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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分析与鉴定

郭金颖Ǔ刘晓智*

秦皇岛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Ǔ河北Ǔ秦皇岛Ǔ066000

摘Ȟ要：北苍术作为传统中药材，其药用价值广受认可。本文旨在通过系统的分析与鉴定，揭示北苍术主要功

效成分的结构特征、药理作用及安全性。采用现代分析技术，如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LC-MS）等，对北苍术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进行分离与鉴定。通过生物活性测定、毒理学研究和成分稳定性研究，
全面评估北苍术的药用价值。本研究为北苍术的深度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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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北苍术，作为一味历史悠久的中药材，具有

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然而其药用成

分复杂多样，且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尚未完全明

确。因此对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鉴定，

对于揭示其药理作用机制、优化提取工艺及开发新药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将综合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和生物学实验

方法，对北苍术的药用成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1��北苍术概述

1.1  植物学特征
北苍术，属于菊科苍术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株高

通常在40至50厘米之间。根状茎较为肥大，呈结节状。
茎单一或上部稍有分歧。叶子互生，下部叶片呈匙形，

基部为具有翼的柄状，形状从楔形至圆形不等，边缘有

不连续的刺状牙齿，齿牙平展，叶片为革质且平滑。头

状花序生长在茎梢顶端，基部叶状苞披针形，边缘为长

栉齿状，比头状花稍短。总苞为长杯状，总苞片有7至8
列，生有微毛，管状花，花冠为白色。瘦果为长形，密

生银白色柔毛，冠毛呈羽状。花期在7至8月份，果期则
在8至10月份。北苍术原产于我国，多野生于海拔800至
1850米的丘陵、杂草或山阴坡的疏林边。它怕强光和高
温、高湿，具有较强的耐寒力，幼苗能承受约-15℃的低
温，因此喜欢凉爽、温和、湿润的气候。北苍术耐寒，

喜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充足的气候，对土壤要求不严，

荒山、坡地、瘠土都可生长，但以排水良好、地下水位

低、土质疏松、腐殖质含量较高的沙壤土栽培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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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药性与应用
在传统医学中，北苍术被认为味辛、苦，性温，归

脾、胃、肝经。其药用功效包括燥湿健脾、祛风散寒、

明目。临床上，北苍术主要用于治疗湿阻中焦、脘腹胀

满、泄泻、水肿、风湿痹痛、风寒感冒、夜盲、眼目昏

涩等症状[1]。（1）燥湿健脾：北苍术苦温燥湿以祛湿，
辛香健脾以和脾胃。对脾失健运而致脘腹胀闷、呕恶食

少、吐泻乏力、舌苔白腻等症，尤为适宜。（2）祛风散
寒：北苍术辛香燥烈，能开肌腠而发汗，祛肌表之风寒

表邪，又因其善于除湿，故治疗风寒表证夹湿者较为适

宜，症见头痛身痛、咳嗽白痰、口不渴或渴喜热饮等。

（3）明目：北苍术苦燥温通，气芳香，具有醒脾胃、健
脾气的功效，脾胃健运，清阳上升，充养清窍则神清目

明。因此可用于治疗夜盲、眼目昏涩等目疾。另外，现

代研究还发现北苍术具有调节胃肠道功能、抗病原微生

物、镇痛等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消化系统用药、抗感冒

药以及祛风除湿药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北苍术的药性

辛温，可生热、助热，风热感冒、实证以及阴虚阳亢者

应避免使用，对北苍术化学成分过敏者也应避免使用，

防止引发不良后果。

2��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提取与分离

2.1  样品采集与处理
北苍术的样品采集通常选择在春季土壤解冻后、根

部尚未萌动时，或秋季土壤上冻前、地上部分完全枯萎

时进行。采集时，应选择晴朗天气，人工或使用机具割

去地上枯萎的茎叶，然后进行采挖。挖出的北苍术根茎

需去掉残余茎叶和泥土，经过晾晒、去杂、再次晾晒等

步骤，直至完全干燥。干燥后的北苍术根茎被研磨成细

粉末，以备后续的提取与分离使用。

2.2  提取方法
北苍术的主要功效成分提取，常采用超声波浸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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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回流提取法。具体步骤为：准确称取一定量的北苍

