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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有生首乌和制首乌之分!生首乌能解毒!润肠通便&制首乌能补肝肾!益精血!乌须发!强

筋骨!化浊降脂#生+制首乌都含有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磷脂类等化学成分!但其含量存在一定差异#生

首乌炮制后其毒性减弱#生+制首乌的功效"主治和毒性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外观性状上差异较易识别!

但其磨成粉末后两者不易区分#因此!寻找一种快速简单的判别方法来区分生+制首乌十分必要#中红外光

谱法具有检测速度快!对样品无损等优势!已在中药质量控制和鉴别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该研究建立生+制

首乌中红外光谱的指纹图谱!并采用正交偏最小二乘
-

判别分析对其进行鉴别#在
!///

"

H//2=

n"范围内采

集
*@

批不同来源生+制首乌中红外光谱数据!分析其主要的特征峰!并用
5;=27"*'/

软件对数据进行正交偏

最小二乘
-

判别分析#建立
*@

批不同来源生+制首乌中红外指纹图谱!并分析出主要化学成分包括蛋白质类"

核酸类"脂肪酸类"蒽醌类"二苯乙烯苷类"磷脂类#对红外光谱峰形和峰强度进行分析!生首乌和制首乌

的峰形差异比较少!但峰强度具有一定的差异#为了建立生+制首乌红外光谱差异模型!采用正交偏最小二

乘
-

判别分析法!其结果能很好地将生+制首乌分成两类!左边为制首乌!右边为生首乌#根据变量在项目中

的重要性$

$AC

值%筛选差异化学成分!并利用
0C00"H'/

统计软件进行
3

检验!以
$AC

$

"

及
B

)

/'/,

确定

差异性化学成分#生+制首乌的差异性化学成分为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磷脂类!表明何首乌炮制后二苯

乙烯苷类"蒽醌类"磷脂类的含量都发生变化#中红外光谱结合模式识别筛选出差异性化学成分和文献报道

基本一致!表明此法可用于生+制首乌鉴别#本研究成功采用中红外光谱对生+制首乌进行快速检测和整体

质量评价!结合模式识别能将其鉴别!可为中药质量控制和快速鉴别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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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首乌有生首乌和制首乌之分#生首乌的制法为何首乌

除去杂质!洗净!稍浸!润透!切厚片或块!干燥#制首乌的

制法为何首乌片或块!照炖法$通则
/#"*

%用黑豆拌匀!置非

铁质的适宜容器内!炖至汁液吸尽&或照蒸法$通则
/#"*

%!

清蒸或用黑豆拌匀后蒸!蒸至内外均呈棕色!或晒至半干!

切片!干燥#生首乌能解毒消痈"截疟"润肠!制首乌能补肝

肾"乌须发"化浊降脂!其功效和肝毒性都有所不同)

"-!

*

#

生+制首乌都含有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磷脂类!但其在种

类和含量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同)

,-+

*

#生首乌与制首乌在外

观性状上有差异较易识别!但其磨成粉末后两者不易区分!

且功效"毒性不同不可混用#生+制首乌鉴别依赖于感官体

验!或更复杂的化学检测方法!前者较为主观!后者操作复

杂!因此!寻找一种快速简单的判别方法来区分生+制首乌

十分必要#

红外光谱是一种可以检测物质中特殊分子不同吸收频率

的化学分析工具!不同的分子结构可以产生不同的吸收谱

带#光谱技术在中药化学成分分析方面有着快速"简单"灵

敏等优势#中红外光谱是波数为
!///

"

!//2=

n"的电磁波!

