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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药化学成分分析方法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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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中蒙药相关成分的时候，可采取多种方法，其中电化学、色谱、光谱以及联合应用检测技术是应用比较多的检测技术，联合

应用技术方法相对较多，可对色谱、核磁共振、气相、液相、质谱等进行联用。本篇文章主要从中蒙药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意义入手，分析和研究

药物化学成分研究方法，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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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蒙药在中国民族医药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医药

的瑰宝[1]。中蒙药的疗效和药物质量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

以当下在研究蒙药的时候需要重点建立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以便让

世界医药更好的接受中蒙药。采取有效措施对中蒙药化学成分进行分

析可有效控制中蒙药的药物质量和临床治疗效果。中蒙药具有非常复

杂的化学成分，而且其药物生长环境、炮制情况和生产加工情况均会

对其质量造成影响，且不同种类药物所含化学成分以及含量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异，所以临床在对中蒙药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采取有效方式，

必须采取先进且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检测时还需要注意各种事项。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多种方法提取中蒙药中的有效成分，并采取电化学

分析法、色谱分析法、光谱分析法以及联用技术分析中蒙药化学成分。

1 中蒙药成分分析研究意义

1.1有助于阐明药物体内物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

中蒙药药效作用与药物成分和药物机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

系，在众多成分当中只有将药物吸收入血液之后才可以产生治疗效果，

按照以上观点，给药之后血液当中所含有的成分是药物直接作用于患

者机体的物质，所以中蒙药有效物质基础以及作用机制研究需要以血

清药理学和血清药物化学作为基础[2]。在研究中蒙药的过程中需要注

意相关药理学和化学情况，研究时首先需要提取药物成分，然后才可

进行研究。

1.2有助于研发、设计及发现新药

患者服用中蒙药之后药物在其体内经过吸收、分布、代谢、排泄

等步骤，这一吸收和排泄药物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中毒情况

[3]。当人体或动物的肝脏吸收与中蒙药有关的成分时，其消化道内部

会产生代谢药物酶，可有效生物转化所服用的药物，部分成分还会导

致药物结构失效，使服用者出现药物中毒情况。除此之外，根据对中

蒙药成分进行研究可以得出，如果发现药代动力学参数不良则会导致

出现新药研发失败情况。所以，合理分析和研究中蒙药化学成分可有

效促进设计、研发和发现新药。

1.3有助于评价药物

要想有效保证临床有效、合理、安全应用中蒙药，首先，要有效

地保证中蒙药材的质量，全面控制中蒙药材的质量[4]。通过对蒙药成

分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加强对蒙药化学成分的研究，研究其生物利用

度，评价其安全性，从而了解蒙药的成分结构、剂型、理化性质、生

产工艺、治疗作用、药理作用等关系，这对药品质量的评价十分有益。

2 分析方法

2.1电化学分析

此种分析方法主要是以溶液电化学特性作为基础，在物理量和中

蒙药关系的过程中定量、定性分析中蒙药的检测方法。电化学分析法

利用溶液中的电化学特性作为基础，在电量、电流、电导、电位和被

测试的电容之间建立一个剂量关系，这是一种对待测组分进行定量和

定性分析的方法[5]。此种检测方法的主要优点为设备简单、在短时间

内即可相应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在鉴别和测定中蒙药含量中应用较

广泛。在早期检测中蒙药的时候主要应用电化学分析法中的库伦法、

极谱法和溶出伏安法进行检测。近些年，随着电化学指纹图普法、新

型电极以及伏安法联合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应用和创新，在重要质量控

制方面关于电化学分析法的研究不断增多。电化学活性物质主要有酸

类、香豆素类、黄酮类、酚类、皂甙类、萜类、生物碱类成分当中适

合应用电化学分析法进行分析。

2.2色谱分析

色谱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中蒙药材的质量控制研究中。随着现代

色谱分析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药典所记录的药物当中多数药物均可以

采取色谱分析，主要应用薄层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两种方式，而对挥

发性成分进行检测的时候则多采取气相色谱[6]。（1）高效液相色普法：

此种检测方法可有效分离中蒙药当中的复杂混合物，使逐一检查药物

成分目的得以实现，进而使中蒙药当中分析复杂多样化学成分困难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此种检测方式的主要优点为耐用性好、灵敏度高、

高效、快速，在控制中蒙药制剂质量与研究指纹图谱方面广泛应用。

（2）薄层色谱法：这一种方法需要将对照的物品和被检测的物品在薄

层板上点涂，选择合适的溶液，然后比较检测物的 Rf 值。该方法的主

要优点是检测方便、耐久性好、分辨率高、灵敏度高，广泛应用于中

蒙药的定性鉴别和蒙药图谱研究。此方法用以测定中蒙药的化学成分

含量，采用薄层色谱法对紫外光和斑点的吸收和发射进行扫描，得到

相关数据和图谱之后采取线性回归两点方式对物质含量进行计算。（3）

气相色谱法：这种检测方式主要是气化衍生物或者气化物质之后将其

带入到色谱柱当中进行分离的色谱检测方式之一，检测时所需要应用

的载气主要是指氮气。该方法灵敏度高，速度快，广泛应用于醛类、

桂皮醛类、丁香酚类等蒙药的研究。而在对川芎等药物成分含量进行

检测的时候应用此种方式可有效对其质量进行控制。采用气相色谱内

标法测定了川芎中川芎嗪、藁本内酯和 α- 细辛脑的含量，并对川芎

药材进行了质量控制。如果极性化合物，例如动物类、碳水化合物类

和生物碱类是非挥发性的，而且热稳定性相对较差，则首先需要衍生

化处理样品之后才可分析样品。衍生化处理样品的主要方法包括硅烷

化、烷基化、酰基化等。

2.3光谱分析

这一种检测方式应用比较多，在实际检测当中优点相对较多，检

测的效率和结果均比较满意，进行检测的时候也无需大量药物，操作

比较简单且准确度良好，在中蒙药研究分析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主要用来检测某一类化学成分或者单体化学成分，光谱分析法种

