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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甘松药材的质量评价研究

伍　杰，兰常军，杨　冬，余海清，彭克忠，刘燕云
（甘孜藏族自治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四川 康定　６２６００１）

摘　要：目的 评价不同产地甘松药材的质量。方法 采用ＩＣＰＯＥＳ、ＧＣＭＳ、ＨＰＬＣ等方法，测定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
甘松新酮、绿原酸、挥发油、常量元素、水分、总灰分的含量。结果 １１批不同产地甘松药材的水分平均值为９２９％；
总灰分平均值为５．９８％。１１批甘松药材均含有钙、镁、钾、钠４种元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３８０２ｍｇ·ｋｇ－１、１２３６ｍｇ
·ｋｇ－１、８６６２ｍｇ·ｋｇ－１和１４９２ｍｇ·ｋｇ－１，其中来自于泸定磨子沟的甘松样品镁、钾、钠含量明显高于其它１０个
产地样品。从１１个产地甘松药材挥发油中共鉴别出８０个化学成分，其中有６个共有成分，分别为桉叶油醇、４甲
氧基苯乙烯、（１ａＲ）１ａβ，２，３，３ａ，４，５，６，７ｂβ八氢１，１，３ａβ，７四甲基１Ｈ环丙烷［ａ］萘、（）亚叶菊烯、白菖油
萜、Ｅｓｐａｔｕｌｅｎｏｌ。１１批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绿原酸平均含量为０．２７％，甘松新酮平均含量为０．４７％；不同产地甘松
样品中绿原酸和甘松新酮含量有一定的差异，产于泸定磨子沟的样品中绿原酸含量最高（０．５４％），而甘松新酮在
乡城二道桥的样品中含量最高（１．８６％）。结论 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的挥发油、常量元素、绿原酸和甘松新酮成分
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不同产地的气候、生长环境、土壤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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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松为败酱科植物甘松（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
Ｄｃ．）的干燥根及根茎，药用历史悠久，为藏医、中医
常用药材。除药用外，在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被广

泛应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和开发前景。甘松性

辛、甘、温，具有散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的功

效，常用于治疗脘腹胀满、食欲不振、呕吐等症［１］。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甘松药材具有抗心律失常、镇

静、抗癫痫、抗惊厥、抗抑郁、抗心肌缺血、降血压、解

痉、抗菌等诸多作用［２］。

现代研究表明［２］，甘松药材主要含有萜类成

分，大多具有挥发性，因此挥发油为甘松药材的主要

成分。另外，甘松还含有甘松新酮、绿原酸、白菖烯、

马兜Ｅｓｐａｔｕｌｅｎｏｌ，以及微量元素等成分。目前，已有
文献［３～４］分别测定了甘松药材中的挥发油、绿原酸、

甘松新酮、无机元素等成分的含量，但这些方法大多

仅测定了一种、两种或一类成分，而没有多类成分同

时检测分析的报道，这显然不符合中藏药多成分、多

靶点的整体性作用特征。鉴于此，本研究同时测定

了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的多类成分的含量，包括甘

松新酮、绿原酸、挥发油、常量元素、水分和总灰分。

其中，甘松新酮、绿原酸、挥发油为甘松药材中主要

的有效成分，与其临床疗效和质量密切相关；水分、

总灰分为药材质量评价的基本指标，一般药材的水

分越高，贮藏过程中越容易霉变，药材的质量则越

低；而总灰分主要由无机物组成，一般药材的总灰分

含量越高，表明可能有泥沙等杂质的残留，则药材的

质量越差。此外，常量元素是药用植物生长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与药材的质量形成有着重要

的关系。因此，这些成分均与甘松药材的质量息息

相关，通过检测分析，可为从整体上评价不同产地甘

松药材的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自动
进样器和柱温箱；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ＢＰ１２１ｓ电子天平（北京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２．５１２型箱式电阻
炉（沈阳市节能电炉厂）；ＵＬＵＰＩ１０Ｔ优普超纯水机
（成都超纯科技有限公司）；ＣＱ２５０超声波清洗器
（上海必能信有限公司）；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



仪（ＩＣＰＯＥＳ）（Ａｇｉｌ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绿原酸对照品（批号：ＰＳ０００６３０）购自成都普思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松新酮对照品（批号：

