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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木仁-5味散的指纹图谱建立及4种成分的含量测定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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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建立特木仁-5味散的指纹图谱并进行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同时测定其中4种成分的含量。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结合《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建立10批特木仁-5味散（编号S1～S10）的指纹图谱并进行相似度评价，与

混合对照品比对指认共有峰。采用SPSS 26.0软件对共有峰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10批样

品中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的含量。结果 从10批特木仁-5味散的指纹图谱中共标定15个共有峰，相似度为0.997～

0.999；指认峰1为没食子酸、峰3为栀子苷、峰5为绿原酸、峰12为鞣花酸。10批样品中，S4、S9聚为一类，S6～S8聚为一类，其余

批次样品聚为一类；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45％。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检测质量浓度的线性范围分

别为 5.55～177.5、15.98～511.5、2.56～82.0、13.48～431.5 μg/mL；精密度、稳定性（24 h）、重复性试验的 RSD 均小于 2％（n＝6或

n＝7）；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101.56％、102.21％、98.60％、96.62％，RSD分别为1.90％、1.61％、1.58％、1.73％（n＝6）。10批特木

仁-5味散中，上述成分的平均含量分别为5.03～5.64、10.38～12.16、1.40～1.69、6.47～7.11 mg/g。结论 所建指纹图谱稳定、可行，

含量测定方法符合相关规定，结合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可用于特木仁-5味散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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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fingerprint of Temurin-5 powder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nents

SUN Cancan，ZHOU Jing，Subiyinuer·Tuerhong，MA Guizhi（College of Pharmacy，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fingerprint of Temurin-5 powder，conduct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analysis，and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4 components simultaneously. METHODS The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Temurin-5 powder were

established and similarity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by using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combined with the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2 edition）；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with mixed substance control. The common peaks were analyzed by systematic cluster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SPSS 26.0 software. The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gallic acid，

geniposide，chlorogen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in 10 batches of samples. RESULTS A total of 15 common peak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fingerprints of 10 batches of Temurin-5 powder，and the similarity was 0.997-0.999. It was identified that peak 1 was

gallic acid，peak 3 was geniposide，peak 5 was chlorogenic acid and peak 12 was ellagic acid. Among the 10 batches of samples，

S4 and S9 were grouped into one category，S6-S8 were grouped into one category，and the other batches of samples were grouped

into one category. The ac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first three principal components was 89.245％ . The linear ranges

of gallic acid，geniposide，chlorogenic acid and ellagic acid were 5.55-177.5，15.98-511.5，2.56-82.0 and 13.48-431.5 μ g/mL，

respectively. RSDs of precision，stability （24 h） and repeatability tests were all less than 2％ （n＝6 or n＝7）.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101.56％，102.21％，98.60％ and 96.62％，respectively，RSDs were 1.90％，1.61％，1.58％ and 1.73％（n＝6）.

Average contents of above components were 5.03-5.64，10.38-12.16，1.40-1.69，6.47-7.11 mg/g，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established fingerprint is stable and feasible，and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method meets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Combined with

chemical pattern recognition analysis，it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emurin-5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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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木仁-5味散出自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后序本》，

也称扎格切-5汤散，是由铁面、诃子、栀子、黄柏、川楝子

5味药材组成的传统蒙药制剂[1]。本方性凉，方中以清肝

热、明目的铁面为主。研究指出，铁面有消肿、清肝热、

明目、解毒的功效；诃子有祛“三弊”所致诸疾、调理体素

及解毒的功效；栀子有清血热、明目、祛巴达干希拉、滋

养强壮及调节体素的功效；黄柏有清热、明目的功效；川

楝子有祛巴达干希拉、燥黄水、止痛、杀虫、明目的功效；

诸药共奏清肝热、明目之功[1]。蒙医理论认为，眼睛系靠

火元素之特性构成的感形器，故其属性为火，且眼为肝

之华，为司视希拉存在之处，也是病变希拉窜行之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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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蒙医眼科治疗血热型眼病以清热、明目的特木

