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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制备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并进行质量标准研究。方法：依照标准汤剂的制备要求，制备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计

算出膏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中迷迭香酸进行定量分析[色谱柱为Agilent 5 TC-C18（2），流动相为

甲醇-0.1％甲酸溶液（40 ∶ 60，V/V），检测波长为330 nm，流速为1.0 mL/min，柱温为30 ℃，进样量为5 µL]，并计算其转移率。建立

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HPLC 指纹图谱，利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软件对指纹图谱进行分析，并通过

对比共有峰的保留时间对色谱峰进行指认。结果：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出膏率为 5.55％～9.75％；迷迭香酸的含量为

0.44％～1.58％，平均含量为1.08％；迷迭香酸的转移率为18.31％～34.32％，平均转移率为25.42％。在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

HPLC 指纹图谱中，共确定了 11个共有峰，相似度均高于 0.95；并指认出了其中 5个共有色谱峰，分别为咖啡酸（峰 3）、木犀草苷

（峰5）、迷迭香酸（峰8）、木犀草素（峰9）和芹菜素（峰10）。结论：建立了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可为炒紫苏子配方颗

粒及相关制剂质量标准的制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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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epare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erilla frutescens seed and study the quality standard.

METHODS：According to the preparation requirements of standard decoction，17 batches of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were prepared，and the yield of paste was calculated. HPLC method was use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osmarinic

acid in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Agilent 5 TC-C18（2）column with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methanol-0.1％ formic acid solution（40 ∶ 60，V/V）at the flow rate of 1.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面特征三个方面均存在差异，可对其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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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子为唇形科植物紫苏[Perilla frutescens（L.）

Britt.]的干燥成熟果实，始载于《名医别录》[1]。紫苏子主

产于河北、四川、甘肃、江苏等地，其味辛，性温，归肺经，

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功效，用于痰壅气

逆、咳嗽气喘、肠燥便秘等[2]。临床上多用其炮制品炒紫

苏子，因炒制后可降低其油脂含量[3]，增强其止咳平喘的

功效 [4-5]。汤剂作为炒紫苏子的传统应用形式，存在服

用、储存、携带不便等问题[6]。中药配方颗粒和传统汤剂

相比具有质量稳定、疗效可靠、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便

于保管等优势[7]，但中药配方颗粒也存在对其疗效认识

不足、缺乏统一标准、研究基础薄弱等问题[8]。因此，2016

年8月国家药典委员会发布了《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控制

与标准制定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将标准汤剂作为

衡量中药配方颗粒是否与临床汤剂基本一致的标准参

照物[9-10]，以保障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和剂量的一致性。

标准汤剂系由不少于15批原料分别制得，计算其指

标成分含量、指标成分转移率和出膏率的平均值，并规

定其变化可接受的范围。中药配方颗粒的所有药学研

究均须与标准汤剂进行对比，以保证与标准汤剂质量的

一致性，因此亟需进行标准汤剂的质量标准研究，从而

为配方颗粒质量标准的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可视化标

尺。本研究遵循该文件中标准汤剂的制备方法，选用 3

个主产区的 17批炒紫苏子饮片制备标准汤剂，参考

2015年版《中国药典》（一部）炒紫苏子项下含量测定方

法 [2]，以主要有效成分迷迭香酸为指标成分，测定其含

量，计算转移率和出膏率范围，并进行指纹图谱研究[11]，以

期建立炒紫苏子标准汤剂质量评价方法，进而为炒紫苏

子配方颗粒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Waters e 2695型高效液相色谱（HPLC）仪（美国Wa-

ters科技有限公司）；Agilent 1260型HPLC仪（美国Agi-

lent科技有限公司）；CT-C-3型热风循环烘箱（杭州金竺

机械有限公司）；MS205DU 型电子分析天平、ME204E/02

型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Molcell 1820A型超纯水机（重庆摩尔水处理设备有限公

