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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为蓼科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 L.、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Maxim.ex Balf.或药用大黄Rheum officinale

Baill.的干燥根及根茎，其味苦、性寒，归脾、胃、大肠、肝、心包

经，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利湿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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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同时测定生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醋大黄中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

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酚-1-O-葡萄糖苷、大黄素-8-O-葡萄糖苷含量的方法，并分析其差异。方法：采用高相液相色谱法。

色谱柱为Hypersil C18，流动相为甲醇-0.2％乙酸（梯度洗脱），流速为1.0 ml/min，检测波长为260 nm，柱温为25℃，进样量为10 μl。结

果：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酚-1-O-葡萄糖苷、大黄素-8-O-葡萄糖苷

检测进样量线性范围分别为 0.252 5～4.040 0 μg（r＝0.999 6）、0.600 0～9.600 0 μg（r＝0.999 6）、0.297 4～4.758 4（r＝0.999 9）、

0.001 8～0.028 8 μg（r＝0.999 9）、0.005 0～0.080 0 μg（r＝0.999 9）、0.019 0～0.304 0 μg（r＝0.999 8）、0.380 2～6.083 2 μg（r＝

0.999 7）、0.008 2～0.131 2 μg（r＝0.999 8）、0.126 0～2.016 0 μg（r＝0.999 6）、0.111 3～1.780 8 μg（r＝0.999 8）；精密度、稳定性、重

复性试验的 RSD＜3.0％；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6.17％～97.21％（RSD＝1.67％，n＝6）、97.60％～100.54％（RSD＝2.55％，n＝6）、

99.45％～101.32％（RSD＝1.63％，n＝6）、95.31％～98.19％（RSD＝2.42％，n＝6）、98.99％～100.35％（RSD＝1.86％，n＝6）、

98.95％～101.21％（RSD＝2.17％，n＝6）、99.81％～100.62％（RSD＝1.66％，n＝6）、96.78％～98.52％（RSD＝1.99％，n＝6）、

97.80％～100.14％（RSD＝3.32％，n＝6）、97.40％～101.24％（RSD＝2.89％，n＝6）。与生大黄比较，酒大黄、醋大黄、大黄炭中的

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和蒽醌类成分含量减少，熟大黄中儿茶素、番泻苷B和蒽醌类成分含量减少，在大黄炭中未检测到儿

茶素、番泻苷B、大黄素-1-O-葡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良好，可用于大黄炮

制品中10种化学成分的同时测定；大黄不同炮制品中10 种化学成分含量均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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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10 Kinds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 Processed Products of Rhei Radix et
Rhizoma
YAN Yonggang，YIN Limin，WANG Hongyan，GUO Lingling，DENG Chong（School of Pharmacy，Shaanxi Uni-
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Shaanxi Xianyang 71204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contents of gallic acid，catechin，sennosides B，aloe-emodin，rhein，

emodin，chrysophanol，physcion，chrysophanol -1-O- glucoside and emodin -8-O- glucoside in Rhei Radix et Rhizoma，Jiu Rhei

Radix et Rhizoma，Shu Rhei Radix et Rhizoma，Rhei Radix et Rhizoma tan，Cu Rhei Radix et Rhizoma，and analyze the differ-

ences. METHODS：HPLC was performed on the column was Hypersil C18 with mobile phase of methanol - 0.2％ acetic acid（gradi-

ent elution）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60 nm，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injection volume

was 10 μl. RESULTS：The linear range was 0.252 5-4.040 0 μg for gallic acid（r＝0.999 6），0.600 0-9.600 0 μg for catechin（r＝

0.999 6），0.297 4-4.758 4 μg for sennosides B（r＝0.999 9），0.001 8-0.028 8 μg for aloe-emodin（r＝0.999 9），0.005 0-0.080 0 μg

for rhein（r＝0.999 9），0.019 0-0.304 0 μg for emodin（r＝0.999 8），0.380 2-6.083 2 μg for chrysophanol（r＝0.999 7），0.008 2-0.131 2

μg for physcion（r＝0.999 8），0.126 0-2.016 0 μg for chrysophanol-1-O-glucoside（r＝0.999 6）and 0.111 3-1.780 8 μg for emo-

din -8-O-glucoside（r＝0.999 8）；RSDs of precision，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lower than 3.0％；recoveries were

96.17％ -97.21％（RSD＝1.67％，n＝6），97.60％ -100.54％（RSD＝2.55％，n＝6），99.45％ -101.32％（RSD＝1.63％，n＝6），