仁-5汤为主[2－4]。此外，本方对治疗单纯性疱疹角膜炎、

虹膜睫状体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高血压眼底出血等

眼病也有很好的效果[5]。现代药学研究表明，方中诃子

具有涩肠止泻、敛肺止咳的作用，主要成分为没食子酸、

鞣花酸等[6－7]；栀子苷作为栀子的指标及药效成分，具有

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之效，外用可消肿止痛[8－9]；

黄柏有燥湿清热、解毒泻火、去腐消肿的作用，其主要成

分绿原酸具有抗菌、抗肿瘤等活性[10－11]。

民族药医院制剂不仅是医院临床用药的重要支撑，

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体系的重要保障。同时，民族药

医院制剂既是上市品种的重要补充，也可为新药创制提

供参考，如金花清感颗粒、复方丹参滴丸、胃苏颗粒等均

是由医院制剂转化而成的创新药[12]。作为常用的蒙医

医院院内制剂，特木仁-5味散疗效确切，但现有质量标

准仅有性状及检查项，不能准确反映制剂质量，导致其

临床应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中药指纹图谱是中药

材经适当处理后，借助现代分析手段所得到的能够标示

其化学特征的色谱图或光谱图，是一种评价中药材优

劣、鉴别真伪、区分物种、优选炮制加工/煎药工艺、确保

其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有效方法[13－16]。化学模式识别中

的系统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可以在无样品类别信息

的情况下获取分类信息，其主要目的是分析数据之间最

初的结构特征，反映样品之间的相似程度[17－18]。本文拟

建立特木仁-5味散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并进行化

学模式识别分析，同时测定特木仁-5味散中没食子酸、

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含量，旨在为评价特木仁-5味散

整体质量、提高其质量控制标准提供参考。

1 材料

1.1 主要仪器

本研究所用主要仪器包括LC-20AD型高效液相色

谱仪（日本Shimadzu公司）、New Classic MS型分析天平

（最小度量值为 0.01 mg，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Mil-

li-Q型超纯水仪（美国Millipore公司）、KQ5200DE型数

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SHB-Ⅲ型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等。

1.2 主要药品与试剂

没食子酸对照品（批号 110831-201204，纯度≥

89.9％）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栀子苷、鞣花酸、

绿原酸对照品（批号分别为 Y26F11Y1712、S02N7G-

24008、Y20A11K111541，纯度均不低于 98％）均购自上

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铁面（制）饮片（产地河北，批

号 210114）、诃子饮片（产地广西，批号 070308）、栀子饮

片（产地广西，批号 170518）、黄柏饮片（产地四川，批号

190301）、川楝子饮片（产地四川，批号150426）均由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医医院提供，由该

院张虹主任药师鉴定，分别为锉削金属铁所得铁屑的炮

制品、使君子科植物诃子Terminalia chebula Retz.或绒毛

诃子 T. chebula Retz. var. tomentella Kurt.的干燥成熟果

实、茜草科植物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的干燥成

熟果实、芸香科植物黄皮树Phellodendron chinense Sch-

neid.的干燥树皮、楝科植物川楝 MeLia toosendan Sieb.

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实；特木仁-5味散（批号分别为

20210416、20210425、20210427、20210429、20210430、

20210501、20210502、20210503、20210523、20210526，编

号依次为S1～S10）由新疆医科大学自制；甲醇、乙腈均

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对照品溶液 取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

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制成没食子酸、

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质量浓度分别为 28.1、121.8、

20.3、101.1 μg/mL的混合对照品溶液A（供指纹图谱用）

和 177.5、511.5、82.0、431.5 μg/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B