ＭＵＳＴ１６０３０６１５）购自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镁元素标准溶液（浓度：１０００ｍｇ·Ｌ－１；标物号：
ＧＳＢ０４１７３５２００４）、钙元素标准溶液（浓度：１０００
ｍｇ·Ｌ－１；标物号：ＧＳＢ０４１７２０２００４）、钾元素标准
溶液（浓度：１０００ｍｇ·Ｌ－１；标物号：ＧＳＢ０４１７３３
２００４）、钠元素标准溶液（浓度：１０００ｍｇ·Ｌ－１；标物
号：ＧＳＢ０４１７３８２００４）；乙腈为色谱纯（Ｆｉｓｈｅｒ），水
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本文共收集了１１
批不同产地的甘松药材，经鉴定其为败酱科植物甘

松（Ｎａｒｄ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ｊａｔａｍａｎｓｉＤＣ．）的干燥根及根茎，药
材来源见表１。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甘松中水分、总灰分的测定
水分测定参照《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通则

０８３２第四法。总灰分测定参照《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
版四部通则２３０２。不同产地甘松样品的水分和总
灰分测定结果见表１。结果，１１批不同产地甘松药
材的水分在 ７３５％ ～１０５３％之间，平均值为
９２９％。《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规定，甘松药材的
水分不得过１２０％，结果表明本研究采集的所有甘
松药材样品的水分均符合《中国药典》要求。此外，

１１批不同产地甘松药材的总灰分在４０６～１１２３％
之间，平均值为５９８％。

表１ 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水分、总灰分和４种常量元素的含量测定结果

编号 产地 水分（％） 灰分（％） 钙（ｍｇ·ｋｇ－１） 镁（ｍｇ·ｋｇ－１） 钾（ｍｇ·ｋｇ－１） 钠（ｍｇ·ｋｇ－１）
１ 理塘金矿洞 １０．３４ ４．８２ ３１６１ １１１６ ８７０９ ８１．６
２ 理塘兔儿山 ９．４５ ５．３０ ４１８６ １０５６ ７８５８ ７６．１
３ 乡城二道桥 ８．３６ ５．９２ ４３５８ １３８４ ８２３１ １２４．１
４ 乡城秋松岗 ９．６４ ５．９９ ５０１０ １４６４ ８９４６ ９７．９
５ 理塘６３Ｋ １０．０３ ５．２６ ３１０６ １１３８ ８４２６ ９０．６
６ 理塘４５Ｋ ８．８３ ５．０３ ３６４８ １０７２ ７６６３ １０２．８
７ 理塘上业务 ７．３５ ５．２８ ４１３３ １０３２ ７８６７ １１２．０
８ 理塘苗圃 ９．２５ ７．８９ ４００９ １２３８ ７５２９ １８８．５
９ 泸定磨子沟 １０．５３ １１．２３ ４８１８ １７２８ １３１４９ ５７３．０
１０ 理塘白塔 ９．３７ ４．０６ ３０４８ １１７１ ８１３８ １１６．６
１１ 理塘军马场 ９．０３ ４．９６ ２３４６ １１９３ ８７６６ ７８．４
平均值 ９．２９ ５．９８ ３８０２ １２３６ ８６６２ １４９．２

２．２　甘松中４种常量元素（钙、镁、钾、钠）的测定
取甘松样品约０２ｇ，精密称定，置耐压耐高温

微波消解罐中，加经纯化硝酸８ｍｌ，静置１０ｍｉｎ，再
加２ｍｌ双氧水，密闭并按微波消解仪的相应要求及
一定的消解程序进行消解。消解完全后，消解液冷

却至６０℃以下，取出消解罐，放冷，将消解液转入
２５ｍｌ容量瓶中，用少量超纯水洗涤消解罐３次，洗
液合并于容量瓶中，用超纯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待

测。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对甘松样品中

高含量的钙、镁、钾、钠４种元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按外标法计算各批次供试品中钙、镁、钾、钠的含量。

测定结果见表１。
结果表明，甘松药材中均含有钙、镁、钾、钠４种

常量元素，平均含量分别为 ３８０２ｍｇ·ｋｇ－１、１２３６
ｍｇ·ｋｇ－１、８６６２ｍｇ·ｋｇ－１和１４９２ｍｇ·ｋｇ－１。此
外，１１个样品中采集地为泸定磨子沟的甘松样品
镁、钾、钠含量明显高于其它１０个产地样品，镁、钾
和钠的含量分别达到 １７２８ｍｇ·ｋｇ－１、１３１４９ｍｇ·

