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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二至丸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方法　 该药物 ６０％ 甲醇提取液的分析采用 Ｓｙｎｃｒｏｎｉｓ Ｃ１８色谱柱 （２５０ ｍｍ×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流动相 ０ １％ 磷酸⁃乙腈， 梯度洗脱； 体积流量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检测波长 ２７２ ｎｍ。 再进行聚类分析、 主

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法分析。 结果　 １０ 批样品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中有 ３４ 个共有峰， 指认出其中 １３ 个， 相似度均在

０ ９５０ 以上。 各批样品聚为 ２ 类， ３ 个主成分可代表变量数据 ９１ ８％ 的信息， ５、 １２、 １７、 ３２、 ２０、 ２３、 ２６ 号峰是质量

差异标志物。 结论　 该方法专属性强， 稳定性、 重复性好， 可以用于二至丸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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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至丸出自 《医方集解》， 由酒女贞子、 墨旱莲等量

配伍而成， 归肝、 肾经， 具有滋肝肾、 补阴血、 壮筋骨、
乌须发功效［１］ ， 是平肝补肾的经典方剂， 素有 “清上补下

第一方” 之称［２］ ， 广泛用于治疗帕金森综合征［３］ 、 肝肾阴

虚［４⁃７］ 、 结肠癌［８］ 、 骨质疏松［９］ 、 妇科［１０］ 、 脱发［１１⁃１２］ 等疾

病。 目前， 关于二至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女贞子特征性成

分特女贞苷及非特征性成分齐墩果酸、 熊果酸含量测定方

面［１３⁃１４］ ， 但对其整体信息把握不全面。 因此， 本实验建立

二至丸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并进行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
偏最小二乘法分析， 以期为该制剂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１　 材料

１ １　 仪器 　 Ｕ３００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 Ｖｅｎｕｓｉｌ ＸＢＰ Ｃ１８ 色谱柱 （ ２５０ ｍｍ ×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ＭＥ２０４Ｅ （万
分之一）、 ＸＰ２０５ （十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 （瑞士 Ｍｅｔｔｌｅｒ⁃
Ｔｏｌｅｄｏ 公司）； ＫＱ⁃７００ＤＥ 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 Ｍｉｌｌｉ⁃Ｑ ＰＯＤ 超纯水仪 （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
ＨＨ⁃Ｓ４ 水浴锅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 ２　 试剂与药物　 二至丸购自江西仁丰药业有限公司 （编
号 Ｓ１～ Ｓ８）、 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 （编号 Ｓ９、 Ｓ１０）。
酪醇 （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１８０２， 纯度 ９８ ９６％ ）、 羟基酪醇

（批号 ＭＵＳＴ⁃１４０６０４０２， 纯度≥９８％ ）、 红景天苷 （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４１８０２， 纯度 ９８ ９６％ ）、 特女贞苷 （批号 ＭＵＳＴ⁃
１６０２１９０４， 纯 度 ９８ ０１％ ）、 木 犀 草 苷 （ 批 号 ＭＵＳＴ⁃
１４０６０９１８， 纯 度 ≥ ９８％ ）、 松 果 菊 苷 （ 批 号 ＭＵＳＴ⁃
１７０３０７０１， 纯 度 ９８ ８８％ ）、 橄 榄 苦 苷 （ 批 号 ＭＵＳＴ⁃
１６０５２５１２， 纯 度 ９９ ７２％ ）、 蟛 蜞 菊 内 酯 （ 批 号

ＰＪ０６２９ＲＡ１３， 纯 度 ≥ ９８％ ）、 木 犀 草 素 （ 批 号 ＭＵＳＴ⁃
１４０５０４１１， 纯度 ≥９８％ ）、 芹菜素⁃７⁃Ｏ⁃葡萄糖苷 （批号

ＣＨＢ⁃Ｄ⁃００９， 纯度≥９８％ ）、 芸香苷 （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３１７１２，
纯度 ９８ ８７％ ） 对照品均购于成都曼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贞苷 Ｇ１３ （批号 ＹＬ２０１４０６２５０１， 纯度≥９８％ ） 对照

品 购 于 上 海 一 林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蒙 花 苷

（１１１５２８⁃２０１５０５， 纯度≥９８％ ） 对照品购于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 甲醇、 乙腈为色谱纯； 磷酸为分析纯； 水为

超纯水。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色谱条件 　 Ｓｙｎｃｒｏｎｉｓ Ｃ１８ 色谱柱 （４ 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
５ μｍ）； 流动相 ０ １％ 磷酸 （ Ａ） ⁃乙腈 （ Ｂ）， 梯度洗脱

