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１９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５

·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５７０３３１，３１１７０３０７）；国家工信部项目（ＹＣ１２ＴＹ１ＱＴ０００７）；北京中医药大学自主
选题（２０１６ＪＹＢＸＳ０７１）

 ［通信作者］　魏胜利，教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定向培育及中药资源综合开发；Ｔｅｌ：（０１０）８４７３８３３４，Ｅｍａｉｌ：ｗｓｌ７４９１
＠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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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大黄８个道地产区４种功效组分（游离蒽醌类、结合蒽醌类、酚酸类和二蒽酮类）１４种活
性成分的含量和比例差异，为研究其在 “清热解毒、泻下攻积、逐淤通经”三种功效活性上的潜在优势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ＨＰＬＣ进行含量测定，利用ＳＰＳＳ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不同道地产区大黄４种功效组分含量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游离蒽醌类物质含量以铨水大黄最高，西宁大黄和河州大黄次之；结合蒽醌和二蒽
酮类成分含量以庄浪大黄最高，西宁大黄和雅黄次之；而酚酸类物质含量最高的为凉黄，西宁大黄和铨水大黄次

之。结论：结合不同成分的药理学活性，铨水大黄、西宁大黄和河州大黄在清热解毒功效上具有潜在优势，庄浪大

黄、西宁大黄和雅黄在泻下攻积功效上具有潜在优势，而同时西宁大黄、铨水大黄和凉黄在逐瘀通经功效上具有潜

在优势，上述结果对于指导大黄精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道地药材；大黄；活性成分；功效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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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中药材的代名词［１］，

有些药材同时存在多个道地产区，如白芍中的 “杭

白芍”和 “亳白芍”，大黄中的 “铨水大黄”、“庄

浪大黄”、“西宁大黄”等。对此，无法单独从 “优

质”的维度分析，因为最优质的只能有一个。因此，

笔者给出另一种解释，即：由于中药材是多功效、

多组分的复杂体系，不同道地产区的药材可能在不

同功效、不同功效组分含量上表现为不同的专长，

即：有可能分别在不同功效上表现出专长。为验证

上述猜想，本实验以多道地产区并存药材大黄为对

象，开展了研究工作。

大黄为传统的大宗中药材，来源于蓼科掌叶大

黄 Ｒｈｅｕｍ ｐａｌｍａｔｕｍ Ｌ、 唐 古 特 大 黄

Ｒｈｅｕｍ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 Ｍａｘｉｍｅｘ Ｂａｌｆ 或 药 用 大 黄
Ｒｈｅ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Ｂａｉｌｌ的干燥根及根茎［２］，具有泻下

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活血化瘀等多种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与上述功效相关的成分为结

合蒽醌类、二蒽酮类、游离蒽醌类和酚酸类物质［３］。

此外，根据历代本草关于大黄产地的记载，大黄有

８个道地产区，分别为甘肃地区的 “凉州大黄”、

“铨水大黄”、“清水大黄”、“庄浪大黄”、“岷县大

黄”和 “河州大黄”，青海地区的 “西宁大黄”和

四川地区的 “雅黄”［４］。截至目前，关于不同产地、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部分活性成分含量和指纹图谱的

差异已有部分报道［５７］，但是，基于大黄传统功效区

分功效组分系统比较不同道地产区大黄质量差异的

研究尚未报道。本文对８个道地产区大黄的４种功
效组分（包含大黄素、大黄酸、大黄酚、番泻苷 Ａ、
番泻苷Ｂ、儿茶素等１４种活性成分）的含量和比例
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对于道地药材质量评价和指导

大黄临床精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材料

实验材料为采自大黄８个道地产区的１１４份大
黄根及根茎（图１，表１），经统一干燥后作为分析样
品。样品标本经北京中医药大学魏胜利教授鉴定为

蓼科植物掌叶大黄Ｒｈｅｕｍ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Ｌ和唐古特大黄
Ｒｈｅｕｍ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ｅｘＢａｌｆ的根及根茎。

