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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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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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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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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介绍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 的研究进展
。

方法 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
,

综述 了近年来一 些常用

的色谱分析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 用现状及研究进展
,

并展望 了中药色谱指纹图谱在中药质量控

制领域的应 用前景
。

结果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具有系统性
、

整体性
、

特征性等特点
,

越来越 多的应用于中药的

鉴别和质量控制 当中
。

结论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在 中药质量控制领域具有广阔的开发和应 用前景
。

对于中

药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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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作为我国的国粹
,

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

一 直是医药工作者研究的重点
。

由于中药是一个混

合的复杂体系
,

其成分众多
,

加上药材品种
、

产地
、

加

工方法
、

贮藏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

其质量控制也成为

医药工作者研究的难点
,

这也成为中药现代化进程

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

虽然
,

目前对大多数 中药

的有效成分以及药理作用机制并不 明确
,

尚有许多

争议
。

但有一点基本上得到 了公认
,

即中药的药效

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具有整体性
。

那么
,

对

中药的质量控制也应体现其整体性
,

如果只对其中

少数 已知成分作质量控制是不合理的
,

这样就会遗

失其它大量的有用信息
。

中药指纹 图谱技术就是在

这样 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

它是建立一类 中药材或

中成药中所共有的
、

具有特异性 的某类或数类活性

成分的色谱或光谱信息 的图谱
,

具有系统性
、

整体

性
、

特征性等特点
。

本文就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现状和进展作一综述
。

中药指纹图谱的概念

中药指纹图谱的
“

指纹
”

概念来源于法医学
,

但

又与法医学中的指纹分析不太一样
,

法医学中是指

个体指纹的绝对唯一性
,

而中药指纹 图谱则是指同

种中药材 内在成分的整体相似性
「

’ 。

中药绝大多

数来源于各种生物
,

其同一物种 由于基因的唯一性

和遗传性因而具有相似性
,

其体 内化学成分虽然因

生长环境和生长年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产生个体间

较为明显的差异
,

但其代谢也具有遗传性
,

因此在化

基金项 目 上海 市科技发展基金项 目  

学成分上也具有相似性
。

这也是中药指纹图谱分析

的依据
。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是指采用色谱方法以及其它

联用技术建立的同种中药材或制剂所共有的具有特

异性的组分群体 某类或数类成分 的特征图谱或

图象〔’」
。

它是一种综合的
、

可以量化的色谱测定手

段
,

可以对中药材或制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

用

来评价和控制中药质量
。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研究现状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的研究国外早 已开展
,

德国

对银杏进行了指纹图谱研究
,

测定了银杏提取物中

个银杏黄酮的含量
,

并且通过使用指纹图谱控制

其成分和相对含量
,

成功 的对有效成分含量与药效

学相关性进行了研究
,

发现约 的银杏黄酮和约

的银杏内醋组成的银杏提取物具有最好的疗效
,

这一研究成果极大的推动了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的研

究和发展
,

也引起 国内医药研究工作者的极大重视
,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年颁布了《中药注射剂

指纹图谱研究 的技术要求 暂行 》
,

规范了对中药

指纹图谱的研究
,

促进了国内学者对中药指纹图谱

的研究热潮
。

目前
,

我 国对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的研究基本上

还处在初级阶段
,

即使用各种方法建立 中药材及制

剂的指纹图谱
,

以及对相应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
,

使

其能评价和控制中药材及制剂的质量
,

也就是构建

中药质量控制的一种模式
。

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

少成绩
,

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
,

尚有不小差距
。

国外

许多研究机构对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已进人高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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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建立指纹图谱与药效的相关性研究
,

以及对中药 泛
,

包括 了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很多种类以及各种

理论和新药开发的研究体系和模式
。

中成药制剂
,

笔者对近几年国内在中药指纹图谱研

研究对象 究中的研究对象作了一个简要总结
,

见表
。

目前国内对中药指纹图谱研究应用的对象很广

表 国内近几年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类 别 成 分 药材或制剂 方 法

黄酮类
一
“了

黄芬昔
、

汉黄芥背
、

黄苏素
、

汉黄芬素
、

野黄苏什
、

甘草素
、

异黄酮
、

黄酮昔
、

高良姜素
、

山奈素等

一潇香酮
、

降香油
、

黄苏
、

灯盏花素注射液
、

甘草
、

红车轴草
、

红花
、

银杏
、

高良姜等

 一

一

挥发油类
” 一 ’“’ 桂皮醛

、

细辛醚
、

甲基正壬酮等

广茬香
、

石牌霍香
、

连翘
、

郁金
、

地黄
、

降香
、

肉桂
、

石曹蒲
、

水葛蒲
、

鱼腥草注射液等

一

一  

有机酸类
「’

