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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全国不同来源黄芪中总皂苷含量。方法：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黄芪总皂苷含量，以
黄芪甲苷为对照品，测定波长为５４１ｎｍ。结果：全国黄芪总皂苷平均含量为２０１８ｍｇ·ｇ－１，蒙古黄芪总皂苷平均含
量为２１０６ｍｇ·ｇ－１，膜荚黄芪总皂苷平均含量为１９３７ｍｇ·ｇ－１；野生黄芪药材总皂苷平均含量为２１３３ｍｇ·ｇ－１，人
工种植黄芪药材总皂苷平均含量为１９０６ｍｇ·ｇ－１，半野生栽培黄芪药材总皂苷平均含量为１８９７ｍｇ·ｇ－１。结论：不
同来源黄芪药材总皂苷含量具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　蒙古黄芪；膜荚黄芪；黄芪总皂苷；紫外分光光度法；含量比较

黄芪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常用中药材之一，为豆科

植物膜荚黄芪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
或蒙 古 黄 芪 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
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Ｂｇｅ）Ｈｓｉａｏ的干燥根，具有补气升阳，
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痹，托毒排

脓，敛疮生肌功能［１］。其中皂苷类成分为黄芪中主要

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降压、抗炎、镇静、镇痛、调

节代谢等作用［２４］，是黄芪注射液［５］、参芪注射液［６］、

补中益气丸［７］等常用中成药的主要有效成分。

黄芪在我国分布较广，主要生长于内蒙古、山

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河北、山

东、宁夏等地，此外青海、四川、新疆等地区以及朝

鲜、蒙古、俄罗斯亦有分布［８］。有关学者对不同产地

黄芪中所含化学成分种类研究成果大致相同，但由于

环境及人为等因素致使其有效成分含量并不完全

一样［９１０］。

作者依据黄芪的道地产区和主产区，并兼顾其他

分布区的原则，对内蒙古、山西、甘肃等１０个省份
不同基原、不同种植方式的黄芪药材进行调查与采

集，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黄芪药材中总皂苷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ｔｏｔａｌｓａｐｏｎｉｎｓ，ＡＴＳ）的含量，以期明确我
国黄芪药材中黄芪总皂苷的整体含量，进而对以黄芪

为主的中成药的生产、临床使用以及药理作用研究产

生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仪器
ＢＰ２１１Ｄ型电子分析天平；ＫＱ５００ＤＥ型数控超声

波清洗器；ＦＷ１００型高速万能粉碎机；ＤＨＧ９１４０Ａ
鼓风干燥箱；ＳＰ７５４（Ｐ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杭州
艾普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试药
黄芪甲苷对照品（上海融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批号：１１０７０２），水为娃哈哈纯净水。正丁醇、氨水、
冰醋酸、高氯酸均为分析纯。

１３材料
于２０１０年７～８月调查采集山西、内蒙古、甘肃、

河北、黑龙江、吉林、宁夏、陕西、辽宁以及山东等

１０省份共计１１８个样方黄芪药材，包括５５个蒙古黄
芪和６３个膜荚黄芪样方在内的６１个野生样方，５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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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种植样方及５个半野生栽培（即将种子播种在山
上，６～８年后采挖，此栽培方式为半野生栽培）样
方。经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文全教授鉴定，为豆科黄芪

属植物膜荚黄芪 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或蒙
古黄芪 Ａｍｅｍｂｒａｎａｃｅｕｓ（Ｆｉｓｃｈ）Ｂｇｅｖａｒｍｏｎｇｈｏｌｉｃｕｓ
（Ｂｇｅ）Ｈｓｉａｏ的干燥根，凭证标本保存于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药资源系实验室。将黄芪药材分别烘干、称

重、粉碎，粉末全部过６０目筛，于５０℃烘干，备
用。实验材料来源情况汇总见表１。

表１　黄芪来源统计

产　地
种植方式 基原植物

野生 人工种植 半野生 蒙古黄芪 膜荚黄芪
合计

内蒙古 ２２ １０ ０ ２２ １０ ３２

山　西 ４ ０ ５ ９ ０ ９

甘　肃 ５ ９ ０ ９ ５ １４

陕　西 １ ９ ０ ９ １ １０

黑龙江 １５ ３ ０ ０ １８ １８

吉　林 ４ ６ ０ ０ １０ １０

辽　宁 ４ ２ ０ ０ ６ ６

河　北 ０ ４ ０ ３ １ ４

山　东 ３ ６ ０ ０ ９ ９

宁　夏 ３ ３ ０ ３ ３ ６

合　计 ６１ ５２ ５ ５５ ６３ １１８

２　方法

２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黄芪甲苷对照品２０７ｍｇ，精密称定，

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加适量甲醇溶解并定容至刻
度，摇匀，即得０２０７ｍｇ·ｍＬ－１黄芪甲苷的对照品
溶液。