术粉末，加入适当的溶剂（如乙醇、甲醇等），在控制

好的温度和时间条件下进行提取。超声波浸提仪的使用

可以有效地提高提取效率，使黄芩苷、指厚朴素、萜类

化合物等主要药用成分得以充分溶解在溶剂中。提取完

成后，提取液需冷却并过滤去除固体残渣，得到的滤液

即为含有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提取液。

2.3  分离技术
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分离，通常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HPLC）技术。在分离前，需要对提取液进行浓缩和
复溶处理，以得到适合HPLC分析的样品溶液。然后，选
择合适的色谱柱和流动相，并优化流速、梯度和检测波

长等条件，以提高分离和检测药用成分的灵敏度和分辨

率。通过HPLC技术，可以将北苍术中的黄芩苷、指厚
朴素、萜类化合物等主要药用成分进行有效的分离。分

离后的各成分可根据其在色谱图上的保留时间和峰形进

行定性分析，同时还可使用外标法或内标法进行定量分

析，以确定各成分的含量[2]。

3��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分析

3.1  化学成分鉴定
北苍术，作为一味历史悠久的中药材，其药效成分

复杂且多样，主要包括挥发油、倍半萜类化合物、多

糖、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成分在中医药学中发挥着重

要的治疗作用，如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化学成分

鉴定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定性分析

旨在确定北苍术中含有的各种化学成分，而定量分析则

关注这些成分的具体含量。通过先进的化学分析技术，

可以实现对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全面、准确鉴定，为

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3.2  分析方法
3.2.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的应用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是分析北苍术挥

发油等挥发性成分的有效手段。该技术通过气相色谱将

混合物分离成单个组分，然后利用质谱仪对各个组分进

行鉴定。GC-MS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和高选择
性的特点，能够准确快速地鉴定出北苍术中的挥发性成

分，如倍半萜类化合物等。该技术还能提供这些成分的

相对含量信息，为北苍术的质量控制和药效评价提供重

要依据。

3.2.2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LC-MS）的优缺点与
适用范围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LC-MS）是分析北苍术
中非挥发性成分（如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等）的重要方

法。LC-MS技术结合了液相色谱的分离能力和质谱的
鉴定能力，能够实现对复杂混合物的高效分离和准确鉴

定。LC-MS技术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仪器成本高、操作
复杂等。尽管如此，由于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和出色的分

析能力，LC-MS仍然是分析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重要
工具之一。LC-MS技术特别适用于分析北苍术中的极性
成分，如多糖、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成分在液相色谱

柱上能够得到有效的分离，然后通过质谱仪进行鉴定。

LC-MS技术还能够提供这些成分的分子量、分子式以及
可能的结构信息，为深入研究北苍术的药理作用机制提

供有力支持。

3.2.3  核磁共振（NMR）和红外光谱（IR）在成分鉴
定中的作用

核磁共振（NMR）和红外光谱（IR）是两种重要的
波谱分析技术，它们在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分析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NMR技术通过测量原子核在外磁
场中的行为来推断分子的结构信息，能够提供丰富的化

学位移、耦合常数等数据，为确定北苍术中复杂化合物

的结构提供重要依据。而IR技术则通过测量分子吸收红
外光的情况来推断分子的官能团和化学键信息，对于快

速鉴定北苍术中的官能团类型具有显著优势。NMR和IR
技术的结合使用，可以实现对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全

面分析。通过NMR技术确定分子的骨架结构和化学位移
信息，再结合IR技术提供的官能团信息，可以准确推断
出北苍术中复杂化合物的结构。

3.3  数据分析
在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分析过程中，数据分析是

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对GC-MS、LC-MS、NMR和IR等
仪器产生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以揭示北苍术中的

化学成分组成、含量分布以及结构特征等信息。数据分

析通常包括数据预处理、特征提取、模型建立等步骤。

数据预处理旨在消除仪器误差和干扰信息，提高数据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特征提取则是从大量数据中提取出对