（０～１０ ｍｉｎ， ９０％ ～８２％ Ａ； １０～ １５ ｍｉｎ， ８２％ ～ ７８％ Ａ； １５～
２０ ｍｉｎ， ７８％ ～ ７４％ Ａ； ２０ ～ ２５ ｍｉｎ， ７４％ ～ ７０％ Ａ； ２５ ～
４０ ｍｉｎ， ７０％ ～５８％ Ａ）； 体积流量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柱温２５ ℃；
检测波长 ２７２ ｎｍ； 进样量 １０ μＬ。
２ ２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各对照品适量， 加入甲醇

制成每 １ ｍＬ 分别含酪醇 ０ ５２０ ｍｇ、 羟基酪醇 ０ ５１６ ｍｇ、 红

景天苷 ０ ７１５ ｍｇ、 特女贞苷 １ ００１ ｍｇ、 木犀草苷０ ４９０ ｍｇ、
松果菊苷 ０ ６８８ ｍｇ、 橄榄苦苷 ０ ４８６ ｍｇ、 蟛蜞菊内酯

０ ５０８ ｍｇ、 木 犀 草 素 ０ ５１２ ｍｇ、 芹 菜 素⁃７⁃Ｏ⁃葡 萄 糖 苷

０ ８１３ ｍｇ、 女贞苷 Ｇ１３ ０ ７２７ ｍｇ、 芸香苷 ０ ５２１ ｍｇ、 蒙花

苷 ０ ５７３ ｍｇ 的溶液， 即得。
２ ３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本品粉末 １ ｇ， 置于具塞

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 ６０％ 甲醇 ２５ ｍＬ， 加热回流提取 １ ｈ，
放冷， ６０％ 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 摇匀， ０ ２２ μｍ 微孔滤

膜过滤， 取续滤液， 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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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方法学考察

２ ４ １　 精密度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 Ｓ１） 适量， 在

“２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６ 次， 以特女贞苷 （１７ 号峰）
为参照， 测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ＲＳＤ 均小于 ２ ０％ ， 相

对峰面积 ＲＳＤ 均小于 ３ ０％ ，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 ４ ２　 重复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Ｓ１） ６ 份， 在 “２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以特女贞苷 （１７ 号峰） 为参照，
测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ＲＳＤ 均小于 １ ０％ ， 相对峰面

积 ＲＳＤ 均小于 ３ ０％ ，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 ４ ３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Ｓ１） 适量， 于 ０、 ２、
４、 ８、 １２、 ２４ ｈ 在 “２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以特女

贞苷 （１７ 号峰） 为参照， 测得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ＲＳＤ
均小于 １ ２％ ， 相对峰面积的 ＲＳＤ 均小于 ３ ０％ ， 表明溶液

在 ２４ ｈ 内稳定性良好。
２ ５　 图谱生成及相似度评价　 取 １０ 批样品， 按 “２ ３” 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 “２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

定， 以样品 Ｓ１ 色谱图为参照， 采用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

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０４Ａ 版） 进行色谱峰匹配， 结果见图

１～３， 共标定 ３４ 个共有峰， 与对照品比对后指认出其中 １３
个， 分别为羟基酪醇 （４ 号峰）、 红景天苷 （５ 号峰）、 酪

醇 （９ 号峰）、 松果菊苷 （ １２ 号峰）、 木犀草苷 （ １６ 号

峰）、 特女贞苷 （１７ 号峰）、 女贞苷 Ｇ１３ （２０ 号峰）、 芹菜

素⁃７⁃Ｏ⁃葡萄糖苷 （２２ 号峰）、 芸香苷 （２３ 号峰）、 橄榄苦

苷 （２４ 号峰）、 蒙花苷 （２６ 号峰）、 木犀草素 （３１ 号峰）、
蟛蜞菊内酯 （３２ 号峰）。 选择 １７ 号峰 （特女贞苷） 作为参

照， 得到 １０ 批样品相对峰面积， 见表 １， 相似度分别为

０ ９７４、 ０ ９８２、 ０ ９７１、 ０ ９８６、 ０ ９７９、 ０ ９７８、 ０ ９７６、
０ ９８３、 ０ ９９３、 ０ ９９１， 表明其成分组成比较相似。