ｋｇ－１、５７３０ｍｇ·ｋｇ－１；采集地为乡城秋松岗的甘松
样品，钙含量最高，达到 ５０１０ｍｇ·ｋｇ－１，略高于泸
定磨子沟的 ４８１８ｍｇ·ｋｇ－１，明显高于其余９个产
地的甘松样品。

２．３　甘松药材中挥发油成分的ＧＣＭＳ分析
２．３．１　挥发油的提取

取不同产地甘松药材粉末约３０ｇ，按照《中国
药典》２０１５年版四部通则２２０４甲法提取挥发油，经
无水硫酸钠干燥，再以１∶５比例加正己烷稀释，取稀
释液适量，过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即得不同产地的
甘松挥发油样品。

２．３．２　ＧＣＭＳ条件
ＧＣ条件：安捷伦 ＨＰ５ＭＳ毛细管色谱柱（３０ｍ

×０２５μｍ ×０２５ｍｍ）；柱温 ５０℃（保留 ２
ｍｉｎ），以５℃·ｍｉｎ－１升温至２９０℃，保持２ｍｉｎ；汽
化室温度为２８０℃；载气为高纯 Ｈｅ（９９９９９％）；柱
前压为５５４ｋＰａ；载气流量为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进样
量为１μｌ；分流比为１００∶１。ＭＳ条件：离子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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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３０℃；四极杆温度１５０℃；质量范围为３５Ａｍｕ
～５５０Ａｍｕ。
２．３．３　样品测定

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挥发油的 ＧＣＭＳ分析结
果见表２。从１１个产地甘松药材的挥发油中共鉴
别出８０个化学成分，其中有６个共有成分，分别为
桉叶油醇、４甲氧基苯乙烯、（１ａＲ）１ａβ，２，３，３ａ，

４，５，６，７ｂβ八氢１，１，３ａβ，７四甲基１Ｈ环丙烷
［ａ］萘、（）亚叶菊烯、白菖油萜、Ｅｓｐａｔｕｌｅｎｏｌ。在１１
个产地中，含量较高的成分主要有１甲基双环［３．
２．１］辛烷（１５５％ ～９．５６％）、（１ａＲ）１ａβ，２，３，
３ａ，４，５，６，７ｂβ八氢１，１，３ａβ，７四甲基１Ｈ环丙
烷［ａ］萘（２９１％ ～８７４％）、白菖油萜（８１５％ ～
１９００％）、Ｅｓｐａｔｕｌｅｎｏｌ（１５８％～３４１％）。

表２ 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挥发油ＧＣＭＳ分析结果

序号 化合物名称
理塘
金矿洞

理塘
兔儿山

乡城
二道桥

乡城
秋松岗

理塘
６３Ｋ

理塘
４５Ｋ

理塘
上业务

理塘
苗圃

泸定
磨子沟

理塘
白塔

理塘
军马场

１ 桉叶油醇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２ ４甲氧基苯乙烯 ０．３３ ０．０６ ０．３９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６０ ０．６６ 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３３ ０．１６
３ ２异丙基５甲基茴香醚 ０．０３ － －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３ － ０．０５
４ 香芹酚甲醚 ０．１２ － ０．１２ － － － － － － － －
５ ３，５二甲氧基苯甲醛 ０．３２ ０．１６ ０．４２ － － － － － － ０．１７ －
６ １甲基双环［３．２．１］辛烷 ５．８９ ４．４３ ９．５６ １．８６ － ７．２３ ５．９０ １．５５ － ２．５３ ５．２３
７ Ｄｏｌｉｃｈｏｄｉａｌ ０．９９ ０．９０ ２．６４ ０．７２ １．３３ １．０７ ０．８２ ０．３７ － ０．８３ ０．８４
８ ５氟吲哚 ０．５６ ０．６６ － － － － － ０．４４ ０．４９ － －
９ ３，８二甲基１，５环辛二烯 ０．１０ － － ０．０７ －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０４ － － －
１０ 香附烯 ０．３０ － － － － － － － － ０．２６ －

