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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泻为泽泻科植物泽泻 [Alisma orientale（Sam.）

Juzep.]的干燥块茎，别名水泻、水泽等，味甘、性寒，归

肾、膀胱经，是具有利水渗湿、泄热、化浊降脂作用的传

统中药材[1]。泽泻在福建地区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2]，宋

代《本草图经》和明代《本草乘雅半偈》均记载福建产泽

泻、清代《本草精汇品要》记载闽产泽泻为道地药材，称

“建泽泻”。从古至今泽泻有多种炮制方法，如《雷公炮

炙论》首载的酒浸法[3]及后炙、盐水伴、盐水炒焦、麸炒、

土炒等炮制方法[4]。其中盐泽泻能引药下行，具有增强滋

阴、利水的作用，为目前临床使用的主要泽泻炮制饮片[5]。

现代化学和药理研究表明，泽泻利尿、降血脂的主要有

效成分为原萜烷型四环三萜[6]。目前对泽泻炮制工艺的

研究以盐炙为主，已有以 23-乙酰泽泻醇B为指标对泽

泻盐炙工艺进行优化的文献报道[7]，但是已有研究表明

不同炮制温度和时间下泽泻三萜成分易发生相互转化[8]，

故单一指标难以全面反映泽泻盐炙品的内在品质。同

时建泽泻作为道地药材，以成品的外观性状作为炮制工

艺的参考指标难以做到客观、可控、稳定和可重复，且其

盐炙炮制工艺和盐炙品指纹图谱均少见文献报道，故有

建泽泻盐炙工艺优化及其HPLC指纹图谱的建立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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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优化建泽泻盐炙工艺并建立其高效液相色谱（HPLC）指纹图谱。方法：以23-乙酰泽泻醇B、总三萜含量和外观性

状综合评分为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优化建泽泻盐炙工艺中用盐量、炒制温度和炒制时间 3个因素的水平。采用

HPLC法分别在208、245 nm波长下建立10批建泽泻盐炙品的指纹图谱，经软件比较其与对照图谱的相似度。结果：最优工艺为

每100 kg泽泻加10 kg水溶解的2 kg盐，闷润1 h，在100 ℃下炒制8 min。验证试验中，3批盐炙品外观性状均符合要求，综合评分

平均值为93.94（RSD＝6.63％，n＝3）；23-乙酰泽泻醇B和总三萜含量稳定，RSD分别为7.41％、7.39％（n＝3）。在208、245 nm波

长下分别标定了建泽泻盐炙品的17、10个共有峰；10批样品指纹图谱相似度均大于0.9。结论：优化的建泽泻盐炙工艺合理可行、

重现性好；建立的指纹图谱共有峰稳定，可用于建泽泻盐炙品的质量评价。

关键词 建泽泻；盐炙工艺；正交试验；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23-乙酰泽泻醇B；三萜类化合物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of Stir-bake with Saltwater Processing for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 and Estab-

lishment of Its HPLC Finger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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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optimize the stir-bake with saltwater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and es-

tablish its HPLC fingerprint. METHODS：Using 23-acetyl alisol B，total triterpenoids contents and appearance as comprehensive in-

dexes，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and orthogonal test were employed，3 factors’levels including the quantity of salt，processing tem-

perature and time were optimized. HPLC was used to develop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 at wavelength

of 208，245 nm；the similarity between fingerprints and control profile was compared by using software. RESULTS：The optimal

technology was as follow as 2 kg salt dissolved with 10 kg water for each 100 kg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moistening for 1 h，

stir-frying for 8 minutes under 100 ℃. In verification test，the appearance of 3 batches of processed products were all in line with

requirements，average comprehensive score was 93.94（RSD＝6.63％，n＝3）；23-acetyl alisol B and total triterpenoids contents

were stable（RSD＝7.41％，7.39％，n＝3），respectively. Totally 17 and 10 common peaks were marked in 208 nm and 245 nm re-

spectively；similarities of 10 batches of samples’fingerprints were higher than 0.9. CONCLUSIONS：Optimized stir-bake with salt-

water technology is reasonable，feasible，and reproducible；the stability of common peaks of established fingerprints can conduct ef-

fective quality evaluation for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 processed by saltwater.

