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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金礞石红外指纹图谱的相似度!建立金礞石药材质量的红外指纹图谱评价方法$用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测定金礞石药材样品的红外光谱!以共有模式建立金礞石的对照红外指纹图谱!采用相关系

数法和夹角余弦法计算药材样品红外指纹图谱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

",

件样品中!符合.中国药典/规

定者红外指纹图谱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相关系数法#均在
#',>

以上!不符合.中国药典/规定者!其相

似度均在
#',>

以下&部分样品虽然来源符合中国药典规定!但根据传统经验鉴别认为质量较差者!其相似

度值比质量较好者要低些$金礞石的红外指纹图谱可以用于金礞石药材的质量评价!其相似度值的大小可

作为金礞石药材质量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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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礞石为矿物中药!收载于历版.中国药典/!临床上多

用于顽痰胶结!咳逆喘急!癫痫发狂!烦躁胸闷!惊风抽搐

等症(

"

)

$但就市场流通商品药材和临床应用的饮片来看!其

质量差异明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性$

而在目前!对金礞石药材的鉴定!仍然依赖于经验鉴别!缺

少具体的理化分析方法和测定指标!客观上为金礞石药材的

纷杂状况提供了存在环境$金礞石的红外吸收光谱表现为典

型的层状硅酸盐类红外光谱特征!可表征其基本化学结构和

组成(

*

)

$但不同的金礞石样品之间其红外吸收光谱的拓朴图

形大体一致!直接用金礞石红外吸收光谱特征以评价药材的

质量状况尚有一定困难$然而!药材的红外吸收光谱为其各

种成分红外吸收的叠加!具有一定的指纹性(

!

)

!因此!本研

究在金礞石药材红外吸收光谱的基础上!采用指纹图谱的分

析方法!计算药材样品红外指纹图谱与对照指纹谱的相似

度(

>

!

+

)

!以期探索金礞石的红外指纹图谱与药材质量之间的

内在联系!可望建立金礞石的红外指纹图谱评价金礞石药材

质量的方法$

"

!

实验仪器及材料

!!

美国
(:1%&02:/"#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天津天光光

学仪器厂
Fa-"*

型红外压片机!玛瑙研钵$溴化钾"光谱

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金礞石药材收集于全国各地!共
",

批!均为市售商品$

经外观性状和薄片显微鉴定及经验鉴别!其中
>

件样品不符

合.中国药典/规定!

"+

件样品符合.中国药典/规定!其中
?

件样品质量较好$见表
"

$

(9@12$

!

[*783479:

0

127*.43-:98*3.

样品编号 来源
矿物组成

主要矿物 主要伴生矿物

药材鉴

定结果"

经验鉴

别结果*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白云母
: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石英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白云母
: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 石英
: ;



!

续表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斜长石!石英!白云母
:

LH#?

蛭石化的角闪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 角闪石!长英质矿物
:

LH#.

蛭石化的石英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蛭石!白云母
: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
: ;

LH#,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黑云母!石英
: ;

LH"#

片岩 长英质矿物 黑云母
T

L/#"

片岩 长英质矿物 黑云母!白云母
T

L/#*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
:

L/#!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黑云母
:

L/#>

片岩 长英质矿物 角闪石!黑云母
T

L/#+

蛭石化的二云母片岩 黑云母 蛭石!石英!白云母
:

L/#?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白云母
T

L/#.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蛭石化的黑云母 石英
:

L/#@

蛭石化的黑云母片岩 黑云母 斜长石!石英
:

L/#,

蛭石化的片岩 蛭石 石英
:

!

"

'*

:

+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T

+不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

'*

;

+质量好$

*

!

实验方法及结果

!!

取礞石样品细粉少量!至玛瑙研钵中!加
R̂3

粉末做分

散剂!研磨均匀!取适量研细后的粉末平铺于红外压片模具

中!以
*#EW6

压力压制
"J:7

!取出!对光检视!以样片均

匀!半透光为佳$将制备好的样片置于红外光谱仪中测定红

外光谱$测定区域为
>###

!

>##1J

e"

!扫描
"?

次!分辨率
>

1J

e"

$样品扫描完成后!通过仪器自带软件扣除背景!并进

行基线校正和自动平滑处理$

金礞石样品的红外光谱如图
"

$

)*

+

%$

!

