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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优选茜草饮片趁鲜切制工艺并与传统切制饮片进行比较，为茜草产地加工炮制一体化研究提供
理论依据和参考。方法：以大叶茜草素、茜草素的含量为指标，通过正交试验考察含水量、切片厚度、干燥温度对

茜草趁鲜切制饮片的影响，并与传统切制饮片进行大叶茜草素和茜草素的含量对比。结果：优选出茜草饮片趁鲜切

制工艺为干燥至含水量为２５％、切５ｍｍ段、７０℃烘干；趁鲜切制饮片大叶茜草素的含量是传统切制饮片的１４倍
左右，茜草素含量是传统切制饮片的１２倍左右。结论：优选出来的趁鲜切制工艺简单、可行，趁鲜切制饮片质量
高于传统炮制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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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茜草为茜草科植物茜草 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
的干燥根及根茎，性寒，味苦，归肝经，为临床常

用中药［１］。茜草资源分布广泛，大多为野生资源，

随着人们对茜草资源认识的提高，使其价值和市场

需求也随之增大，致使其野生资源日趋减少，近几

年河南、陕西等地不断开展对茜草的人工栽培［２］。

茜草的炮制始载于 《雷公炮炙论》中 “凡使茜根，

用铜刀于槐砧上挫，日干，勿犯铁并铅”［３］。经过历

代发展，现行的加工炮制过程是采集茜草根及根茎

晒干后作为药材，饮片生产企业再将干燥的茜草药

材 “除去杂质，洗净，润透，切厚片或段，干

燥”［１］，这种加工炮制方法存在 “二次加工”，不仅

增加成本，加大劳动量，而且茜草黏附泥土沙石干

燥后很难洗掉，长时间浸泡造成茜草中蒽醌及其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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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化合物、萘醌类等易溶于水的有效成分流失，降

低饮片的质量［４］。本实验在建立方法并多次预试的

基础上，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法，以大叶茜草素、茜草

素的含量为指标，考察不同的含水量、切片厚度、干

燥温度对茜草饮片质量的影响，确定趁鲜切制茜草饮

片的主要工艺参数，并与传统的加工炮制方法进行比

较，为茜草产地加工炮制一体化提供可行性依据。

１　材料

１１仪器

ＱＲＺＧ３００往复式切药机（杭春制药设备有限公
司）；ＤＨＧ９０７６Ａ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ＦＺ１０２微型植物试样粉碎机（北
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ＢＳＡ２２４ＳＣＷ、ＢＴ２５Ｓ
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集团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

司）；Ｗａｔｅｒｓ１５２５高效液相色谱仪、Ｗａｔｅｒｓ２４８９紫
外检测器（美国Ｗａｔｅｒｓ公司）。

１２试剂

甲醇、乙腈为色谱纯；超纯水（自制）；甲醇、

９５％乙醇、磷酸、三乙胺、盐酸均为分析纯；大叶
茜草素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１１０８８４２００６０４，供含量测定用）；茜草素对照品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ＣｏＵＳＡ，批号：１２２７７７，纯度：≥
９７％）。

１３药材

茜草于２０１６年５月采集于河南嵩县，并由河南
中医药大学生药学科陈随清教授鉴定为茜草科植物

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的干燥根和根茎。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茜草趁鲜切制工艺及样品制备

２１１正交表选择及因素水平设计　根据预试验结
果，选取含水量、切片厚度、干燥温度为茜草趁鲜

切制工艺的主要影响因素，每个因素取 ３个水平，
选用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进行设计，见表１。

表１　茜草趁鲜切制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含水量（％） Ｂ切制厚度／ｍｍ Ｃ干燥温度／℃

１ ３５ ４ ６０

２ ３０ ５ ７０

３ ２５ ６ ８０

２１２趁鲜切制工艺样品制备　鲜茜草除去泥沙和
地上部分并进行分档，取直径为０５～０８ｃｍ的茜
草根，枪水淋洗干净，称取 ９份样品，每份 ５０ｇ，
按 Ｌ９（３

４）正交试验表工艺进行切片，放入烘箱中进

行干燥，饮片编号为 １～９。
２１３传统切制样品制备　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茜草的炮制方法：除去杂质，洗
净，润透，切５ｍｍ段，７０℃干燥。

２２大叶茜草素、茜素含量测定

２２１色谱条件　色谱柱：Ｗａｔｅｒ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Ｃ１８色谱

柱（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５μｍ）；流动相：甲醇乙腈
０２％磷酸溶液（２５∶５０∶２５）；流速：１ｍＬ·ｍｉｎ－１；检
测波长：２５０ｎｍ；柱温：３０℃。该色谱条件使各主
要成分达到较好的分离，周围没有杂峰干扰且出峰