图１　大黄道地产区分布及采集地点

表１　大黄样品采集信息表

道地名称 基原 采集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样本量

雅黄 掌叶大黄 四川新龙 Ｅ１００°２５′５２８９″ Ｎ３０°５２′５４８９″ ４３６７ ５

掌叶大黄 四川小金 Ｅ１０２°２６′５０８１″ Ｎ３１°２８′０７０６″ ３０８３ ３

掌叶大黄 四川炉霍 Ｅ１００°３９′５６９１″ Ｎ３１°２３′５４５１″ ３１６６ ５

掌叶大黄 四川康定 Ｅ１０１°４５′４０８０″ Ｎ３０°１３′３６４１″ ４０７７ ５

掌叶大黄 甘肃迭部 Ｅ１０３°３９′４０６２″ Ｎ３４°０５′４１２６″ ３２２７ ４

唐古特大黄 四川松潘 Ｅ１０３°３４′５４３７″ Ｎ３２°４９′３２８４″ ３２８２ ５

唐古特大黄 四川唐克 Ｅ１０２°２７′４１７４″ Ｎ３３°２１′１１７３″ ３４４７ ４

唐古特大黄 四川德格 Ｅ０９９°１０′２８２０″ Ｎ３１°５６′４３８３″ ３９３４ ５

西宁大黄 唐古特大黄 青海久治 Ｅ１０１°３０′２９０５″ Ｎ３３°３０′３３２９″ ３６４９ ５

唐古特大黄 青海祁连 Ｅ１００°１２′５９１８″ Ｎ３８°０９′３６２５″ ２９８１ ５

唐古特大黄 青海贵德 Ｅ１０１°１４′３７３８″ Ｎ３６°１４′０４０１″ ３７２８ ７

唐古特大黄 青海同德 Ｅ１００°２７′０８０２″ Ｎ３５°０４′２３２２″ ３７２８ ６

唐古特大黄 青海达日 Ｅ０９９°４２′１５３９″ Ｎ３３°４４′３８５６″ ３９８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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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道地名称 基原 采集地点 经度 纬度 海拔／ｍ 样本量

唐古特大黄 青海玛沁 Ｅ１００°１４′５３８２″ Ｎ３４°２７′５００２″ ３７４６ ４

河州大黄 唐古特大黄 甘肃夏河 Ｅ１０２°３８′３５０８″ Ｎ３５°１０′０６４０″ ３３６０ ５

唐古特大黄 甘肃卓尼 Ｅ１０３°３０′４７４４″ Ｎ３４°３４′３３３９″ ３５５８ ５

唐古特大黄 甘肃舟曲 Ｅ１０３°２８′５９１１″ Ｎ３４°３１′５９１０″ ３０００ ５

岷县大黄 掌叶大黄 甘肃岷县 Ｅ１０４°０６′５４６９″ Ｎ３４°２３′０１８６″ ２１３６ ５

掌叶大黄 甘肃宕昌 Ｅ１０３°３９′４０６２″ Ｎ３４°０５′４０１９″ ２３３１ ５

凉黄 唐古特大黄 甘肃天祝 Ｅ１０２°５３′１７４６″ Ｎ３６°５８′３０３３″ ３０９８ ５

铨水大黄 掌叶大黄 甘肃礼县 Ｅ１０４°５２′５２１２″ Ｎ３３°５７′１６９１″ ２１３６ ５

庄浪大黄 掌叶大黄 宁夏隆德 Ｅ１０６°０７′０１６９″ Ｎ３５°３３′２８７１″ ２３５８ ３

清水大黄 掌叶大黄 陕西陇县 Ｅ１０６°３８′４５０２″ Ｎ３５°５１′１４４３″ １４４１ ３

唐古特大黄 陕西太白 Ｅ１０７°５８′３８１２″ Ｎ３３°５９′３８１２″ ２８３３ ５

１２仪器与试剂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四元泵、真
空脱气泵、自动进样器、柱温箱、ＤＡＤ二极管阵列
检测器；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ＢＰ２１１Ｄ（百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
平（上海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ＭＥＴＴＬＥＲＡＥ２４０
（十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上海梅特勒托利多仪
器有限公司）；ＫＱ５２００Ｄ超声清洗器（江苏省昆山市
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ＲＥ５２ＣＳ型旋转蒸发器（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ＦＷ１００型高速万能粉碎机（天津
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乙腈（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为色谱纯，甲醇、磷酸等
试剂均为分析纯，对照品芦荟大黄素、大黄素甲醚、