由分子基频振动组成的光谱!其吸收带多而窄!吸收强度

大!有显著的吸收特性!能提供更多的频率和强度信息!且

大多数典型官能团的特征振动峰大多分布于中红外区#物质



在中红外区的吸收峰可表征分子结构特征性!不同化合物的

吸收峰有足够清晰独立的特征吸收峰或谱带!其组份含量和

其对应的吸光度成正比关系)

H

*

#相比显微"薄层色谱等鉴别

方法!中红外光谱法具有检测速度快速!对样品无损的优

势!已在中药鉴别中得到广泛应用#红外分析技术结合化学

计量分析已成为中药材样品检测分析的一种简便方法)

@-"/

*

#

利用中红外光谱技术结合化学计量分析对薄荷的产地进行识

别!识别结果最高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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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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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红外光谱和化学计

量学相结合可以鉴别核桃的产地及品种)

"#

*

#本文将采用中

红外光谱对不同来源生+制首乌进行分析!再结合模式识别

方法找出生+制首乌差异性化学成分类型!为生+制首乌鉴别

提供一种快速检测方法!为生+制首乌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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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电热

鼓风干燥箱$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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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饮片购自各省

大药房和市场!所有实验样品均经湖南中医药大学龚力民副

教授鉴定为蓼科植物何首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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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干燥块根!样品信息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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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分类 产地 收集时间 编号 分类 产地 收集时间

J"

制品 安徽亳州
#/"+/,#! J#/

制品 四川泸州
#/"@/H#/

J#

制品 安徽亳州
#/"@/H"@ J#"

制品 四川泸州
#/"@/H".

J*

制品 贵州安顺
#/"+/+#* J##

制品 云南昭通
#/"H/,/H

J!

制品 贵州安顺
#/"H/+#, J#*

制品 云南昭通
#/"H/,#/

J,

制品 河北保定
#/"H/,#/ J#!

制品 云南昭通
#/"H/,".

J+

制品 湖北宜昌
#/"H/,"H J#,

制品 云南昭通
#/"@/H"@

JH

制品 湖北宜昌
#/"@/H"@ J#+

制品 云南昭通
#/"@/H#/

J@

制品 湖南怀化
#/"H/+"# 0"

生品 安徽亳州
#/"+/,#!

J.

制品 湖南怀化
#/"@/H"@ 0#

生品 安徽亳州
#/@/H"@

J"/

制品 湖南怀化
#/"+/+#* 0*

生品 广东肇庆
#/"+/@"@

J""

制品 山东济宁
#/"H/+"/ 0!

生品 贵州安顺
#/"+/+#*

J"#

制品 山东济宁
#/"@/H#/ 0,

生品 湖北宜昌
#/"+/+"@

J"*

制品 山东济宁
#/"@/H#* 0+

生品 湖南怀化
#/"H/+"#

J"!

制品 陕西渭南
#/"H/H#, 0H

生品 湖南怀化
#/"H/H"@

J",

制品 陕西渭南
#/"H/+#@ 0@

生品 山东济宁
#/"H/+#+

J"+

制品 陕西秦岭
#/"@/H". 0.

生品 陕西渭南
#/"H/H#,

J"H

制品 四川泸州
#/"H/,#* 0"/

生品 四川泸州
#/"H/,#*

J"@

制品 四川泸州
#/"H/,#/ 0""

生品 四川泸州
#/"H/,#*

J".

制品 四川泸州
#/"H/,"@ 0"#

生品 云南昭通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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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处理及检测

取样品粉末在
!/m

下充分烘干!过
#//

目筛!得极细

粉#取不同批次何首乌各
/'"

Z

!混合均匀得到质控样本#取

烘干后的样品粉末置于中红外光谱
:_B

附件上!调节压力

塔!设置分辨率
!2=

n"

!扫描次数
*#

次!空白背景光谱扫描

+!

次!扣除大气背景干扰#采用
%=;82@'/

对不同来源生+制

首乌的中红外光谱进行自动平滑#

$%A

!

方法

取质控样本进行方法学考察!考察指标为仪器精密度"

操作重复性"样本稳定性"中间精密度#按
"'#

节对样本进

行处理和检测!取红外图谱中吸收强度最大的
+

个特征峰作

为评价峰!以对应波数计算的相对标准偏差作为评判依据#

"'*'"

!

精密度

质控样本连续扫描
+

次!

B0<

均小于
/'*"[

!表明仪器

精密度良好#

"'*'#

!

