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参中的主要有效成分有脂溶性成分和水溶性

成分。其中水溶性成分多具有酚酸性结构，而脂溶

性成分以丹参酮类化合物为主。丹参酮类化合物以

改善血液循环、抗菌和抗炎作用为主; 而丹酚酸类化

合物 的 抗 氧 化、抗 凝 血 和 细 胞 保 护 作 用 特 别 突

出［3］。体外抑菌实验研究发现丹参酮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及其耐药菌株有较强的抑制作用［9-10］，本实

验结果显示丹参及炮制品不仅对 SA 和 MRSA 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对 ESBLs 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有

研究表明，不同炮制品中丹参酮 ⅡA 的含有量为醋

丹参 ＞ 酒丹参 ＞ 生丹参 ＞ 米炒丹参 ＞ 炒丹参 ＞ 丹参

炭。炒制品丹参酮 ⅡA 的量均低于生品。另外，酒

丹参、醋丹参的水溶性总酚酸含有量也比生丹参

高［11］。本实验证明丹参酮类化合物受不同炮制方

法的影响较大，文献多报道炮制后丹参酮 ⅡA 的变

化，提示我们有必要对炮制后其余丹参酮类化合物

的变化进行研究并且探讨互相作用的机理。
本实验证明丹参不同炮制品对 SA、MRSA、ES-

BLs 的抑制作用明显。不同炮制方法对丹参的抗菌

作用产生了影响，临床上可以根据患者感染的病原

菌来选择相应的用药方案。另外丹参含有多种有效

成分，而有效成分之间也相互作用，所以丹参炮制品

有效成分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有效成分的抑菌机理

有待进一步研究，本实验为其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

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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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酒蒸不同时间肉苁蓉中 6 种苯乙醇苷类成分的变化情况。方法 采用 HPLC 法测定肉苁蓉酒蒸不同

时间( 0、4、8、12、16、20 h) 的炮制品中松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C、2’-乙酰基毛蕊花

糖苷的量。结果 随炮制时间的延长，肉苁蓉苷 A 的量先升高后降低，其余 5 种成分的量逐渐降低，且在 tR = 4． 3 min 处

出现 1 个明显的色谱峰。结论 肉苁蓉中苯乙醇苷类成分在酒蒸过程中发生了量和质的变化，为进一步揭示肉苁蓉的

炮制原理提供了初步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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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changes of six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under steaming time spans
with wine in Desertliving Cistanche

MA Zhi-guo 1，2， TAN Yong-x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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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contents changes of six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from Desertliving Cistanche
affected by different steaming time spans with wine． METHODS The contents of echinacoside，cistanoside A，

acteoside，isoacteoside，cistanoside C and 2’-acetylacteoside in Desertliving Cistanche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under processing time span in 0，4，8，12，16 and 20 h． RESULTS The content of cistanoside A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as steaming with wine time prolonged，while the other five components decreased through-
out the steaming process，and there was an obvious chromatographic peak appeared at 4． 3 min． CONCLUSION
There are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lteration in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in Desertliving Cistanche as
steaming with wine，this could provide origin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of processing De-
sertliving Cistanche．
KEY WORDS: steaming with wine; Desertliving Cistanche;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
la Y． C． Ma 或 管 花 肉 苁 蓉 Cistanche tubulosa
( Schrenk) Wight 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为临床常

用补益中药，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的功

效［1］。肉苁蓉多酒蒸后应用，可增强补肾助阳之

力［2］，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肉苁蓉项下即收载其

酒蒸品种酒苁蓉。有关肉苁蓉炮制的现代研究多为

炮制前后单个指标成分的质量分数变化研究［3-4］、药
理活性比较研究［5-8］、炮制工艺研究［9-11］，而有关肉

苁蓉酒蒸可增强补肾助阳作用的机理至今尚不清

楚。研究表明，肉苁蓉补肾阳作用的有效成分为苯

乙醇苷类成分［12］。本研究以 6 种苯乙醇苷类成分

为考察指标，采用 HPLC 法测定并比较 6 种成分在

酒蒸过程中量和质的变化情况，为今后肉苁蓉炮制

原理的进一步阐明，提供实验依据。
1 试验材料

1． 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 1200 型高效液相色谱

仪。甲醇( 上海晶纯实业有限公司) 为色谱纯，水为

双蒸水，其他试剂为分析纯。黄酒( 浙江古越龙山

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松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
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C、2’-乙酰基毛

蕊花糖苷为实验室自制 ( 利用1H-NMR、13 C-NMR、
MS 等波谱技术鉴定了化学结构) ，HPLC 检出纯度

均大于 98%。
1． 2 药材来源与炮制 肉苁蓉药材购自广州清平

药材市场，经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图雅教授鉴定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
cola Y． C． Ma 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取原药材 3
kg，切成约 3 mm 厚片，平均分成 6 份，取 1 份为生