司）；KQ5200DB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LGJ-100F型真空冷冻干燥机（北京松源华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1.2 药品与试剂

17批炒紫苏子饮片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胡昌

江教授鉴定，均由唇形科植物紫苏 [Perilla frutescem

（L.）Britt.]的干燥成熟果实炮制加工而成，经检测均合

格；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冻干粉均由四川新绿色药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备；迷迭香酸对照品（批号：111871-

201706，纯度：90.5％，供含量测定用）、木犀草苷对照品

（批号：111720-201609，纯度：94.9％）、芹菜素对照品（批

号：111901-201102，纯度：99.6％）、木犀草素对照品（批

号：111520-201605，纯度：99.6％）、咖啡酸对照品（批号：

110885-201703，纯度：99.7％）均来源于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甲醇、乙腈、甲酸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

试剂均为分析纯。17批炒紫苏子饮片及标准汤剂冻干

粉的信息见表1。

2 方法与结果

2.1 样品的制备

2.1.1 标准汤剂冻干粉的制备 取炒紫苏子饮片 150

g，捣碎，加水煎煮 2次，第 1次加 8倍水，浸泡 30 min，煮

沸，保持微沸煎煮30 min，200目筛网过滤；第2次加6倍

水，煮沸，保持微沸煎煮20 min，200目筛网过滤。合并2

次水煎液，冷却至室温，冷冻、干燥，即得炒紫苏子标准

汤剂冻干粉。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1）迷迭香酸对照品溶液：

取迷迭香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备成质量

浓度为 80.00 μg/mL的对照品溶液，即得。（2）混合对照

品溶液：精密称取咖啡酸、迷迭香酸、木犀草苷、木犀草

素和芹菜素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备成含咖啡酸为

set at 330 nm，and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The sample size was 5 µL. The transfer rate was calculated. HPLC fingerprint

was established for 17 batches of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and analyzed by using TCM Chromatogram

Fingerprint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2012 edition）. The chromatogram peaks were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retention time of

common peak. RESULTS：The yield of paste were 5.55％-9.75％ in 17 batches of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The contents of rosmarinic acid were 0.44％-1.58％，and average content was 1.08％ . The transfer rates of rosmarinic acid were

18.31％-34.32％，and average transfer rate was 25.42％. In HPLC fingerprints for 17 batches of standard decoction of P. frutescens

seed，a total of 11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and the similarity was higher than 0.95. Five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namely caffeic acid （peak 3），luteolin （peak 5）， rosmarinic acid （peak 8） ， luteolin （peak 9）， apigenin （peak 10）.

CONCLUSIONS：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 of standard decoc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is established，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granules and related preparations.

KEYWORDS Fried Perilla frutescens seed；Standard decoction；HPLC；Fingerprint；Rosmarinic acid；Transfer rate；Yield of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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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μ g/mL、迷迭香酸为 80.70 μ g/mL、木犀草苷为