２２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黄芪药材粉末（过６０目筛）０５ｇ，精密称定，

加甲醇２５ｍＬ，加热回流１ｈ，过滤，减压回收甲醇
（６５℃），残渣用２５ｍＬ水饱和正丁醇分３次转移至分
液漏斗中，氨试液洗涤３次，每次１５ｍＬ，正丁醇层
减压回收至干，用甲醇溶解，溶液转移至２５ｍＬ量瓶
中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黄芪总皂苷的供试品

溶液。

２３溶液的显色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０５

ｍＬ，于具塞玻璃试管中，空气吹干后，加质量分数为
５％的香草醛－冰醋酸溶液０２ｍＬ，高氯酸溶液０８

ｍＬ，于６０℃水浴加热２０ｍｉｎ，取出后立即冰浴，冷
却至室温，再加入冰醋酸５ｍＬ，摇匀，用于吸光度测
定。

２４测定波长的选择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浑源县半野生

蒙古黄芪）溶液各１ｍＬ于具塞玻璃试管中，按照２３
中方法进行显色，在２００～８００ｎｍ波长范围内进行扫
描，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溶液在５４１ｎｍ均有较大吸收，
故确定黄芪总皂苷测定波长为５４１ｎｍ。
２５方法学考察
２５１标准曲线绘制　精密量取黄芪甲苷对照品溶液
（０２０７ｍｇ·ｍＬ－１）０２，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
ｍＬ，分别按２３项溶液显色中相应要求同法操作，以
空白溶剂同法处理作参比，于５４１ｎｍ波长下测定，
以吸光度Ａ为纵坐标（Ｙ），对照品质量为横坐标（Ｘ），
绘制标准曲线并进行回归计算，得到黄芪甲苷标准曲

线回归方程Ｙ＝１７７８Ｘ－９×１０－３，ｒ＝０９９９。黄芪甲
苷在４１４～５１７５μｇ内呈良好线性关系。
２５２精密度试验　分别取黄芪甲苷对照品溶液适量，
依次按２３项下要求同法操作，连续测定５次，测得
吸光度值，外标一点法求得总皂苷含量，ＲＳＤ＝
１０２％，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５３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药材（浑源县半野生蒙古
黄芪），依次按２２和２３项下要求同法操作，测得
吸光度值，外标一点法求得黄芪总皂苷含量，ＲＳＤ＝
１０４％（ｎ＝６），结果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５４稳定性试验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３份（１０ｍＬ），
依次按２３项下要求同法操作，室温放置，分别在０，
１，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２４ｈ测定吸光度值，外标一
点法求得黄芪总皂苷含量，计算ＲＳＤ＝１０１％，结果
表明对照品溶液显色后室温放置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分别取同一批药材（浑源县半野生蒙古黄芪）３
份，依次按２２和２３项下要求同法操作，室温放置，
分别在０，１，２，４，６，１２ｈ测定吸光度值，外标一
点法求得黄芪总皂苷含量，计算ＲＳＤ＝１００％，结果
表明供试品溶液显色后室温放置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５５回收率试验　取黄芪药材９份（锡林郭勒盟野生
蒙古黄芪），每份０５ｇ，精密称定，分别加入不同量
的黄芪甲苷对照品适量，制备低、中、高不同浓度的

供试品溶液，每一浓度３份，按２２和２３项下要求
同法操作，测定吸光度，黄芪总皂苷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５％（ＲＳＤ＝１４９％）。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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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实际样品测定
每批黄芪药材平行取３份，每份０５ｇ，精密称

定，按２２和２３项下操作，测定吸光度，代入标
准曲线，计算黄芪总皂苷含量。

３　结果与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如下。

３１不同基原黄芪总皂苷含量分析
通过对所有样方中黄芪药材进行测定，全国黄

芪总皂苷含量平均为２０１８ｍｇ·ｇ－１。其中，全国各
产地的蒙古黄芪和膜荚黄芪总皂苷含量平均值分别

为２１０６ｍｇ·ｇ－１和１９３７ｍｇ·ｇ－１，通过进行独立样
本ｔ检验，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２不同种植方式黄芪总皂苷含量分析

通过对野生黄芪、半野生黄芪、人工种植黄芪

３种不同种植方式的黄芪药材进行总皂苷含量的测
定，经分析，不同种植方式的黄芪药材中总皂苷含

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野生黄芪与人
工种植黄芪药材中总皂苷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其中，野生黄芪含量最高（２１３３
ｍｇ·ｇ－１），为半野生黄芪（１８９７ｍｇ·ｇ－１）及人工种
植黄芪（１９０６ｍｇ·ｇ－１）的１１３倍和１１２倍。