品，40 ℃干燥，粉碎，过 65 目筛，备用; 其余 5 份分

别置不锈钢饭盒中，加入 30% 黄酒拌匀，闷润，密

闭，置蒸锅中隔水蒸制，分别蒸 4、8、12、16、20 h，取

出，40 ℃干燥，粉碎，过 65 目筛，备用。
2 方法与结果

2． 1 色谱条件 采用 Agilent TC-C18 ( 250 mm ×
4． 6 mm，5 μm) 色谱柱，柱温为室温; 流动相为甲醇

( A) － 0． 1% 甲酸( B) ，梯度洗脱( 0 min，30% A; 45
min，45%A) ，体积流量 1． 0 mL /min; 检测波长: 330
nm; 进样量 20 μL。在该色谱条件下，6 种苯乙醇苷

类成分分离度良好，见图 1。
2． 2 对照品溶液 取松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蕊

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C、2’-乙酰基毛蕊

花糖苷适量，精密称定，加 30%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松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
肉苁蓉苷 C、2’-乙酰基毛蕊花糖苷分别为 0． 169、
0． 133、0． 144、0． 127、0． 128、0． 117 mg 的混合溶液，

即得。
2． 3 供试品溶液 取各药材粉末( 65 目) 1 g，精密

称定，加 70%甲醇溶液 50 mL，密塞，称定质量，浸泡

30min后，超声提取30min，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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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 种苯乙醇苷对照品( A)、生品( B) 和制品 20 h( C) HPLC 图

1． 松果菊苷 2． 肉苁蓉苷 A 3． 毛蕊花糖苷 4． 异毛蕊花糖苷 5． 肉苁蓉苷 C 6． 2’-乙酰基毛蕊花糖苷 M． 酒蒸后增加的成分( tR = 4． 3

min)

Fig． 1 Chromatograms of six phenylethanoid glycosides mixed reference standards ( A) ，raw herbal pieces ( B) and steamed
with wine for 20 h ( C)

1． echinacoside 2． cistanoside A 3． acteoside 4． isoacteoside 5． cistanoside C 6． 2’-acetylacteoside M． new components ( tR = 4． 3 min)

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以 0． 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2． 4 线性关系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 1、
0． 2、0． 5、1、2、5 mL 置 5 mL 量瓶中，以 30%甲醇稀

释至刻度，摇匀，得不同浓度的对照品混合溶液。分

别精密吸取 20 μL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色谱峰

面积，以对照品进样量( μg) 为横坐标，峰面积值为

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各成分在各自进

样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见表 1。
表 1 6 种成分的线性关系

Tab． 1 Linear relationship of the 6 phenylethanoid glyco-

sides

化合物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 /μg
松果菊苷 Y = 941． 61X － 18． 805 0． 999 8 0． 067 6 ～ 3． 38
肉苁蓉苷 A Y = 1 361． 5X － 35． 029 0． 999 8 0． 053 2 ～ 2． 66
毛蕊花糖苷 Y = 1 276． 3X － 31． 651 0． 999 7 0． 057 6 ～ 2． 88
异毛蕊花糖苷 Y = 1 705． 9X － 42． 176 0． 999 8 0． 050 8 ～ 2． 54
肉苁蓉苷 C Y = 1 697． 3X － 41． 369 0． 999 8 0． 051 2 ～ 2． 56
2’-乙酰基毛

蕊花糖苷
Y = 1 725． 7X － 47． 858 0． 999 8 0． 046 8 ～ 2． 34

2． 5 精密度试验 准确吸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

20 μL，按上述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测定松果菊

苷、肉苁蓉苷 A、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

苷 C、2’-乙酰基毛蕊花糖苷峰面积积分值，计算

RSD 分 别 为 0． 69%、0． 55%、0． 78%、0． 73%、
0． 77%、0． 56%。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 6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生

品) 20 μL，于制备后 0、2、4、8、12 h 分别进样测定松

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
苁蓉苷 C、2’-乙酰基毛蕊花糖苷峰面积积分值，计

算 RSD 分 别 为 1． 74%、0． 28%、1． 12%、2． 33%、
2． 91%、2． 13%。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

定。
2． 7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样品( 生品) 6 份，

照 2． 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

进样 20 μL，测定计算松果菊苷、肉苁蓉苷 A、毛蕊

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C、2’-乙酰基毛蕊

花糖苷的平均值( n = 6 ) 分别为 0． 43%、0． 079%、
0． 14%、0． 11%、0． 049%、0． 039% ; RSD 分 别 为

0． 85%、1． 44%、2． 53%、2． 73%、2． 28%、2． 68%。
结果表明方法重复性较好。
2． 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 2． 7 项下已测知含量的