番泻苷 Ａ、番泻苷 Ｂ、儿茶素（成都普非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纯度 ＞９８％，批号分别为：１２０９２５、
１２１０２５、１２０８１５、１２０９０６、１２１２１０），大黄素、没食

子酸（成都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９８％，
批号分别为：ＭＵＳＴ１２０２２７１５、ＭＵＳＴ１３０４０１０３）；
大黄酸、大黄酚（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纯度＞
９８％， 批 号 分 别 为： １１０７５７２００２０６、 １１０７９６
２０１１１８）。

２　方法

２１色谱条件

２１１游离蒽醌类、酚酸类、二蒽酮类物质色谱条
件　色谱条件［８］：流动相为 ００５％的磷酸水溶液
（Ａ）乙腈（Ｂ），梯度洗脱程序如下：０ｍｉｎ，５％ Ｂ；
１０ｍｉｎ，１１％ Ｂ；３０ｍｉｎ，１５％ Ｂ；４５ｍｉｎ，１７％ Ｂ；
６０ｍｉｎ，２２％ Ｂ；７５ｍｉｎ，３６％ Ｂ；９０ｍｉｎ，６０％ Ｂ；
１１０ｍｉｎ，６０％Ｂ；１２５ｍｉｎ，５％Ｂ。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
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柱温４０℃；进样量１０μＬ。见图２。

注：Ａ对照品；Ｂ样品；１没食子酸；２儿茶素；３番泻苷 Ｂ；４番泻苷 Ａ；５芦荟大黄素；

６大黄酸；７大黄素；８大黄酚；９大黄素甲醚。

图２　大黄９种活性成分ＨＰＬ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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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总蒽醌类物质色谱条件　色谱条件［８］：流动

相为００５％的磷酸水溶液（Ａ）乙腈（Ｂ），梯度洗脱
程序如下：０ｍｉｎ，５０％ Ｂ；６ｍｉｎ，５３％ Ｂ；１０ｍｉｎ，

５８％ Ｂ；１４ｍｉｎ，７０％ Ｂ；１６ｍｉｎ，８５％ Ｂ；２０ｍｉｎ，
８５％Ｂ；２２ｍｉｎ，５０％Ｂ。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
长２５４ｎｍ；柱温２０℃；进样量２０μＬ。见图３。

注：Ａ对照品；Ｂ样品；１芦荟大黄素；２大黄酸；３大黄素；４大黄酚；５大黄素甲醚。

图３　大黄５种总蒽醌ＨＰＬＣ图

２２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大黄素甲醚、大黄酸、芦荟大黄素、

大黄酚、大黄素对照品适量，加甲醇溶解配置成

０１２９、０２４６、０２３４、０１６５、００４２ｍｇ·ｍＬ－１游离
蒽醌混合对照品溶液和 ０２３８、０８５２、０３４８、
０８８８、０５９６ｍｇ·ｍＬ－１总蒽醌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没食子酸、儿茶素对照品适量，加

６０％甲醇溶解配置成００９１、１０４ｍｇ·ｍＬ－１混合对
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番泻苷 Ａ、番泻苷 Ｂ对照品适量，加
６０％甲醇溶解配置成０８、０５３ｍｇ·ｍＬ－１混合对照
品溶液。

２３供试品溶液制备

２３１游离蒽醌类、酚酸类、二蒽酮类物质的供试
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大黄粉末（过６０目筛）１ｇ，
置于具塞三角瓶中，精密加入 ６０％甲醇５０ｍＬ，称
定重量，超声提取１ｈ（２００Ｗ，４０ｋＨＺ），放冷，称
重，用 ６０％甲醇补足损失的重量，摇匀，过滤
（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
２３２总蒽醌类物质的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