95.31％ -98.19％（RSD＝2.42％，n＝6），98.99％ -100.35％（RSD＝1.86％，n＝6），98.95％ -101.21％（RSD＝2.17％，n＝6），

99.81％-100.62％（RSD＝1.66％，n＝6），96.78％-98.52％（RSD＝1.99％，n＝6），97.80％-100.14％（RSD＝3.32％，n＝6）and

97.40％-101.24％（RSD＝2.89％，n＝6）. Compared with Sheng Rhei Radix et Rhizoma，the contents of gallic acid，catechin，sen-

nosides B and anthraquinones in Cu Rhei Radix et Rhizoma，Jiu Rhei Radix et Rhizoma and Rhei Radix et Rhizoma tan decreased.

The contents of catechin，sennosides B and anthraquinones in Shu Rhei Radix et Rhizoma. Catechin，sennosides B，chrysopha-

nol -1-O- glucoside，aloe-emodin and rhein were not detected in Dahuang tan. CONCLUSIONS：The method is simple with good

precision，stability and reroducibility，and can be us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10 chemical components in processed

products of Rhei Radix et Rhizoma；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tents of 10 chemical components in processed prod-

ucts of Rhei Radix et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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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1]。临床常用饮片为生大黄、酒大黄、熟大黄、醋大黄和

大黄炭。酒大黄苦寒泻下作用稍缓，并借酒升提之性，引药上

行，善清上焦血分热毒；熟大黄泻下作用缓和，而活血化瘀和

泻火解毒功效增强；醋大黄泻下作用减弱，以消积化瘀为主；

大黄炭泻下作用极微，而凉血化瘀止血作用明显[2]。大黄不同

的炮制品，因炮制温度、时间、辅料不同，其本身化学成分、药

性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其临床作用的不同[3]。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鞣质中的没食子酸及儿茶素是大黄发挥止血作用的有效

成分；大黄泻下、解热作用与蒽醌含量是密切相关的，同时泻

下解热作用与鞣质含量也呈正相关[4-6]。蒽醌苷元是大黄活血

化瘀主要物质基础 [7]。大黄酸和大黄素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大黄酸、大黄素和芦荟大黄素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8]。大黄中

的多糖成分具有抗衰老、补益、调血脂、保护肝脑的作用 [9-10]

等。鉴于此，本课题组重点分析大黄不同炮制品中蒽醌类和

鞣酯类化学成分的变化，旨在为其质量标准制订和临床合理

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U-30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四元超高压溶剂系统、自

动进样恒温样品管理器、UV2489 PDA检测器、Chromeleon 色

谱工作站（美国Dionex公司）；FW-200型高速万能粉碎机（北

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司）；KQ-200KED型超声波清洗机（江苏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GB204型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

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剂

没食子酸对照品（批号：122811，纯度＞99％）、儿茶素对

照品（批号：11c15，纯度＞98％）、番泻苷 B 对照品（批号：

11z15，纯度＞98％）均购自天津西玛科技有限公司；芦荟大黄

素对照品（批号：03071201，纯度＞99％）、大黄素对照品（批

号：110795-200505，纯度＞98％）、大黄酚对照品（批号：

110796-200615，纯 度 ＞99％）、大 黄 酸 对 照 品（批 号 ：

0757-200206，纯度＞99％）、大黄素甲醚对照品（批号 ：

110758-200610，纯度＞98％）、大黄酚-1-O-葡萄糖苷对照品

（批号：110796-200615，纯度＞98％）、大黄素-8-O-葡萄糖苷对

照品（批号：10756-200110，纯度＞98％）均购自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甲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纯

化水。

1.3 药材

大黄药材于 2015年 11月 12日购自甘肃省兰州市黄河中

药材市场，经陕西中医药大学胡本祥教授鉴定为真品。大黄5

种炮制品（生大黄、酒大黄、熟大黄、醋大黄和大黄炭）分别按

照《中药炮制学》中大黄项下炮制方法制备[2]。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Hypersil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甲

醇（A）-0.2％ 乙酸（B），梯度洗脱（洗脱程序见表 1）；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260 nm；柱温：25 ℃；进样量：10 μl。在上述

