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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检测器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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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综述质谱检测 器 在 中药 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中的应 用进展
。

方法 按照 联用 方式的 不 同

分 类介绍  在 中药及其制 剂 分析中的应 用
。

结果  具有分 离效率高
、

适用范 围广
、

稳定性好等优点
,

在 中药指纹图谱研究 中得到 了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应 用
。

结论 以 为检测 器的联用技术在 中药指纹图

谱 中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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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指纹图谱技术是采用现代化的分析技术和

手段建立
,

能够测定 中药材或中成药 中共有的
、

具有

特异性的某类或几类成分 的色谱或 光谱 信息的图

谱
。

它具有系统性
、

整体性
、

特征性等特点
,

符合现

代化中药质控的要求
,

较之单一成分或指标成分的

质控方法
,

更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
。

已经获得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可
,

可 以为中药进人世界 医药主流市

场
,

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有力的支持
。

色谱指纹 图谱技术凭借其分离效率高
、

适用范

围广
、

稳定性好等优点
,

成为 目前中药指纹图谱研究

的主流
。

质谱检测器 作为通用型检测器 具

有灵敏度高
、

选择性好
、

指纹特征性强
、

可用于微量

或痕量分析等特点
,

常与高效 液相色谱法  !

和气相色谱法 联用
,

可 以利用指纹峰的离子碎

片信息进行化合物的定性鉴别
,

在中药色谱指纹图

谱研 究 中具 有不 可替 代 的 作用
。

本文 将对 色 谱

联用技术在 中药及其复方制剂指纹图谱研究

中的应用作一综述
。

一 联用

具有分析快速高效
、

灵敏稳定
、

受外 界因素

影响较少等特点
,

主要适用于热稳定和易挥发化合

物的分析
。

许多中药都含有挥发油成分
,

并且具有

多种药理活性
。 一 联用特别适合于建立药

材和制剂中挥发性成分的指纹图谱
,

有着广 泛的应

用前景
。

单味中药指纹 图谱研 究 魏刚等
’二建立 了广

蕾香挥发油 一 特征指纹 图谱
,

同时鉴定 了

其中 种主要成分
,

为拟定广蕾香挥发油特征指纹

图谱指标成分群提供了依据
。

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

发现石牌广蕾香与高要
、

海南广蕾香具有显著差异
,

结果与生药学的经验观点一致
,

为广蕾香的道地药

材研究奠定了基础
。

魏 刚等 〔’〕利用石营蒲中相对

含量较大的 种主要特征性成分作为评价指标
,

对

批样品指纹图谱 的精密度
、

稳定性
、

重现性进行

了考察
,

客 观的评价 了 药材 的内在质量
。

周枝凤

等 〔’〕采用 直观推导式 演进特征投影 法  对

数据进行解析
,

比较不同提取方法 的检测效果
,

从整体上比较 了平江
、

怀化和浙江 白术挥发油成分

指纹 图谱 的差异
。

另外
,

对 桅 子
、

川 芍
、

当归
、

细

辛
‘ 一 ’〕等药材中挥发油成分 一 指纹图谱研

究也有报道
。

复 方 中药指 纹图谱研 究 魏 刚川 采用

建立了醒神滴鼻液
、

脑 醒滴鼻液
、

脑 醒注射液

等 种复方制剂 中挥发性成分的总离子流指纹图

谱
,

并鉴定了其中多种特征性成分
,

而且确定了构成

制剂疗效物质基础的化学成分
,

方法简便准确
,

重复

性好
,

灵敏度高
,

能有效控制制剂的内在质量
。

张家

骊等 〔’了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技术与 一 相结

合
,

建立了由察香
、

冰片
、

桅子
、

郁金等中药制成的醒

脑静注射液中 个成分组成的指纹图谱
,

可以排除

制剂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吐温 一
等辅料 的影响

,

样品处理快速
,

分析简便
。

一 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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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目前中药指纹 图谱研究中应用最多的

方法
,

具有适用范围广
、

分离效率高和重现性好等特

点
,

非常适合中药复杂体系的分析及其指纹图谱的

建立
,

并且能够和多种检测器联用
,

有针对性的检测

中药中不同种类的化学成分
。

 一 联用随

着接 口技术的成熟和  离子源种类的增多
,

逐渐



  一

应药材中的归属
,

并解析共有峰的 信息
,

以绿

原酸为参照峰进行方法学考察
,

证实该方法准确
、

重

现性好
,

能够体现处方中各味原料药材在注射液 中

的贡献
,

可 以有效控制脉络宁注射液的质量
。

 的多种特性和优势
,

使得其在中药指纹图

谱可 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

质谱分析能够综合体

现中药所含
“

有效化合物群
”

的信息特征
,

充分体现

指纹图谱的整体性和模糊性
,

同时可 以解析 中药 中

的化学成分
,

进行初步的定性研究
,

是一种综合的
、

可量化的质量控制手段
。

以及  和  的

联用技术必将促进中药指纹 图谱技术的迅速发展
,

加速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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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

有着 良好

的发展前景
。

2

.