（供含量测定用）。

2.1.2 供试品溶液和阴性样品溶液 取特木仁-5味散

约 0.25 g，精密称定，置于 25 mL棕色量瓶中，加甲醇至

刻度，超声（功率 100 W，频率 40 kHz）处理 30 min，放冷

后用甲醇定容，摇匀，静置，取上清液，过 0.22 μm微孔

滤膜，取续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按处方比例制备缺

相应药材的特木仁-5味散，同法制备供指纹图谱用的特

木仁-5味散阴性样品溶液，包括缺诃子阴性样品溶液、

缺栀子阴性样品溶液、缺黄柏阴性样品溶液、缺川楝子

阴性样品溶液（因铁面所含成分难溶于甲醇，且在紫外

检测器下无响应，故本研究未制备缺铁面阴性样品溶

液），以及供含量测定用的特木仁-5味散阴性样品溶液，

即缺诃子、栀子、黄柏阴性样品溶液（因所测成分分别来

自诃子、栀子和黄柏，故本研究未制备缺铁面、川楝子阴

性样品溶液）。

2.2 指纹图谱的建立

2.2.1 色谱条件 以 Cosmosil C18（250 mm×4.6 mm，5

μm）为色谱柱，以 0.05％磷酸溶液为流动相A、甲醇-乙

腈（1 ∶ 1，V/V）为流动相 B 进行梯度洗脱（0～10 min，

92％A；10～15 min，92％A→83％A；15～40 min，83％A；

40～45 min，83％A→80％A；45～55 min，80％A→79％A；

55～75 min，79％A→78％A；75～80 min，78％A→75％A；

80～115 min，75％A→72％A；115～120 min，72％A→

69％A；120～130 min，69％A；130～135 min，69％A→

67％A；135～140 min，67％A→92％A；140～145 min，

92％A）；流速为 1 mL/min；柱温为 30 ℃；检测波长为

254 nm；进样量为10 μL。

2.2.2 精密度试验 称取特木仁-5味散（编号 S10）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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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g，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2.1”项

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6次，以峰 12（鞣花酸）为参照峰，

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显

示，15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不高于 0.34％

（n＝6），相对峰面积的RSD均不高于 1.76％（n＝6），表

明该方法精密度良好。

2.2.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特木仁-5味散（编号S10）

6份，每份约0.25 g，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峰12（鞣花酸）为参

照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

果显示，15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 RSD 均不高于

0.64％（n＝6），相对峰面积的RSD均不高于 1.34％（n＝

6），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2.4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编号S10）适量，分

别于室温下放置 0、3、6、9、12、15、18、21、24 h 时按

“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峰12（鞣花酸）为参照

峰，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

显示，15个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均不高于0.72％

（n＝9），相对峰面积的RSD均不高于 2.10％（n＝9），表

明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24 h内稳定性良好。

2.2.5 指纹图谱建立与共有峰指认 取 10批特木仁-5

味散的供试品溶液和缺栀子、缺川楝子、缺黄柏、缺诃子

阴性样品溶液以及混合对照品溶液A，按“2.2.1”项下色

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将10批特木仁-5味散的

色谱图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

版）》，以 S1样品图谱为参照，设置时间窗宽度为 0.1

min，进行全峰匹配生成叠加指纹图谱，以中位数法生成

对照指纹图谱。10批特木仁-5味散的叠加指纹图谱见

图 1，对照指纹图谱见图 2，特木仁-5味散阴性样品溶液

和混合对照品溶液的高效液相色谱图见图3。

由图 1和图 2可见，在 10批特木仁-5味散的指纹图

谱中标定了 15个共有峰。通过与混合对照品溶液进行

比对，确定峰 1为没食子酸、峰 3为栀子苷、峰 5为绿原

酸、峰12为鞣花酸。通过各阴性样品溶液色谱图与对照

指纹图谱比对，发现特木仁-5味散缺诃子阴性样品色谱

图中只有 3个共有峰，缺失的峰 1、2、4、6～9、11～15可

图1 10批特木仁-5味散的叠加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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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特木仁-5味散阴性样品溶液和混合对照品溶液的

