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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甘草药材的薄层色谱指纹图谱, 为科学评价及有效控制其质量提供可靠方法。方法　

样品经预处理后点于硅胶 GF 254预制板上, 以乙酸乙酯2乙酸2甲酸2水 (15∶1∶1∶2) 为展开剂, 于 254 nm 处

进行吸收扫描。结果　甘草药材样品得到的薄层色谱指纹图谱有 6 个共有峰, 依此建立的柱状条形码图能快

速地对药材品质作出评判。结论　采用 TL C 指纹图谱可有效控制 GA P 基地甘草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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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et up a sen sit ive and specif ic TL C m ethod fo r con tro lling the quality of

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 M ethod　 T he samp le so lu t ion w as app lied to the comm ercia l p re2coated 20×

10 cm silica gel F 254 p la te (M erck) modif ied by 1% sodium hydrox ide, ethyl aceta te2fo rm ic acid2ethano ic

acid2w ater (15∶1∶1∶2) as the so lven t system , and quan t ita t ive analysis w as carried ou t u sing UV

ab so rp t ive scann ing at 254nm. Result　T he TL C2FP of 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show ed 6 characterist ic

common peak s. T he po le graph based on the heigh t of common peak s can be conven ien t ly u 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d ifferen t samp les. Conclusion 　Q uality of GA P 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can be

con tro lled effect ively by TL C fingerp rin t.

Key words: 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T h in layer ch rom atography ; F ingerp rin t ; GA P

　　以指纹图谱作为中草药的质量控制方法, 目前 已获国内外共识。中药指纹图谱是指某种中药材或

中成药经适当处理后, 采用一定的分析手段, 得到的

能够标示该中药材或中成药特性的色谱或光谱的图

谱。薄层色谱法应用于中药指纹图谱研究, 方法简

便, 设备易得, 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 尤其适宜于

GA P 基地生产与质控需要。薄层色谱的实验成本

低, 流动相 (展开剂) 组成灵活、更换与选择方便,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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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操作占机时间短, 可多品种、不同操作人员同时操

作, 时效高、成本低; 薄层色谱图像形象直观; 指纹特

征提取可直观比较色谱图像, 进而可数码处理、积分

扫描。选择薄层色谱法对中药进行指纹图谱质量控

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中药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

( 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 胀 果 甘 草

(G ly cy rrh iz a inf la ta Bat. )或光果甘草 (G ly cy rrh iz a

g labra L. ) 的干燥根及根茎, 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

其主要的有效成分群为黄酮类和三萜类化合

物[1, 2, 3 ]。甘草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 且由于采收期、

产地、等级等的不同, 化学成分差异较大[4 ]。为了稳

定药材质量, 合理确定甘草的采挖期, 对 GA P 基地

的药材质量进行科学评价和控制, 作者采用现代薄

层色谱成套设备, 对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 GA P 基

地的甘草药材进行指纹图谱质控研究, 为甘草药材

生产与质量控制提供一种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

1　仪器与试药

CAM A G L inom at 5 半自动点样仪; CAM A G

Scanner3 薄层色谱扫描仪; 硅胶 GF 254预制板 10×

20cm (M erck, 德国) ; 双槽展开缸; Gran t XB 14 超声

波清洗机。

对照品: 甘草酸单铵盐 (中国亿利资源集团公司

李秉经理提供, 纯度 75% ) ; 甘草苷 (由厦门大学傅

博强博士制备, 纯度 96. 4% )。

甘草样品来源于内蒙古亿利资源集团康美基地

不同采挖期甘草和梁外沙地、滩地和梁地 5 种商品

等级 (特级、甲级、乙级、丙级、丁级) 的甘草, 全部样

品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林寿全教授鉴

定为甘草G ly cy rrh iz a u ra lensis F isch. 的干燥根; 实

验所用溶剂均为分析纯, 水为超纯水。

2　方法

2. 1　样品的制备

2. 1. 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甘草药材粉

末 (过 60 目筛) 1. 00 g, 加石油醚 60 mL , 置具塞三

角瓶中, 超声处理 30 m in, 滤过。药渣加甲醇 60 mL

超声提取 60 m in, 滤过, 滤液蒸干。残渣精密加入甲

醇 2. 0 mL 使溶解, 定容。0. 45 Λm 滤膜过滤, 取续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 1.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甘草