大黄粉末（过６０目筛）约０１５ｇ，置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甲醇２５ｍＬ，称重，加热回流 １ｈ，放冷，
称重，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精密

量取续滤液５ｍＬ，置烧瓶中，蒸干，加 ８％盐酸溶
液１０ｍＬ，超声处理２ｍｉｎ，加三氯甲烷１０ｍＬ，加
热回流１ｈ，放冷，置分液漏斗中，少量三氯甲烷洗
涤容器，并入分液漏斗中，分取三氯甲烷层，酸液

用三氯甲烷提取３次，每次１０ｍＬ，合并三氯甲烷
液，减压回收溶剂至干，残渣加甲醇使溶解，转移

至 １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摇匀，滤过
（０２２μｍ微孔滤膜），取续滤液，即得。结合蒽醌
类样品含量为总蒽醌类样品含量减去游离蒽醌类样

品含量。

２４方法学考察

２４１线性关系考察
２４１１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线性关
系考察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１０μＬ进样，以峰面积值为纵坐标（Ｙ），对照品质量
（μｇ）为横坐标（Ｘ）绘制成分标准曲线。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等，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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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回归方程

化学成分 回归方程 线性范围／μｇ·ｍＬ－１ ｒ

大黄素甲醚 Ｙ＝１６４３Ｘ＋９８７２３ ０２７５～１２９０ ０９９９９

大黄酸 Ｙ＝２１４６Ｘ＋４１１７４ ０５２５～２４６０ ０９９９４

芦荟大黄素 Ｙ＝３８７６Ｘ＋２７８８１ ０４９９～２３４０ １

大黄酚 Ｙ＝４３０３Ｘ＋２２６９６ ０３５２～１６５０ １

大黄素 Ｙ＝３１３１Ｘ＋２９０７８ ００９０～４２０ １

儿茶素 Ｙ＝１５１Ｘ－２７８６７ ４１６０～１０４００ ０９９９８

没食子酸 Ｙ＝１５９７Ｘ－３６１５６ ０６０８～９１２ １

番泻苷 Ａ Ｙ＝３４７Ｘ＋６４１１２ ６４００～８０００ ０９９９８

番泻苷Ｂ Ｙ＝３６３Ｘ－０７２１４ ４２４０～５３００ １

２４１２总蒽醌类成分线性关系考察　在上述色谱
条件下，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２０μＬ进样，以峰面
积值为纵坐标（Ｙ），对照品质量（μｇ）为横坐标（Ｘ）
绘制成分标准曲线。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等，如表

３所示。

表３　结合蒽醌类成分回归方程

化学成分 回归方程 线性范围／μｇ·ｍＬ－１ ｒ

大黄素甲醚 Ｙ＝１７７５Ｘ－１４７５３ ００１５０２４～１８７８ ０９９９

大黄酸 Ｙ＝１１１５５Ｘ＋１７０２５ ００２６６３～４２６ ０９９９９

芦荟大黄素 Ｙ＝３５８１５Ｘ＋５６７６４ ００１７４～１７４ ０９９９７

大黄酚 Ｙ＝３６４０８Ｘ＋１０８７５ ００２７７５～４４４ ０９９９８

大黄素 Ｙ＝２７１５２Ｘ＋５７３ ００２９８～２９８ ０９９９８

２４２精密度考察
２４２１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精密度
考察　精密吸取２２项下对照品溶液，按上述色谱
条件重复进样 ５次，记录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
酮类成分峰面积并计算 ＲＳＤ，分别为 １２％、
１９％、 １８％、 １５％、 ２５％、 ２１％、 １４％、
２０％、１３％，均小于３％，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４２２结合蒽醌类成分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２２
项下对照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重复进样５次，
记录５种总蒽醌类成分的峰面积并计算 ＲＳＤ，分别
为 １７％、１３％、１１％、２１％、１０％，均小于
３％，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４３重复性考察
２４３１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化学成分重
复性试验　按照２３项下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同
一样品制备５份，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记录游离

