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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酒中中药材成分指纹图谱构建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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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竹叶青酒中中药成分指纹图谱构建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对中药材质量控制的传统方法和现代仪器分

析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竹叶青酒中中药成分指纹图构建的程序和常见方法；阐述了竹叶青酒中药材指纹图

谱在实际生产中的具体应用和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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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酒曾被国家卫生部连续 3 次颁发“中国名酒”
称号。其酒体稳定，金黄微翠，清澈透明，药材芳香并兼有

汾酒清香。 其诸香和谐，入口甜、落口绵、醇厚爽口、余味

悠长，酿造历史悠久。适量饮用具有疏气、活血、润肝健脾

之功效。 竹叶青酒用 10 余种名贵中药材精制而成，集现

代保健酒生产技术生产， 对其指纹图谱的构建可用以指

导生产。

1 竹叶青酒指纹图谱构建的重要性

1.1 保健酒市场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消

费者的保健意识逐步增强，消费观念的转变、文化品位的

提升，使常规消费逐步走向健康消费和理性消费。这就需

要促进竹叶青酒的品牌文化发展和加强技术创新， 从而

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的人性化，满足消费需求，推动保健

酒发展。
1.2 保健酒企业发展的要求

保健酒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展和革新， 竹叶

青酒作为中国保健酒的典范， 肩负着未来保健酒行业的

发展重担。 发展过程必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继承传统，

结合现代。 合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新的分析方法,使新

产品的开发具体化,体现新产品与传统产品的差异化。 使

酒体的色、香、味最优化，各项技术、理化、卫生指标合法

化。
以前许多消费者认为， 将有保健作用的药材直接浸

泡于酒中,就能起到饮酒保健的功能,其实这是错误的,现
代保健酒与传统药酒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现代保健酒

通过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规范的生产流程,利用萃取、热回

流、浸渍、渗漉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按比例提取各种药

材中的有效成分，制备成安全、营养、高效的养生保健酒。
此外， 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保健酒的生产要更加规范、合

理。 2005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强

制要求保健酒生产企业必须通过 GMP 认证后才能生产

和销售。
1.3 符合可持续发展策略

优质竹叶青酒生产自然离不开上好的中药材。 由于

中药材质量生产工艺的不稳定， 加上目前我国中药材的

质量控制很不完善，药材中有机化合物成分比较复杂。一

般仅对其中某一有效成分进行指标性的定量控制， 少数

连定量控制都没有，加之某些人为谋取暴利，用劣质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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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配制并偷工减料，在检测中一般难以发现。 所以，近

年来， 指纹图谱技术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控制中药材或天

然药物质量的最有效的分析检测手段。
指纹图谱在中药材质量控制中有着广泛的作用，它

可以用来鉴别真伪，区分优劣，区分不同产地、采收时间、
炮制方法和同种药材的用药部位。 控制产品批间质量差

异，评价工艺的合理性。这些对于地道药材的确定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指纹图谱在竹叶青酒生产工艺中的

应用也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通过指纹图谱的反

馈对原料仓储管理进行改进； 要求原料内在质量优质且

稳定；解决不同批次间药材质量差异；切实保证生产过程

中操作的一致性，达到结果一致性，最终保证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 在不浪费资源和能源的条件下使各个环节都能

达到有的放矢，既节约人力和财力，又为企业提高了经济

效益。

2 中药材质量控制

2.1 传统中药材质量控制

传统的中药质量控制主要以经验为基础， 多是以药

材的形状、大小、颜色、味道、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等特征

鉴别药材的真伪， 后来逐渐发展了一些简单的理化鉴定

方法。
2.1.1 性状鉴别

根据药材的色、气、味、表面特征、质地、断面、火烧、
入水等特性判断。 如：形状大小不同的药材，往往有其独

特的外形和大小；各种药材有自己独特的颜色；含有挥发

性物质的药材大都有特殊气味； 看药材的表面是光滑或

粗糙，有无皱纹、皮孔或毛茸，并据此进行鉴别；听药材有

无声响，看有无粉尘，断面是否平坦、或显纤维性，颗粒

性、裂片状、有无胶丝、可否剥皮、有无放射性纹理等；入

水、火烧及其简单的理化方法；荧光鉴别时，利用中药材

所含有的某些成分可在紫外或可见光下产生一定颜色的

荧光进行判断。
2.1.2 显微鉴别

根据植物组织结构， 根据不同的用途把药材进行切

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2.1.3 理化鉴别

物理定性：如密度、旋光性、熔点等，通过这些数据来

区别药材的优劣，这种方法对于挥发性油类、油脂类、树

脂类、液体类药材的真实性和纯度的鉴别有特别的意义。
化学定性： 利用化学试剂与药材的一些特殊组分发

生化学反应，产生特殊的气味、颜色、沉淀和结晶状态等

来鉴别中药材的真伪。
化学定量分析：揭示有无某种成分，如需了解某含量

是否符合药用标准，则必须做含量测定，可参考中国药典

2005 版的相关方法。
常见的性状鉴别方法还有：染甲鉴别、对光照视法、

酒浸试验、结晶试验、熔化试验、手搓鉴别等。
综上所述，由于中药材成分比较复杂，无法对其各成

分逐一鉴别， 而只能利用某类别成分具有的特殊化学反

应特征来大致判断其性质。 由于不少中药材含有共同的

化学成分， 因而这种较缺乏选择性的化学鉴别法只能是

一种辅助手段，更谈不上精确性和系统性。
2.2 现代中药材质量控制

指纹图谱作为中药材的质量控制方法， 已成为目前

的国际共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中药材走向世

界的关键。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主动吸收国际上这

方面已有的成果，建立符合本企业产品（竹叶青酒）特色

的指纹图谱质量控制体系， 积极推动保健酒企业的现代

化进程。
2.2.1 指纹图谱的构建程序

构建指纹图谱的主要步骤包括样品采集、 方法建

立、数据分析、样品评价和方法检测。主要的构建程序见

图1。

2.2.2 指纹图谱的构建方法

为保证竹叶青酒中各个有效成分含量的准确性和稳

定性，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构建图谱的方法。
2.2.2.1 紫外光谱法（UA）