药材粉末( 生品) 6 份，每份 0． 5 g，精密称定，分别精

密加入一定量的 6 种对照品溶液，再以 70%甲醇补

足至 50 mL，然后按 2． 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液，进样

分析。结果见表 2。
2． 9 样品测定 分别称取肉苁蓉生品和不同炮制

时间的药材粉末 1 g，按 2． 3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测定结果见表 3。
3 讨论

3． 1 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分子结构中有酚羟基及苷

键，易发生氧化及水解而被破坏，通过对不同酒蒸时

间的肉苁蓉中苯乙醇苷类成分的测定，结果发现松

果菊苷、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 C、
2’-乙酰基毛蕊花糖苷 5 种成分随着蒸制时间的延

长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 其中 2’-乙酰基毛蕊花糖

苷降 低 幅 度 最 大，酒 蒸 16 h 时 下 降 约 77% ; 松

果 菊苷、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肉苁蓉苷C4
种成分酒蒸 20 h 也下降 50 ～ 70% ; 而肉苁蓉苷 A 在

酒蒸的前 12 h 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然后又逐渐降

低。以上结果表明，不同的成分在酒蒸一定时间后

量均降低，但热稳定性和变化趋势不完全一致，而且

可能存在其他成分向肉苁蓉苷 A 转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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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n =5)

Tab． 2 The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 n =5)

各成分
原有量

/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

RSD

/%
2． 141 2． 151 4． 264 98． 7
2． 153 2． 151 4． 205 95． 4

松果菊苷 2． 157 2． 151 4． 228 96． 3 97． 2 2． 08
2． 146 2． 151 4． 297 100． 0
2． 162 2． 151 4． 221 95． 7
0． 393 3 0． 392 4 0． 768 8 95． 7
0． 395 5 0． 932 4 0． 778 1 97． 5

肉苁蓉苷 A 0． 396 3 0． 392 4 0． 765 5 94． 1 96． 1 1． 94
0． 394 3 0． 932 4 0． 780 8 98． 5
0． 397 2 0． 392 4 0． 768 8 94． 7
0． 697 1 0． 713 0 1． 427 102． 4
0． 701 0 0． 713 0 1． 410 99． 5

毛蕊花糖苷 0． 702 3 0． 713 0 1． 395 97． 2 100． 2 2． 33
0． 698 7 0． 713 0 1． 405 99． 1
0． 703 9 0． 713 0 1． 436 102． 7
0． 547 7 0． 549 2 1． 094 99． 5
0． 550 8 0． 549 2 1． 102 100． 4

异毛蕊花糖苷 0． 551 8 0． 549 2 1． 099 99． 6 100． 5 1． 03
0． 549 0 0． 549 2 1． 108 101． 8
0． 553 1 0． 549 2 1． 110 101． 4
0． 244 0 0． 245 2 0． 477 7 95． 3
0． 245 3 0． 245 2 0． 489 3 99． 5

肉苁蓉苷 C 0． 245 8 0． 245 2 0． 479 0 95． 1 97． 4 2． 49
0． 244 5 0． 245 2 0． 481 6 96． 7
0． 246 4 0． 245 2 0． 492 6 100． 4
0． 194 2 0． 193 4 0． 386 4 99． 4

2-乙酰基毛蕊
0． 195 3 0． 193 4 0． 380 0 95． 5

花糖苷
0． 195 6 0． 193 4 0． 379 5 95． 1 98． 3 2． 89
0． 194 6 0． 193 4 0． 389 4 100． 7
0． 196 1 0． 193 4 0． 391 4 101． 0

3． 2 同时在比较生品与不同酒蒸时间的炮制品

HPLC 色谱图时发现，酒蒸后保留时间为 4． 3 min 处

有 1 新的色谱峰出现，且随着酒蒸时间的延长此色

谱峰峰面积逐渐增加，表明肉苁蓉酒蒸后不但有已

知成分量的变化，更存在内在成分质的改变，而酒蒸

后新产生成分可能是肉苁蓉炮制后补肾阳作用增强

的主要药效成分之一，其结构以及药理活性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表 3 测定结果 ( n =2)

Tab． 3 The results of sample determination ( n =2)

炮制

时间

松果

菊苷

肉苁蓉

苷 A
毛蕊花

糖苷

异毛蕊

花糖苷

肉苁蓉

苷 C

2’-乙酰基

毛蕊花糖苷
0 h 0． 43 0． 079 0． 14 0． 11 0． 049 0． 039
4 h 0． 37 0． 079 0． 11 0． 098 0． 033 0． 032
8 h 0． 34 0． 087 0． 11 0． 098 0． 033 0． 018
12 h 0． 33 0． 092 0． 097 0． 087 0． 030 0． 008 9
16 h 0． 31 0． 069 0． 077 0． 070 0． 022 0． 009 1
20 h 0． 21 0． 061 0． 042 0． 038 0． 021 —

注: 药材中 6 种成分质量分数均是扣除水分后的质量分数;

“—”含有量较低，未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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