高效液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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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诃子有关；特木仁-5味散缺栀子阴性样品色谱图中

有 10个共有峰，缺失的峰 2～4、8、14可能与栀子相关；

特木仁-5味散缺黄柏阴性样品色谱图中有 9个共有峰，

缺失的峰 4～5、7～8、10、14可能与黄柏有关；特木仁-5

味散缺川楝子阴性样品色谱图中有13个共有峰，缺失的

峰7、14可能与川楝子有关。

2.2.6 相似度评价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

价系统（2012版）》对 10批特木仁-5味散进行相似度评

价。结果显示，与对照指纹图谱比对，10批样品的相似

度分别为 0.999、0.999、0.999、0.997、0.999、0.998、0.998、

0.998、0.999、0.999，表明10批特木仁-5味散的质量差异

较小。

2.3 化学模式识别分析

2.3.1 系统聚类分析 采用 SPSS 26.0软件，以平方欧

氏距离为测度，以 10批特木仁-5味散指纹图谱的 15个

共有峰峰面积为变量，进行系统聚类分析[19－20]。结果显

示，当平方欧氏距离为5时，10批样品可聚为3类，S4、S9

为一类，S6～S8为一类，其余批次样品为一类。10批特

木仁-5味散的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见图4。

2.3.2 主成分分析 为更直接评价 15个共有成分对特

木仁-5味散的分辨能力，以方差贡献率和特征值＞1为

选择主成分的依据[21－22]，采用SPSS 26.0软件对 10批特

木仁-5味散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表 2。由表 1

可见，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45％，说明

这3个主成分包含了15个共有成分89.245％的信息，能

较好地反映样品的主要特征，具有代表性。由表1和表

2可见，主成分1的信息量最大，方差贡献率为59.454％，

主要对应峰 7、8、10～12（鞣花酸）、15；主成分 2的方差

贡献率为 17.738％，主要对应峰 1（没食子酸）、4、6、9、

13、14；主成分 3的方差贡献率为 12.053％，主要对应峰

2、3、5。由此推测可能影响特木仁-5味散质量差异的不

是单一成分，而是多成分协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2.4 多成分含量测定

参考相关文献[23－24]，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定。

2.4.1 色谱条件 以 Cosmosil C18（250 mm×4.6 mm，5

μm）为色谱柱，以 0.05％磷酸溶液为流动相A、甲醇-乙

腈（1 ∶ 1，V/V）为流动相 B 进行梯度洗脱（0～10 min，

92％A；10～15 min，92％A→83％A；15～40 min，83％A；

40～45 min，83％A→69％A；45～60 min，69％A；60～

68 min，69％A→67％A；68～80 min，67％A）；流速为

1.0 mL/min；柱温为30 ℃；检测波长为253 nm；进样量为

10 μL。

2.4.2 专属性考察 取“2.1”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B、供

试品溶液和缺诃子、栀子、黄柏阴性样品溶液各适量，按

“2.4.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记录色谱图（图 5）。由

图5可见，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色谱峰均与

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良好，阴性样品对测定无干扰。

2.4.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2.1.1”项下混合对照

品溶液B，用甲醇分别稀释2、4、8、16、32倍，分别精密吸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B和稀释后的系列样品溶液 10 μL，

按“2.4.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以待测成分质量浓

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在相应质量

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详见表3。

2.4.4 精密度试验 取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

酸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溶解，制成上述成分质

量浓度分别为 38.0、106.8、15.7、71.8 μg/mL的混合对照

品溶液，按“2.4.1”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测定6次，记录

峰面积。结果显示，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鞣花酸

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72％、0.48％、1.08％、0.38％

（n＝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5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特木仁-5味散（编号S5）

适量，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并分别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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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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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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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5