紫外光谱主要用于化合物结构的鉴定和含量的测

定。由于中药材中所含成分的不饱和度是有区别的，其滋

味吸收曲线的形状、峰位、峰强均有所不同，因此，可以用

该方法来鉴别。 但是紫外光谱是电子光谱， 形状变化不

大，有时不同的化合物有相似的图谱，专属性差。所以，紫

图 1 指纹图谱构建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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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谱法较少用于指纹图谱的构建。
2.2.2.2 红外光谱法

红外谱法是鉴别化合物和确定物质分子结构的常用

手段之一。 对单一组分或混合物各组分也可以进行定量

分析，尤其是对一些较难分离并在紫外区、可见光区找不

到明显特征峰的样品，可以方便、迅速地完成定量分析。
红外光谱在中药材的鉴别与质量监控中有着诸多的

优点。 首先，由于中药材是一个复杂体系，体系中所含相

应的各种基团谱峰的叠加，混合物组成的变化，都将导致

分子光谱整体谱图的变化，因此，便构成了谱图的宏观指

纹性。利用这种宏观指纹性，可以直接或稍作数学处理就

可以进行中药材的鉴定与质量控制。其次，对样品的要求

比较低，不必寻找标准品等；且对样品无损伤，不破坏原

状态，就可进行无损质控。 还有可操作性强，操作过程简

单，仪器通用的特点。
红外光谱技术强调中药材的整体性， 不丧失其原本

性、配伍性。以综合的、宏观的、现行的分析理念和质量控

制模式来评价药材的真伪优劣，以一定的量化指标（药材

的特征峰峰强比）评价药材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基本能解

决质量标准化的问题。 为药材的内在质量提供了一个宏

观可控而且适用性很强的监控方法。
2.2.2.3 发光分析法

发光分析法是因为中药材中大都含有发光性组分而

具有特征性的荧（磷）光光谱。 发光分析技术主要用于中

药材的鉴别，在质量控制上的应用还不是很多。
2.2.2.4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是一种具操作简便、分离速

度快、 分离效率高和检测灵敏度高等优良性能的液相色

谱体系。 在中药材的质量控制中，其具有图谱分辨率高、
重现性好、 受外界影响因素小、 可以同时在线监测等优

点。
2.2.2.5 薄层色谱法（TLC）

薄层色谱法（TLC）是一种与柱色谱分离技术互补的

经典的平面色谱方法，由于它具有多路柱效应、样品的静

态检测及灵活的色谱衍生化等特点。 主要对被分离物质

的性质没有限制，使用范围较广，样品的分析时间短；展

开剂组分方便，不受检测器的限制；在色谱上可根据被分

离化合物的性质选择多种检测方法进行定性或定量，并

且可以重复使用。得到的色谱图可以通过扫描永久保存；
当吸附剂高效化定量分析仪器化、自动化后，提高了薄层

色谱的分辨率及重现性。

2.2.2.6 质谱法（MS）
中药材中各成分分子在质谱仪中被裂解为不同碎

片，成分不同则其图谱显示的碎片峰也不同，因而可用于

鉴别中药化学成分。但是质谱一般都和色谱联用，常见的

有 GC-MS、HPLC-DAD-MS、 HPLC-UA-MS、LC-MS、
HPLC-MS 等。
2.2.2.7 气相色谱（GC）

气相色谱法是在适当的固定相做成的柱管内， 利用

气体作为移动相，使试样在气体状态下展开，在色谱柱分

离后，各种成分先后进入检测器，用记录仪记录色谱图。
主要用于挥发性、 极性较小的成分或衍生化后可挥发成

分的检测，但只能分析低沸点的物质。
以上几种方法是建立指纹图谱的常规方法， 通过相

互利用、相互协调。 通过对竹叶青酒指纹图谱的建立，以

后还可以为白玉汾酒、玫瑰汾酒、黄酒、啤酒的研发和生

产奠定良好基础。

3 竹叶青酒中中药材指纹图谱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优秀品牌应该有卓越品质。 通过指纹图谱在竹叶青

酒生产工艺中的应用可以让品质有一个可靠的保证。 指

纹图谱的应用会在汾酒集团今后的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

规划， 特别是对竹叶青保健酒基地将来的发展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指纹图谱的建立在具体的实践生产中的具

体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竹叶青酒生产原料的质

量优劣、真伪鉴别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通过指纹图谱测定

每批药材中的主要有效成分的含量； 通过指纹图谱与实

际药材有效含量的比对，最终确定投料比；可以弥补以前

按传统、粗放、简单操作带来的缺陷。 从而使生产出来的

每批竹叶青酒达到质量稳定和有效成分的均一， 同时为

以后新品的研发和生产提供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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