图 １　 １０ 批样品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

图 ２　 二至丸 ＨＰＬＣ 对照指纹图谱

２ ６　 聚类分析　 选择特女贞苷 （１７ 号峰） 作为参照， 共

有峰相对峰面积作为变量，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进行聚类

分析， 设定判别距离为 １０， 结果见图 ４。 由此可知， １０ 批

４． 羟基酪醇　 ５． 红景天苷　 ９． 酪醇　 １２． 松果菊苷　 １６． 木犀草苷

１７． 特女贞苷　 ２０． 女贞苷 Ｇ１３　 ２２． 芹菜素⁃７⁃Ｏ⁃葡萄糖苷　 ２３． 芸

香苷　 ２４． 橄榄苦苷　 ２６． 蒙花苷　 ３１． 木犀草素　 ３２． 蟛蜞菊内酯

图 ３　 对照品溶液 ＨＰＬＣ 色谱图

样品聚为 ２ 类， Ｓ９、 Ｓ１０ 为第 １ 类， Ｓ１～ Ｓ８ 为第 ２ 类， 表明

２ 个厂家样品具有差异性， 但同一厂家相似性较好， 与相

似度分析结果一致。

图 ４　 １０ 批样品聚类分析图

２ ７　 主成分分析 　 选择特女贞苷 （１７ 号峰） 作为参照，
共有峰相对峰面积作为变量， 采用 ＳＩＭＣＡ１３ ０ 软件进行主

成分分析， 共提取 ３ 个主成分， 测得 Ｒ２Ｘ 为 ０ ９１８， Ｑ２ 为

０ ７１０， 即可代表变量数据 ９１ ８％ 的信息， 预测能力达

７１ ０％ ， 并且两者均高于 ０ ５， 表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和预测性， 得分图见图 ５。 由此可知， ２ 个厂家样品分布

在不同区域， 表明厂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但均比较集中，
即样品组内差异较小。
２ ８　 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　 为了找出对分类影响比较大

的变量， 本实验建立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模型， 测

得 ３ 个主成分 Ｒ２Ｘ 为 ０ ７６２， Ｒ２Ｙ 为 ０ ９９７， Ｑ２ 为 ０ ９６２，
均大于 ０ ５， 并且 Ｒ２、 Ｑ２ 差距小于 ０ ２， 表明该模型具有

较高的稳定性和预测率［１５⁃１６］ ， 得分图见图 ６， 可知分为左

右 ２ 组， 与图 ５ 一致。 再对模型进行 ２０ 次置换检验， 结果

见图 ７， 可知 Ｒ２、 Ｑ２ 右侧最高点相交于 １， 并且后者拟合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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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１０ 批样品共有峰相对峰面积

