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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8对同种丹参种苗在不同地区栽培的丹参质量进行分析评价% 方法8根据 #$%& 年版药典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ia[#$对同种种苗异地栽培丹参的根&须根及地上部分茎&叶&花&花托 ( 个部位的丹酚酸d&丹参酮类"丹参酮
$

!&隐丹

参酮&丹参酮W#进行含量测定% 结果8同种种苗的含山栽培丹参中两类成分含量均略高于太和栽培丹参$丹参酮类在不同部

位分布的含量为根n须根n花托n茎n叶 n花$丹酚酸 d则为根 n须根 n花 n茎 n花托 n叶$丹参不同部位含量有较大差

异$其中根和须根的含量均高于药典标准% 结论8异地栽培的丹参脂溶性成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含山产栽培丹参优于太和

产'异地栽培的丹参水溶性成分丹参含量无差异'该实验为指导优质产区种苗的扩大种植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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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丹参"!-%;*- 7*%.*$66#*H- d2J#是唇形科鼠尾草

属植物丹参的干燥根以及其根茎(%)

$为常用的活血

化瘀中药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丹参能够扩张冠状动

脉血管(#)

$改善心肌缺血(')

&缺氧$降低血液黏稠

度$防止血小板聚集(:,()等$在临床上多应用于治疗

心绞痛&冠心病&心肌梗塞等心脑血管方面的

疾病(*)

%

随着丹参药材的临床及市场需求量增加$野

生丹参资源早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以原料

药进入市场的主要为栽培品% 安徽省为丹参药材

全国重要产区之一$安徽的栽培丹参占有市场重

要份额% /增订伪药条辨0记载安徽古城丹参质

优$沿江丘陵产区出品丹参质量较佳())

% 目前作

为安徽市场主要供应地的北部产区丹参产量大但

是与安徽道地产区相比品质不佳% 为提升安徽产

区丹参的品质$扩大安徽道地丹参的种植规模$服

务地方经济建设$将安徽道地产区含山丹参种苗

移植于安徽北部丹参主要栽培基地太和进行规范

化种植$并对同种种苗异地栽培丹参品质比较

研究%

78仪器与材料

7E78仪器8a[,%&[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

<iY型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d%'&,<型 %@%$ 万

电子天平"德国梅特勒#$!<#$&$$dYe超声波清洗

机"天津奥特赛恩斯#%

7E;8材料8对照品丹参酮
$

!"批号!%%$*((,

#$$(%?#&隐丹参酮"批号!%%$)&#,#$$)$(#&丹参酮

W"批号!%%$)(*,#$$:$(#及丹酚酸 d"批号!%%%&(,

#$%%%%#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乙

腈均为色谱纯$超纯水"%)6#

)

#$其他试剂均为分

析纯%

7E<8样品8药材样品由所在地含山昭关的安徽中

大神农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太和的安徽春之

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分别为种苗"种苗为安

徽中大神农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由种子培育统

一提供#栽培的 % 年生丹参% 原植物经安徽中医药

大学中药资源系彭华胜教授鉴定为鼠尾科丹参

"!-%;*- 7*%.*$66#*H- d23JF#正品%

;8方法与结果

;E78标准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E7E78标准品溶液的制备8丹参酮类!精密称取

丹参酮
$

!标准品 #6$ -J$置于 %$ -a量瓶中并用

甲醇溶解$制成储备液"#$$ -J+a

C%

#% 精密称取

丹参酮W标准品 #6$ -J$用甲醇有溶解于 %$ -a的

量瓶中$制成储备液"#$$ -J+a

C%

#% 精密称定隐

丹参酮标准品 :6$ -J$置于 %$ -a量瓶中并用甲醇

溶解制成储备液":$$ -J+a

C%

#% 分别精密吸取

&$$

!

a丹参酮
$

!&&$$

!

a丹参酮W和 #&$

!

a隐丹

参酮标准品储备液$置于 %$ -a量瓶中$加甲醇定

容$混匀$制成每 % -a含 %$

!