1 单味 中药指 纹 图谱 研 究 马欣 等仁’。〕采用

H PL C / D A D / M SD 建立了银杏叶提取物的多维指纹

图谱
,

同时检测了其 中的黄酮和内醋类化合物
,

考察

了指纹图谱的精密度
、

重现性和稳定性
,

进行指纹图

谱相似度的计算
,

并利用 M S 碎片信息解析化合物

的信息 利用多维指纹图谱唯一性的特点为银杏叶

提取物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

为中药指纹

图谱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

张尊建等 ￡” , 建

立密花 马 鞭
、

短 棒
、

鼓 褪 和 金钗 等 5 种 石 解 的

H PL C 一 M S D 指纹图谱
,

并考察了样品的制备方法
。

通过解析 M SD 信息和 比较指纹图谱发现
,

金钗石解

主要含有生物碱类成分
,

鼓褪石解多含酚类成分
,

虽

同为石解属植物
,

但其 内在化 学成分差异却很大
。

然而在指纹图谱中又可 以明显看出 5 种石解中有相

同的特征性化学成 分存在
,

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生物

亲缘关 系
。

采用 H P L C 一 M S D 指纹图谱的方法可以

很好的将属内的亲缘关系和种间的差异体现出来
,

为基源混乱
、

道地不明
、

成分复杂的中药材的研究提

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
。

李松林等 t
” 1对 9 个批次的

川芍 c A P 药材 H P LC
一 M S D 指纹图谱进行了研究

,

确定了 21 个色谱峰为共有峰
,

并对其中阿魏酸
、

秦

苯内酝
、

川芍嗓等化学成分的特征峰进行 了鉴定
,

发

现同一公司同一年采收的样品主要共有峰相对峰面

积稳定
,

而不同公司同一年采收样品的差异非常显

著
,

能够作为川芍药材质量控制的有效方法
,

具有较

强的特征性 和专属性
。

余静等
〔” 〕分别采集了刺五

加的水溶性和脂溶性成分的指纹图谱
,

并利用 M SD

信息对其中的色谱峰进行 了定性分析
,

通过 2 类成

分指纹图谱及 2 种检测器得到指纹图谱 的相互补

充
,

为刺五加的质量控制提供 了参考
。

另外
,

H P L C

一 M SI
) 指纹 图谱还用于丹参

、

获荃
、

密花石解
、

牛

膝
、

忍冬
、

山银花
、

牛黄
L’‘一 ‘, 〕等药材的研究

,

能够综

合评价多种药材的质量
。

2

.

2 复方 中药指纹图谱研究 戴德舜等〔20 〕比较了

桂枝汤 A 部分的双向调节样品与单向升温样品 LC

一 M S D 指纹图谱 的差异
,

确认样 品中化学成分量的

差异 决定 了药效作用的走向
,

对其进一步研究提供

了有效评价手段和途径
。

马仁玲等
〔川 建立了苦参

注射液及其药材和中间体的生物碱类成分的总离子

流指纹图谱
,

进行精密度
、

重复性 和稳定性 的考察
,

鉴别 了其中 5 个色谱峰
,

并比较 3 种 图谱 之间的相

关性
,

为其质量控制提供了依据
。

张尊建等〔2 , 〕研究

了由石解
、

牛膝
、

玄参和金银花制成 的脉络宁注射液

的 L仁 一 M S D 指纹图谱
,

确定其中 10 个共有峰在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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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常用药及新药的应用和作用特点

杨 芒 (浙江温州医学院附属 一院
,

浙江 温州 325 000)

滴要 本文 综述 了临床常用抗病毒药及其新 药的临床应 用
,

着重讨论 了其临床应 用的特点及注 意事项
。

关键词 抗病毒药物 ;杭病毒新药 ;临床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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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是病原微生物 中最小 的一种
,