一
“ 绿原酸

、

丹参素
、

气菇酸等 通关藤注射液
、

刺五加
、

丹参及丹参注射液
、

获等等

一

 一 一

它朴类
’一 “ 黄蔑甲营

、

丁香昔
、

地榆皂昔
、

丫七总皂昔
、

芍药总普等

黄蔑
、

刺五加
、

地榆
、

少

七及其制剂
、

芍药等

 ! 一 一

 一

葱醒类 ’“ 大黄素
、

大黄酸等

研究方法

常用的色潜方法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都有很

好的应用
,

主要有薄层色谱 指纹图谱
、

高效液

相色谱  指纹 图谱
、

气相色谱 指 纹 图

谱
、

高效毛细管电泳 指纹图谱
、

高速逆流色

谱 指纹图谱
。

薄层 指纹图谱 在色谱方法中相

对是最易开展的方法
,

具有操作简便
,

快速
,

经济等

特点
,

通过荧光显色或使用显色剂
,

可以提供直观形

象的图案
,

易于比较
。

在此基础上 又发展了薄层扫

描法
,

以及其它和计算机联用 的技术
。

在中药色谱

指纹图谱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

聂孝平等
“

用薄层色谱全程 扫描的方法建立

克瘾宁胶囊制齐的薄层指纹图谱
,

通过与延胡索药

材
、

夏天无药材薄层指纹图谱对比
,

确定制剂薄层指

纹图谱中延胡索和夏天无各自的特征峰 归属
、

以特

征峰有无来鉴别延胡索
、

夏天无
。

李彩君等人「〕

对高良姜的黄酮类成分进行了 指纹图谱研究
。

用高良姜素
、

山奈素等 个特征荧光斑点构成 了高

良姜乙酸乙醋提取部分的指纹 图谱
。

罗敏等〔 〕对

五种蛇胆的薄层图进行色谱扫描
,

获得其指纹图谱
,

并对其指纹峰进行了特征性研究
。

高效液相色谱  指纹图谱  在色

谱方法中是使用相 当广泛的一种方法
,

具有分离效

率高
、

分离速度快
、

重现性好
、

应用 范围广等特点
。

也是 目前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 中应用最 多的方法
。

其分离原理使其非常适合分析中药这种混合的复杂

掌叶大黄等  一  

体系
,

并且通过与不同性能的检测器联用
,

可以有针

对性的检测分析中药中不同的化学成分
。

周玉新等〔 应用  一
对三七药材

、

提

取物及其注射液的皂昔类成分进行指纹 图谱研究
,

获得只七药材
、

提取物及其注射液 的具有专属性 的

三维指纹 图谱
。

翟为 民等
犷 , 〕应用 一 对

人参
、

西洋参和三七参进行了指纹图谱研究
,

采用梯

度洗脱分离分析了其皂昔成分
,

可以有效的鉴别人

参
、

西洋参和三七参
。

张尊建等〔’ 采用  一

一
法对丹参药材

、

丹参注射液中间体及丹参注射

液进行指纹图谱的研究
。

采用梯度洗脱系统
,

紫外

检测
,

记录总离子流 色谱图
,

得 到分离度

较好的丹参药材
、

中间体及注射液的  一 及

一
指纹图谱

。

为丹参药材
、

中间体及注射

液的质量控制提供全面
、

可靠的依据
。

气相 色谱 指纹图谱 主要适用于易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分析
。

在 中药中
,

有许多是含有

挥发油成分的
,

特别适合这种挥发油成分的测定

和分析
。

在具体使用时
,

多与 质谱检测器 联

用
,

方法灵敏
,

分析速度快
,

在指纹图谱的研究 中也

有很好的应用
。

魏刚等〔”〕建立 了广霍香挥发油 的
一

指

纹图谱
,

初步拟定了霍香挥发油特征指纹图谱指标

成分群
,

并对不 同采集期蕾香
,

以及同基地栽培的高

要
、

湛江霍香挥发油进行主成分比较分析
,

为阐明霍

香药材道地性打下 了基础
。

袁敏等黔” 〕采用

方法测定的不 同产地连翘挥发油的指纹图谱
,



采用模糊聚类法进行分析比较
,

全面
、

综合
、

准确地

反映不同产地药材指纹 图谱的关系
,

适用于连翘的

质量控制
。

钱浩泉等
‘“飞用 一

方法建立 了高

良姜挥发油指纹图谱
,

对道地药材及不同产地收集

的市售药材进行了鉴别
,

其指纹图谱与混淆品有明

显区别
。

高效毛细管电泳 指纹图谱 是

一类比较新的液相分离分析技术
,

综合了电泳和色

谱的一些特点
,

因此其分析对象也 十分广泛
,

包括了

从小的无机离子到大的蛋白质和高分子 聚合物等
。

具有分离效能高
,

分析速度快
,

消耗低
,

环保等特点
。

目前
,

已在 中草药 中生物碱广泛应用
,

黄酮
,

黄酮昔
,

酚酸
,

香豆素
,

酮类
,

强心昔
,

皂昔
,

葡萄糖异

硫氰酸盐等成分
。

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领域
,

具有很大的潜力
,

有望成为 等常规色谱分析

方法之外一个有益的补充
。

邢旺兴等四 采用毛细管区带 电泳法对中药红

曲基原真菌进行了研究
,

发现不 同种红 曲霉胞内或

胞外水溶性蛋自质的成分和含量差异显著
,

根据红

曲霉胞内或胞外水溶性蛋 白质
一

分钟区间内的

指纹图谱及这些特征峰的相对含量
,

可 以有效地鉴

别红曲霉属真菌
,

结果 与形态学 以反扫描电镜测结

果一致
。

张朝晖等〔’“飞采用 法对 种海马
、

海龙类药材进行鉴别
,

建立其特征图谱
,

其种间差异

明显
,

可以作为鉴别依据
,

且分析速度快
、

分辨力强
、

重现性好
。

高速逆流 色谱 指纹 图谱

是一类新的液液萃取分离技术
,

由于该技术是应用

动态的液
一
液分配原理

,

因此无常用柱 色谱的一些

固体载体不可逆吸附作用
,

具有分离效能高
,

溶剂用

量少
,

应用范围广
,

样品无须作太多的预处理即可上

柱等特点
,

其分离度与重现性与  法相似
,

已引

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

目前
,

在国内 应

用于中草药分离分析还处在起步阶段
,

国外已有报

导应用于包括生物碱类
、

黄酮类
、

葱醒类
、

木脂素类
、

肤类和蛋白质等各类化合物的分析
。

可以说
,

在中

药指纹图谱分析领域
,

的应用前景是广阔和

良好的
。

色谱联 用技术指纹图谱 中药作为一个混合

的复杂体系
,

其成分极多
,

且理化性质各不相同
。

而

常用的色谱技术的分离原理都是基于分离对象的理

化性质的
,

因此
,

往往单用一种色谱方法或条件无法

全面准确的反映出中药的内在质量
。

据此
,

罗国安

提出
“

多维多息
”

概念
,

即采用多种分析仪器联用 的

 

模式来测定指纹图谱
,

综合各谱图的信息
,

可以对分

析对象有一个更全面
、

更准确的认识 〔川