１１
（１ａＲ）１ａβ，２，３，３ａ，４，５，６，
７ｂβ八氢１，１，３ａβ，７四甲
基１Ｈ环丙烷［ａ］萘

３．２４ ２．９１ ８．７４ ４．３２ ３．４４ ３．０６ ３．５４ ３．６６ ４．６８ ３．１３ ３．８４

１２ （）亚叶菊烯 １．３２ １．３４ ４．２６ ２．００ １．５７ １．２３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７６ １．３３ １．４９
１３ 白菖油萜 ８．８７ ８．３５ １９．００ １２．３５ １０．２９ ８．１５ １２．８４ １０．９５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９ １１．６０
１４ ４，５脱氢异紫杉烯 ０．２５ － － － － － ０．５６ ０．３３ － ０．０３ ０．４３
１５ Ｖａｌｅｒｅｎａ４，７（１１）ｄｉｅｎｅ ３．２６ － ３．２７ １．２４ ２．６４ － １．８０ － － ２．７３ ２．３７
１６ ４，５，９，１０脱氢异长叶烯 － ０．２０ － ０．２７ － ０．４２ ０．５４ ０．２２ ０．２５ － ０．２２
１７ ｇ蛇床烯 ０．７９ ０．７５ ２．６０ １．０３ ０．８７ － － ０．６７ １．０６ － －
１８ 姜黄烯 １．８１ １．４８ － ２．０７ ２．１３ ３．４２ ２．５１ ２．７７ １．３５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９ β紫罗兰酮 ２．６３ － ４．３０ － ２．０７ － － － ４．４０ － －
２０ ｃｉｓＭｕｕｒｏｌａ４（１５），５ｄｉｅｎｅ ０．２１ － － ０．３３ － － － － － － ０．２２
２１ ｄ靛红 ０．５７ － － － ０．８３ － ０．３８ ０．６３ － ０．７２ －
２２ Ｐａｃｉｆｉｇｏｒｇｉｏｌ ０．４４ － ０．２５ － － － ０．３５ － － － ０．４３
２３ Ｓｅｌｉｎ６ｅｎ４．ａｌｐｈａ．ｏｌ １．１２ ０．３５ － － ０．３４ － － － － － －
２４ Ｅｓｐａｔｕｌｅｎｏｌ １．８８ １．６８ １．８６ ２．４０ １．５８ ２．５５ ３．４１ １．５８ １．７０ １．９５ ２．２２
２５ （）蓝桉醇 ０．９０ １．０７ １．５１ ２．００ １．０４ － － １．０７ １．３０ １．２２ １．２５
２６ 喇叭茶醇 １．０４ － － － － － － － － － １．２７
２７ ８，９脱氢百里酚甲基醚 ０．３２ ０．５６ ０．６２ － － － － － － ０．６１ －
２８ Ｉｓｏｐｅｔａｓａｎ ０．１７ ０．２６ － － ０．２７ ０．６７ － － － － －
２９ ６甲基腺素 ０．８１ － － － － ０．８４ － － － － －
３０ 异长叶烯酮 ０．２５ － － ５．６８ － ０．３０ － １９．７３ ０．６６ ８．３０ －
３１ 缬草烯醛 ６．１７ － ５．０３ ２．１８ － － １．９９ － － ２．１５ ２．７３
３２ １，２，４三丙基苯 １７．１９ １８．５４ － ０．１９ １７．０７ － ０．４０ － － － －
３３ 手性９烯８酮 １．５２ ３．５９ ２．２３ ６．４３ ２．９９ － ３．９６ ３．４６ ３．２８ ３．９７ ３．８２

３４ １，５，９三甲基１，５，９环
十二碳三烯

０．１２ － － － － － － － － ０．３１ －

３５ 苯硫基２苄基戊３烯酸酯 ０．７１ ０．８８ － ０．２０ １．０３ － － １．２０ － ０．３３ －
３６ α榄香烯 ０．３２ － － － － － － － ０．５８ － －
３７ 己雌酚 ０．０５ ０．０８ － ０．１１ － － － ０．１１ － － －
３８ 西松烯 ０．３９ ０．４２ ０．３２ － ０．５０ － － － － ０．４５ ０．１８
３９ ４乙酰基１甲基环己烯 ０．２０ ０．３０ － － － － － － － ０．４５ －
４０ 螺［４．５］癸烷 ０．０８ － ０．１０ － ０．３２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２３ － ０．２３ ０．１９
４１ １，２，３三甲基茚 － ０．０９ ０．１０ － － － ０．２８ － － － ０．１２
４２ 丁香酚 － ０．０２ － ０．２９ － － － － － － －
４３ 胡萝卜烯 － ０．４３ －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３０ ０．２７ ０．６０ ０．０９ ０．５８ ０．４１
４４ ｂＥｌｅｍｅｎｅ － ０．３０ １．００ － ０．２８ － ０．３０ ０．２７ － ０．２１ ０．２０
４５ ｂ桉叶烯 － ０．７１ １．１３ － － － － － － － －
４６ （）ｇ茜素 － ０．２０ ０．６０ ０．５８ － － ０．３３ － － － －－
４７ 胡萝卜醇 － ０．５５ － ０．６１ － １．３２ ０．８２ ０．８５ － ０．８１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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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序号 化合物名称
理塘
金矿洞