类相对较多，主要如下：

（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这种检测方式主要是在物质吸收光

选择性特性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分析方法，药物含量检测的方法相对

较多，而应用次数最多的检测方法是比色法。此种方法主要是对物质

溶液显色深浅程度进行比较而分析某种物质含量的一种方式。此种检

测方法的成本相对较低，操作比较简单，可迅速显色，中蒙药总黄酮、

多糖、总酚酸含量测定中常用此方法。以三青叶检测作为案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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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色之后在一定波长位置进行着色，显色之后对相关物质含量进行测

定，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比较准确[7]。

（2）荧光分光光度法：这种检测方式主要对物质荧光特性分析物

质的含量和特性。如果激发光强度一定，发射光强度一定，丙炔发射

光强度与通量的浓度范围呈正相关关系，则可以对物质进行定量研究。

光谱仪的敏感度相对较高，用来鉴别和分析中蒙药的研究相对较多。

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在研究蒙药荜茇的时候应用此种方法可有效对药

物中的部分成分进行干扰，可有效测定药物在血清内的浓度[8]。但是

还需要注意，应用此种方法进行检测时候需要注意溶液的浓度，需在

低浓度下才可完成检测，在高浓度的溶液当中极易出现“自熄灭”的

情况。

（3）近红外分光光度法：这种检测方式主要是在一定范围内利用

电磁波光谱吸收速度对物质进行测定。近年来该方法在中蒙药研究当

中应用比较频繁，可有效结合化学计量学，获得更加高效、准确的结

果，将此种方法应用与中蒙药真伪鉴别和质量评价中取得了比较良好

的效果。

（4）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根据不同水平电辐射

原子吸收特性建立的一种光谱检测方法，主要包括标准加入法和标准

曲线法两种方式。通过对样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吸光度情况进行比较

分析测定了样品当中的元素含量，因为其准确度和灵敏度均相对较好，

所以此种检测方式主要用来检测金属离子限度和微量元素限度[9]。

2.4联用技术

联合检测技术主要是连接了各种检测装置和分离装置，使其形成

一种全新的分析检测技术。当前联合应用光谱法和色谱法技术比较成

熟而且应用较多，而色谱法联合核磁共振、质谱等技术在近些年才开

始应用和发展。

（1）液相色谱联合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可以对物质结构进行鉴定，

但是缺少灵敏度，如果为低纯度物质则会影响检测信号，进而无法完

成鉴定[10]。联合应用主要结合了两种技术的优点，分离混合物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传统核磁共振在早期应用时敏感度并不高，溶剂浓度

较高，而且流动时间长、样品量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核磁共振。

近些年，随着核磁共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进，超高场强的核磁共振

仪器随之出现，应用这种仪器可使其检测灵敏度得到有效提升，进而

是溶剂峰受到干扰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以此同时，此种联用技术

处理样品步骤相对简单，重现性比较好，在对药物分离、提取、鉴定

以及药物分型当中应用较广泛。随着这一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下

多色谱联用技术已经实现，可对混合物有效化学成分结构进行准确分

析，分析前无需进行提纯，主要优点为快速分析数据、快速获取数据。

（2）气相联用质谱技术：联合应用这两种技术进行检测时间相对

较早，主要对两种技术的优点进行结合，在检测过程中可以一次性完

成检测。在挥发性药物分析过程当中能够有效避免应用多个步骤进行

分析和检测时出现性质变化，具有较强的专属性。应用此种方法进行

检测具有较大的峰容量和较高的灵敏度，而且能够获得较大的质谱碎

片信息，具有良好的重复性。所以联合应用气相-质谱技术可以获得比

较庞大的质谱图，对化学结构进行快速鉴定，优势明显。（3）液相联

合质谱技术：联用上述两种技术可有效融合前者的分离能力和后者的

定性能力，二者结合使液相不需要对比标准品即可得到良好的定性，

分析质谱不需要纯化，单体也可得到分析。联合应用可有效对分析速

度进行优化，具有较强的专属性和较高的灵敏度。此种联合技术在弱

极性、热不稳定性、强极性等物质当中均可以进行检测。不仅如此，

在开发物质检测树状图过滤相似度的时候采取此种方法分析中蒙药物

相关成分，选择一阶高分辨质谱图作为原始树状图，树状图树枝则为

你多阶质谱图，对被检测物质谱树状图进行分析重新建立被检物树状

图，过滤掉大部分干扰，所得信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3 结束语

当前在中蒙药成分分析过程中所应用的方法比较多，最常应用的

方法主要包括三种，本次研究主要对电化学、色谱与光谱三种常用单

一检测方式进行分析，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联合应用检测方法，联合检

测方法可以联合应用液相、气相、质谱以及核磁共振，联合应用上述

几种方法检测效果也相对较好。为了可以更加良好的对中蒙药进行归

类和鉴别，分析研究其化学成分，采取多种方法对中蒙药进行测定和

鉴定，结果较好。当下中蒙药化学成分研究方式仍在不断研究和进步，

工作人员还需不断对其分析和研究方式进行创新和开阔，为研究和检

测中成药化学成分提供更加良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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