３３全国不同产地黄芪总皂苷含量分析

通过对内蒙古、山西、甘肃、陕西、河北、宁

夏、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山东共１０个省份产黄芪
药材总皂苷测定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之间黄芪药

材总皂苷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总
皂苷含量最高的省份为内蒙古自治区（２２９３ｍｇ·
ｇ－１），为总皂苷含量最低的山东省（１５７４ｍｇ·ｇ－１）
的１４６倍，其次为河北省（２２３２ｍｇ·ｇ－１）和辽宁省
（２２１８ｍｇ·ｇ－１）。全国不同产地黄芪总皂苷含量对比
见图１。

图１　全国不同产地黄芪总皂苷含量对比图

多重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内蒙古黄芪总皂苷含

量（２２９３ｍｇ·ｇ－１）显著高于山西、甘肃、黑龙江、
吉林以及山东（Ｐ＜００５）。河北省黄芪总皂苷含量
（２２３２ｍｇ·ｇ－１）和辽宁省黄芪总皂苷含量（２２１８
ｍｇ·ｇ－１）显著高于山东省（Ｐ＜００５）。山西、陕西、
宁夏、黑龙江及吉林黄芪总皂苷含量差异相互之间

无统计学意义。

３３１各产地蒙古黄芪中总皂苷含量分析　通过对
内蒙古、山西、甘肃、陕西、河北及宁夏产蒙古黄

芪进行总皂苷测定，各产地总皂苷含量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总皂苷平均含量最高的为河
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分别为 ２３７５ｍｇ·ｇ－１和
２３５５ｍｇ·ｇ－１，为总皂苷含量最低的甘肃省样品
（１６５５ｍｇ·ｇ－１）的１４４倍和１４２倍。各产地蒙
古黄芪总皂苷含量测定结果对比见图２。

图２　各产地蒙古黄芪总皂苷含量对比图

３３２各产地膜荚黄芪中总皂苷含量分析　通过对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甘肃、山

东、河北以及陕西产膜荚黄芪进行总皂苷测定，各

产地总皂苷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总皂苷平均含量最高的陕西省（２３１４ｍｇ·ｇ－１）为
含量最低的甘肃省样品（１５６４ｍｇ·ｇ－１）的 １４８
倍。各产地膜荚黄芪中总皂苷含量测定结果对比见

图３。

图３　各产地膜荚黄芪总皂苷含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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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不同来源黄芪总皂苷含量差异明显
研究所用黄芪药材均为本研究团队在较短时间

内在黄芪分布区采集的样品，保证了药材来源的准

确性和可比性。分析结果显示，蒙古黄芪和膜荚黄

芪中总皂苷的含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蒙古黄芪

中总皂苷含量高于膜荚黄芪，该结论与１９８４年 《７６
种药材商品规格标准》中优先发展蒙古黄芪的结论

相吻合［１１］。野生黄芪药材中总皂苷含量较人工种植

黄芪高，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种植方式、

生长环境及生长年限等因素，该结论与刘靖等研究

结论相一致［１２］，并更具有代表性，因此，在开发黄

芪皂苷类相关的过程中可优先考虑野生黄芪药材。

在对全国黄芪药材进行采集过程中，黑龙江、吉林、

辽宁以及山东等四省没有采集到蒙古黄芪药材，可

能原因为地理、气候及人为因素导致上述地区没有

蒙古黄芪分布，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山西省

没有采集到膜荚黄芪药材，说明蒙古黄芪和膜荚黄

芪分布并不完全一致，该结论与赵一之［１３］的研究报

道并不完全一致。

４２黄芪总皂苷含量高低与黄芪传统道地产区划分
并不完全一致

　　传统道地产区之一内蒙古自治区所产的黄芪中
总皂苷含量均较其他省份高，而传统道地产区山西、

黑龙江省所产黄芪中总皂苷含量并非较高。黄芪主

产区甘肃省和山东省产黄芪中总皂苷含量均较低，

而河北省及辽宁省产黄芪总皂苷含量仅次于内蒙古

地区。黄芪的道地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分析结

果显示黄芪总皂苷含量与黄芪道地产区的分布并不

完全一致，影响黄芪总皂苷含量的气候、环境等因

素以及其与黄芪甲苷存在何种相关性仍需进一步

考察。

尽管有部分学者对黄芪总皂苷含量提取及含量

测定方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１４１６］，但系统地对不同

来源的黄芪进行总皂苷含量测定鲜有报道［１７］，只有

在较全面的调查分析基础上才能制定更加合理的开

发方案。因此，为了对不同来源的黄芪进行更加合

理的开发，需要对黄芪中多种有效成分进行测定分

析。针对多来源黄芪，建议一方面应加大力度保护

野生药材，保护野生黄芪产地生态环境；另一方面，

针对不同来源的黄芪制定相应合理的质量标准，争

取实现一药一品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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