理塘
兔儿山

乡城
二道桥

乡城
秋松岗

理塘
６３Ｋ

理塘
４５Ｋ

理塘
上业务

理塘
苗圃

泸定
磨子沟

理塘
白塔

理塘
军马场

４８ 十氢二甲基甲乙烯基萘酚 － ０．１７ ０．３５ ３．０２ － － １．５６ － － － １．７７
４９ １（４羟基苯基）２丁烯１酮 － ４．５０ － － ５．１１ ５．１６ － ６．５３ － ５．４７ ４．８４
５０ Α毕橙茄醇 － １．８５ － － １．５７ － － － １．４４ １．８１ －
５１ 佛手苷内酯 － ０．９５ － － １．１４ １．９３ － ０．４５ － － ０．４８
５２ （４－甲基苯甲酰基）丙酮 － ９．４８ － － ７．６４ － － － － －
５３ 对氟苯乙腈 － ０．５６ ０．８ － － － － ０．５４ － ０．２２ ０．４７
５４ γ衣兰油烯 － ０．２８ ０．３７ － － － － － － － －
５５ ｃｉｓＭｕｕｒｏｌａ４（１５），５ｄｉｅｎｅ － ０．２９ － ０．５７ ０．３４ ０．５１ －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５１ －
５６ （＋）香橙烯 － － ０．１１ １．０１ － － － ０．６２ － － ０．７５
５７ ＬＢ甜没药烯 ０．９１ － － ０．９３ １．０６ １．１６ ０．８５ １．２８ ０．４２ １．１４ ０．８９
５８ 赤霉４（１５），７二烯１β。醇 － － ６．３６ １１．７８ － － － ６．５８ ８．６２ ７．８３ ８．１６
５９ １甲基３乙基金刚烷 － － １．８３ － ０．８７ － － － － － －
６０ ４（１甲基乙基）２环己烯１酮 － － －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５９ ０．１５ ０．４６ ０．３８ － －
６１ 异紫杉醇５酮 － － ０．１３ － － １．７７ － － － － －

６２ １甲基１（２甲基２丙
烯基）环戊烷

－ － － ０．０７ ４．０４ － － － － － －

６３ １，１，３三甲基１Ｈ茚 － － － ０．１２ － ０．２１ － － ０．０７ ０．１８ －
６４ 葫芦烯 － － － － － － ０．３３ － － ０．３３
６５ 优葛缕酮 － － － ０．４９ － － － － － ０．３２ －
６６ ａＳｅｌｉｎｅｎｅ － － ０．６６ ０．６３ － ０．４１ ０．５９ － － ０．６４ ０．７０
６７ １石竹烯 － － － ０．２７ － － － ０．３９ － ０．１６ －
６８ ３苯基吡咯烷 － － － ０．５２ － － － － － １．０２ ０．５０
６９ ２甲氧基６甲基苯甲酸 － － － ０．３４ － － － － － ０．３０ －
７０ ２，５二甲基氢醌 － － － ０．１０ ０．１０ － － ０．０８ － ０．１２ －
７１ ４乙基２甲基苯酚 － － － ０．０４ － ０．１１ － ０．０７ － ０．１６ ０．０９
７２ 别香橙烯 － － － － ０．１３ － １．１０ － － － ０．８７

７３ ２，６，６三甲基１，４环己二
烯１甲醛 － － ０．０９ － ０．５０ － － － － － －

７４ α法尼烯 － － － － ０．５３ － － ０．１６ － － －
７５ ３，３，６三甲基１，５庚二烯４醇 － － － － ０．３４ － － ０．０５ － － ０．２０
７６ 白菖烯环氧化物 － － ０．１４ － ０．０５ －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３４ ０．２０ ０．１５
７７ γ４二甲基苯丁醛 － － － － － ０．２１ ０．２８ － ０．３５ － －
７８ ２异丙烯基１，３，５三甲基苯 － － － － － ３．２７ １．１７ － － － －
７９ ５甲酰水杨酸 － － － － － ０．４３ ０．２０ － － － －
８０ ｄ绿花白千层醇 － － ０．１２ － － － １．８６ － ０．３７ － －