#.4-9-2A7

0

2/8-934B*

C

%&D%"*(E9)(9:79:

0

127

"

!

"#

'

LH#"

!

LH"#

!

""

!

",

'

L/#"

!

L/#,

!

!

相似度计算原理和方法

!!

以金礞石药材的整个红外光谱图为分析对象!对样品的

全谱进行了相似度分析$即在计算时!并不是以部分明显的

吸收峰作为比较对象!而是将仪器所测定的每个数据点均作

为特征值!根据各个数据点位置所对应的吸收强度值的差异

进行相似度的分析$这种计算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将不同样

品吸收峰强度和位置的差异都体现出来!所得相似度的大小

不仅反映了样品间化学成分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各自结构特

点的不同$因此!极大地提高了样品间的可比性和比较分析

的精度$

有关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的计算方法(

?-@

)

!目前常用的

有两种'一种是相关系数法!另一种是向量夹角余弦法$利

用相关系数可以确定两种属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对不同批

次样品的同种属性进行相似度比较!计算公式如下

相关系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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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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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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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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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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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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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夹角余弦法是将中药指纹谱数据视为多维空间中的

向量!使指纹谱的相似性问题转化为多维空间中的两个向量

间的相似性问题$目前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较为常见!计

算公式如下

夹角余弦
$

#

E

"

$

"

?

"

@

"

#

E

"

$

"

?

*

槡 "

#

E

"

$

"

@

*

槡 "

!!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各有特点!为了比较二者在全谱相似

度分析方面的差异!本课题中红外图谱的相似度均采用两种

方法计算$

>

!

金礞石红外指纹图谱相似度分析

G%$

!

对照红外指纹图谱的建立

在进行相似度分析之前!先以共有模式建立金礞石的对

照红外指纹图谱$选择外观性状符合.中国药典/规定!并且

经传统经验鉴定质量较好的
?

批样品'

LH#"

!

LH#!

!

LH#>

!

LH#.

!

LH#@

和
LH#,

!以其吸收强度的平均值为对照指纹图

谱的吸收强度!最终得到的红外图谱如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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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242-2./2*.4-9-2A7

0

2/8-9

34B*

C

%&D%"*(E9)(9:

G%&

!

样品指纹图谱相似度分析

将金礞石样品的红外图谱与得到的对照红外指纹图谱进

行相似度分析!分别采用相关系数法和夹角余弦法进行计

算$结果见表
*

和表
!

$

(9@12&

!

K27<187347*:*19-*8

6

34*.4-9-2A7

0

2/8-934

79:

0

127@

6

/3--2198*3./3244*/*2.8:2853A

样品" 相关系数 药材质量状态*

LH#. #',,@!

: ;

LH#" #',,.#

: ;

LH#+ #',,?*

:

LH#@ #',,+@

: ;

L/#! #',,>"

:

LH#! #',,!?

: ;

LH#, #',,#>

: ;

LH#> #',@.>

: ;

LH#* #',@+#

:

LH#? #',.,*

:

L/#. #',..?

:

L/#+ #',.?*

:

L/#* #',?+!

:

L/#, #',++.

:

L/#@ #',>,@

:

L/#" #',!?+ T

L/#> #',*!> T

L/#? #',"!? T

LH"# #',#?? T

"

'按相关系数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

'*

:

+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

T

+不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

+质量好$

+

!

结果与讨论

H%$

!

采用相关系数法进行相似度分析可用于药材质量评价

由表
*

和表
!

可以发现!用向量夹角余弦法计算相似度

时!不同样品的计算结果极为接近!且与样品的质量状况没

有明显的关系!不利于样品间的比较&而用相关系数法计算

时!其结果则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且相似度的大小与样品的

质量状况密切相关'经经验鉴定合格的样品!其红外图谱与

对照图谱的相似度均在
#',>

以上!且经经验鉴别质量较好

的
?

批样品!其相似度均大于
#',@

&经经验鉴定为伪品的
>

批样品!其相似度则小于
#',>

$可见采用相关系数法对金礞

石红外指纹图谱进行全谱相似度分析时!其结果可以准确地

反映出金礞石样品的实际质量状况!因此可用于药材的质量

评价$

(9@12?

!

K27<187347*:*19-*8

6

34*.4-9-2A7

0

2/8-934

79:

0

127@

6

852*./1<A2A9.

