上研究显示出不同地区栽培的
黄芩最佳采收期存在差异。

本试验选取更大时间跨度（４１０月）和多种成
分，试验结果表明，二年生和三年生的黄芩所含黄

芩苷和汉黄芩苷含量最高均出现在春季（５月１５日
至６月１５日），黄芩素、汉黄芩素和千层纸素 Ａ含
量变化略有不同，在夏季和秋季含量较高。分析其

原因，主要与春季黄芩地上部分萌发导致根中储存

的初生代谢产物质量减小，从而导致各类成分的分

布密度（相对含量）增加有关，本课题组已经从甘草

·８３８·



２０１５年８月　第１７卷　第８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ｕｇ２０１５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８

等多种根茎类药材中得到类似规律。综上所述，如

果单从成分含量角度考虑药材质量，其最佳采收期

应该选取春季，而从药材产量角度考虑，则秋季比

较适宜，总之黄芩的采收期应该在确保黄芩药材质

量的基础上，兼顾产量最大化来综合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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