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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参梅养胃颗粒 "蒲公英’ 甘草’ 土木香等$ 的质量标准& 方法!<TF法鉴定蒲公英和甘草% LHTF
法定性分析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 并定量测定丹参素钠和芍药苷的含有量& 结果!<TF鉴定专属性强% 阴性无
干扰& ’ 批样品未检出蒲公英% % 批未检出甘草% * 批未检出土木香内酯& 丹参素钠和芍药苷分别在 ’&P( e(&%P#( "8
":h"P&&&$ 和 (&P"+ e%#IP*; "8":h&P+++ ($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IP"%!和 ++P;*!% KUY
分别为 "P("!和 &P%#! "4h%$& 两者平均含有量分别为 ’P(%& -8Q袋和 "#P"+" -8Q袋% 每袋含丹参和白芍不得少于
*P( -8和 +P’ -8& 结论!该方法简便准确% 专属性强% 可为参梅养胃颗粒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 而且% 统一工
艺制备的 "# 批样品均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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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梅养胃颗粒由北沙参’ 山楂’ 乌梅’ 红花’
莪术’ 土木香’ 蒲公英’ 丹参’ 甘草’ 白芍’ 当归

"" 味药组成% 具有养阴和胃功效% 用于治疗胃痛
灼热’ 嘈杂似饥’ 口咽干燥’ 大便干结% 以及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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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胃炎’ 胃阴不足型慢性胃炎’ 各种胃部不适等
症)"* & 目前% 该制剂的质量标准仍局限于理化鉴
别% 项目简单% 水平低下% 无法控制其质量% 导致
各生产厂家的产品在质量上相差迥异% 市场上鱼龙
混杂& 因此% 有必要建立规范严谨的参梅养胃颗粒
质量检测方法及质量标准% 对全国各厂家生产的产
品进行质量统一要求&

参梅养胃颗粒为国家中药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
目录品种% 本实验在上述背景下% 建立了对蒲公
英’ 甘草定性鉴别的 <TF法% 土木香进行定性鉴
别的LHTF法% 以及丹参素和芍药苷 # 种含有量较
高的成分同时测定的LHTF法& 此外% 在各厂家对
制成总量’ 制法工艺’ 得膏率多次反馈意见的基础
上进行统一% 提出了该制剂通用’ 具有可控性的质
量标准&
HI仪器与试药

岛津 TF)#&GD色谱仪( G8/04A6"#%& 色谱仪(
<14‘-:V/514‘YS]N,f色谱仪( Û)I#&超声仪"I#& J’
’& L?$( FHG##’U’ DU#"U电子天平 "德国 U.‘6:‘/)
@5公司$( Ef( 电子天平 "瑞士 E46604‘<:04Z:公
司$( <M"%)JU台式高速离心机 "长沙湘仪离心机
仪器有限公司$( 瑞士 F.-.8G@6:-.6/9<TFU.-)
C04‘’ 点样仪( <TFc/5@.0/?4‘薄层成像系统&

甘草 "批号 "#&+&’)#&"*";$’ 蒲公英 "批号
"#""+()#&&+&#$’ 丹参素钠 "批号 ""&;(()#&"*""%
含有量"+;P"!$’ 芍药苷 "批号 ""&I’%)#&""&;%
含有量" +’P+!$’ 土木香内酯 "批号 ""&I%&)
#&"#&+% 含有量"+;P’!$% 异土木香内酯 "批号
""&I%")#&&#&’$ 对照品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甲醇’ 乙腈为色谱纯( 水为纯化水( 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 共收集到 % 个厂家 "编号 Ge
V$ ** 批样品% 具体见表 "& 土木香’ 蒲公英’ 甘
草’ 白芍’ 丹参阴性样品均由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JI方法与结果
#P"!<TF鉴别
#P"P" ! 蒲公英)#)** ! 取样品 "批号 "’&*&#’
#&"’&"#*’ #&"’&’&#’ #&"(&#&(’ "(&*&" $ *& 8%
研细% 加氯仿 "#& -T% 超声 *& -/A% 滤过% 滤液
蒸干% " -T氯仿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蒲
公英 &P( 8% 同法制备% 加甲醇 ( -T溶解% 作为对
照药材溶液& 按照 /中国药典0 #&"& 版附录3 D%
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 e#& "T% 点于同一硅胶 M
薄层板上% 以石油醚 "%& e+& j$ )苯)乙酸乙酯