KEYWORDS Fujian Alismatis rhizoma；Stir-bake with saltwater technology；Orthogonal test；HPLC；Fingerprint；23-acetyl ali-

sol B；Triterpe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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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开展建泽泻规范化炮制工艺及其炮制品指纹图谱

的评价研究。

本试验以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泽泻项下指

标 23-乙酰泽泻醇B及建泽泻 4种主要三萜（23-乙酰泽

泻醇B、泽泻醇B、23-乙酰泽泻醇C、泽泻醇C，以下称总

三萜）的总和、外观性状为综合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和

多指标正交试验法，考察炮制用盐量、温度和时间3个因

素的最优水平，优化建泽泻盐炙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建泽泻盐炙饮片高效液相色谱（HPLC）指纹图谱，分

别对 208 nm 和 245 nm 波长下的共有峰进行标定和指

认，从多指标和整体成分群定性的角度综合评价建泽泻

盐炙品，为其炮制和质量评价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LC-20AT HPLC仪（日本岛津公司）；FY135中草药

粉碎机（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DV215CD十万

分之一分析天平（美国奥豪斯公司）；KQ-500E台式超声

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CCFG-160B电炒

锅（福建省邵武市永乐无线电厂）；Milli-Q超纯水机（美

国默克密理博公司）。

1.2 药材、药品与试剂

10批生泽泻饮片（购于福建省金山医药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来自福建建瓯泽泻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基地，

批号分别为：130110、130115、130121、130127、130211、

130219、130227、130309、130316、130325，编号为 S1～

S10）经福建中医药大学范世明高级实验师鉴定为泽泻

科植物泽泻 [Alisma orientale（Sam.）Juzep.]的干燥块

茎，样本存放于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药用植物标本

室；23-乙酰泽泻醇B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批号：111846-201102，纯度：≥98.5％）；泽泻醇B、23-乙

酰泽泻醇 C、泽泻醇 C 对照品（批号分别为：YAO02、

YAO03、YAO08，纯度：＞98.5％）和泽泻醇F、11-去氧泽

泻醇B、16-羰基泽泻醇A、16-羰基-23-乙酰泽泻醇A、16-

羰基-24-乙酰泽泻醇A、泽泻烯醇对照品（批号分别为：

YAO046、YAO07、YAO11、YAO12、YAO13、YAO04）均

由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制备，供指纹图谱定性对比使

用；乙腈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盐为食用级。

2 方法与结果
2.1 4种三萜类化合物含量测定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Ultimate XB-C18（150 mm×

4.6 mm，5 µm）；流动相：乙腈 -水（73 ∶ 27）；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208、245 nm；柱温：30 ℃；进样量：10

µL。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23-乙酰泽泻醇B、泽

泻醇B、23-乙酰泽泻醇C、泽泻醇C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加入乙腈溶解并定容，分别制备成质量浓度为

151.7、152.5、196.0、156.5 μg/mL 的单一对照品贮备液。

试验所用其他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液分别由乙腈稀释

贮备液得到。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过 40目筛的泽泻样品粉

末（批号：130110）约 0.5 g，精密称定并置于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乙腈 25 mL，密塞，称定质量，超声（功率：

250 W，频率：50 kHz）提取30 min，放冷，再称质量，用乙

腈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经 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取

续滤液备用，即得。

2.1.4 专属性考察 取上述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进样

测定，2个波长下色谱峰分离良好，见图1。

2.1.5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2.1.2”项下方法制备的

各对照品贮备液，用乙腈稀释，制备成7个系列质量浓度

的各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10 µL，进样测定，以峰面积

（y）对分析物质量浓度（x）作线性回归，结果见表1。

表1 4种三萜类成分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 1 Results of linear relationship of 4 kinds of trit-

erpenoids

分析物
23-乙酰泽泻醇B

泽泻醇B

23-乙酰泽泻醇C

泽泻醇C

回归方程
y=19 047.6x-6 560.4

y=16 716.4x-1 129.9

y=37 838x-641.97

y=19 508.6x-382.37

r

0.999 6

0.999 8

0.999 9

0.999 9

线性范围，μg/mL

3.034～39.442

1.525～19.825

0.784～6.784

0.313～4.069

定量限，μg/mL

0.285

0.621

0.162

0.273

2.1.6 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加样回收率试验 按相

关方法进行考察。结果，精密度试验中4种成分峰面积

的RSD均未超过 1.47％（n＝6），表明精密度良好；重复

性试验中 4种成分含量的RSD均未超过 1.63％（n＝6），

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稳定性试验中 4种成分峰面积的

RSD均未超过1.56％（n＝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内

稳定；加样回收率试验中4种成分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0.18％ 、96.59％ 、97.56％ 、97.79％（RSD 均未超过