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峰面积并计算 ＲＳＤ，
分别为 １７８％、０７７％、２６９％、２１６％、１７６％、
２８８％、１３２％、２８９％、１６６％，表明重复性良好。
２４３２总蒽醌类成分重复性试验　按照２３项下供
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同一样品制备５份，按上述色
谱条件进样，记录总蒽醌类成分峰面积并计算ＲＳＤ，
分别为０６８％、２３９％、１８２％、０７４％、０８８％，
表明重复性良好。

２４４稳定性考察
２４４１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化学成

分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２３项下供试品溶液，按
上述色谱条件，分别于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ｈ进行
测定，记录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峰面

积并计算 ＲＳＤ，分别为 ２３９％、２７６％、３１３％、
２０８％、 ２８６％、 １７３％、 ２４４％、 １６７％、
２５４％，表明样品在室温下放置 １２ｈ内稳定。
２４４２总结合蒽醌类成分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
２３项下供试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分别于２、
４、６、８、１０、１２ｈ进行测定，记录总蒽醌类成分峰
面积并计算ＲＳＤ，分别为１００％、０７２％、２２１％、
０７５％、０９７％，表明样品在室温下放置 １２ｈ内
稳定。

２４５加样回收率
２４５１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化学成分加
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大黄样品６份，精密加入相应
游离蒽醌、酚酸类、二蒽酮类成分对照品，按照供

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处理，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回

收 率 为 ９９６５％、１０３２６％、１０１６８％、１０１１２％、
９８０３％、９９８０％、１０１２１％、１０１７５％、９９９８％，
ＲＳＤ 为 ２６％、１０％、２７％、１２％、１６％、
２０％、２５％、１３％、１２％。
２４５２总结合蒽醌类成分加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
大黄样品６份，精密加入相应总蒽醌类成分对照品，
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处理，按上述色谱条件进

样，回 收 率 为 ９９０３％、１０２２１％、１０１３５％、
１０１６２％、 ９７０９％， ＲＳＤ 分 别 为 １５４０％、
２４１０％、１３９９％、１３５１％、２６６６％。

２５数据分析

资料统计结果用 珋ｘ±ｓ表示，各组实验数据均采
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单因素 ＡＮＯＶＡ分析，选用
Ｄｕｎｃａｎ检验法进行组间多重比较分析，方差不齐采
用非参数检验，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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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不同道地产区大黄游离蒽醌类成分含量差异分析

不同道地产区间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

黄素甲醚和总游离蒽醌含量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

义（Ｐ＜００１）（表４）。其中，大黄酸和大黄素含量最
高的为西宁大黄，分别为（０３６６±０２３）％和（０１３±

００５）％，含量最低的为岷县大黄，分别为（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２±００１）％；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和
总游离蒽醌类成分含量最高的为铨水大黄，分别为

（０４８±０１４）％、（０２４±００６）％和（１２１±０２７）％，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按总游离蒽醌含量排序为：铨水