!! 表 HI样品信息
/01NHI=+%"O40(#"+"%30472&3

编号 单位 批号 规格 备注
" G "*&+&; 无糖型 ( 8
# "*&+&+ 无糖型 ( 8 ( 8Q袋%服法与用量同有糖型
* "*&+"& 无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8Q袋%" 袋Q次%* e’ 次QZ
% "*&+"I 有糖型 "% 8
I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D "’&*&" 有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 F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I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Y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 , "’&#&" 有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 "’&*&"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
#I #&"’&"&*有糖型 "% 8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V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 有糖型 "% 8统一工艺

"( o" o"$ 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 晾干% 置紫外光
灯 "*%( A-$ 下检视%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供
试品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处% 显示出相同
颜色的红色主斑点% 缺蒲公英阴性样品无相应斑
点& 同时% 有 ’ 批样品 "批号 "*&+&;’ "*&+&+’
#&"’&"#"’ #&"’&"#*$ 未检出蒲公英% 而统一工艺
后的 "# 批样品全部检出&
#P"P#!甘草)’*!取样品 "批号同 +#P"P", 项$
"( 8% 研细% 加乙醚 (& -T% 加热回流 " 1% 过滤%
药渣加甲醇 *& -T% 再加热回流 " 1% 过滤% 滤液
蒸干% 残渣加水 ’& -T溶解% 正丁醇提取 * 次% 每
次 #& -T% 合并正丁醇液% 用水洗涤 * 次% 每次
*& -T% 蒸干% 残渣加甲醇 # -T溶解% 作为供试
品溶液& 另取甘草 " 8% 同法制备% 加甲醇 ( -T溶
解% 作为对照药材溶液& 按照 /中国药典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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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阴性样品!* eI$供试品!;$蒲公英
" k#$A48.6/B45.-C045!* kI$5.-C045!;$=>:>G>’3W1:N>

图 HI蒲公英/C<图谱
P#,NHI/C<’*O"40(",O04"%-3?3!3’9A=?/3

版附录3 D% 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 "T% 点于同
一硅胶M薄层板上% 以氯仿)甲醇)水 "*& o"& o"$
为展开剂展开% 取出% 晾干% 喷以 "&!硫酸乙醇
试液% "&( j加热至斑点清晰% 在日光下检视% 结
果见图 #& 由图可知% 供试品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
应的位置处% 显示出相同颜色的黄色斑点% 缺当归
阴性样品无相应斑点& 同时% 有 % 批样品 "批号
"’&*&"’ "’&*&#’ "’&’&"’ #&"’&’&"’ #&"’&’&#’
#&"’&#&*$ 未检出甘草% 而统一工艺后的 "# 批样
品全部检出&
#P#!土木香 LHTF法鉴别#*$ !取样品 "批号
"’&#&#$ *& 8% 研细% 加氯仿 "#& -T’ 浓氨水
’ -T% 密塞% 超声 *& -/A% 滤过% 滤液挥干% 残
渣加甲醇 " -T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土木
香内酯’ 异土木香内酯对照品% 加甲醇制成每
" -T含 &P" -8相应成分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色谱条件)(*为填充剂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流动相乙腈)&P"!磷酸水溶液 "(& o(&$( 检测波
长 ##( A-& 分别吸取上述两种溶液 #& "T% 注入液
相色谱仪% 结果见图 *& 同时% 有 * 批样品 "批号
#&"(&%""’ #&"(&%";’ #&"(&%#&$ 仅检出异土木香
内酯&
#P*!LHTF法#%)+$测定丹参素钠! 芍药苷含有量
#P*P"!提取条件的选择
#P*P"P"!提取方法!精密称取供试品 " 8% 置于具
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甲醇 #( -T% 密塞% 称
定质量% 超声 "I#& J’ ’& RL?$ 与加热回流分别
提取 ’( -/A% 取出% 放冷% (&!甲醇补足减失的质

" e#$阴性样品!* eI$供试品!;$甘草
" k#$A48.6/B45.-C045!* kI$5.-C045!;$$"<’<::.3D>1I>23G

46I.3D/%>

图 JI甘草/C<图谱
P#,NJI/C<’*O"40(",O04 "%$*6’6??89;3=:3B9! &(:89&

;4%3

"$异土木香内酯!#$土木香内酯
"$/5:.0.A6:0.96:A4!#$.0.A6:0.96:A4

图 KI土木香?UC<色谱图
P#,NKI?UC<’*O"40(",O043"%)#C*3=:3B9!