60.72 μ g/mL、木犀草素为 100.61 μ g/mL、芹菜素为

100.20 μg/mL的混合对照品溶液，即得。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冻干

粉约0.5 g，精密称定，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80％甲

醇 50 mL，密塞，称定质量；然后超声（功率：600 W、频

率：40 kHz）处理20 min，放冷，再次称定质量，用80％甲

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2 炒紫苏子标准汤剂中迷迭香酸的含量测定

2.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采用Water e 2695

型 HPLC 仪进行分析。色谱柱：Agilent 5 TC-C18（2）

（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甲醇-0.1％甲酸溶液

（40 ∶ 60，V/V）；检测波长：330 nm；流速：1.0 mL/min；柱

温：30 ℃；进样量：5 μL。取“2.1”项下对照品溶液和供

试品溶液（冻干粉批号：CZSZBT180605）按此条件进样

测定。结果，在此色谱条件下，供试品溶液中待测指标

成分迷迭香酸与相邻峰的分离度均＞1.5，理论板数按迷

迭香酸计应不低于3 000，色谱图见图1。

2.2.2 线性关系考察 取迷迭香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

定，加甲醇制备成质量浓度为 453.3 μg/mL的对照品母

液。然后取母液分别稀释得到质量浓度为 111.3、56.7、

22.7、11.3 μg/mL的系列对照品溶液。分别取上述对照

品溶液和对照品母液5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2.1”项

下条件分析，记录峰面积。以迷迭香酸质量浓度为横坐

标（x，μg/mL）、峰面积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得到

线性回归方程：y＝13.44x+177.4（R2＝0.999 2），提示迷

迭香酸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11.3～453.3 μg/mL。

2.2.3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对照品溶液按“2.2.1”项下

条件连续进样6次，记录峰面积。结果，迷迭香酸峰面积

的RSD为0.83％（n＝6），表明该仪器的精密度良好。

2.2.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标准汤剂冻干粉（批号：

CZSZBT180605）0.5 g，精密称定 6份，由同一操作人员

按照“2.1.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然后按“2.2.1”项

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迷迭香酸含量的

RSD为1.70％（n＝6），表明该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2.5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标准汤剂冻干粉（批号：

CZSZBT180605）0.5 g，由同一操作人员按照“2.1.3”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在室温条件下放置0、2、4、8、

12、24 h后，按“2.2.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

结果，迷迭香酸含量的RSD为 0.38％（n＝6），表明供试

品溶液在室温下24 h内稳定性良好。

2.2.6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标准汤剂冻干

粉（批号：CZSZBT180605）约 0.25 g，共 6份，精密称定，

分别精密加入一定量的迷迭香酸对照品，按“2.1.3”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然后按“2.2.1”项下条件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结果，迷迭香酸的回收率在 96.8％～

99.5％之间，平均值为97.9％，RSD为1.0％（n＝6），表明

该方法准确度良好。回收率测定结果见表2。

表2 回收率测定结果（n＝6）

Tab 2 Results of recovery rate（n＝6）

编号

1

2

3

4

5

6

取样量，
g

0.250 5

0.251 2

0.251 0

0.250 0

0.250 4

0.249 8

样品含量，
mg

2.749

2.757

2.755

2.744

2.748

2.742

加入量，
mg

2.75

2.75

2.75

2.75

2.75

2.75

测定量，
mg

5.450 8

5.450 9

5.445 7

5.480 1

5.418 5

5.403 7

加样回收率，
％

98.2

98.0

97.8

99.5

97.1

96.8

平均加样回收率，
％

97.9

RSD，
％

1.0

2.2.7 迷迭香酸含量测定 根据已建立的含量测定方

法，对17批炒紫苏子饮片及其标准汤剂进行迷迭香酸含

量测定，并计算其转移率{转移率（％）＝[标准汤剂中迷

迭香酸含量×标准汤剂收料量×（1－标准汤剂中水分含

表1 炒紫苏子饮片及标准汤剂冻干粉信息

Tab 1 Information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and

freeze-dried powder of standard decoction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标准汤剂冻干粉批号
CZSZBT180601

CZSZBT180602

CZSZBT180603

CZSZBT180604

CZSZBT180605

CZSZBT180606

CZSZBT180607

CZSZBT180608

CZSZBT180609

CZSZBT180610

CZSZBT180611

CZSZBT180612

CZSZBT180613

CZSZBT180614

CZSZBT180615

CZSZBT180616

CZSZBT180617

饮片批号
CZSZ180601

CZSZ180602

CZSZ180603

CZSZ180604

CZSZ180605

CZSZ180606

CZSZ180607

CZSZ180608

CZSZ180609

CZSZ180610

CZSZ180611

CZSZ180612

CZSZ180613

CZSZ180614

CZSZ180615

CZSZ180616

CZSZ180617

饮片产地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焦村镇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南义乡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焦村镇
河北省安国市
河北省安国市
河北省安国市
河北省安国市
河北省安国市
江苏省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江苏省徐州市