大黄＞西宁大黄 ＞河州大黄 ＞庄浪大黄、雅黄 ＞凉
黄＞岷县大黄。

表４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游离蒽醌类成分含量（％）

道地名称 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总游离蒽醌

雅黄 ０１７±０１２ａｂ ０２９±０１８ａ ００９±００８ａｂ ０２２±０１４ｂ ００５±００４ｃ ０８２±０３７ａｂ

西宁大黄 ０２２±０１４ａ ０３６±０２３ａ ０１３±００５ａ ０２９±０１９ｂ ０１０±０１０ｂｃ １１０±０５３ａｂ

河州大黄 ０１７±０１０ａｂ ０３６±０３２ａ ００６±００６ｂｃ ０２９±０１３ａ ００７±００５ｃ ０９５±０４８ａｂ

岷县大黄 ００８±００８ａ ００５±００２ｂ ００２±００１ｃ ０１４±００８ｂ ００３±００２ｃ ０３２±０１３ｃ

凉黄 ０１１±００４ａｂ ０１８±００４ａｂ ００６±００１ｂｃ ０２１±００６ｂ ０１４±００２ｂｃ ０７０±０１０ｂｃ

铨水大黄 ０１５±００４ａｂ ０３０±０１６ａ ００５±００４ｂｃ ０４８±０１４ａ ０２４±００６ａ １２１±０２７ａ

庄浪大黄 ０２０±００８ａｂ ０２１±０１０ａｂ ０１０±００７ａｂ ０２３±００８ｂ ００５±００５ｃ ０８０±０１７ａｂ

清水大黄 ００６±００５ａｂ ００９±０１０ａｂ ００３±００３ｂｃ ０１２±０１４ｂ ００５±００８ｃ ０７１±０１９ｂｃ

Ｆ值 ２０７ ３１１ ６０７ ３３８ ８３２ ５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不同道地产区大黄结合蒽醌类成分含量差异
分析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的芦荟大黄素苷和大黄酚苷
含量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大黄酚苷、
大黄素甲醚苷和总结合蒽醌类成分含量差异具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表５）。８个道地产区中

以庄浪大黄的大黄酚苷、大黄素甲醚苷及总结合蒽

醌含量最高，分别为（２８６±２５）％、（２１２±
１９）％和（６１３±４８０）％，不同道地产区大黄按
总结合蒽醌含量排序为：庄浪大黄 ＞西宁大黄 ＞雅
黄 ＞河州大黄 ＞凉黄 ＞清水大黄 ＞岷县大黄 ＞铨水
大黄。

表５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结合蒽醌类成分含量（％）

道地名称 芦荟大黄素苷 大黄酸苷 大黄素苷 大黄酚苷 大黄素甲醚苷 总结合蒽醌

雅黄 １４７±０９１ａｂ ０６５±０４８ａｂ ０１２±０１０ａｂ １０５±０７３ｂｃ ０９５±０５７ｂｃ ４２４±１５４ｂｃ

西宁大黄 １９０±１０５ａ ０５１±０４９ａｂｃ ０１３±０１１ａｂ １１０±０６８ｂｃ １３７±０６９ａｂ ５０２±１５４ａｂ

河州大黄 ０４１±０２８ｃ ０５０±０３３ａｂｃ ０１６±０１０ａｂ １４７±１１３ｂｃ １４４±０８１ａｂ ３９９±１８３ｂｃ

岷县大黄 ０９０±０６０ｂｃ ０１０±００６ｃ ０１０±０１１ａｂ １１８±０９４ｂｃ ０９５±０５９９ｃ ３２４±１７１ｂｃ

凉黄 ０４７±０１５ｃ ０７５±０６７ａｂ ０１３±００７ａｂ １０５±０４０ｂｃ １５２±０３９ａｂ ３９３±０８１ｂｃ

铨水大黄 ０６１±０６６ｂｃ ０９２±０２８ａ ００８±００３ｂ ０４２±０３２ｃ ０３９±０３１ｃ ２４３±０４６ｃ

庄浪大黄 ０７１±０１７ｂｃ ０２６±００６ｂｃ ０１９±０１６ａｂ ２８６±２５４ａ ２１２±１９１ａ ６１３±４８０ａ

清水大黄 ０３６±０２６ｃ ０２６±０３４ａｂ ００７±００５ａ ０８１±０９７ｂｃ ０６８±０７３ｂｃ ３３２±１６９ｂｃ

Ｆ值 ２７８ １４６ ９３７ ２６６ ３２３ ３２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不同道地产区大黄酚酸类和二蒽酮类成分含量
差异分析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儿茶素和两种二蒽酮类成分
含量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表６），其
中以凉黄儿茶素（１２４±０３２）％和总酚酸类成分
（１４５±０３５）％含量最高。二蒽酮类成分中，番泻

苷Ａ、番泻苷Ｂ含量最高的分别为凉黄和庄浪大黄，
为（０２２±００９）％、（０２５±０１４）％，而二蒽酮类
成分总量最高为雅黄，可到（０４１±０２７）％。不同
道地产区大黄按总酚酸类成分含量排序为：雅黄 ＞
凉黄＞西宁大黄 ＞庄浪大黄 ＞铨水大黄 ＞河州大黄
＞岷县大黄＞清水大黄。