其核心是核

糖核酸 (R N A )或脱氧核糖核酸 (D N A )
。

病毒感染

性疾病是 目前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

不同

的病毒感染引起不 同的疾患
,

需要不同的抗病毒药

物治疗
。

抗病毒药物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令人瞩 目

的一大类药物
,

但由于相当一部分的药物在抑制病

毒复制的同时也会对正常人体细胞产生毒性
,

故对

不同病毒性疾病做到针对性用药显得尤为重要
。

消毒
,

不能 内服
。

3 抑制病毒基因复制药物

病毒结构

病毒为非细胞形态的微生物
,

在宿主细胞 内寄

生
,

通过受体机制感染人 体易感细胞
,

在细胞 内增

殖
,

直接或间接引起细胞病变
,

而使人体致病
。

有传

染性的完整病毒颗粒称为病毒体
,

主要 由核酸及结

构蛋白组 成
,

核酸为 D N A 或 RN A ,

是 病毒 的基 因

组
,

其外包以蛋白性衣壳
,

核酸与衣壳共同组成核壳

体
,

多数小型病毒就是裸露的核壳体
,

称为无囊膜病

毒
,

有些病毒外面还包以脂蛋白性囊膜
,

称为囊膜病

毒
。

病毒根据其核酸类型分 DN A 类病毒和 R N A 类

病毒
。

以下按药物作用机制分述如下
。

2 消毒药物

2
.
1 碘配

、

双氧水
、

高锰酸钾 具有强氧化性能
,

遇

有机物而引起氧化作 用
,

直 接杀灭所 有 的微生 物

(包括病毒 )
,

为广谱杀毒剂
。

2

.

2 醋酸
、

过氧 乙酸
、

乳酸
、

甲醛溶液 能与病毒蛋

白性衣壳起化学反应使其蛋白质变性而杀灭病毒
。

此类药物疗效确切
,

但刺激性 大
,

使用浓度 较

高
,

只能用于没有破损的皮肤
,

耐腐蚀性器件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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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抑制病毒 D N A 在细胞 内复制 的药物

3
.
1
.
1 阿昔洛韦 (A C V ) 为鸟昔类药物

,

目前认

为
,

阿昔洛韦是治疗疤疹病毒感染的首选药
。

广泛

用于治疗疤疹性角膜炎
、

生殖器疤疹
、

全身带状疙疹

及疙疹性脑炎
。

阿昔洛韦在体内感染细胞内被代谢

成二磷酸和三磷酸化物
。

而对未感染细胞则无此反

应
,

因此感染细胞 内的三磷酸阿昔洛韦要比未感染

细胞高出 40
一 10 0 倍

。

对包括免疫损伤者的赫膜皮

肤单纯疤疹病毒 (H SV )感染
、

水痘病毒及带状疤疹

病毒感染有效
,

是原发性和复发性生殖器 H Sv 感染

的首选药
,

但 对新生儿 和老年人 的中枢神经 系统

H SV 感染效果则并不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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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乃洛韦 (V A C V ) V A C V 是 A C V 的前体

药
,

该药 口 服后能在 胃肠道较好地吸收
,

并通过水解

完全转变为 A C V
,

这可使 AC V 的生物利用度增加 3

一 5 倍
,

达 65 %
,

而 AC V 仅为 巧%
,

从而较好地解决

了 A C V 口服后生物利用度低 的缺陷
。

抗 H SV 一 l
,

H S V
一 2

。

治疗带状疤疹 比 A C V 更有效
。

对爱泼斯

坦 一 巴尔病毒 (E B V )
、

巨细胞病毒 (C M V )均有效
。

另外可用来治疗玫瑰糠疹
、

扁平疵和肝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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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昔洛韦(G C V ) 该药可竞争性抑制病毒

D N A 聚合酶
,

还可 以直接插入病毒 DN A 链中
,

从而

阻止其延长
。

该药抗 EB V 、

C M v 的活性 比 A C V 强

10 一 2 0 倍
。

G C V 可使 80% 一 9 0 % 的艾 滋病 CM V

视网膜炎获得改善或缓解
。

对新生儿巨细胞包涵体

病有较好的疗效
。

还可抑制 H B V 复制缓解乙肝症

状
,

谷丙转氨酶 (A L T) 下降或复常
,

但停药后易复

发
。

应注意的是
,

由于 G C V 毒性较大
,

目前仅用于

艾滋病
、

器官移植
、

恶性肿瘤病人严重的 C M V 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