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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及生长年限对土茯苓中落新妇苷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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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考察产地和生长年限对土茯苓中落新妇苷含量的影响，了解近年来土茯苓商品的来源和各地产土茯苓落新

妇苷含量的分布情况。方法  实地调查、采集并采用 HPLC 测定落新妇苷的含量。结果  目前市场上土茯苓商品主要来

自国内南方各省，此外还有部分来自越南。国产土茯苓有约 70%的样品落新妇苷含量不符合中国药典 2015 版规定，而越

南产土茯苓含量全部符合规定，且远高于限度要求。结论  不同产地土茯苓落新妇苷含量差别较大，生长年限对土茯苓

中落新妇苷含量影响较小，越南产土茯苓能否供药用尚需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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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Origin and Growth Years to the Content of Astilbin in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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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rowing places and years to the content of astilbin in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To know the source of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in markets recently and research the distribution of astilbin 
in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METHODS  Field survey and collect sample,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astilbin by HPLC. 
RESULTS  The main goods of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in market now were most produced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 others were from Viet Nam. About 70% native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were failing to conform the limit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5 Edition, but all the specimen produced in Viet Nam were qualified. CONCLUSION  The quantity of 
astilbin among the different places have great distance, but the growth years have less influence. Whether the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produced in Viet Nam can be used as a medicine still needs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Smilax glabra Roxb.; asti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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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茯苓为百合科植物光叶菝葜 Smilax glabra 

Roxb.的干燥根茎[1-2]，为历版中国药典收载的品

种，功能解毒、除湿、通利关节，用于梅毒及汞

中毒等所致的肢体拘挛、筋骨疼痛、湿热淋浊、

带下、痈肿、瘰疬、疥癣。中国药典一部自 2005

年开始制订了落新妇苷的含量测定，用 HPLC-UV

测定落新妇苷的含量 [1-2]，并规定 低限度为

0.45%。近年来国内多个省区的中药饮片生产和经

营单位不断反映中国药典一部规定的落新妇苷含

量限度过高，国内地产土茯苓难以达到该限度要

求，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也已专函上报药

典委员会，要求修改限度。文献报道的对土茯苓

落新妇苷含量的研究中[3-9]，样品间含量差异较大，

断面色白者含量较低，多为 0.2%~0.6%；断面色

红者含量较高，多为 1.0%~5.8%，其性状与药典

描述的“类白色至淡红棕色”不同，为深红棕色。

2015 年 3 月笔者对广东、广西、湖南的土茯苓商

品情况做了调查，并采集了 5 个省区的土茯苓样

品进一步研究。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HP 1100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美国Agilent 公

司)；Milli-Q Advantage A 超纯水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Minispin 12000 转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Elmasonic P 超声波清洗仪(德国 Elma 公

司)；DHG-9140A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

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XPE-205 型分析天平

(Mettler Toledo)。 

1.2  试药 

落新妇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批号：111798-201303，含量以 92.4%计)；甲醇

(MERCK 公司，色谱纯)；冰醋酸(TEDIA 公司，

色谱纯)；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采集样品由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

所郭增喜主任中药师鉴定。 

2  样品含量测定 

土茯苓的含量研究较多[3-9]，但对某些产地的

研究尚未涉及，且目前市场上商品落新妇苷的含

量高低不一，影响含量的因素不甚清楚，国内主

流商品含量多不合格，原因也尚不明确，故对此

进行调查研究。 

2.1 方法   

2.1.1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落新妇苷对照

品 21.56 mg 于 50 mL 量瓶中，用 60%甲醇溶解后

定容，摇 ，作为对照品溶液。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土茯苓粉末(过 2 号

筛)0.8 g，精密称定，置圆底烧瓶中，精密加入 60%

甲醇 100 mL，称定重量，超声 30 min，放冷，再

称定重量，用 60%的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 ，

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1.3  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 ： 岛 津 VP-ODS 