·７６６·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１９卷　第５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Ｍａｙ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５

表６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酚酸类和二蒽酮类成分含量（％）

道地名称 没食子酸 儿茶素 酚酸类 番泻苷Ａ 番泻苷Ｂ 二蒽酮类

雅黄 ００８±０１２ａ ０５１±０３５ｂｃ ０６０±０３７ｂｃ ０１８±０１０ａｂ ０２２±０２２ａｂ ０４１±０２７ａ

西宁大黄 ０２１±０３８ａ ０７２±０３９ｂ ０９４±０６２ｂ ０２０±０２４ａ ０１５±００６ａｂｃ ０３６±０２５ａｂ

河州大黄 ００８±００９ａ ０６１±０２９ｂｃ ０７０±０３２ｂｃ ００９±００５ａｂ ００６±００４ｃ ０１５±００８ｂｃｄ

岷县大黄 ００１±００１ａ ０３０±０１８ｃ ０３２±０１８ｃ ００２±００１ｂ ００７±００２ｂｃ ０１０±００２ｂｄ

凉黄 ０２０±０１４ａ １２４±０３２ａ １４５±０３５ａ ０２２±００９ａ ０１４±００３ａｂｃ ０３７±０１３ａｂ

铨水大黄 ００３±００３ａ ０７３±０１３ｂ ０７７±０１３ｂｃ ０１４±０１１ａｂ ００３±００２ｃ ０１８±０１４ａｂｃｄ

庄浪大黄 ００２±００１ａ ０４５±００５ｂｃ ０４８±００４ｂｃ ００７±００６ａｂ ０２５±０１４ａ ０３３±００８ａｂｃ

清水大黄 ００４±００７ａ ０２８±０３９ｃ ０３２±０１６ｃ ００６±００６ａｂ ００６±００８ｃ ００７±００３ｄ

Ｆ值 １６４ ６５１ ６２６ ４７８ ３０７ ７８０
Ｐ值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功效组分含量和比例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表明，不同道地产区大黄１４种活性成分
除芦荟大黄素、大黄酸苷和没食子酸之外，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按化合物分类，则４种功效组分

含量之间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如对不同道地

药材按照各类功效组分含量比例作图（图４），则会
发现，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在功效组分含量比例上差

异同样具有显著性意义。根据道地药材的形成机

制［４，９］，这种差异的形成既与不同产区大黄基原和种

内地理变异有关，又与不同道地产区生态环境的差

异有关。

图４　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功效组分差异图

４２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功效组分含量和比例差异可
能导致其不同功效活性差异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大黄中游离蒽醌类成分

与其 “清热解毒”功效相关［１０１１］，结合蒽醌类成

分［１２］和二蒽酮类成分与其 “泻下攻积”功效相关，

而酚酸类成分则与其 “逐瘀通经”功效相关［１３］，因

此，不同道地产区大黄在功效组分含量和比例上的

差异，极有可能会导致其在不同功效上产生差异。

照此推论，游离蒽醌类物质含量最高的铨水大黄，

其清热解毒功效较强；蒽醌类成分和二蒽酮类成分

含量最高的庄浪大黄，其泻下作用可能最强；而酚

酸类成分含量最高的凉黄，其抗凝血作用可能最强。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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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多道地产区并立的中药材质量评价宜按照功效
组分分别评价

　　中药材是一个多功效、多组分的复杂体系，因
此，在中药材质量评价中应该根据其不同功效，从

不同功效组分维度分别评价。特别是对于多道地产

区并立的药材，极有可能是不同道地产区在不同功

效上具有不同特长。本研究发现，不同道地产区大

黄在不同功效组分含量和比例上存在丰富的分化，

因此，在中医今后用药中可以按照功效需求，分别

选择不同道地产区的药材，从而实现更为精确的对

症用药，提高中药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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