量% 摇匀% 离心 ""& &&& ‘Q-/A$ "& -/A% 取上清
液& 精密吸取 "& "T% 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 结
果% 两种方法提取效果差异不大% 从操作角度考
虑% 选择超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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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提取时间!精密称取供试品 " 8% 置于具
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甲醇 #( -T% 分别超声
*&’ ’(’ %& -/A "I#& J’ ’& RL?$% 取出% 放冷%
(&! 甲 醇 补 足 减 失 的 质 量% 摇 匀% 离 心
""& &&& ‘Q-/A $ "& -/A% 取上清液& 精密吸取
"& "T% 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 结果% 丹参素钠’
芍药苷峰面积随提取时间增加无显著变化% 故选择
提取时间为 *& -/A&
#P*P"P*!提取溶剂!精密称取供试品 " 8% 共 *
份% 置于 * 个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
(&!’ I&!甲醇 #( -T% 相应溶剂补足减失的质
量% 摇匀% 离心 ""& &&& ‘Q-/A$ "& -/A% 取上清
液& 精密吸取 "& "T% 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 结
果% 丹参素钠峰面积随提取溶剂变化无显著变化%
而芍药苷峰面积在 (&!甲醇中高于其他两种溶剂%
故选择 (&!甲醇作为提取溶剂&
#P*P"P’!料液比!精密称取供试品 " 8% 共 % 份%
置于 % 个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甲醇 (’
"&’ "(’ #&’ #(’ (& -T% 密塞% 称定质量% 超声
*& -/A "I#& J’ ’& RL?$% 取出% 放冷% (&!甲醇
补足减失的质量% 摇匀% 离心 ""& &&& ‘Q-/A$
"& -/A% 取上清液& 精密吸取 "& "T% 注入液相色
谱仪测定% 结果见图 ’& 由图可知% 芍药苷在
#( -T溶剂量时峰面积减少% 而丹参素钠峰面积随
溶剂量增加而增加% 故选择 #& -T作为最佳溶剂
量% 此时料液比为 " o#&&

图 TI料液比考察结果
P#,NTI;&3.2(3"%3"2#!82#c.#!O0(#" (&3(3

#P*P#!色谱条件!Y/R-.H0.6/5/0]YU 色谱柱
"( "-% #(& --g’P% --$( 流动相为甲醇o乙腈
"# o"% G$ )&P"!磷酸水溶液 "D$% 梯度洗脱
"& e"% -/A% +! G( "% e’& -/A% #"! G$( 柱温
*& j( 检测波长 #*& A-( 体积流量 " -TQ-/A&
#P*P*!溶液的制备
#P*P*P"!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丹参素钠’ 芍药

苷对照品适量% 加 (&!甲醇制成每 " -T分别含
#&’ #( "8相应对照品的混合溶液% 即得&
#P*P*P#!供试品溶液!取样品 "批号 #&"’&""+$
研细% 精密称取 " 8%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
入 (&! 甲醇 #& -T% 密塞% 称定质量% 超声
"I#& J’ ’& RL?$ *& -/A% 放冷% (&!甲醇补足减
失的质量% 摇匀% 离心 ""& &&& ‘Q-/A$ "& -/A%
取上清液% 即得&
#P*P*P*!阴性样品溶液!取不含丹参’ 白芍的阴
性样品% 再按 +#P*P*P", 项下方法制备% 即得&
#P*P’!方法学考察
#P*P’P"!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批
号 #&"’&""+$ "& "T% 连续测定 % 次% 测得丹参素
钠’ 芍药苷峰面积 KUY分别为 &P’!’ "P;!
"4h%$%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P*P’P#!专属性试验!取对照品’ 供试品和阴性
样品溶液各 "& "T% 注入 LHTF色谱仪测定% 结果
见图 (% 表明阴性样品对检测无干扰&

"$丹参素钠!#$芍药苷
"$5.0B/.A/9.9/Z G5:Z/@-!#$C.4:A/20:‘/A

图 ]I专属性试验结果
P#,N]I;&3.2(3"%37&’#%#’#(6 (&3(3

#P*P’P*!线性关系试验!分别精密吸取丹参素钠’
芍药苷对照品溶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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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X$% 峰面积为纵坐标
"b$ 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 可知两种成分在各自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表 JI回归方程和线性范围
/01NJI;&,O&33#"+&c.0(#"+30+!2#+&0OO0+,&3

成分 回归方程 : 线性范围Q"8
丹参素 bh# *%’P#Xp’ I+(P* " ’&P( e(&%P#(
芍药苷 bh# ;+*P;Xk%& "’& &P+++ ( (&P"+ e%#IP*;