时间较早。

２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大叶茜草素对
照品３５０ｍｇ、茜草素对照品０２７ｍｇ分别置１０ｍＬ
容量瓶中，加甲醇分别制成浓度为０３５ｍｇ·ｍＬ－１、
００２７ｍｇ·ｍＬ－１的对照品溶液。
２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精密称定茜草样品粉
末（过二号筛）０５ｇ，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甲醇１００ｍＬ，密塞，称定重量，放置过夜，超声处
理３０ｍｉｎ，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
重量，摇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５０ｍＬ，蒸干，
残渣加甲醇２５％盐酸（４∶１）混合溶液 ２０ｍＬ溶解，
置水浴中加热水解３０ｍｉｎ，立即冷却，加入三乙胺
３ｍＬ，混匀，转移至２５ｍＬ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２４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对照品溶液１、３、５、７、９μＬ分别进样，以
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标准品含量（μｇ）为横坐
标，对峰面积积分值回归计算，得大叶茜草素对照

品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５００００００Ｘ－２２４５１４９，
ｒ＝０９９９９５；茜草素对照品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２６５０３２Ｘ－７６３３３，ｒ＝０９９９７０。结果表明大叶茜草
素对照品溶液的进样量与峰面积积分值在 ０３５～
３１５μｇ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茜草素对照品溶液的
进样量与峰面积积分值在００２７～０２４３μｇ范围内
线性关系良好。

２２５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在
上述色谱条件下连续进样 ５次，测定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峰面积的ＲＳＤ值分别为１９７％、１５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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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２６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在
上述色谱条件下分别在０、２、４、６、８、１２ｈ进样，
测定大叶茜草素、茜草素峰面积 ＲＳＤ值分别为
１４２％、１２２％，表明该样品溶液在１２ｈ内稳定。
２２７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茜草粉末 ５份，按照
“２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项下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分别进样，测定大叶茜草素、茜

草素峰面积ＲＳＤ值分别为１２８％、０９５％，表明实

验仪器重复性良好。

２２８加样回收试验　精密称取趁鲜加工炮制粗根
的已知大叶茜草素和茜草素含量样品 ６份，每份
０５ｇ，分别向 ６份样品中加入大叶茜草素对照品
２４９ｍｇ和茜草素对照品０４４ｍｇ，采用 “２２３项
下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制得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

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样，得出峰
面积积分值，计算其回收率。计算得大叶茜草素平均

回收率为９８６５％，ＲＳＤ值为１１１％；茜草素平均回
收率为９８７９％，ＲＳＤ值为１６０％。结果见表２。

表２　大叶茜草素、茜草素加样回收率实验
成分 称样量／ｇ 样品中量／ｍｇ 加入量／ｍｇ 测得量／ｍｇ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ＲＳＤ（％）

大叶茜茜草素 ０５００２ ２４９０４ ２４９ ４９５５７ ９９０１ ９８６５ １１１

０５００８ ２４９３４ ２４９ ４９３０９ ９７８９

０５００１ ２４８９９ ２４９ ４９８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５００２ ２４９０４ ２４９ ４９３３６ ９８１２

０５００５ ２４９１９ ２４９ ４９１１７ ９７１８

０５００６ ２４９２４ ２４９ ４９７４２ ９９６７

茜草素 ０５００７ ０４４１１ ０４４ ０８７３０ ９８１６ ９８７９ １６０

０５００１ ０４４０５ ０４４ ０８８０４ ９９９８

０５０００ ０４４０５ ０４４ ０８６５４ ９６５６

０５００３ ０４４０７ ０４４ ０８８４５ １００８７

０５００５ ０４４０９ ０４４ ０８７８２ ９９３８

０５００９ ０４４１２ ０４４ ０８７１４ ９７７７

２２９茜草趁鲜切制工艺不同样品中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含量测定　取上述９份样品按 “２２３”项下
供试品溶液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进样 ２０μＬ，按
“２２１”项下条件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３，高效液
相色谱图见图１。

表３　茜草趁鲜切制工艺样品中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含量测定结果（ｎ＝２）
试验号 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

１ ０６７３２ ００７１２

２ ０６８３８ ００７４２

３ ０６６９９ ００７０３

４ ０７２８１ ００８２１

５ ０７０２２ ００８０２

６ ０７１３３ ００７９８

７ ０７１０１ ００７９２

８ ０７４０２ ００８４０

９ ０７３２２ ００８２９

２２１０茜草趁鲜切制工艺正交试验结果　从表３中

各样品含量测定结果可以看出，大叶茜草素和茜草

素的含量相差较大，为了计算方便及数据具有可比

性和准确性，因此将正交试验中茜草素含量放大为

实测值的１０倍，大叶茜草素含量为实测值，计算结

果见表４。由茜草趁鲜切制工艺正交试验结果可知：

ⅢＡ＞ⅡＡ＞ⅠＡ，Ⅲ为Ａ因素的最优水平，表明因素

Ａ取Ａ３时大叶茜草素和茜草素含量最高，用同样的

方法比较其他二个因素水平的好坏，得出Ｂ２Ｃ２，又

有极差ＲＡ＞ＲＣ＞ＲＢ，可知因素 Ａ为影响含量的主

要因素。由表５方差分析可知因素 Ａ具有显著性，

优选结果与因素水平的分析结果一致。综上分析优

选出茜草趁鲜切制化工艺为 Ａ３Ｂ２Ｃ２，即含水量为

２５％，切成５ｍｍ段，７０℃温度干燥。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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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趁鲜切制样品图；Ｂ传统切制样品图；Ｃ对照品图；１茜草素；２大叶茜草素。