２．４　ＨＰＬＣ测定甘松药材中绿原酸和甘松新酮的
含量

２．４．１　色谱条件
Ｉｎｅｒ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Ｃ１８色谱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

μｍ）；柱温：３０℃；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１０
μＬ；检测波长：２５４ｎｍ；流动相：乙腈 －０．１％磷酸溶
液，梯度洗脱，０～１０ｍｉｎ乙腈１５％～２０％，１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乙腈２０％～５０％，２０ｍｉｎ～４５ｍｉｎ乙腈５０％
～７５％。在该色谱条件下，甘松样品中绿原酸和甘
松新酮与其他色谱峰分离度良好，见图１。
２．４．２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甘松样品约０５ｇ，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７０％甲醇３０ｍＬ，称定重量，超声处理
（功率２００Ｗ，频率４０ｋＨｚ）３０ｍｉｎ，放冷，再称定重
量，用７０％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取续
滤液，即得。

２．４．３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绿原酸５００ｍｇ、甘松新酮１４７ｍｇ，

分别定容于５ｍＬ容量瓶中，得绿原酸和甘松新酮对
照品贮备溶液（浓度分别为１０ｍｇ·ｍＬ－１和０．２９４
ｍｇ·ｍＬ－１）。
２．４．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绿原酸对照品贮备溶液１ｍｌ至１０ｍｌ
容量瓶中，得绿原酸对照品溶液浓度为 ０１ｍｇ·
ｍＬ－１，分别取绿原酸对照品溶液１μＬ、３μＬ、５μＬ、８
μＬ、１０μＬ、１２μＬ、１５μＬ，取甘松新酮对照品贮备溶
液１μＬ、３μＬ、５μＬ、８μＬ、１０μＬ、１２μＬ注入高效液
相色谱仪，测定其峰面积，以其对照品峰面积值为纵

坐标，进样量（μｇ）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绿原
酸的回归方程为 Ｙ＝９８５８５Ｘ ＋１９２８６，ｒ２ ＝
０９９９３，线性范围为０１μｇ～１５μｇ，甘松新酮的回
归方程为 Ｙ＝１６４５．６Ｘ＋５６９７７，ｒ２＝０９９９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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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绿原酸对照品

性范围为０２９４μｇ～３５２８μｇ，其浓度与峰面积线
性关系良好。

２．４．５　样品含量测定
取不同产地甘松样品约０５ｇ，精密称定，按“２．

４．２”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２．４．１”项下
色谱条件进行 ＨＰＬＣ测定，记录绿原酸和甘松新酮
的峰面积，根据标准曲线法计算两种成分的含量，结

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绿原酸和甘松新酮的含量
测定结果

编号 产地 绿原酸（％） 甘松新酮（％）
１ 理塘金矿洞 ０．２１ ０．２５
２ 理塘兔儿山 ０．２４ ０．４９
３ 乡城二道桥 ０．０７ １．８６
４ 乡城秋松岗 ０．２３ ０．４７
５ 理塘６３Ｋ ０．２６ ０．３３
６ 理塘４５Ｋ ０．２６ ０．１８
７ 理塘上业务 ０．２４ ０．３５
８ 理塘苗圃 ０．４０ ０．２４
９ 泸定磨子沟 ０．５４ ０．３９
１０ 理塘白塔 ０．３０ ０．２７
１１ 理塘军马场 ０．２６ ０．３０
平均值 ０．２７ ０．４７

结果表明，１１批不同产地甘松药材中绿原酸含

量在００７％ ～０５４％范围内，平均值为０２７％；甘
松新酮含量在 ０１８％ ～１８６％范围内，平均值为
０４７％。《中国药典》２０１５版一部规定，甘松药材中
甘松新酮含量不得低于０１０％。从表３可知，本研
究采集的所有甘松药材中甘松新酮的含量均高于

０１０％，符合《中国药典》要求。此外，不同产地甘
松样品中绿原酸和甘松新酮含量有一定的差异，产

于泸定磨子沟的样品中绿原酸含量最高（０５４％），
其次为理塘苗圃产地样品（０４０％），而产于乡城二
道桥的样品中绿原酸含量最低（００７％）。与绿原
酸不同，甘松新酮在乡城二道桥的样品中含量最高

（１８６％），其次为理塘兔儿山产地样品（０４９％），
而在理塘４５Ｋ产地的样品中含量最低（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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