峰号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Ｓ９ Ｓ１０
１ ０ ２６８ ６ ０ ２６８ ２ ０ ２６１ ８ ０ ２６１ ０ ０ ２６４ 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 ２６７ ４ ０ ２６５ ９ ０ ２６０ ９ ０ ２６１ ７
２ ０ ０８９ ７ ０ ０９０ ７ ０ ０９３ ９ ０ ０９４ ２ ０ ０９１ ９ ０ ０９２ ７ ０ ０８９ ５ ０ ０９３ 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 ０９２ ７
３ ０ ０５２ ３ ０ ０５３ ２ ０ ０５４ ４ ０ ０５１ ９ ０ ０５１ ９ ０ ０５２ ９ ０ ０５１ ７ ０ ０５３ ９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５２ ７
４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０６０ ９ ０ ０６２ ５ ０ ０６３ ３ ０ ０６１ ５ ０ ０６１ ９ ０ ０６８ ０ ０ ０６８ ８ ０ ０７８ ９ ０ ０７９ ０
５ ０ ３８３ ５ ０ ３８３ ０ ０ ３８２ ３ ０ ３８３ ８ ０ ３８３ ４ ０ ３８２ ３ ０ ３８１ ７ ０ ３８２ ６ ０ ４８２ ６ ０ ４８４ ２
６ ０ ４５２ １ ０ ４５０ ３ ０ ４４０ １ ０ ４４０ ８ ０ ４４１ ３ ０ ４３８ ７ ０ ４４５ １ ０ ４４４ ２ ０ ４３４ ３ ０ ４３４ ８
７ ０ ４７３ ０ ０ ４７３ ０ ０ ４８８ １ ０ ４８４ ４ ０ ４８０ ９ ０ ４８５ ３ ０ ４８２ ８ ０ ４８７ ２ ０ ５０２ ４ ０ ５２９ ５
８ ０ １１８ ０ ０ １０８ 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 １１２ ７ ０ １１３ ７ ０ １１０ ０ ０ １１５ ７ ０ １１３ ２ ０ １１３ ５ ０ １１２ １
９ ０ ５６９ １ ０ ５６８ ３ ０ ５６９ ５ ０ ５６７ ９ ０ ５６４ １ ０ ５６４ １ ０ ５６２ ５ ０ ５６３ ８ ０ ６０５ １ ０ ６２４ ７
１０ ０ ３５３ ３ ０ ３５２ ３ ０ ３６３ ９ ０ ３６６ ０ ０ ３５７ ５ ０ ３６１ ４ ０ ３６０ ３ ０ ３６１ ５ ０ ３６８ ７ ０ ３６４ ６
１１ ０ １２７ ４ ０ １２５ ５ ０ １２７ ８ ０ １２８ ５ ０ １２２ ７ ０ １２６ ９ ０ １４２ ６ ０ １３１ ５ ０ １３８ ７ ０ １３２ ４
１２ ０ ３９６ ２ ０ ３９４ ８ ０ ３９７ ６ ０ ３９８ ７ ０ ３９４ １ ０ ３９６ ９ ０ ３９１ ６ ０ ３９７ ２ ０ ４１３ ４ ０ ４１０ ７
１３ ０ ２１２ ７ ０ ２２２ ６ ０ ２２８ ６ ０ ２２８ ３ ０ ２１７ ５ ０ ２２７ ６ ０ ２２１ ４ ０ ２２５ ５ ０ ２４２ ６ ０ ２３８ ２
１４ ０ １７７ ７ ０ １７６ ９ ０ １８０ ２ ０ １８０ １ ０ １７５ ５ ０ １７９ ６ ０ １７８ ７ ０ １８０ ３ ０ １９０ ９ ０ １８７ ４
１５ ０ １５９ ７ ０ １５５ ７ ０ １５８ ３ ０ １５７ ０ ０ １５３ ４ ０ １５８ ０ ０ １６１ ７ ０ ５４７ ０ ０ ２０９ ８ ０ ２０５ １
１６ ０ ７７８ ５ ０ ７７８ ２ ０ ７８０ ５ ０ ７８０ ２ ０ ７７４ ９ ０ ７７５ ６ ０ ７７２ ８ ０ ７７５ ８ ０ ６０８ ３ ０ ５９５ ６
１７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１８ ０ １３４ ２ ０ １３４ ０ ０ １４１ ５ ０ １４０ ９ ０ １４２ ３ ０ １４２ ５ ０ １４４ １ ０ １４３ ７ ０ １４８ ９ ０ １４９ ５
１９ ０ ２８５ ２ ０ ２８２ ４ ０ ２８２ ９ ０ ２８２ ９ ０ ２８６ ４ ０ ２７８ ５ ０ ２８２ １ ０ ２８３ ７ ０ ２６９ ８ ０ ２７３ ３
２０ １ ２１６ ９ １ ２１６ ２ １ ２０７ ９ １ ２０５ ７ １ ２０４ ０ １ ２０５ ３ １ ２０７ ８ １ ２０５ ６ １ ３１６ ７ １ ３０８ ８
２１ ０ １８３ ４ ０ １９１ ５ ０ １９４ ４ ０ １９４ ８ ０ １９２ ０ ０ １９２ ９ ０ １８１ ０ ０ １９５ ２ ０ ２１５ ６ ０ ２０６ ２
２２ ０ ５３９ ８ ０ ５４１ ５ ０ ５３６ ５ ０ ５３５ ４ ０ ５３７ １ ０ ５３２ ９ ０ ５３２ １ ０ ５３５ ２ ０ ５５１ ９ ０ ５４６ ７
２３ ０ ８３８ ５ ０ ８３８ ２ ０ ８３０ ５ ０ ８３０ ２ ０ ８３４ ９ ０ ８３５ ６ ０ ８３２ ８ ０ ８３５ ８ ０ ８４８ ３ ０ ８４５ ６
２４ ０ ３４２ ６ ０ ３５６ ７ ０ ３５１ ７ ０ ３４８ ８ ０ ３５０ ２ ０ ３４８ ５ ０ ３４６ ０ ０ ３５３ ５ ０ ３７０ ９ ０ ３６４ ６
２５ ０ ０８９ １ ０ ０９８ ９ ０ ０８４ ５ ０ ０８６ ５ ０ ０８４ ５ ０ ０８９ 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 ０９２ ７ ０ ０９１ １ ０ ０９４ ４
２６ ０ ０９５ １ ０ ０９４ ９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９４ ９ ０ ０９０ １ ０ ０９４ ９ ０ １０１ １ ０ １００ ２ ０ １１７ ６ ０ １０９ ９
２７ ０ ５２０ ８ ０ ５２５ ９ ０ ５２０ ５ ０ ５２９ ０ ０ ４８１ ５ ０ ５２４ ４ ０ ５１５ ３ ０ ５２２ ０ ０ ５６９ ４ ０ ５６０ ９
２８ ０ １４０ １ ０ １３４ ６ ０ １４３ １ ０ １４１ 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 １４１ ２ ０ １４４ ０ ０ １４６ ６ ０ １５２ ８ ０ １５９ ６
２９ ０ ０７３ ６ ０ ０７０ ７ ０ ０７２ ３ ０ ０７４ ８ ０ ０７４ １ ０ ０７４ ９ ０ ０７５ 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 ０４５ ２ ０ ０４６ ４
３０ ０ ２５８ ６ ０ ２６６ ８ ０ ２９７ ４ ０ ３００ ５ ０ ２６１ １ ０ ２５９ ８ ０ ３０１ ８ ０ ２８５ ０ ０ ３２４ ４ ０ ３２７ ９
３１ ０ ０７６ ３ ０ ０７７ ８ ０ ０８２ ７ ０ ０８４ ２ ０ ０７９ ８ ０ ０８１ ０ ０ ０９４ ０ ０ １０９ ７ ０ １３５ ０ ０ １３８ ８
３２ ０ １９９ ３ ０ １９８ ０ ０ ２０４ ４ ０ ２０３ ３ ０ ２０５ ０ ０ ２０２ ２ ０ ２０１ ２ ０ ２０６ ５ ０ ２４９ ８ ０ ２４５ ８
３３ ０ ０８４ ４ ０ ０８５ ２ ０ ０８２ ４ ０ ０８２ １ ０ ０８１ ２ ０ ０８３ ５ ０ ０９４ ２ ０ ０８６ ０ ０ １１６ ９ ０ １１６ ２
３４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０２６ ８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２６ ７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３１ ８ 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７１ ０ ０ ０７０ ２