酸单铵盐 4. 10 m g、甘草苷 7. 70 m g, 精密加入甲醇

2. 0 mL , 超声处理 10 m in, 作为对照品溶液。

2. 2　薄层色谱实验条件

每个样品用CAM A G L inom at5 半自动点样仪

条带状点样 3 ΛL 于硅胶 GF 254预制板 (1% 氢氧化钠

预处理)上, 对照品分别点 1 ΛL、2 ΛL 和 3 ΛL。点样

后的薄层板于 P 2O 5 干燥器内抽真空后放置 30

m in, 即可取出薄层板放入一个槽中已有展开剂的

双槽展开缸中。展开剂组成: 醋酸乙酯2甲酸2冰醋酸

2水 (15∶1∶1∶2) , 上行展开 9 cm。取出薄层板, 晾

干。先在紫外光灯箱内 254 nm 下观察荧光猝灭色

谱, 然后将薄层板放入薄层扫描仪中, 采用D 2&W

灯, 254 nm 单波长吸收扫描, CAM A G W incats 软

件自动进行数据处理。

2. 3　指纹图谱方法学考察

2. 3. 1　精密度与重现性　取梁外沙地乙级甘草样

品, 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 同板相同点

样 6 次, 检测指纹图谱, 结果表明, 各色谱峰的相对

比移值的 R SD 均低于 1. 2% , 单峰高大于 5% 总峰

高的色谱峰的相对峰高的R SD 为 0. 8%～ 1. 5%。

取梁外梁地乙级甘草样品 5 份, 按供试品溶液

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 检测指纹图谱。结果表明, 各

色谱峰的相对比移值的R SD 均低于 1. 2% , 单峰高

大于 5% 总峰高的色谱峰的相对峰高的 R SD 为

3. 8%～ 5. 1%。

2. 3. 2　稳定性　取梁外沙地乙级甘草样品供试品

溶液, 分别在 0, 6, 24 和 48 h 点样检测指纹图谱, 结

果表明, 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主要峰的峰高

比值基本没有明显变化。另外, 展开后结果 48 h 内

进行紫外吸收扫描, 主要峰的峰高R SD 在 4. 5% 以

内。

3　结果

3. 1　甘草薄层色谱指纹图谱的建立和识别

内蒙古梁外沙地、滩地和梁地各 5 个不同等级

甘草 254 nm 紫外吸收扫描结果见图 1, 由于多数峰

没有达到基线分离, 而且峰形宽窄不一, 用峰面积表

达各峰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不确切, 故以峰高值表达。

取R f 在 0. 15～ 0. 85 的色谱峰进行分析, 有 6 个共

有峰, 按照 R f 值由小到大的顺序对共有峰进行编

号。根据对照品的位置, 确定其中 2 号峰为三萜类成

分甘草酸, 5 号峰是黄酮类成分甘草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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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梁外甘草的薄层色谱指纹图谱

F ig. 1　TLC f ingerpr in t spectrum of l iangwa i G. ura lens is

3. 2　薄层色谱指纹图谱应用于甘草等级评价

我们根据甘草薄层色谱指纹图谱结果, 作成柱

状图见图 2。它们为梁外沙地、滩地和梁地不同商品

等级甘草质量的直观比较。甘草药材传统的等级划

分主要根据药材的外观性状, 同一产地主要根据粗

细大小进行质量等级评价。例如梁外特级条草需直

径 26 mm 以上, 甲级草直径 19～ 26 mm , 乙级草直

径 13～ 19 mm , 丙级草直径 10～ 13 mm , 丁级草直

径 6～ 10 mm。这种等级划分方法虽然简单, 但从甘

草有效成分群指纹图谱结果来看, 此种方法并不能

真实全面反映甘草的内在质量。沙地甘草甲级的 6

个共有峰的峰高在所有等级中都几乎为最低, 表明

沙地甲级甘草的有效成分群含量较少, 和其等级质

量并不相符。曹爱兰等曾根据甘草酸的含量对甘草

等级划分进行了研究[5 ] , 结果亦表明传统的甘草等

级划分有一定缺陷。利用有效成分群指纹图谱对甘

草等级进行评价, 则可以更加全面科学地对甘草的

质量进行评价。

图 2　梁外不同商品等级甘草的薄层色谱特征指纹峰柱状图

F ig. 2　The pole graph of TLC f ingerpr in ts of L iangwa i G. ura lens is of var ious levels

3. 3　甘草质量动态研究结果

亿利资源集团康美基地 2000 年移栽的半野生

甘草, 于 2002 年 7 月开始进行动态研究, 每月中旬

采样, 除冰冻的 2002 年 11 月～ 2003 年 2 月, 进行

了一年周期的可采挖期甘草质量动态研究, 其结果

见图 3。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甘草酸有两个含量高

峰, 一个为 2002 年 7 月, 另一个高峰为次年的 6 月,

2003 年 3 月为甘草酸含量最低的月份。其他 5 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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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峰亦表明 6 月份为甘草的最佳采收期, 而 3 月份

最不适合采挖。

图 3　甘草薄层色谱指纹图谱动态结果

F ig. 3　The dynam ic results of TLC f ingerpr in ts of G. ura lens is

4　讨论

4. 1　现代薄层色谱配以高质量的薄层扫描仪, 用固

定波长对薄层展开的各斑点作薄层扫描的扫描图谱

比目测的层析图谱更为客观准确, 因而具有更好的

指纹意义。加之薄层色谱突出的方法简便、设备价

廉、多路柱效应、分析速度快等优点, 易于推广和使

用, 尤其适合 GA P 基地对大批原料药材进行总体

质量控制之需。但由于薄层色谱为开放系统、离线操

作, 变更操作容易, 为保证指纹图谱结果的重现性,

操作人员必须进行严格的单元操作培训, 试验时需

注意环境因素 (温度、湿度等)的影响。

4. 2　柱状图非常适合于充分发挥指纹图谱在定性

鉴别和半定量分析中的作用。与单纯的色谱指纹图

谱比较, 指纹柱状图更有利于样品间峰形的比较分

析, 更容易获得主要指标成分相对含量的信息, 从而

能快速地对样品进行鉴别和对其品质作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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