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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加热时间对８种人参单体皂苷含量的影响△

高越１，于洋１，牛淑静２，陈海兰１，刘同帅１，邱智东１，位鸿３

（１长春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２吉林省食品药品审批中心，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６２；
３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研究不同加热时间对８种人参皂苷 Ｒｇ１、Ｒｅ、Ｒｆ、Ｒｈ１、Ｒｂ１、Ｒｏ、Ｒｂ２及 Ｒｄ含量的影响。方
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加热时间的人参药材中，上述８种人参皂苷的含量。结果：人参皂苷 Ｒｇ１、Ｒｅ、
Ｒｂ１、Ｒｏ、Ｒｂ２、Ｒｆ加热后含量降低；Ｒｄ、Ｒｈ１在１２１℃加热６０、９０ｍｉｎ时含量升高，１２０ｍｉｎ时含量降低。结论：
不同加热时间对８种人参单体皂苷的含量有影响。

［关键词］　人参皂苷；高效液相色谱法；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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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参 为 五 加 科 植 物 人 参 Ｐａｎａｘ ｇｉｎｓｅｎｇ
ＣＡＭｅｙ的干燥根和根茎。国内外均证明，人参
皂苷（Ｇｉｎｓｅｎｏｓｉｄｅ）是人参多种化学成分中最重要的
一类活性成分［１３］，具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

止渴、安神益智等功能［４５］。因此人参皂苷含量的多

少是评价人参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６］。本试验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不同加热时间对人参药材

中８种主要皂苷类成分含量的影响，为人参药材生
物转化研究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１　仪器与试药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 ＹＸＱＬＳ５０Ａ（上海博迅实

业有限公司）；安捷伦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安捷伦公司）；ＤＩＦ６０９０型真空干燥箱（上海一恒实
验仪器总厂）；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有限公司）；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德国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公司）；ＫＱｚ３２００Ｅ型超声波清洗机（天鹏电子新技
术有限公司）；ＳＺ９７型自动纯水蒸馏器（上海亚荣
仪器厂）；ＨＨ４型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江南仪
器厂）。

人参皂苷标准品（Ｒｇ１、Ｒｅ、Ｒｆ、Ｒｈ１、Ｒｂ１、
Ｒｏ、Ｒｂ２、Ｒ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
乙腈为色谱纯；水为蒸馏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人参产地为吉林长白山地区，由长春中医药大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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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翁丽丽教授鉴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２０１０版规定。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方法

取５０ｇ人参（过１０目筛），１２１℃加热，加热时
间见表１。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加热时间
人参皂苷 Ｒｇ１、Ｒｅ、Ｒｂ１、Ｒｆ、Ｒｈ１、Ｒｏ、Ｒｂ２、Ｒｄ
的含量变化。

表１　加热时间
编号 取样量／ｇ 加热时间／ｍｉｎ

１ ５０ ６０

２ ５０ ９０

３ ５０ １２０

２２不同加热时间对８种人参皂苷含量的影响

２２１色谱条件　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
剂；以乙腈为流动相 Ａ，以 ０４％磷酸水为流动相
Ｂ，按表 ２中的规定进行梯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２０３ｎｍ；柱温为３０℃；流速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理论
板数按人参皂苷Ｒｇ１峰计算应不低于６０００

［７］。

表２　流动相梯度洗脱

时间／ｍｉｎ 流动相Ａ（％） 流动相Ｂ（％）

０～３５ １９ ８１

３５～５５ １９→２９ ８１→７１

５５～７０ ２９ ７１

７０～１２０ ２９→４０ ７ｌ→６０

２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人参皂
苷Ｒｇ１、Ｒｅ、Ｒｂ１、Ｒｆ、Ｒｈ１、Ｒｏ、Ｒｂ２及 Ｒｄ，加甲
醇制成质量浓度为０２ｍｇ·ｍＬ－１的混合溶液，摇匀，
即得。

２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人参粉末约１ｇ（过四
号筛），精密称定，置索氏提取器中，加三氯甲烷加