图 ５　 １０ 批样品主成分分析得分图

直线与 Ｙ 轴纵坐标的截距为⁃０ ５６９， 表明该模型可用于分

析 １０ 批样品组间差异。
为了确定引起差异的主要物质， 本实验进一步筛选变

量重要性 （ＶＩＰ） ＞１ 的成分［１７］ ， 并采用 ｔ⁃ｔｅｓｔ 进行统计学

分析， 以 ＶＩＰ＞１、 Ｐ＜０ ０５ 者为差异成分， 结果见表 ２、 图

８～９。 由此可知， 共存在 ７ 种差异成分， 分别为特女贞苷、
红景天苷、 蟛蜞菊内酯、 松果菊苷、 女贞苷 Ｇ１３、 芸香苷、

图 ６　 １０ 批样品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得分图

蒙花苷， 可认为是二至丸差异标志物。
３　 讨论

３ １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相似度分析　 本实验以 １７ 号峰 （特女

贞苷） 为参照， 标定了 ３４ 个共有峰， 并指认出其中 １３ 个。
１０ 批样品相似度为 ０ ９７１ ～ ０ ９９３， 表明不同厂家生产的二

至丸相关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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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０ 批样品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置换检验图

表 ２　 差异成分筛选结果

差异成分
不同厂家

ＶＩＰ Ｐ
差异成分

不同厂家

ＶＩＰ Ｐ
红景天苷 １ ６４４ ８５ ０ ００３ ６ 松果菊苷 １ ０８２ ４８ ０ ０２８ ９
特女贞苷 １ ３３６ ６０ ０ ０００ ８ 女贞苷 Ｇ１３ １ ２３３ １９ ０ ００３ ９
芸香苷 ２ ０２５ ６９ ０ ０３７ ８ 蒙花苷 １ ０１４ ８４ ０ ００８ ４