S10

S4

S9

样
品

编
号

图4 10批特木仁-5味散的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

表1 特木仁-5味散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与累计方差贡

献率

主成分
1

2

3

特征值
8.918

2.661

1.808

方差贡献率/％
59.454

17.738

12.053

累计方差贡献率/％
59.454

77.191

89.245

表2 特木仁-5味散主成分分析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峰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主成分1

－0.004

－0.156

－0.136

－0.229

－0.114

－0.225

0.394

0.190

－0.114

0.280

0.094

0.192

0.050

0.101

0.230

主成分2

0.200

0.011

－0.116

0.105

－0.096

0.080

－0.132

－0.060

0.290

0.239

－0.013

0.183

0.089

0.290

－0.088

主成分3

0.092

0.106

0.098

－0.091

0.091

－0.093

0.059

0.073

0.049

0.055

－0.110

－0.087

－0.105

0.061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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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下放置0、2、4、6、8、12、24 h时按“2.4.1”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显示，没食子酸、栀子苷、

绿原酸、鞣花酸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94％、0.64％、

0.46％、1.34％（n＝7），表明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

24 h内稳定性良好。

2.4.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特木仁-5味散（编号S5）

适量，按“2.1.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 6份，按

“2.4.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代入回归

方程计算含量。结果显示，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

鞣花酸含量的 RSD 分别为 1.58％、1.23％、1.76％、

1.42％（n＝6），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2.4.7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特木

仁-5味散（编号S5）9份，加入低、中、高质量浓度对照品

溶液（按“2.1.1”项下方法配制，加入量约相当于已知量

的 0.8、1.0、1.2倍），按“2.1.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

溶液，按“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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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8 样品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 10批特木仁-5味散适

量，每批 3份，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

“2.4.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并代入回归

方程计算含量，结果见表5。

3 讨论

本研究在含量测定预实验中考察了不同柱温（25、

30、35 ℃）对特木仁-5味散中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

鞣花酸分离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以甲醇-乙腈（1 ∶ 1，
V/V）-0.05％磷酸溶液为流动相、柱温为30 ℃时，色谱图

1：没食子酸；2：栀子苷；3：绿原酸；4：鞣花酸

图5 特木仁-5味散中没食子酸等成分定量分析的高效

液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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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没食子酸等成分的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待测成分
没食子酸
栀子苷
绿原酸
鞣花酸