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分析有用的信息，如化学位移、耦

合常数、官能团特征等[3]。模型建立则是利用提取的特征

信息建立数学模型，用于预测和解释北苍术的药理作用

机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数据的可靠性和

可重复性。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应采用多种方

法进行验证和比对，如平行实验、标准品对照等。还应

注重数据的可视化表达，通过图表、图像等形式直观地

展示分析结果，便于后续的研究和应用。

4��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鉴定

4.1  生物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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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苍术，作为传统中药材，其药用价值广受认可，

主要归功于其复杂而多样的活性成分。为了深入了解和

鉴定这些主要功效成分，生物活性测定成为不可或缺

的一环。生物活性测定是通过体外或体内实验，评估北

苍术提取物或其单一成分对生物体（如细胞、组织、动

物等）产生的特定生理效应。在生物活性测定中，常用

的方法包括细胞毒性试验、抗炎试验、抗氧化试验等。

细胞毒性试验通过观察北苍术提取物对癌细胞或正常细

胞的增殖抑制作用，评估其潜在的抗癌或毒性作用。抗

炎试验则通过模拟炎症反应，观察北苍术提取物对炎症

介质释放、白细胞浸润等指标的影响，以验证其抗炎效

果。抗氧化试验则侧重于评估北苍术提取物对自由基的

清除能力，以及其对氧化应激相关疾病的潜在保护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活性测定结果往往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如实验条件、细胞类型、动物模型等。为了

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严格控制实验条件，

采用标准化的测定方法，并进行多次重复实验以验证结

果的一致性。

4.2  毒理学研究
毒理学研究是评估北苍术及其主要功效成分安全性

的重要手段。尽管北苍术在传统医学中被广泛应用，但

其活性成分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的毒性作用。因此，在

将其用于新药开发或临床应用之前，必须进行全面的毒

理学研究。毒理学研究通常包括急性毒性试验、长期毒

性试验、遗传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等。急性毒性试

验旨在确定北苍术提取物的最大耐受剂量，以及可能产

生的急性毒性症状。长期毒性试验则通过长期给药，观

察北苍术提取物对动物体重、器官重量、血液学指标等

的影响，以评估其长期安全性[4]。遗传毒性试验和生殖毒

性试验则分别关注北苍术提取物对遗传物质和生殖系统

的潜在影响。在毒理学研究中，除了关注北苍术提取物

的整体毒性外，还应特别关注其活性成分的具体毒性作

用。通过分离和纯化这些成分，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其

对生物体的影响，从而为新药开发提供更安全、更有效

的候选药物。

4.3  成分稳定性研究
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稳定性研究是确保其药效持

久、安全有效的关键。中药材在加工、储存和使用过程

中，可能会受到温度、湿度、光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导致其活性成分发生降解或转化。因此对北苍术主要功

效成分的稳定性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保证其药用价值具

有重要意义。稳定性研究通常包括加速稳定性试验、长

期稳定性试验等。加速稳定性试验通过模拟极端条件

（如高温、高湿等），观察北苍术提取物中活性成分的

变化情况，以预测其在正常储存条件下的稳定性。长期

稳定性试验则通过长期观察，评估北苍术提取物在常规

储存条件下的稳定性，以及活性成分的含量变化趋势。

在稳定性研究中，还需要关注北苍术提取物中活性成分之

间的相互作用。有些成分可能相互促进稳定性，而有些成

分则可能加速其他成分的降解。在评估北苍术提取物的整

体稳定性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另外，为了提高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稳定性，还可以采

用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改进。例如，通过优化提取工艺、

选择合适的包装材料、控制储存条件等，可以有效延长

北苍术提取物的保质期，保持其药用价值。

结束语

通过对北苍术主要功效成分的系统分析与鉴定，我

们不仅揭示了其复杂多样的化学成分构成，还深入理解

了这些成分在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方面的药理作用

机制。本研究不仅为北苍术的深度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

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也为其他中药材的研究与开发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北苍术的药用潜

力，以期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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