2.70％，n＝6），表明方法准确度良好。

2.1.7 含量测定方法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

液，进样测定峰面积，采用外标法计算含量。

2.2 单因素试验考察盐炙工艺

2.2.1 综合评分标准 以23-乙酰泽泻醇B、总三萜含量

为内在指标，外观性状为外在指标，应用综合加权评分

法处理数据。中药饮片的外观性状评分参照《中国药

典》对盐泽泻性状的要求[1]，即外观性状总分为饮片表面

注：1.泽泻醇B；2. 23-乙酰泽泻醇B；3. 泽泻醇C；4. 23-乙酰泽泻醇C

Note：1. alisol B；2. 23-acetyl alisol B；3. alisol C；4. 23-acetyl alisol C

图1 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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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质地与气味评分之和，具体评分标准见表2。

表2 外观性状评分标准

Tab 2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 scoring criterion

项目

色泽

质地

气味

评分
5

淡黄棕色或黄褐色
质坚实、粉性
偶见焦斑
气微，味微咸

4

黄色
质坚实、粉性
偶见焦斑
气微，味微咸

3

浅黄色或浅黄褐色
质较坚实
偶见焦斑
气微，味咸

2

黄白色
质较柔软
无焦斑
气微，味咸

1

浅黄白色
质软
无焦斑
气微，味偏咸

参考文献[9]，确定各指标权重为 23-乙酰泽泻醇B

含量 50％、总三萜含量 35％、外观性状 15％。评分方

法：各项评分均为y＝xi/xmax×权重系数×100（xmax为各项指

标中含量或外观性状评分最高值，xi为对应各项指标或

外观性状评分值），总分为各项指标评分的总和。

2.2.2 用盐量的考察 在预试验的基础上，分别称取

0.6、0.8、1.0、1.2、1.4 g盐，分别加入4 g水溶解，闷润泽

泻，使盐水渗入泽泻饮片内部，饮片润湿程度基本相

同。取泽泻5份，每份40 g，闷润1 h后，100 ℃下炒制12

min，考察用盐量。将上述泽泻盐炙品粉碎后过40目筛，

评价各指标。结果，用盐量为0.8 g时，综合评分最高，随

后逐渐下降，详见表3。

表3 单因素试验考察结果

Tab 3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test

因素
用盐量，g

炒制温度，℃

炒制时间，min

水平
0.6

0.8

1.0

1.2

1.4

80

100

120

140

160

4

8

12

16

20

23-乙酰泽泻醇B含量，mg/g

1.602 3

1.601 4

1.569 1

1.423 9

1.426 0

1.638 8

1.577 8

1.570 7

1.561 0

1.352 4

1.622 2

1.642 9

1.645 3

1.553 8

1.528 3

总三萜含量，mg/g

2.125 6

2.076 1

1.910 8

1.846 3

1.885 1

2.082 2

2.048 2

2.028 8

1.973 0

1.782 5

2.115 1

2.131 3

2.150 3

2.047 6

2.092 2

外观性状评分
9

10

13

12

7

10

13

10

9

6

9

10

13

7

6

综合评分
95.38

95.69

95.43

88.68

83.62

96.54

97.57

93.56

91.18

78.15

94.11

96.16

100.00

88.62

87.42

2.2.3 炒制温度的考察 2015年版《中国药典》（四部）

0213炮制通则规定盐炙法以文火加热，将待炮炙品炒至

规定程度。已有报道指出文火温度为 80～120 ℃[10]，而

温度过高泽泻易出现焦斑，故选择80～160 ℃考察炒制

温度。取泽泻5份，各40 g，分别用4 g水溶解0.8 g盐量

制备的盐溶液闷润 1 h 后，经不同温度（80、100、120、

140、160 ℃）炒制12 min后取出，放凉。将上述泽泻盐炙

品粉碎后过40目筛，评价各指标。结果，随着炒制温度

的升高，综合评分值先上升后下降，100 ℃时最高，详见

表3。

2.2.4 炒制时间的考察 取泽泻 5份，各 40 g，分别用 4

g 水溶解 0.8 g 盐量制备的盐溶液闷润 1 h，炒制温度为

100 ℃，分别炒制不同时间（4、8、12、16、20 min），取出放

凉。将上述泽泻盐炙品粉碎后过40目筛，评价各指标。

结果，炒制时间为 12 min时综合评分值最高，详见表 3。

但考虑到4 min炮制时间过短，饮片外观性状不佳，结合
此结果，选择将正交试验设计中时间的3个水平分别设