(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甲醇-0.1%冰

醋酸溶液(39∶61)；流速：1 mL·min1；柱温：30 ℃；

检测波长：291 nm。 

2.2  不同产地的含量 

取不同产地的土茯苓饮片各 1 g(原个者切

片)，混 ，大、中、小直径者各取 100 g，混 ，

粉碎(过二号筛)，各取粉末 2 份，测定落新妇苷的

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产地土茯苓落新妇苷含量(n=2) 

Tab. 1  Contents of astilbin in Smilacis Glabrae Rhizoma 
produced in different palces(n=2)  

编号 产地 含量 1/% 含量 2/% 平均含量/%
相对平均

偏差/% 

1 浙江 0.364 0.363 0.36 0.1 

2 浙江 0.317 0.304 0.31 2.1 

3 湖南 0.220 0.222 0.22 0.5 

4 湖南 0.152 0.152 0.15 0.0 

5 湖南 0.581 0.604 0.59 1.9 

6 湖南 0.316 0.321 0.32 0.8 

7 广西 0.248 0.246 0.25 0.4 

8 广东 0.476 0.490 0.48 1.4 

9 江西 0.550 0.569 0.56 1.7 

10 江西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 

11 越南 1 1.040 1.029 1.04 0.5 

12 越南 2 1.391 1.337 1.36 2.0 

13 越南 3 5.564 5.409 5.50 1.4 

14 越南 4 3.745 3.769 3.80 0.3 

15 越南 5 1.312 1.270 1.30 1.6 

2.3  不同生长年限的含量 

光叶菝葜为多年生植物，其根茎略呈圆柱形

结节延长[10-11]，因生长年限不同，可能产生含量

的差异，但作为一种野生植物，欲知其确切生长

年限并不容易。笔者根据其根茎的生长特点，初

步估算其根茎生长年限的长短，并测定各位置根

茎落新妇苷的含量。待测样品按其生长年限的长

短编号，分别为 S1、S2、S3、S4 和 S5，其中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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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出的嫩芽，S5 为此株中年限 长的根茎。笔

者于 2015 年 4 月 19 日采自浙江省临安市於潜镇

的同一植株光叶菝葜不同部位根茎趁鲜切片晒干

后落新妇苷的含量结果见表 2。 

表 2  同一植株不同生长年限落新妇苷含量(n=2) 

Tab. 2  The contents of astilbin in same plant growing in 
different times(n=2) 

编号 含量 1/% 含量 2/% 含量平均/% 相对平均偏差/%

S1-1 0.525 0.525 0.53 0 

S1-2 0.527 0.524 0.53 0.3 

S 2-1 0.526 0.530 0.53 0.4 

S2-2 0.456 0.460 0.46 0.4 

S2-3 0.652 0.660 0.66 0.6 

S2-4 0.480 0.462 0.47 1.9 

S3-1 0.539 0.541 0.54 0.2 

S3-2 0.477 0.483 0.48 0.6 

S3-3 0.381 0.382 0.38 0.1 

S4-1 0.479 0.487 0.48 0.8 

S4-2 0.570 0.572 0.57 0.2 

S5-1 0.400 0.391 0.40 1.1 

S5-2 0.533 0.539 0.54 0.6 

3  讨论 

3.1  来源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的商品调查结果显示[10]，我国

土茯苓商品中的主流品种为菝葜属光叶菝葜。目

前根据笔者一行的调查，发现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所不同，现主流商品除光叶菝葜外，还有一种