J的丹参酮
$

!&丹参

酮W和隐丹参酮标准品混合溶液%

丹酚酸d!精密称定丹酚酸d标准品 %$6$ -J$

置于 & -a量瓶中并用 )$=甲醇溶解$制成储备液

"# J+a

C%

#% 精密量取 &$$

!

a丹酚酸d标准品$置

于 %$ -a量瓶中加 )$=甲醇制成每 % -a含 $6% -J

的丹酚酸d标准品溶液%

;E7E;8供试品溶液的制备8参照 #$%& 版/中国药

典0$丹参酮类供试品制备!取丹参粉末 $6' J$精密

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人甲醇 &$ -a$密塞$

称定$超声处理"功率 %:$ L$频率 :# V"E#'$ -/3$

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滤过$取续滤液即得'丹酚

酸d供试品制备!取丹参粉末 $6%& J$精密称定$置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甲醇溶液 &$ -a$称

重$超声处理 '$ -/3$用 )$=甲醇溶液补足减失的

重量$取续滤液即得%

;E;8色谱条件8色谱柱为 [H<;Wa[

%)

柱":6( --

y#&$ --$&

!

-#$测定丹参酮类以乙腈"!#,$6$#=

磷酸"d#为流动相$梯度洗脱"$ \( -/3$!!(%='( \

#$ -/3$!!(%=\?$='#$ \#$6& -/3$!!?$=\(%='

#$6& \#& -/3$!!(%=#$检测波长为 #*$ 3-$流速为

%6$ -a+-/3

C%

'测定丹酚酸 d以乙腈,$6%=磷酸

"##m*)#为流动相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 3-$流速

为 %6# -a+-/3

C%

% 系统柱温 #$ x$进样量 #$

!

a%

理论板数按丹参酮
$

!峰&丹酚酸d峰计算应不低于

( $$$% 该色谱条件下 :种成分之间与供试品中其它

成分分离较好$色谱图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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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加样回收率测定

成分 编号 样品含量@

!

J 标准加入量@

!

J 实测量@

!

J 加样回收率@= 平均值@= <̀Y@=

丹参酮
$

!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6(*: $6&:

隐丹参酮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6%#( $6::

丹参酮W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6&$' $6&?

丹酚酸d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 %#6($? #$ '#6*(& %$$6:*)

$%6'#* %6#

!6丹参酮类混合标准品99999d6丹参酮类供试品

[6丹酚酸d标准品999999Y6丹酚酸d供试品

注!%6隐丹参酮'#6丹参酮W''6丹参酮
$

!':6丹酚酸d%

图 78丹参酮类成分的9$WI色谱图

;E<8线性关系考察8精密量取不同体积丹参酮类

的标准品储备液$置于 %$ -a容量瓶中$分别加入

甲醇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 %$$&&$&#$&%$&&&#&% -J

+a

C%的丹参酮
$

!&隐丹参酮&丹参酮 W对照品溶

液% 精密量取不同体积丹酚酸 d对照品储备液于

容量瓶中$加入甲醇至刻度配制成 %&$6&&$6#&$6%&

$6$&&$6$# J+a

C%的丹酚酸d对照品溶液% 分别按

上述条件进样 #$

!

a$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

"P#$标准对照品进样浓度为横坐标"N#$绘制标准

曲线 得! 丹 参 酮
$

! Pt#'# #'?6&*%)N s

%#) %)*6$*% * " 6t$6??? ' #$ 隐丹参酮 Pt

%%% $&#6$)$ )Ns:$ '*( "6t$6??? )#$丹参酮 WP

t%* )):Ns: ?*:6'"6t$6??? )#$丹酚酸 dPt'

y%$

*

Ns')( ?##6(*# # "6t$6??? *#$丹参
$

!&隐

丹参酮&丹参酮W在 % \%$$ -J+a

C%范围内均线性良

好$丹酚酸d在 $6$# \% J+a

C%范围内线性良好%

;E=8精密度试验8精密吸取同一浓度丹参酮类&

丹酚酸d标准对照品溶液分别进样$平行 ( 次$记

录峰面积% 计算所得结果丹参酮
$

! <̀Y为

$6)#=$隐丹参酮 <̀Y为 %6*=$丹参酮 W的 <̀Y

为 $6?#=$丹酚酸 d的 <̀Y为 %6(=$表明该方法

精密度良好%

;E@8稳定性试验8对一浓度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

#&:&)&#: 4 进样分析" 0 t'#$记录峰面积$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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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所得结果丹参酮
$