图1 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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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9.75％，平均出膏率为 7.80％；其中迷迭香酸的

含量为0.44％～1.58％，平均含量为1.09％；迷迭香酸的

转移率为18.31％～34.32％，平均转移率为 25.42％。

2.3 HPLC指纹图谱分析

2.3.1 色谱条件 采用Agilent 1260型HPLC仪进行分

析。色谱柱：Kromasil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

相：以乙腈为流动相A、0.1％甲酸为流动相B，梯度洗脱

（0～10 min，3％→17％A；10～35 min，17％→22％A；

35～60 min，22％→60％A）；流速：1.0 mL/min；柱温：

30 ℃；检测波长：330 nm；进样量：10 μL。

2.3.2 精密度试验 精密称取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冻干

粉（批号：CZSZBT180605）1份，按“2.1.3”项下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按“2.3.1”项下条件连续进样6次，记录色谱

图。以峰8为参照峰（S），对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

及相对峰面积进行统计。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

的RSD为0.05％～0.35％（n＝6），相对峰面积的RSD为

0.24％～0.92％（n＝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冻干

粉（批号：CZSZBT180605）0.5 g，精密称定 6份，由同一

操作人员按“2.1.3”项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再按

“2.3.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以峰 8为参照

峰（S），对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进

行统计。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为

0.03％～0.69％（n＝6），相对峰面积的 RSD 为 0.13％～

2.03％（n＝6），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3.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冻干

粉（批号：CZSZBT180605）0.5 g，由同一操作人员按照

“2.1.3”项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在室温条件下放置0、

2、4、8、12、24 h后，再按“2.3.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

色谱图。以峰8为参照峰（S），对各共有色谱峰相对保留

时间及相对峰面积进行统计。结果，各共有峰相对保留

时间的 RSD 为 0.06％～0.40％（n＝6），相对峰面积的

RSD为 0.16％～1.95％（n＝6），表明样品在室温条件下

24 h内稳定性良好。

2.3.5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分析 分别取 17批炒紫苏子

标准汤剂冻干粉，按“2.1.3”项下方法制得标准汤剂供试

品溶液（S1～S17），并按“2.3.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

色谱图。将所得色谱图导入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软件（2012版）中进行匹配，以样品 S1的图谱为参

照图谱R，建立HPLC指纹图谱，并计算各批次样品指纹

图谱的相似度。结果，根据匹配结果确定了 11个共有

峰，各批次样品的指纹图谱相似度均大于0.95。17批样

品的指纹图谱及其对照指纹图谱R见图2、图3，17批炒

紫苏子标准汤剂中11个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见表4、

共有峰的相对峰面积见表5、相似度评价结果见表6。

2.3.6 色谱峰的指认 分别取混合对照品溶液、炒紫苏

子标准汤剂供试品溶液（冻干粉批号：CZSZBT180601），

按“2.3.1”项下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通过与各对

照品色谱峰进行比对分析，指认了其中5个色谱峰，分别

为咖啡酸（峰3）、木犀草苷（峰5）、迷迭香酸（峰8）、木犀

草素（峰9）和芹菜素（峰10），色谱图见图4。

3 讨论

中药标准汤剂作为经典名方制剂的质量基准和衡

量中药配方颗粒的标准参照物，已成为当前中医药界的

表3 迷迭香酸含量及其转移率和标准汤剂出膏率测定结果

Tab 3 Determination result of rosmarinic acid content and its transfer rate and yield of paste