+

12/37*.2:2853A

样品" 向量夹角余弦 药材质量状态*

LH#" #',,,,

: ;

LH#+ #',,,,

:

L/#! #',,,.

:

LH#, #',,,.

: ;

LH#? #',,,+

:

LH#! #',,,!

: ;

LH#. #',,,#

: ;

LH#> #',,,#

: ;

L/#+ #',,@,

:

LH#@ #',,@@

: ;

L/#. #',,@@

:

L/#" #',,@+ T

L/#> #',,@! T

LH#* #',,@"

:

L/#? #',,@" T

L/#, #',,.>

:

LH"# #',,+? T

L/#@ #',,!,

:

L/#* #',,*#

:

"

'按向量夹角余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

*

'*

:

+符合.中国药典/规

定&*

T

+不符合.中国药典/规定!*

;

+质量好$

H%&

!

采用全谱分析法提高相似度分析结果准确度及样品间

可比性

目前对于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以色谱图较为常

见(

,-"*

)

$中药色谱图所反映的是药材中成分及含量的信息!

在进行相似度计算时通常先要进行谱峰匹配!然后以各色谱

峰的强度或面积为比较对象!因此其相似度的大小可以体现

出样品间化学成分和含量的差异情况$但是对于药材的红外

光谱图!其吸收峰的强度与位置不仅与化学键类型有关!还

反映了药材的结构特点$在对红外图谱进行相似度分析时!

如果按照色谱图的处理方法进行计算!则会人为造成吸收峰

信息的缺失!使得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降低!不利于

相似样品间的比较$目前中药材红外图谱的比较分析多采用

共有峰率和变异峰率双指标序列分析法(

"!

)

!主要是以吸收

峰的有无来进行相似性评价!这种分析方法适用于吸收峰较

为复杂的样品!对于吸收峰较少的样品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金礞石的红外光谱图中可以看出!其吸收图谱拓扑结构简

单!吸收峰较少!因此也不适用双峰指标法进行相似度评

价$本研究采用全谱分析法!有效地避免了以上问题!提高

了相似度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和金礞石样品间的可比性$

H%?

!

两种相似度计算方法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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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采用的两种相似度计算方法均较为简单!因此

可以利用
\_10&*#"#

的数据处理功能来实现$先通过仪器自

带软件将红外光谱数据保存为*

'H/$

+格式!然后导入到
\_-

10&

中!将吸收波数列为
\_10&

表中第一列!以后各列依次为

要计算的样品的吸收强度$由于样品的红外图谱均在相同的

实验条件下得到!因此图谱中数据的取样点和取样频率是一

致的!不须再进行谱峰匹配!可直接用于相似度计算$如样

品图谱吸收强度值所占表格为
R*

!

R.>.#

!对照指纹图谱吸

收强度值所占表格为
H*

!

H.>.#

!则用相关系数法计算相似

度时!公式为'

1%330&

"

R*

'

R.>.#

!

H*

'

H.>.#

#&采用夹角余弦

法计算相似度时!公式为'

4CJ

)

3%8C12

"

R*

'

R.>.#

!

H*

'

H.>.#

#,

4

N

32

"

4CJ4

N

"

R*

'

R.>.#

#

"

4CJ4

N

"

H*

'

H.>.#

##$对照

指纹图谱的建立也可以用
\_10&

的
6]036

[

0

函数进行计算$

K242-2./27

(

"

)

!

AM0WM63J61%

)

%0:6H%JJ:44:%7%D2M0W0%

)

&0

1

4Q0

)

C<&:1%DHM:76

"国家药典委员会#

=HM:7040WM63J61%

)

%0:6%D2M0W0%

)

&0

1

4Q0

)

C<&:1%D

HM:76W63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R0:

K

:7

[

'

HM0J:16&G78C423

5

W3044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

*

)

!

bF9;/M:-J:7

!

FPaC0-MC6

!

cPL:7

[

!

026&

"赵世民!胡岳华!徐
!

竞!等#

=HM:7040L%C376&%D976&

5

2:16&HM0J:423

5

"分析化学#!

*##>

!

!*

"

>

#'

+++=

(

!

)

!

/P(/C-

N

:7

!

bF;PSC7

!

SG(bMC

!

026&

"孙素琴!周
!

群!秦
!

竹!等#

=HM:76W62072

'

H(">>."#,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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