。

目前
,

在

实际工作中
,

常用的联用技术有高效液相谱 或毛

细管电泳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质谱 质谱联用方式

 或  
。

指纹图谱指标参数及评价标准

对得到的指纹图谱信息进行科学准确的分析
,

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中有用信息
,

这也是指纹图谱研

究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

目前
,

在指纹 图

谱研究中
,

对指标参数 的设置 以及评价标准还很不

统一
。

使用 比较多 的是直接比对法
,

即将待测样品

的图谱与标准图谱进行直接比较
,

可以鉴定判别药

材真伪
。

但这种方法缺乏量化的数据 和统一的标

准
,

不利于中药指纹图谱的推广应用及规范化
。

因

此
,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观点和方法建立

指纹图谱的指标参数和评价标准
,

如相对指数
,

重叠

数
,

八强峰
,

强峰
,

表观丰度等〔”
,

用量化 的数据

进行 比较
,

更加合理
,

客观
。

除此之外
,

对各种计算

机图谱解析技术以及化学计量学的研究也成为一个

热点
。

例如采用模糊信息分析法
,

人工神经网络法
,

灰色关联聚类法
,

化学模式识别法等方法对得到的

指纹图谱进行解析
,

建立相似度计算判别软件进行

判别分析
。

充分挖掘利用图谱提供的有用信息
,

使

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科学
,

使指纹图谱研究工作更

加规范
,

有利于指纹图谱的推广应用
。

这也 日益成

为指纹图谱研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
。

结论和展望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能全面的反映中药的整体化

学特征
,

体现其内在的整体质量
,

可以弥补过去对中

药质量控制中只对少数成分控制质量的弊端
,

是一

种更为合理的中药质量控制模式
。

其独特的优势已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

美国  在植物药制品指

导原则 征求意见用草案 中允许申报者提供产品

色谱指纹图谱资料
,

此外
,

英 国草药典
、

加拿大药用

及芳香植物学会
、

德国药用植物学会
、

印度草药典也

都接受色谱指纹图谱
。

这也充分说明了在中药质控

领域
,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

除了继续完善现有色谱分析技术的应用
,

一些

联用技术也越来越 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

包括色谱和

光谱的联用
。

如何更加充分的利用现有的分析技

术
,

采用多种方法建立中药多维的指纹图谱
,

再结合

先进的计算机谱解析技术 以及 化学计量学研究
,

更

多的挖掘分析图谱信息
,

全面准确的反映中药的内

在质量
,

这对中药材 基地建设
、

选择优 良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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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药材道地性研究极为有用
,

从而真正实现对

中药质量整体的评价和控制
,

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

效
,

这应该是现阶段 的研究重点
。

在此研究基础之

上
,

再开展中药指纹图谱和药效学相关性研究
,

这对

中药理论的基础研究和新药开发是一种崭新的模

式
,

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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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意义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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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臻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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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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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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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摘要 目的
:
探讨中药指纹图谱共享数据库的 目的和意义

。

方法
:
检索国内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

。

结果 :中

药指纹图谱技术被认为是中药质量控制现代化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
。

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

需要大量的资料和经验的积 累
,

合理的保存和管理这些信息
,

必然对指纹 图谱技术的发展产

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结论
:
中药指纹图谱数据库的研究已经滞后 于中药指纹图谱技术的发展

,

应 当加大中药

基金项目
:
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项目(0l DJ 190 12) 指纹图谱共享数据库的研究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