回归方程
y＝13 785x+5 282.9

y＝7 806.2x+14 874

y＝9 993.9x－4 932.3

y＝98 752x－1 000 000

r

0.999 9

0.999 9

0.999 8

0.999 6

线性范围/（μg/mL）

5.55～177.5

15.98～511.5

2.56～82.0

13.48～431.5

表4 没食子酸等成分的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9）

待测成分

没食子酸

栀子苷

绿原酸

鞣花酸

取样量/
g

0.125 5

0.125 2

0.125 4

0.125 2

0.125 2

0.125 3

0.125 3

0.125 2

0.125 8

0.125 5

0.125 2

0.125 4

0.125 2

0.125 2

0.125 3

0.125 3

0.125 2

0.125 8

0.125 5

0.125 2

0.125 4

0.125 2

0.125 2

0.125 3

0.125 3

0.125 2

0.125 8

0.125 5

0.125 2

0.125 4

0.125 2

0.125 2

0.125 3

0.125 3

0.125 2

0.125 8

已知量/
mg

0.625 0

0.623 5

0.624 5

0.623 5

0.623 5

0.624 0

0.624 0

0.623 5

0.626 5

1.149 6

1.146 8

1.148 7

1.146 8

1.146 8

1.147 7

1.147 7

1.146 8

1.152 3

0.175 7

0.175 3

0.175 6

0.175 3

0.175 3

0.175 4

0.175 4

0.175 3

0.176 1

0.834 6

0.832 6

0.833 9

0.832 6

0.832 6

0.833 2

0.833 2

0.832 6

0.836 6

加入量/
mg

0.449 5

0.449 5

0.449 5

0.619 0

0.619 0

0.619 0

0.725 5

0.725 5

0.725 5

0.920 7

0.920 7

0.920 7

1.022 7

1.022 7

1.022 7

1.329 5

1.329 5

1.329 5

0.147 6

0.147 6

0.147 6

0.164 0

0.164 0

0.164 0

0.213 2

0.213 2

0.213 2

0.647 2

0.647 2

0.647 2

0.863 0

0.863 0

0.863 0

1.121 9

1.121 9

1.121 9

测得量/
mg

1.083 1

1.069 8

1.073 9

1.245 5

1.235 9

1.259 1

1.375 9

1.373 9

1.379 4

2.103 9

2.067 0

2.083 5

2.162 1

2.191 5

2.202 4

2.519 4

2.517 6

2.533 6

0.323 0

0.319 1

0.320 0

0.336 4

0.338 0

0.342 7

0.384 1

0.381 6

0.385 6

1.466 8

1.448 3

1.457 3

1.669 3

1.686 2

1.689 4

1.902 2

1.899 2

1.902 7

加样回收率/
％

101.91

99.29

99.98

100.48

98.93

102.60

103.64

103.43

103.78

103.65

99.95

101.53

99.28

102.15

103.13

103.17

103.11

103.90

99.80

97.43

97.83

98.23

99.21

102.01

97.89

96.76

98.26

97.68

95.13

96.32

96.95

98.91

99.21

95.28

95.07

95.03

平均加样回收率/
％

101.56

102.21

98.60

96.62

RSD/
％

1.90

1.61

1.58

1.73

表5 特木仁-5味散中没食子酸等成分的含量测定结果

（x±±s，n＝3，mg/g）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没食子酸
5.43±0.15

5.54±0.03

5.64±0.13

5.34±0.17

5.03±0.04

5.13±0.10

5.28±0.11

5.13±0.09

5.22±0.02

5.34±0.23

栀子苷
11.30±0.23

11.54±0.07

12.16±0.40

11.14±0.51

10.38±0.04

10.72±0.27

11.05±0.30

11.14±0.04

11.14±0.08

11.77±0.28

绿原酸
1.50±0.11

1.63±0.01

1.69±0.05

1.50±0.11

1.40±0.01

1.49±0.07

1.53±0.10

1.47±0.03

1.44±0.01

1.46±0.03

鞣花酸
6.51±0.17

6.92±0.04

7.11±0.20

6.67±0.15

6.47±0.02

6.55±0.05

6.66±0.08

6.50±0.04

6.69±0.02

6.6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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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均较好。对特木仁-5味散进行

全波长扫描，通过色谱信息丰富程度与峰形确定含量测

定的检测波长为253 nm。

本研究所建立的特木仁-5味散指纹图谱符合方法

学要求，共标定了15个共有峰，指认了其中4个共有峰；

不同批次样品色谱图与对照指纹图谱比较，相似度均大

于0.99，表明不同批次特木仁-5味散的质量较稳定。同

时，本研究通过与阴性样品色谱图对比，推测了15个未

知共有峰的可能来源，其中诃子和黄柏可能是共有峰的

主要来源。

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可对样品进行全面的鉴别归

类[25]。本研究对 10批特木仁-5味散进行了系统聚类分

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S4、S9聚为一类，S6～S8聚

为一类，其余批次样品聚为一类；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方

差贡献率为89.245％。

10批特木仁-5味散中，没食子酸、栀子苷、绿原酸、

鞣花酸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5.03～5.64、10.38～12.16、

1.40～1.69、6.47～7.11 mg/g。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建指纹图谱稳定、可行，含量测

定方法符合相关规定，结合化学模式识别分析可用于特

木仁-5味散的质量控制，为该制剂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标

准提升奠定了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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