标准汤剂冻干粉批号
CZSZBT180601

CZSZBT180602

CZSZBT180603

CZSZBT180604

CZSZBT180605

CZSZBT180606

CZSZBT180607

CZSZBT180608

CZSZBT180609

CZSZBT180610

CZSZBT180611

CZSZBT180612

CZSZBT180613

CZSZBT180614

CZSZBT180615

CZSZBT180616

CZSZBT180617

平均值，％

饮片批号
CZSZ180601

CZSZ180602

CZSZ180603

CZSZ180604

CZSZ180605

CZSZ180606

CZSZ180607

CZSZ180608

CZSZ180609

CZSZ180610

CZSZ180611

CZSZ180612

CZSZ180613

CZSZ180614

CZSZ180615

CZSZ180616

CZSZ180617

饮片中水分，％
0.80

1.00

1.40

0.40

0.60

0.80

1.50

1.80

1.60

1.20

1.50

1.30

1.40

1.30

1.70

1.50

1.60

1.26

饮片投料量，％
150.11

152.73

150.99

150.88

200.84

151.51

150.56

150.68

150.29

150.62

150.35

150.61

150.41

150.27

150.41

150.64

150.55

153.67

饮片中迷迭香含量，％
0.33

0.36

0.36

0.37

0.31

0.37

0.29

0.22

0.26

0.24

0.24

0.34

0.32

0.31

0.35

0.39

0.35

0.32

标准汤剂中水分，％
2.30

2.00

2.40

3.00

2.00

2.40

3.30

3.10

2.50

2.70

2.80

3.20

3.60

2.50

4.00

3.50

3.10

2.85

标准汤剂收料量，％
11.50

12.66

11.58

12.45

18.01

13.21

14.68

14.54

9.88

11.71

11.28

9.02

10.76

8.34

12.00

13.11

9.65

12.02

标准汤剂中迷迭香酸含量，％
1.20

1.26

1.55

1.58

1.12

1.38

0.59

0.44

1.25

0.62

0.64

1.06

1.07

1.29

1.29

1.02

1.12

1.09

转移率，％
27.44

28.72

32.69

34.32

31.94

31.99

19.47

19.04

31.32

19.78

19.74

18.31

23.39

22.81

28.72

22.30

20.20

25.42

出膏率，％
7.66

8.29

7.67

8.25

8.97

8.72

9.75

9.65

6.57

7.77

7.50

5.99

7.15

5.55

7.98

8.70

6.41

7.80

量）]/[饮片中迷迭香酸含量×饮片投料量×（1－饮片中水

分含量）]×100％}和出膏率[出膏率（％）＝标准汤剂收粉

量/饮片投入量×100％]，结果见表3。

结果显示，17 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出膏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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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热点之一。标准汤剂的制备首先要求所用饮片来

源具有道地性和代表性[12]。本研究收集了3个主产区或

规范化种植产区的紫苏子药材共17批次，具有代表性；

其次，整个制备过程完全遵循标准化操作[12]，质量控制

采用指纹图谱和指标成分迷迭香酸含量测定相结合，从

整体定性和指标成分定量的角度为炒紫苏子相关制剂

的制备和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

在指纹图谱研究中，笔者前期对提取溶剂（乙醇、

80％甲醇、水、甲醇）、提取方法（回流提取和超声提取）、

提取时间（20、30、40 min）等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

相同的色谱条件下，80％甲醇作为提取溶剂得到的色谱

峰较多、峰面积较大，且分离度良好；回流和超声提取效

果一致，因此采用操作简便的超声提取；提取时间对其

提取效率无显著影响，故选择提取时间为20 min。采用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DAD）进行全波长扫描，结果发现在

波长为 330 nm 时，色谱峰个数最多、且各峰峰形较好，

故确定检测波长为 330 nm；以流动相乙腈-0.1％甲酸水

溶液进行梯度洗脱，将检测时间延长至120 min，结果表

明，60 min后没有明显的色谱峰，故梯度洗脱时间和记

录色谱图的时间定为60 min。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建立了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

质量评价方法，可用于解决因原料差异、生产工艺差异

造成的配方颗粒质量差异问题，保障炒紫苏子配方颗粒

图3 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对照指纹图谱R

Fig 3 Reference fingerprint R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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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中 11个共有峰的相对峰