图１　高效液相色谱图

表４　茜草趁鲜切制工艺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素 实验结果

Ａ Ｂ Ｃ Ⅰ Ⅱ

含水量

（％）
切制厚度／
ｍｍ

干燥温度／
℃

大叶茜草素

含量（％）
茜草素含量

（×１０％）

１ ３５ ４ ６０ ０６７３２ ０７１２

２ ３５ ５ ７０ ０６８３８ ０７４２

３ ３５ ６ ８０ ０６６９９ ０７０３

４ ３０ ４ ７０ ０７２８１ ０８２１

５ ３０ ５ ８０ ０７０２２ ０８０２

６ ３０ ６ ６０ ０７１３３ ０７９８

７ ２５ ４ ８０ ０７１０１ ０７９２

８ ２５ ５ ６０ ０７４０２ ０８４０

９ ２５ ６ ７０ ０７３２２ ０８２９
ＫⅠ１ ２０３ ２１１ ２１３
ＫⅠ２ ２１４ ２１３ ２１４
ＫⅠ３ ２１８ ２１２ ２０８

ＲⅠ １３４６６ １３４５３ １３４５５
ＫⅡ１ ２１６ ２３３ ２３５
ＫⅡ２ ２４２ ２３８ ２３９
ＫⅡ３ ２４６ ２３３ ２３０

ＲⅡ １６５７ １６５１ １６５２

表５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方差 Ｆ值 显著性

大叶茜草素

（％）
Ａ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２ ２０７３４ 

Ｂ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５

Ｃ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０ ３２２２

误差 ００００ ２

茜草素（％） Ａ ００１８ ２ ０００９１０３２２ 

Ｂ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０ ４０４９

Ｃ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１ ８５７４

误差 ００００ ２

２３验证试验

取同批次相同规格的茜草鲜药材，按优选出

的茜草趁鲜切制工艺制备 ４份样品，按传统炮制
茜草饮片制备 ４份样品。按 “２２３”项下供试
品溶液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进样 ２０ｕＬ，按
“２２１”项下条件进行检测。结果趁鲜切制饮片
中大叶茜草素、茜素的含量均高于传统炮制饮

片。结果见表６。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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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茜草趁鲜切制饮片和传统切制饮片中大叶茜草素、
茜草素含量测定结果（ｎ＝２）
批号 大叶茜草素含量（％） 茜草素含量（％）

趁鲜切制饮片 １ ０６９７９ ００８８１

２ ０６８３８ ００８５９

３ ０７８６２ ００９０８

４ ０６９１５ ００８６２

传统切制饮片 １ ０４７５６ ００６４６

２ ０５１３７ ００７４０

３ ０５６２３ ００７６７

４ ０４３１１ ００６６１

３　讨论

由于新鲜茜草含水量较高直接切制成饮片时皮

部易脱离且断面不平整，所以本实验考察了不同含

水量对茜草切片的影响，发现当含水量高于３５％时
切片皮部易脱离、饮片断面不平整，含水量低于

１２％时切片较困难，含水量在２５％左右时饮片断面
平整且皮部不脱落，这和文献［５］报道一致。又考察

了干燥方式对切片的影响，发现自然晾晒和低温烘

制对其有效成分含量影响差别不大，所以当采收期

遇到阴雨天气时产地趁鲜切制前干燥可采用烘箱低

温烘制方式。

大叶茜草素为茜草中萘醌类化合物的主要有效

成分之一，茜草素为茜草中蒽醌类化合物主要有效

成分之一［６］。药理实验研究证明茜草中蒽醌和萘醌

类化合物均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抗炎免疫、解热镇

痛、抗血小板凝聚等药理作用［７９］。本文以大叶茜草

素、茜草素的含量为指标，通过正交试验考察含水

量、切片厚度、干燥温度对茜草趁鲜切制饮片的影

响，并与传统切片工艺进行比较，结果趁鲜切制的

茜草饮片中大叶茜草素和茜素的含量均高于传统切

制的茜草饮片，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传统炮制软化过

程中有效成分随水流失，造成了有效成分的损失。

此外茜草在产地趁鲜加工成饮片还可以减少药材储

存、运输等中间环节，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

因此建议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可以开展茜草由产地直

接加工成饮片，以保证茜草饮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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