产于越南的土茯苓，该品是药材经营户从越南购

入鲜品，在广西加工后销往国内其他省市，其性

状与国产土茯苓相比差异较大。国产土茯苓个头

较小，直径多为 2~6 cm，长约 2~15 cm，>20 cm

者较少，且形状各异，稍扁或呈不规则条块，有

结节状隆起，具短分枝，鲜切片断面呈白色，数

分钟后不变红或仅边缘变微红，晒干后断面白色

或仅有部分边缘微红，粉性足，落新妇苷含量较

低，多不超过 0.6%。越南土茯苓个头普遍较大，

直径 3.5~8 cm，长约 8~23 cm，且大多呈圆柱形，

鲜切面初为白色，即刻发红，晒干后整体呈红棕

色，表面有少量发亮的颗粒，且落新妇苷含量均

高于国产土茯苓，故笔者认为这种越南产的土茯

苓是否可以作为正品土茯苓使用需进一步作基源

鉴定后才能确定。 

3.2  不同产地的含量分析 

由表 1 的测定结果可知，不同产地样品间含

量差距大，国产和越南产样品间的差距尤为明显。

10 批国产样品中，除江西高安的没有检出外，其

余样品落新妇苷含量为 0.1%~0.6%，与文献报道

相符，按中国药典一部的限度判断，仅 3 批符合

规定，合格率仅为 70%。越南样品 5 批，含量全

部合格，合格率为 100%，且含量远远超过限度，

有一批甚至超过限度 10 倍以上。 

越南产土茯苓落新妇苷含量均高于国产土茯

苓，为 0.7%~5.9%，与文献报道的含量高者相近，

故推测文献报道中含量高者可能产于越南。有关

土茯苓的研究中，样品的来源十分重要，因饮片

中常混入越南样品，故进行相关研究时应经具经

验的研究者正确鉴定和分析。 

中国药典将土茯苓中落新妇苷含量限度定为

0.45%，而实际上国产土茯苓很难达到限度要求，

反而越南样品全部合格，这就使得落新妇苷含量

较低的国产土茯苓在市场上流通困难而促使含量

较高的越南样品趁机进入广西后流入国内某些省

市，故建议中国药典降低土茯苓中落新妇苷的含

量限度。 

3.3  不同生长年限的含量分析 

由表 2 的测定结果可知，同株中 嫩的根茎

其落新妇苷含量并不是 低的，落新妇苷含量与

生长年限也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这说明生长年限

并不是导致其含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根据笔者此

前的研究，即使同一产地采挖的样品，不同植株

间落新妇苷含量差异亦较大，故推测其原因可能

与生长过程中的外界刺激有关，但具体因素仍然

需要进一步研究。 

由于在实验过程中发现药典方法存在一定问

题，故《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2015 年版暂不收

载落新妇苷含量测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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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部队及保密单位除编号外，还应写明驻地。文稿凡属基金资助、国家攻关项目请写明项目编号，标

注在首页下，并附相关证明材料。请勿一稿多投，或抄袭别人稿件。本刊只接收网上系统投稿，请勿通过邮

寄或 E-mail 投稿。 

(4) 网上投稿步骤如下： 

①登录网址：www.chinjmap.com 点击作者登录；②进行注册登录(*为必填项)；③网上投稿时，请一同将

基金项目证明材料以附件形式上传至投稿系统。请注意查收编辑部的 E-mail 通知。 

(5) 凡收到本刊收稿通知后 3 个月内未收到对稿件的处理通知，则说明该稿仍在审阅中，作者如欲改投

他刊，须来信与我刊联系。 

(6) 凡退回作者修改的稿件请严格按本刊稿约要求及退修意见修改，请在规定期限内返回，若 2 个月仍

未修回，并且未与编辑部联系说明情况，则将视同撤稿处理。 

(7) 本刊不再收取稿件处理费。 

(8) 文责自负。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编辑部可对来稿修改、删节；凡涉及原意的重大修改，则

请作者考虑。 

(9)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美国《化学文摘》(CA)、《剑桥科学

文摘(自然科学)》[CSA(Nat Sci)]、《国际药学文摘》(IPA)、《乌利希期刊指南》(Ulrich PD)、《日本科学技术振

兴机构中国文献数据库》(JST)等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 

 

投稿请参照本刊网站(http://www.chinjmap.com)上详细“征稿简则”和“论文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