热回流３ｈ，弃去三氯甲烷液，药渣挥干溶剂，连同
滤纸筒移入１００ｍＬ锥形瓶中，精密加水饱和正丁醇
５０ｍＬ，密塞，放置过夜，超声处理（功率为２５０Ｗ，
频率为５０ＫＨｚ）３０ｍｉｎ，滤过，弃去初滤液，精密量
取续滤液２５ｍＬ，置蒸发皿中蒸干，残渣加甲醇溶
解并转移至 ５ｍＬ量瓶中，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
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７］。

２２４测定法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
溶液１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计算，即得。
结果见表３、图１～２。

表３　不同加热时间８种人参皂苷的含量
／ｍｇ·ｇ－１

名称
加热前

含量

加热６０ｍｉｎ
含量

加热９０ｍｉｎ
含量

加热１２０ｍｉｎ
含量

Ｒｇ１ ３０５０６ １５２６０ ０８０９１ ０２５６１

Ｒｅ １６９２２ ０７７４６ ０４４３８ ０１６５６

Ｒｆ ０３４３３ ０２９１０ ０３０１２ ０２５６９

Ｒｈ１ ０１２９０ ０４４９９ ０７０７７ ０６９３７

Ｒｂ１ １９１８６ １４０８１ １０２０４ ０６１６５

Ｒｏ ２２３３７ ０８４０１ １０９５８ １０１８８

Ｒｂ２ １３０８９ ０６０９２ ０５３８３ ０３４０９

Ｒｄ ０３８３９ ０４５７９ ０４６２３ ０３１８４

图１　不同加热时间人参皂苷Ｒｇ１、Ｒｅ、Ｒｆ、Ｒｈ１、

Ｒｂ１、Ｒｏ、Ｒｂ２、Ｒｄ的含量变化柱形图

结果表明：人参皂苷Ｒｇ１、Ｒｅ、Ｒｂ１、Ｒｏ、Ｒｂ２、
Ｒｆ加热后含量降低；Ｒｄ、Ｒｈ１在加热６０、９０ｍｉｎ时
含量升高，１２０ｍｉｎ时含量降低。

３　讨论

人参经过不同时间加热，其单体皂苷的含量有

明显的变化。人参皂苷 Ｒｇ１、Ｒｅ、Ｒｂ１、Ｒｏ、Ｒｂ２、
Ｒｆ加热后含量降低；Ｒｄ、Ｒｈ１在加热６０、９０ｍｉｎ时
含量升高，１２０ｍｉｎ时含量降低。高温容易使人参中
部分一级皂苷内的糖苷键断裂，生成次级苷或构象

发生变化的次级苷，所以通过加热，人参单体皂苷

之间相互转化。人参经加工后得到的红参［８］及生晒

参的皂苷含量与林下参的皂苷含量不同［９］。人参在

阳光下经９次蒸制和８次干燥得到黑人参［１０］，其化

学成分及独特的浓厚风味与人参不同。高温会使人

参皂苷发生转化，在８５～９０℃多次蒸制得到红参，
在８０～１２０℃多次蒸制得到黑人参。加热灭菌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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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加热前；Ｂ加热６０ｍｉｎ；Ｃ加热９０ｍｉｎ；Ｄ加热１２０ｍｉｎ；

１Ｒｇ１；２Ｒｅ；３Ｒｆ；４Ｒｈ１；５Ｒｂ１；６Ｒｏ；７Ｒｂ２；８Ｒｄ。

图２　不同加热时间的ＨＰＬＣ色谱图对照

产食品、药品和保健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步骤，

１２１℃灭菌６０ｍｉｎ为固体最佳灭菌温度及时间。为
了试验方便简单，采用１２１℃为加热温度，测定不
同加热时间对人参皂苷含量的影响。笔者对人参的

主要成分经加热后产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总结出

８种人参皂苷的含量变化，为人参药材生物转化研
究的质量控制提供试验依据，为人参产品的研发和

使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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