色谱条件下，理论板数以各待测成分峰计均≥5 000；各成分基

线分离良好，分离度＞1.5，色谱峰对称因子均在 0.95～1.05。

色谱见图1。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取 10种待测成分对照品适量，

精密称定，置于同一2 ml 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摇匀，制

成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

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酚-1-O-葡萄糖苷、大黄素-8-O-葡萄
糖苷质量浓度分别为 2.525、6.002、2.974、1.260、1.113、0.018、

0.050、0.190、3.802、0.082 mg/ml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分别取生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

醋大黄样品各20 g，粉碎（过60 目筛），混匀，分别取10 g，精密
称定，加6倍量水，水沸腾后煎煮30 min，煎煮2次，2次滤液合
并，浓缩，各取1/5浓缩物，分别置于50 ml具塞锥形瓶中，用甲
醇定容，称定质量，超声（功率：500 W，频率：40 kHz）处理 30

min，放至室温，加甲醇补足质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以
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2.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0.01、0.02、0.04、0.08、0.16 ml、

分别置于 2 ml量瓶中，加甲醇定容，摇匀，得系列混合对照品
溶液。按照“2.1”项下的色谱条件分别进样 10 μl，记录色谱。

分别以待测成分进样量（x，μg）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

表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min

0～5

5～15

15～25

25～30

30～45

45～66

66～75

75～85

A，％
5％→15％

15％→30％
30％→35％
35％→42％
42％→53％
53％→68％
68％→100％

100％

B，％
95％→85％
85％→70％
70％→65％
65％→58％
58％→47％
47％→32％
32％→0

0

图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混合对照品；B.生大黄供试品；1.没食子酸；2.儿茶素；3.番泻苷B；4.

大黄酚-1-O-葡萄糖苷；5.大黄素-8-O-葡萄糖苷；6.芦荟大黄素；7.大黄

酸；8.大黄素；9.大黄酚；10.大黄素甲醚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B.Rhei Radix et Rhizoma test sample；1.

gallic acid；2.catechin；3.sennosides B；4.chrysophanol-1-O-glucoside；5.

emodin-8-O-glucoside；6.aloe-emodin；7.rhein；8.emodin；9.chrysopha-

nol；10.phys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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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与线性范围，详见表2。

表2 回归方程与线性范围

Tab 2 Regression equations and linear ranges

待测成分
没食子酸
儿茶素
番泻苷B

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大黄酚-1-O-葡萄糖苷
大黄素-8-O-葡萄糖苷

回归方程
y＝53.137x－0.100 3

y＝3.742 2x－0.061 9

y＝13.499x+0.124 1

y＝998.25x+0.313 6

y＝536.08x+0.138 8

y＝56.79x+0.192 8

y＝11.845x+0.214 3

y＝53.905x+0.038 1

y＝24.418x+1.609

y＝21.685x+0.125 4

r

0.999 6

0.999 6

0.999 9

0.999 9

0.999 9

0.999 8

0.999 7

0.999 8

0.999 6

0.999 8

线性范围，μg

0.252 5～4.040 0

0.600 0～9.600 0

0.297 4～4.758 4

0.001 8～0.028 8

0.005 0～0.080 0

0.019 0～0.304 0

0.380 2～6.083 2

0.008 2～0.131 2

0.126 0～2.016 0

0.111 3～1.780 8

2.4 精密度试验

取“2.2.2”项下生大黄供试品溶液适量，按“2.1”项下色谱

条件连续进样 6次，记录峰面积。结果，没食子酸、儿茶素、番

泻苷B、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

黄酚-1-O-葡萄糖苷和大黄素-8-O-葡萄糖苷峰面积的RSD分

别为 1.81％、2.03％、1.60％、1.31％、1.77％、1.52％、1.33％、

1.28％、0.61％、1.49％，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 稳定性试验

精密量取“2.2.2”项下生大黄供试品溶液适量，分别于室

温下放置0、2、4、8、16、24 h时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记录峰面积。结果，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酚-1-O-葡萄糖苷和

大黄素-8-O-葡萄糖苷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2.13％、1.69％、

1.55％、1.71％、1.58％、1.70％、1.63％、0.66％、1.53％和1.78％

（n＝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生大黄样品粉末适量，精密称定，按“2.2.2”项下

方法平行制备 6份供试品溶液，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结果，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芦荟大黄

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大黄酚-1-O-葡萄糖

苷和大黄素-8-O-葡萄糖苷平均含量的 RSD 分别为 2.77％、

2.21％、1.67％、1.64％、1.84％、1.33％、1.16％、1.41％、2.27％

和2.12％，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较好。

2.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生大黄样品粉末6份，每份约0.2 g，精密称定，分别加入