为8、10、12 min。

2.3 正交试验优化盐炙工艺

根据单因素试验考察结果，确定 A（用盐量，g）、B

（炒制温度，℃）、C（炒制时间，min）3因素为正交试验考
察因素，每个因素拟定3个水平，以综合评分为指标，采
用L9（34）正交表设计试验。因素与水平见表 4，正交试
验设计与结果见表5，方差分析结果见表6。

表4 因素与水平

Tab 4 Factors and levels

水平

1

2

3

因素
A（用盐量），g

0.6

0.8

1.0

B（炒制温度），℃
80

100

120

C（炒制时间），min

8

10

12

表5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 5 Design and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R

A

1

1

1

2

2

2

3

3

3

84.370

90.007

80.767

9.240

B

1

2

3

1

2

3

1

2

3

73.753

92.417

88.973

18.664

C

1

2

3

2

3

1

3

1

2

89.227

81.410

84.507

7.817

D

1

2

3

3

1

2

2

3

1

23-乙酰泽泻醇
B含量，mg/g

1.477 8

1.628 4

1.593 7

1.412 6

1.693 1

1.759 7

1.378 6

1.750 6

1.490 2

总三萜含
量，mg/g

1.836 3

2.022 6

1.987 0

1.803 4

2.102 7

2.199 4

1.771 0

2.138 6

1.908 4

外观性
状评分

4

10

9

5

12

13

3

7

6

综合
评分

75.83

89.99

87.29

74.61

95.41

100.00

70.82

91.85

79.63

表6 方差分析结果

Tab 6 Results of variance analysis

误差来源
A

B

C

误差

离均差平方和
130.13

591.83

92.97

17.44

自由度
2

2

2

2

均方差
65.07

295.91

46.48

8.72

F

7.46

33.94

5.33

P

0.12

0.03

0.16

注：F0.05（2，2）＝19.00

Note：F0.05（2，2）＝19.00

表5结果表明，对综合评分影响大小依次为B（炒制
温度）＞A（用盐量）＞C（炒制时间）。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因素B对试验结果有显著影响，而A和C无显著影
响。选取最优盐炙工艺为 A2B2C1，即每 40 g 泽泻加 4 g

水溶解的 0.8 g盐（每 100 kg泽泻加 10 kg水溶解的 2 kg

盐），闷润1 h，在100 ℃下炒制8 min。

2.4 中试验证试验

取 3份大小均匀的干燥生泽泻饮片，每份 40 kg，在
中试设备上按上述优化的盐炙工艺条件制备3批盐泽泻
饮片，验证工艺的可靠性。结果制备的3批盐泽泻外观

性状均符合《中国药典》标准，各指标综合评分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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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批间RSD小于 7.41％（n＝3）。另外，对每批盐泽泻

的指标均平行测定3次，结果，批次内的泽泻指标含量相

对接近，批内 RSD 小于 3％（n＝3）；且外观性状评分稳

定，RSD小于4％（n＝3），均符合《中国药典》要求。这表

明优化的工艺稳定可行，得到的成品质量稳定。验证

试验结果见表7。

表7 验证试验结果（n＝3）

Tab 7 Results of verification test（n＝3）

批次

1

2

3

平均值
RSD，％

外观性状评分

15（表面淡黄棕色，质坚实、粉性，偶见焦斑，味微咸）

14（表面黄色，质坚实、粉性，偶见焦斑，味微咸）

15（表面淡黄棕色，质坚实、粉性，偶见焦斑，味微咸）

14.67

3.94

23-乙酰泽泻醇
B含量，mg/g

1.662 3

1.434 9

1.584 8

1.560 7

7.41

总三萜含
量，mg/g

2.513 0

2.182 4

2.268 8

2.321 4

7.39

综合
评分

100.00

87.56

94.27

93.94

6.63

2.5 建泽泻盐炙品指纹图谱研究

2.5.1 色谱条件 色谱柱：Ultimate XB-C18（1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A）-水（B），梯度洗脱（0～