面积

Tab 5 Relative peak areas of 11 common chromato-

graphic peaks for 17 batches of fried P. frutes-

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样品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峰1

0.007

0.005

0.003

0.006

0.018

0.004

0.005

0.004

0.001

0.005

0.005

0.006

0.004

0.002

0.005

0.015

0.004

峰2

0.012

0.014

0.013

0.012

0.016

0.014

0.011

0.012

0.005

0.012

0.010

0.012

0.014

0.013

0.012

0.013

0.016

峰3

0.041

0.041

0.039

0.037

0.078

0.042

0.049

0.057

0.058

0.050

0.049

0.042

0.041

0.040

0.037

0.072

0.042

峰4

0.027

0.033

0.030

0.023

0.115

0.032

0.027

0.020

0.032

0.027

0.027

0.025

0.033

0.028

0.022

0.115

0.030

峰5

0.018

0.008

0.003

0.006

0.036

0.007

0.010

0.009

0.026

0.007

0.010

0.017

0.003

0.006

0.007

0.035

0.009

峰6

0.675

0.615

0.546

0.605

0.606

0.610

0.262

0.295

0.732

0.275

0.265

0.661

0.616

0.543

0.603

0.600

0.604

峰7

0.050

0.060

0.057

0.060

0.049

0.061

0.022

0.028

0.057

0.023

0.022

0.050

0.060

0.057

0.060

0.039

0.062

峰8（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峰9

0.021

0.042

0.023

0.041

0.151

0.051

0.122

0.103

0.033

0.112

0.113

0.038

0.041

0.025

0.043

0.149

0.050

峰10

0.008

0.015

0.009

0.012

0.029

0.017

0.068

0.060

0.018

0.063

0.063

0.013

0.015

0.012

0.014

0.030

0.017

峰11

0.008

0.010

0.011

0.009

0.014

0.012

0.015

0.017

0.011

0.015

0.014

0.008

0.010

0.007

0.009

0.014

0.012

图2 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HPLC指纹图谱

Fig 2 HPLC fingerprints for 17 batches of fried P. fru-

tes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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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中 11个共有峰的相对保

留时间

Tab 4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11 common chro-

matographic peaks for 17 batches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样品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峰1

0.225

0.224

0.224

0.224

0.225

0.224

0.223

0.221

0.223

0.223

0.223

0.224

0.224

0.224

0.225

0.225

0.224

峰2

0.385

0.382

0.383

0.382

0.383

0.381

0.382

0.382

0.381

0.381

0.382

0.382

0.382

0.382

0.383

0.383

0.382

峰3

0.461

0.459

0.460

0.459

0.460

0.458

0.459

0.459

0.458

0.459

0.459

0.459

0.459

0.459

0.460

0.460

0.459

峰4

0.544

0.544

0.544

0.545

0.545

0.544

0.543

0.543

0.543

0.544

0.542

0.543

0.544

0.544

0.544

0.544

0.544

峰5

0.684

0.684

0.685

0.684

0.685

0.684

0.684

0.685

0.683

0.685

0.685

0.683

0.685

0.685

0.684

0.684

0.684

峰6

0.715

0.715

0.716

0.716

0.717

0.715

0.714

0.715

0.715

0.716

0.715

0.715

0.716

0.716

0.715

0.716

0.716

峰7

0.936

0.937

0.936

0.936

0.937

0.937

0.935

0.935

0.936

0.936

0.935

0.936

0.935

0.936

0.935

0.936

0.936

峰8（S）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峰9

1.388

1.385

1.387

1.386

1.386

1.383

1.384

1.386

1.384

1.383

1.385

1.384

1.386

1.385

1.388

1.389

1.386

峰10

1.529

1.526

1.527

1.526

1.526

1.523

1.525

1.526

1.524

1.524

1.526

1.524

1.526

1.526

1.529

1.530

1.526

峰11

1.842

1.838

1.839

1.839

1.838

1.835

1.836

1.838

1.834

1.836

1.838

1.835

1.838

1.837

1.841

1.843

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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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稳定可控。本研究立足于现代标准汤剂，提供了