重复性

质控样本平行扫描
+

次!

B0<

均小于
/'#,[

!表明样品

测定方法重复性良好#

"'*'*

!

稳定性

质控样本分别在
/

!

"

!

#

!

!

和
+N

进行红外测定!

B0<

均小于
/'"@[

!表明样品在
+N

内的稳定性良好#

"'*'!

!

中间精密度

质控样本在不同时间由不同操作人员操作!

B0<

均小于

/'",[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

!

结果与讨论

!!

红外指纹图谱分为特征区和指纹区!分别在
!///

"

"*//

和
"*//

"

!//2=

n"

#对不同来源生+制首乌的红外光谱

峰形和峰强度进行分析!生首乌和制首乌的峰形差异比较

少!但峰强度具有一定的差异$图
"

!表
#

%#建立了生+制首

乌红外光谱差异模型!采用正交偏最小二乘
-

判别分析!结果

能很好地将生+制首乌分成两类!左边为制首乌!右边为生

首乌)图
#

$

7

%*&根据变量在项目中的重要性$

$AC

值%筛选差

异性化学成分!并利用
0C00"H'/

统计软件进行
3

检验!以

$AC

$

"

及
B

)

/'/,

确定差异性化学成分#

."@2=

n"处为

11 00 11

D D P

变形振动!可能为何首乌中二苯乙烯苷类的

11 00 11

D D P

变形振动!表明何首乌炮制后其二苯乙烯苷类

的含量发生变化&

"+#/2=

n"处为
00

D a

伸缩振动!可能为

何首乌中蒽醌的伸缩
00

D a

振动!表明何首乌炮制后其蒽醌

图
$

!

生"制首乌中红外指纹图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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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发生变化&

"!!.

!

"*H,

和
"#!/2=

n"处可能为何首

乌中磷脂的.

DP

*

基团
D

.

P

变形振动和.

a

.

C

.伸缩振

动!表明何首乌炮制后其磷脂类的含量发生变化)图
#

$

>

%*#

表
>

!

生"制首乌主要的特征峰

O/B:6>

!

O561/';85/0/8460'(4'8

7

6/P(23809E6

+

7

0286((6E

$%&

'(

%!)+.)&*+

,

&%-+0/E'H

波数

+

2=

n"

特征峰分析 主要贡献基团

**,"

a

.

P

伸缩振动和
(

.

P

伸缩

振动叠加
蛋白质"核酸

#.*!

次甲基
D

.

P

不对称伸缩振动 脂肪酸

#@,/

次甲基
D

.

P

对称伸缩振动 脂肪酸

00

"+!/ D a

伸缩振动 蒽醌

00

"+#/ D a

伸缩振动 蒽醌

",/,

苯环骨架特征伸缩振动 蒽醌"二苯乙烯苷类

"!!.

.

DP

*

基团
D

.

P

变形振动 脂肪化合物!磷脂类

"*H,

.

DP

*

基团
D

.

P

变形振动 脂肪化合物!磷脂类

"#!/ C

.

a

伸缩振动 磷脂类

"",*

.

D

.

a

.

D

伸缩振动 脂肪酸

"/H+

.

D

.

a

.

D

伸缩振动 脂肪酸

"/#" D

.

a

伸缩振动 糖类

00

11

."@ D P

变形振动 二苯乙烯苷

@+, D

.

P

变形振动 二苯乙烯苷

H+# D

.

P

变形振动 二苯乙烯苷

*

!

结
!

论

!!

中红外光谱法的前处理简便快速!无需采用化学试剂进

行处理!且能整体评估生+制首乌的质量#红外光谱特征指

纹图谱结合模式识别可鉴别生+制首乌!其主要的差别性成

分为二苯乙烯苷类"蒽醌类和磷脂类!与相关文献报道的结

图
>

!

化学模式识别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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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得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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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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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采用
5;=27

软件建立的模式识别模

型具有一定合理性!较强的区分和识别能力!可作为一种快

速鉴别生+制首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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