一定含量待测成分对照品，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

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计算加样

回收率，结果见表3。

2.8 样品含量测定

取大黄各炮制品适量，粉碎，过 60 目筛。按不同比例配

比，每个样品平行称3 份，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计算样品含量，结果见表4。

3 讨论
3.1 分析成分的筛选

现代研究发现，大黄中主要含有蒽醌类、酚类、鞣质类、氨

基酸、多糖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其生物活性最显著的是蒽醌和

鞣质类[3-4]。本试验确定通过同时测定大黄不同炮制品中的游

离型蒽醌：芦荟大黄素、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大黄素甲醚；

结合型蒽醌：大黄酚-1-O-葡萄糖苷、大黄素-8-O-葡萄糖苷；以

及没食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共10种成分[11-12]，进而分析不同

炮制方法对大黄中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

表3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 3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s（n＝6）

待测成分

没食子酸

儿茶素

番泻苷B

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大黄酚-1-O-葡萄糖苷

大黄素-8-O-葡萄糖苷

取样
量，g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样品含量，
mg/μg
0.176 3
0.176 3
0.176 3
0.176 3
0.176 3
0.176 3
1.278 2
1.278 2
1.278 2
1.278 2
1.278 2
1.278 2
0.067 1
0.067 1
0.067 1
0.067 1
0.067 1
0.067 1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5 2
0.005 2
0.005 2
0.005 2
0.005 2
0.005 2
0.027 4
0.027 4
0.027 4
0.027 4
0.027 4
0.027 4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015 3
0.015 3
0.015 3
0.015 3
0.015 3
0.015 3
0.183 2
0.183 2
0.183 2
0.183 2
0.183 2
0.183 2
0.061 1
0.061 1
0.061 1
0.061 1
0.061 1
0.061 1

加入量，
mg

0.176 5
0.176 5
0.176 5
0.176 5
0.176 5
0.176 5
1.278 0
1.278 0
1.278 0
1.278 0
1.278 0
1.278 0
0.067 0
0.067 0
0.067 0
0.067 0
0.067 0
0.067 0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0 7
0.005 0
0.005 0
0.005 0
0.005 0
0.005 0
0.005 0
0.027 5
0.027 5
0.027 5
0.027 5
0.027 5
0.027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701 5
0.015 5
0.015 5
0.015 5
0.015 5
0.015 5
0.015 5
0.183 5
0.183 5
0.183 5
0.183 5
0.183 5
0.183 5
0.061 0
0.061 0
0.061 0
0.061 0
0.061 0
0.061 0

测得量，
mg

0.342 5
0.341 1
0.339 3
0.343 0
0.342 4
0.339 3
2.570 0
2.494 9
2.518 4
2.559 8
2.496 4
2.532 7
0.135 9
0.134 0
0.133 9
0.135 0
0.133 4
0.133 9
0.001 36
0.001 34
0.001 37
0.001 37
0.001 33
0.001 35
0.010 18
0.010 12
0.010 23
0.010 11
0.010 21
0.010 09
0.055 56
0.054 32
0.054 84
0.054 77
0.055 34
0.054 49
1.402 2
1.401 2
1.410 3
1.401 0
1.400 3
1.411 7
0.030 24
0.030 07
0.029 85
0.029 93
0.029 81
0.030 34
0.359 2
0.358 6
0.365 5
0.362 6
0.367 2
0.364 1
0.123 6
0.119 4
0.120 3
0.118 9
0.122 9
0.119 9

加样回收
率，％
97.08
96.69
96.17
97.21
97.06
96.18

100.54
97.60
98.52

100.14
97.66
99.08

101.32
99.97
99.91

100.70
99.45
99.86
96.81
95.87
97.89
98.19
95.31
96.39
99.79
99.31

100.35
99.09

100.15
98.99

101.21
98.95
99.89
99.77

100.81
99.26
99.94
99.87

100.52
99.86
99.81

100.62
98.18
97.64
96.93
97.17
96.78
98.52
97.96
97.80
99.66
98.88

100.14
99.28

101.24
97.78
98.56
97.40

100.64
98.20

平均加样回
收率，％

96.73

98.92

100.2

96.74

99.61

99.98

100.10

97.53

98.95

98.97

RSD，
％

1.67

2.55

1.63

2.42

1.86

2.17

1.66

1.99

3.32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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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3，mg/g）