指纹图谱及其指标成分含量共同控制中药标准汤剂质

量的一种新思路，能有效体现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化学

成分信息，为炒紫苏子配方颗粒及炒紫苏子相关经典名

方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但是，仍需对标准汤剂与传

统汤剂临床疗效的一致性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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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炒紫苏子标准汤剂和对照品的HPLC图

Fig 4 HPLC chromatograms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and substanc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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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7批炒紫苏子标准汤剂的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 6 Similarity evaluation of 17 batches of fried P. frutescens seed standard decoction

样品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R

S1

1.000

0.981

0.994

0.995

0.994

0.999

0.996

0.995

0.995

0.995

0.998

0.994

0.993

0.995

0.999

0.993

0.997

0.996

S2

0.981

1.000

0.994

0.993

0.969

0.976

0.958

0.962

0.989

0.964

0.973

0.982

0.991

0.991

0.993

0.992

0.992

0.999

S3

0.994

0.994

1.000

0.999

0.980

0.980

0.996

0.996

0.997

0.989

0.989

0.995

0.995

0.995

0.996

0.996

0.971

0.998

S4

0.995

0.993

0.999

1.000

0.985

0.982

0.982

0.991

0.991

0.999

0.999

0.996

0.996

0.984

0.983

0.991

0.991

0.999

S5

0.994

0.969

0.980

0.985

1.000

0.995

0.995

0.994

0.986

0.992

0.992

0.992

0.985

0.974

0.961

0.980

0.910

0.998

S6

0.999

0.976

0.980

0.982

0.995

1.000

0.997

0.981

0.996

0.996

0.997

0.993

0.994

0.985

0.985

0.992

0.992

0.999

S7

0.996

0.958

0.996

0.982

0.995

0.997

1.000

0.997

0.997

0.997

0.969

0.962

0.981

0.958

0.978

0.995

0.995

0.996

S8

0.995

0.962

0.996

0.991

0.994

0.981

0.99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8

0.998

0.996

0.994

0.997

0.995

S9

0.995

0.989

0.997

0.991

0.986

0.996

0.997

1.000

1.000

1.000

0.997

0.995

0.995

0.999

0.991

0.991

0.992

0.998

S10

0.995

0.964

0.989

0.999

0.992

0.996

0.997

1.000

1.000

1.000

0.999

0.999

0.996

0.989

0.983

0.996

0.996

0.996

S11

0.998

0.973

0.989

0.999

0.992

0.997

0.969

1.000

0.997

0.999

1.000

0.995

0.994

0.999

0.991

0.993

0.993

0.999

S12

0.994

0.982

0.995

0.996

0.992

0.993

0.962

1.000

0.995

0.999

0.995

1.000

0.998

0.985

0.988

0.995

0.995

0.983

S13

0.993

0.991

0.995

0.996

0.985

0.994

0.981

0.998

0.995

0.996

0.994

0.998

1.000

0.996

0.996

0.996

0.992

0.995

S14

0.995

0.991

0.995

0.984

0.974

0.985

0.958

0.998

0.999

0.989

0.999

0.985

0.996

1.000

0.999

0.999

0.997

0.998

S15

0.999

0.993

0.996

0.983

0.961

0.985

0.978

0.996

0.991

0.983

0.991

0.988

0.996

0.999

1.000

0.995

0.995

0.995

S16

0.993

0.992

0.996

0.991

0.980

0.992

0.995

0.994

0.991

0.996

0.993

0.995

0.996

0.999

0.995

1.000

0.997

0.995

S17

0.997

0.992

0.971

0.991

0.910

0.992

0.995

0.997

0.992

0.996

0.993

0.995

0.992

0.997

0.995

0.997

1.000

0.995

··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