!的 <̀Y为 $6&%=$隐丹

参酮 <̀Y为 $6($=$丹参酮W的 <̀Y为 $6*#=$丹

酚酸d的 <̀Y为 %6#=$结果说明该方法稳定性

良好%

;EG8重复性试验8按丹参试品制备方法$各制备

供试品 ( 份$平行进样分析$记录峰面积$计算含

量$所得丹参酮
$

!含量的 <̀Y为 %6(=$隐丹参酮

含量的 <̀Y为 %6:=$丹参酮 W含量的 <̀Y为

$6::=$丹酚酸 d含量的 <̀Y为 #6#=$结果显示

该方法重复性较好%

;ES8加样回收率测定8取已知含量的丹参酮类或

丹酚酸d供试品溶液各 ( 份$分别对应加入已知浓

度的标准对照品 #$$

!

a$制备供试液$按上述条件

测定丹参酮类或丹酚酸 d含量% 表明该方法回收

率较好% 结果见表 %%

;EX8同种种苗异地栽培丹参不同部位样品含量测

定8将同种种苗异地"含山&太和#栽培丹参样品的

根&须根&茎&叶&花&花托按照,#6%6#-供试品制备

方法$制备丹参酮类或丹酚酸d供试品$采用,#6#-

上述条件进行含量测定$将所得结果用 <i<< #%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 同种

种苗异地栽培丹参中含山栽培丹参中两类成分含

量均略高于太和栽培丹参$丹参酮类与丹酚酸 d在

不同部位分布的含量有较大差异$丹参酮类在不同

部位分布的含量为根 n须根 n花托 n茎 n叶 n花$

丹酚酸d则为根n须根n花 n茎 n花托 n叶$两地

丹参的根和须根中丹参酮类含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表 ;8同种种苗异地栽培丹参不同部位丹参酮类

和丹酚酸T含量测定
@=

部位
丹参酮类

含山 太和

丹酚酸d

含山 太和

根
%6$#?

.

$6()$

.

*6%*& (6*:'

须根
%6$%'

.

$6&')

.

&6:%) :6?%)

茎 $6$:$ $6$#: %6$:# $6&$:

叶 $6$'% $6$#% $6:$* $6%:$

花 $6$#) $6$%* %6$(? $6?&*

花托 $6%': $6$#& $6&$: $6'#*

99注!含山和太和两地栽培丹参相同部位比较$

.

'g$6$&'#$%& 年

版药典中规定丹参酮类总和
"

$6#&=$丹酚酸d

"

'6$=%

<8讨论

99由本试验结果可知同种丹参种苗由含山移栽

至安徽北部太和栽培$丹参品质有变化$两地栽培

丹参在丹参酮类含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脂溶性成分中道地产地含山栽培优于太和栽培'

丹酚酸 d成分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地栽培

丹参水溶性成分质量无变化% 以此为依据$可根

据所需丹参原药材成分$指导对丹参规范化种植

基地的选择$为丹参优质产区扩大种植范围提供

依据%

丹参药用部位以及工业提取部位主要以主根

部位为材料$由本实验可知丹参不同部位含量差异

较大$其中主根与须根部位含有药典规定的有效成

分含量较高$须根与主根的含量相当$在开发利用

丹参药材是应当充分考虑丹参须根资源的合理应

用% 同时可知丹参地上部分茎&叶&花及花托也含

有一定量的有效成分$具有一定的药用开发价值%

道地药材野生丹参的药材品质优良但受种植

面积与产量较低的约束$将道地药材于道地产区育

苗置于异地栽培$为增加优质丹参的产量的一种可

选途径% 本实验旨在通过开展道地产区同种种苗

异地栽培丹参质量研究$为扩大优质丹参种植范围

提供参考依据% 以求丹参的资源利用更加合理$为

丹参的栽培与中药制剂中丹参药材的选择提供参

考依据$为安徽丹参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予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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