蟛蜞菊内酯 １ ０８５ ０５ ０ ０１７ ５

图 ８　 １０ 批样品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载荷图

图 ９　 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变量权重图

３ ２　 化学模式识别　 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不

同厂家生产的二至丸质量存在差异。 偏最小二乘法分析结

果表明， ５ 号峰 （红景天苷）、 １２ 号峰 （松果菊苷）、 １７ 号

峰 （特女贞苷）、 ３２ 号峰 （蟛蜞菊内酯）、 ２０ 号峰 （女贞

苷 Ｇ１３）、 ２３ 号峰 （芸香苷）、 ２６ 号峰 （蒙花苷） 是引起样

品组间差异的主要变量， 提示厂家在生产过程中要注意上

述成分含量， 进而提升二至丸整体稳定性， 这也说明仅通

过测定特女贞苷含量无法全面控制该制剂质量， 需结合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作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 １ ］ 　 蔡秀江， 黄美艳， 丁安伟， 等． 二至丸考源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 展 ［ Ｊ ］ ． 中 国 实 验 方 剂 学 杂 志， ２０１１， １７ （ ２３ ）：
２７２⁃２７５．

［ ２ ］ 　 刘春柳， 王炳权， 李 　 玲，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二至丸

作用机制研究［ Ｊ］ ．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２０１８， １８
（８）： １０２７⁃１０３０．

［ ３ ］ 　 吴欣芳， 段冷昕， 高晓乐， 等． 二至丸对 ＭＰＴＰ 所致帕金

森病小鼠的防治作用研究［ Ｊ］ ． 中国中药杂志， ２０１９， ４４
（１９）： ４２１９⁃４２２４．

［ ４ ］ 　 庄　 莉， 翟园园， 姚卫峰，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二至丸

对肾脏保护作用的机制研究［Ｊ］ ． 药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５４（５）：
８７７⁃８８５．

［ ５ ］ 　 徐　 佳， 刘其南， 翟园园， 等． 二至丸抗大鼠肾细胞衰老

的 ＧＣ⁃ＭＳ 代谢组学研究［ Ｊ］ ．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５（４）： ４５８⁃４６４．

［ ６ ］ 　 翟园园， 刘其南， 徐 　 佳，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二至丸

保肝作用机制研究［Ｊ］ ． 药学学报， ２０１８， ５３（４）： ５６７⁃５７３．
［ ７ ］ 　 李跃文， 王博龙． 二至丸抗肝纤维化活性成分⁃靶点⁃通路的

网络预测 ［ 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１８， ２４ （ １１）：
２０１⁃２０５．

［ ８ ］ 　 余文燕， 王国娟， 王桦影， 等． 二至丸对结肠癌细胞增殖

及凋亡作用的实验研究［ Ｊ］ ． 中药药理与临床， ２０１８， ３４
（４）： １１⁃１５．

［ ９ ］ 　 徐森楠， 庄　 莉， 翟园园，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研究二至

丸防治骨质疏松症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制［Ｊ］ ． 中国药学杂

志， ２０１８， ５３（２２）： １９１３⁃１９２０．
［１０］ 　 申芳超． 二至丸合左归丸治疗青春期崩漏 ５３ 例疗效观察

［Ｊ］ ． 吉林中医药， ２００８， ２８（１）： ３９．
［１１］ 　 贾华魁， 李琳婕． 二至丸加味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脂溢性脱

发的临床研究［ Ｊ］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１９， ２８（２４）：
２６８４⁃２６８６； ２７２４．

［１２］ 　 樊倩雯．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合二至丸治疗斑秃的临床疗效

观察及皮肤镜下观察结果 ［ Ｄ］． 武汉： 湖北中医药大

学， ２０１９．
［１３］ 　 刘　 菊， 白明学， 张红伟， 等．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二至丸中特女贞苷的含量［ Ｊ］ ． 中南药学， ２０１６， １４（２）：
１９４⁃１９６．

［１４］ 　 范妙璇， 谭　 成， 王萌萌， 等． 基于 ５ 种特征性成分综合评

价二至丸的质量 ［ 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２０１８， ２４
（１７）： ８８⁃９２．

［１５］ 　 陈　 宇， 梁　 爽， 卢森华， 等．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结合化学计

量学评价不同产地山苦荬的药材质量［ Ｊ］ ． 中药材， ２０２０，
４３（１０）： ２４７７⁃２４８１．

［１６］ 　 罗　 佳， 黄圆圆， 周 　 欣， 等． 乙肝宁颗粒高效液相色谱

指纹图谱研究［ Ｊ］ ．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２０２０， ３１（９）：
１１０４⁃１１０９．

［１７］ 　 韩忠耀， 张　 涛， 李　 燕， 等． 不同采收期大接骨丹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建立及化学模式识别［Ｊ］ ． 中成药， ２０２１， ４３（２）：
５４７⁃５５１．

２０２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第 ４５ 卷　 第 １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