Tab 4 Results of contents determination in samples（n＝3，mg/g）

大黄炮制品

酒大黄
醋大黄
熟大黄
大黄炭
生大黄

待测成分
没食子酸
0.360 0

0.585 4

1.526 6

0.481 6

0.881 6

儿茶素
3.405 6

4.471 4

0.966 4

6.390 8

番泻苷B

0.226 9

0.313 3

0.118 6

0.335 7

芦荟大黄素
0.001 9

0.001 4

0.000 3

0.003 5

大黄酸
0.009 3

0.007 8

0.005 2

0.025 9

大黄素
0.069 6

0.051 7

0.045 4

0.014 4

0.136 9

大黄酚
1.133 4

1.043 5

0.802 9

0.728 2

3.507 6

大黄素甲醚
0.042 9

0.033 3

0.026 8

0.012 3

0.076 5

大黄酚-1-O-葡萄糖苷
0.387 3

0.557 6

0.412 8

0.029 6

0.916 1

大黄素-8-O-葡萄糖苷
0.198 4

0.266 5

0.143 8

0.305 7

3.2 色谱条件的选择

检测波长采用PDA 检测器在200～500 nm之间进行了考

察；结果表明，检测波长在260 nm 时，色谱图所包含的信息量

较大，杂质干扰较少，线性关系和重复性良好，各色谱峰分离

较好，结合相关参考文献 [13-15]，最终本试验选择检测波长为

260 nm。流动相分别考察了乙腈-0.05％ 乙酸、乙腈-0.1％ 乙

酸、乙腈-0.2％ 乙酸、甲醇-0.05％ 乙酸、甲醇-0.1％乙酸、甲

醇-0.2％乙酸等。结果，采用甲醇-0.2％乙酸梯度洗脱时，色

谱峰分离度良好，故最终选择甲醇-0.2％乙酸梯度洗脱作为

流动相。

3.3 含量测定结果分析

与生大黄比较，醋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中的没食

子酸、儿茶素、番泻苷B和蒽醌类成分含量减少（熟大黄中的没

食子酸增加除外），并且在大黄炭中儿茶素、番泻苷 B、大黄

素-1-O-葡萄糖苷、芦荟大黄素、大黄酸 5 种化学成分未检测

到。各成分含量高低排列顺序分别为游离型蒽醌：生大黄＞

酒大黄＞醋大黄＞熟大黄＞大黄炭；结合型蒽醌：生大黄＞醋

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没食子酸：熟大黄＞生大黄

＞醋大黄＞大黄炭＞酒大黄；儿茶素：生大黄＞醋大黄＞酒大

黄＞熟大黄＞大黄炭；番泻苷B：生大黄＞醋大黄＞酒大黄＞

熟大黄＞大黄炭。大黄经炮制后不但苷类水解及所含成分减

少，而且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变化，其中成分比例重新组合[16]，表

明生大黄、醋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炭5 种炮制品在临床

上功效的不同，不仅有中药大黄传统的苦寒药性变化，而且有

明显的化学成分差异表现。

进一步分析发现，生大黄、醋大黄、酒大黄、熟大黄、大黄

炭5 种炮制品在游离型蒽醌、结合型蒽醌、没食子酸、儿茶素、

番泻苷B多种化学成分方面发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炮制

过程中的净制、炮制温度、时间、辅料等。例如，5 种炮制品中

蒽醌类成分含量减少，炮制温度可能是蒽醌类成分降低的原

因之一。这与已经报道大黄中蒽醌类成分有一定的毒副作

用一致 [17]；熟大黄中没食子酸的提取量增加，可能与大黄中鞣

质的水解有关；醋大黄中番泻苷B的提取量增加，可能是pH环

境改变所致；大黄炭中 5种化学成分的消失，主要是炒炭过

程中高温对其结构的破坏。本试验证实了大黄不同炮制品

中的化学成分变化与大黄传统药性理论的苦寒药性变化基

本一致 [18]。大黄不同炮制品因炮制温度、加热时间、所用辅料

等条件不同，都在物质成分的变化中体现，而变化程度同炮制

条件的强烈程度相关。此外，炮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因素也

会对结果造成影响。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大黄蒽醌类、鞣质类、

多糖类等成分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规范大黄的炮制工艺，制订

其质量标准，以指导实际生产工作，进而为中药大黄的临床应

用和深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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