5 min，35％A；5～20 min，35％A～55％A；20～35 min，

55％A～65％A；35～45 min，65％A～75％A；45～55 min，

75％A～85％A；55～65 min，85％A）；流速：1 mL/min；

检测波长：208、245 nm；柱温：30 ℃；进样量：10 μL。

2.5.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按优化的建泽泻盐炙工艺

制备 10批盐泽泻饮片，精密称取过 40目筛盐炙品粉末

2.0 g，置于50 mL具塞锥形瓶中，其余操作同“2.1.3”项。

2.5.3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23-乙酰泽泻醇B、泽

泻醇B、23-乙酰泽泻醇C、泽泻醇C、泽泻醇F、11-去氧泽

泻醇B、16-羰基泽泻醇A、16-羰基-23-乙酰泽泻醇A、16-

羰基-24-乙酰泽泻醇 A、泽泻烯醇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分别加入乙腈溶解并稀释制备成约 1.0 μg/mL对照

品溶液并混合，供定性分析使用。

2.5.4 方法学考察 （1）系统适用性及专属性试验。精

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 10 μL，按

“2.5.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记录色谱图。结果在 2个检

测波长下各化合物与其相邻峰的分离度均大于 1.5，拖

尾因子为 0.95～1.05，理论板数以各色谱峰计均大于

10 000，表明该条件下方法专属性良好。（2）精密度、稳定

性、重复性试验。取批号为130110的泽泻盐炙品供试品

溶液，按相关方法进行考察。结果，精密度试验中各共

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为 0.16％～0.34％（n＝6），相

对峰面积的RSD为0.45％～3.87％（n＝6），表明仪器精密

度良好；稳定性试验中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为

0.12％～0.27％（n＝6），相对峰面积的 RSD 为 1.13％～

4.99％（n＝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24 h内稳定性良好；重

复性试验中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 为0.04％～

0.12％（n＝6），相对峰面积的RSD为2.81％～4.96％（n＝

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5.5 泽泻盐炙品指纹图谱建立 （1）参照峰的选择。

取“2.5.2”项制备的 10批泽泻盐炙品供试品溶液各 10

μL，按“2.5.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得到10批泽泻盐炙品

的HPLC图谱。选择指纹图谱中保留时间适中且峰面积

较稳定的色谱峰为参照峰。结果表明，在208 nm波长下

13号峰（23-乙酰泽泻醇B）和 245 nm波长下 6号峰（23-

乙酰泽泻醇C）与相邻色谱峰分离良好、基线稳定，并且

在泽泻中含量较高，故分别确定为 208 nm和 245 nm波

长下的参照峰。（2）共有峰的标定及指认。将10批（S1～

S10）泽泻盐炙品HPLC图谱导入中国药典委员会“中药

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软件（2004 A 版）中进行

色谱峰匹配，经多点校正后进行峰自动匹配，计算并生

成对照图谱R。图谱在208 nm波长下共标定17个共有

峰，经对照品定性，指认6个峰，其中5、6、8、10、13、15号

峰分别为泽泻醇F、23-乙酰泽泻醇C、泽泻烯醇、泽泻醇

B、23-乙酰泽泻醇B、11-去氧泽泻醇B；245 nm波长下共

标定10个共有峰，指认5个峰，其中1、2、3、4、6号峰分别

为 16-羰基泽泻醇 A、16-羰基-23-乙酰泽泻醇 A、16-羰

基-24-乙酰泽泻醇A、泽泻醇C、23-乙酰泽泻醇C。2个

波长下共有峰峰面积总和均占各自波长下所有检出色

谱峰峰面积总和的95％以上。（3）相似度评价。应用“中

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软件（2004 A 版），将

10批泽泻盐炙品的HPLC图谱导入并计算相似度。结

果，10批泽泻盐炙品相似度在 208 nm 波长下分别为

0.999、0.999、0.999、0.997、0.998、0.998、0.994、0.998、

0.998、0.999，在 245 nm 波长下分别为 0.993、0.999、