#P*P’P’!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同一份供试品溶
液 "批号 #&"’&""+$%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于 &’ ’’
;’ "#’ "%’ #&’ #’ 1分别进样& 结果% 丹参素钠’
芍药苷峰面积 KUY分别为 &PI!’ "P"! "4 hI$%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 1内稳定&
#P*P’P( ! 重 复 性 试 验 ! 取 同 一 批 " 批 号
#&"’&""+$ 样品% 按 +#P*P*P", 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定% 平行 % 份& 结
果% 丹参素钠’ 芍药苷含有量 KUY分别为 &P’!’
"PI! "4h"#$%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P*P’P%!加样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样品 % 份%
每份 &P( 8% 精密加入含丹参素钠 "P("I "8Q-T’
芍药苷 *P&’# "8Q-T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 -T% 挥
干& 按 + #P*P*P" , 项下方法制备% 精密吸取

"& "T% 注入LHTF色谱仪中测定& 结果见表 *&
表 KI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MZ&

/01NKI;&3.2(3"%O&’"Q&O6 (&3(3$#MZ&

成分
原有量Q

-8
加入量Q

-8
测得量Q

-8
回收率Q

!
平均回收率Q

!

KUYQ

!
丹参素 &P#"* * &P#&& + &P’"& * +;P&% +IP"% "P("

&P#"* ’ &P#&& + &P’&+ % +IP%*
&P#"* * &P#&& + &P’"" ( +;P%I
&P#"* * &P#&& + &P’"& " +IP+’
&P#"* ’ &P#&& + &P’&( ’ +(P(;
&P#"* ’ &P#&& + &P’&’ ’ +(P&I

芍药苷 &P#;( I &P#*; # &P(#’ % "&&P*( ++P;* &P%#
&P#;( ; &P#*; # &P(#* ; ++P+#
&P#;( I &P#*; # &P(#" + ++P#"
&P#;( I &P#*; # &P(#( * "&&P%*
&P#;( ; &P#*; # &P(#" I ++P&%
&P#;( ; &P#*; # &P(#* ’ ++P;&

#P*P’PI!耐用性试验)"&*!比较 * 根不同品牌的高
纯度硅胶键合F";柱% 即J.64‘5Ua--46‘a"’P% --g
#(& --% ( "-$’ U1/54/Z:G\ "’P% --g#(& --%
( "-$’ Y/R-.]YU "#(& --g’P% --% ( "-$&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 "批号 #&"’&""+$% 分别于上
述色谱柱中进样测定& 结果% 供试液均有较好的分
离度% 丹参素钠’ 芍药苷含有量 KUY " 4h*$ 分
别为 "P’"!’ "P";!& 具体见表 ’&

表 TI不同色谱柱耐用性试验结果 $4,Y,% #MK&
/01NTI;&3.2(3"%!.O01#2#(6 (&3(3%"O!#%%&O&+(’"2.4+3$4,Y,% #MK&

成分
色谱柱

J.64‘5Ua--46‘aF"; U1/54/Z:G\ Y/R-.]YU
平均值 KUYQ!

丹参素钠 &P’*( # &P’*’ " &P’#’ # &P’*" " "P’"
芍药苷 &P(*I & &P(#’ + &P(#; # &P(*& & "P";

!!另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批号 #&"’&""+$% 分别
用 * 种不同品牌色谱仪实验% 即岛津 TF)#&GD’
G8/04A6"#%&’ <14‘-:V/514‘YS]N,f% 用 J.64‘5
Ua--46‘aF";柱 "’P% --g#(& --% ( "-$ 进样

测定& 结果% 供试液在不同品牌色谱仪上均有较好
的分离度% 丹参素钠’ 芍药苷含有量 KUY "4 h*$
分别为 "P;#!’ "P((!% 具体见表 (&

表 ]I不同仪器耐用性试验结果 $4,Y,% #MK&
/01N]I;&3.2(3"%!.O01#2#(6 (&3(3%"O!#%%&O&+(#+3(O.4&+(3$4,Y,% #MK&

成分
仪器

岛津TF)#&GD G8/04A6"#%& <14‘-:V/514‘YS]N,f
平均值 KUYQ!

丹参素钠 &P’’’ * &P’*( # &P’#; ( &P’*% & "P;#
芍药苷 &P("; ’ &P(#’ + &P(&+ & &P("I ’ "P((

#P*P’P;!理论塔板数的确定 "表 %$ !最终确定%
丹参素钠"% "I;’ 芍药苷""( I’+% 理论塔板数按
丹参素钠峰计算% 应不低于 ( &&&&
#P*P(!含有量测定!取 ’ 个厂家 "# 批样品 "均为
有糖型$% 按 +#P*P*P",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 精密吸取 "& "T% 注入 LHTF色谱仪中测定%
结果见表 I&