0.994、0.998、0.985、0.996、0.996、0.997、0.991、0.946，均

大于0.9，表明各批药材质量稳定，批次间差异较小。生

成的对照图谱和双波长HPLC指纹图谱见图2。

3 讨论
建泽泻是闽产道地药材之一，为临床常用大宗中

药，文献记载有酒制、盐制、清蒸、麸制、土制等诸多炮制

方法，“健脾生用或酒炒用，滋阴利水盐水炒”[11]。泽泻

甘寒，入肾、膀胱经；盐味咸，引药入肾与膀胱，能够增强

泽泻的利水渗湿、泄热通淋之功。因而开展泽泻的盐制

炮制机制研究、制定盐制工艺标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3.1 工艺优化指标的选择

首先，泽泻化学成分主要为三萜类成分[12]，是其利

尿 [13]、降脂 [14]、降糖 [15]等作用的有效物质基础。《中国药

典》将23-乙醇泽泻醇B作为指标性成分[1]，因此，本试验

将其作为炮制工艺优化的指标之一。其次，泽泻三萜化

合物性质不稳定，具体表现在产地加工、炮制等过程中

会发生化学成分的转化，因此选择4种三萜化合物的总

含量[16]作为总三萜评价指标。此外，由于外观性状评价

与炮制程度有相关性[4]，笔者同时参考文献[6]，设置了色

泽、质地、粉性、焦斑情况及味咸情况等外观性状指标。

3.2 2个试验中色谱条件及方法学考察项目的区别

在4种成分的含量测定和建泽泻盐炙品指纹图谱的

建立中，流动相分别采用了等度洗脱和梯度洗脱。等度

洗脱可将4个化合物进行分离和洗脱，但在建立指纹图

谱时，由于泽泻中成分复杂，等度洗脱不能达到较多成

分基线分离的效果，而梯度洗脱则可，并可得到更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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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度良好的色谱峰，故后者采用梯度洗脱。另外，在指

纹图谱的建立中，方法学考察的项目主要是根据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中药注射剂指纹图谱研究

的技术要求（暂行）》和文献[17]设立的，而含量测定的方

法学考察项目则是根据 2015年版《中国药典》方法学验

证指导原则设立的，故二者考察项目不同。

3.3 建泽泻盐炙品的指纹图谱研究

本试验在优化建泽泻盐炙工艺的基础上，首次研究

并建立了福建道地药材泽泻盐炙品的双波长（208 nm和

245 nm）指纹图谱，各共有峰稳定性较好，相似度分别在

0.994和 0.946以上，符合指纹图谱建立的要求，故该方

法可以对建泽泻盐炙品进行有效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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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16-羰基泽泻醇A；2. 16-羰基-23-乙酰泽泻醇A；3. 16-羰基-24-乙

酰泽泻醇A；4. 泽泻醇C；5. 泽泻醇F；6. 23-乙酰泽泻醇C ；8. 泽泻烯

醇；10. 泽泻醇 B；13. 23-乙酰泽泻醇 B；15. 11-去氧泽泻醇 B；S1～

S10.样品；R. 对照

Note：1.16-carbonyl alisol A；2.16-carbonyl-23-acetyl alisol A；3.16-car-

bonyl-24-acetyl alisol A；4.alisol C；5.alisol F；6.23-acetyl alisol C；8.

alismol；10.alisol B；13.23-acetyl alisol B；15.11-deoxy alisol B；

S1-S10. sample；R. reference

图2 高效液相指纹图谱

Fig 2 HPLC fingerprint

20

15

10

5

0
-5

79.41

59.56

39.71

19.85

0

0 10.84 21.67 32.50 43.34 54.17 65.01

t，min

A. 混合对照品溶液

U
，m

V

0 10.84 21.67 32.50 43.34 54.17 65.01

t，min

B. 供试品溶液

U
，m

V

20

15

10

5

0
-5

23.02

17.27

11.51

5.76

0

0 10.84 21.67 32.50 43.34 54.17 65.01

t，min

A. 混合对照品溶液

U
，m

V

0 10.84 21.67 32.50 43.34 54.17 65.01

t，min

B. 供试品溶液

U
，m

V

245 nm：

208 nm：

··2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