KI讨论
*P"!检测指标的确定!采用 LHTF)YGY法% 流动
相选择 (!e+&!乙腈进行梯度洗脱% 采集极性范
围较宽的成分信息& 结果% 信号较高的色谱峰有丹
参素钠’ 丹酚酸D’ 芍药苷% 由于丹酚酸D在不同
洗脱条件下均于右侧有干扰% 故选择丹参素钠和芍
药苷作为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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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ZI理论塔板数
/01NZI/*&"O&(#’02720(&+.41&O3

成分
色谱柱"G8/04A6"#%& 色谱仪上$ 色谱仪"J.64‘5Ua--46‘a色谱柱上$

J.64‘5Ua--46‘a U1/54/Z:G\ Y/R-.]YU 岛津TF)"&GD G8/04A6"%&& <14‘-:V/514‘YS]N,f
丹参素钠 "# I&; "* ;%& % "I; "# #’; "# I+" "" ;I%
芍药苷 ’* ;I# *’ %"; "( I’+ ’% ";% ’’ %*# ’( &+&

表 dI含有量测定结果
/01NdI;&3.2(3"%’"+(&+(!&(&O4#+0(#"+

单位 批号
丹参素钠Q

"-8-袋 k"$

平均值Q

"-8-袋 k"$

芍药苷Q

"-8-袋 k"$

平均值Q

"-8-袋 k"$
G "(&*&" ’P%’" & "’P;’& (

"(&*&# ’P%#I # ’P%;I % "’P%II ; "’P+%’ ;
"(&*&* ’PI+’ ; "(P*I% "

F #&"(&%"" ’P*;% I ""P%(" (
#&"(&%"; ’P*"( + ’P*"’ # ""P*I# ’ ""P*’; &
#&"(&%#& ’P#’& " ""P&#& &

, #&"(&#&" *P"I; % "#PI;+ "
#&"(&#&# *P*(% I *P#%( # "#P+#( & "#P;I( (
#&"(&#&* *P#%& ’ "#P+"# (

V "(&’&" %P&&* # +P(+I +
"(&’&# (P;%I % (P+I’ " +P’%’ # +P(I’ #
"(&’&* %P&(" % +P%%& %

*P#!色谱条件的选择!通过YGY检测% 丹参素钠
和芍药苷均在 #&& A-波长处有末端吸收% 但易产
生杂质干扰& 由于丹参素钠在 #*&’ #;& A-% 芍药
苷在 #*#’ #I’ A-波长处有吸收% 为兼顾两者的灵
敏度和分离效果% 故选择 #*& A-作为检测波长&
*P*!含量测定限度的制定!根据统一工艺后 ’ 个
厂家 "# 批样品的数据 "有糖型 "% 8Q袋% 无糖型
( 8Q袋$% 丹参素钠平均含有量为 ’P(%& -8Q袋% 芍
药苷为 "#P"+" -8Q袋& 根据 * 家厂家提供的白芍
和丹参药材中丹参素钠和芍药苷含有量测定的结
果% 两者的平均实际转移率)""* )丹参素钠转移
率h "成品中丹参素钠含有量Q"%$ Q"丹参药材
中丹参素钠含有量 gI&Q" &&&$% 芍药苷转移率 h
"成品中芍药苷含有量Q"%$ Q"白芍药材中芍药苷
含有量g;IP(Q" &&&$* 分别为 " "I%! "丹参素可
由丹参中其它成分在受热时转化而来)"#* $ 和
#;!& 如果按药典规定白芍的最低 "P#!投料% 则
芍药苷限度为 *P; -8Q袋& 但企业实际使用的白芍
中% 芍药苷含有量均较高 "不低于 *P&!$% 如按
照此含有量制定限度% 则数值为 +P’ -8Q袋% 丹参
素钠限度相应为 *P( -8Q袋& 最终规定% 本品每袋
含丹参以丹参素钠 "F+L+N.]( $ 计% 不得少于
*P( -8( 含白芍以芍药苷 "F#*L#;]"" $ 计% 不得
少于 +P’ -8&

*P’!丹参素钠转移率过高的探讨!文献 )"** 报
道% 丹参含有多种酚酸类成分& 其中% 丹参素为咖
啡酸的水解产物 *% ’)二羟基苯基乳酸% 迷迭香酸
为咖啡酸与丹参素酯化缩合而成% 原紫草酸由 # 分
子咖啡酸缩合后再继续与 " 分子或 # 分子丹参素缩
合形成紫草酸和紫草酸乙% 其他寡聚咖啡酸类化合
物结构中也都含有丹参素单元& 由于参梅养胃颗粒
采用水煎煮的制法工艺% 在加热条件下可水解成丹
参素% 使其含有量增加% 故本实验测定的不是药材
中本身的游离的丹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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