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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西洋参皂甙成分的 HPL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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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西洋参的主要皂甙成分人参皂甙Re和 Rbl为标准对照品，建立西洋参药材的 HPLC定量分析技 

术，并参考人参皂甙 Rc，Rd及 Rgz的相对峰面积进行主成分分析。色谱条件为：C18柱(5／an，3．9×150 

mm)，乙腈：水流动相，二元梯度洗脱 ，检测波长 203 nm。结果表明，就皂甙成分的组成与含量而言通过人参 

皂甙 Re和 Rb 的含量测定和皂甙的主成分分析，不同产地的西洋参药材皂甙成分存在一定的差别。吉林省 

靖宇县产的西洋参与进口品最为接近。 

关键词 HPLC；西洋参；人参皂甙 Re；人参皂甙Rbl；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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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Ginseng．HPLC was carried out with C18 Column(5 

“m，3．9×150 mm)using acetonitrile and water as mobile phase，and detected at 203 nm．Gin— 
senoside Re and Rb1 were used as the stan dar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The relative contents of 

Ginsenoside Rc，Rd and Rg2 were used for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PCA)．Distinct differ— 

ences were found among Am erican Ginseng produced in different places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 

ysis and PCA．Am erican Ginseng produced in Jingyu，Jilin province is the mostly close one to 

those imported in view of glyCosides and their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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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 (Panax quinquefolium L．)原产北美 

州，晚清以来输入我国，成为著名的传统中药，并长 

期依赖进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引种驯 

化，我国逐渐发展了西洋参的种植，栽培区域与范围 

不断扩大，栽培技术 日愈成熟与规范，有的地区建立 

了西洋参GAP种植基地，在西洋参的生产过程中实 

施 SOP的规范操作，加强了质量管理，以保证产品 

的质量。目前，国产西洋参正在逐渐取代进口品，西 

洋参的国产化已指日可待。然而，对国产西洋参与 

进口品的经济性状、化学成分以及质量等均缺乏系 

统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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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研究结果表明，达玛烷型四环三萜皂甙是 

西洋参的主要生理活性成分之一，其中，人参皂甙 

Rb 和Re的含量最高。西洋参中人参皂甙的含量 

分析，早期曾用薄层 比色法_2 J和薄层色谱扫描 

法[3]。近年多用高效液相色谱法[4-7]。后者方法简 

便、准确、灵敏、快速，已逐渐广泛应用，本实验室曾 

报道用 HPLC技术分析云南丽江栽培西洋参的皂 

甙成分_8 J。本文从西洋参生产实践中质量控制的 

实际需要出发，以人参皂甙Rb 和 Re为标准对照 

品，建立西洋参皂甙成分的 }{I LC定量分析技术， 

并参考人参皂甙Rc、Rd及 Rgz的相对含量，对美国 

威斯康辛，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北京，山东文登， 

吉林靖宇的不同来源和不同规格的西洋参样品进行 

主成分分析比较，为西洋参的质量控制以及优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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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西洋参的生产提供依据。 

1 仪器与试剂 

Waters alliance 2695液相色谱仪，Waters 2996 

PAD检测器，Millennium32色谱工作站。人参皂甙 

Re，Rb Rc，Rd及 Rg2对照品均为 自制；HPLC峰 

面积归一化法检测纯度均达 99．0％。乙腈为色谱 

纯，水为超纯水，其余溶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及检测波长的选择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实验中用 

Symmetry Shield C18柱，5 p．m，3．9×150 mm)；乙 

腈(A)：水(I3)为流动相，二元梯度洗脱，0～20 min 

a
一  ⋯ — — ⋯  

L 

(A)等度20％，20--45 min(A)20％到45％，45～60 

min(A)45％到 80％。柱温：30℃。流速：1．0 mL／ 

min。人参皂甙 Re及 Rb 等对照品用流动相制备 

的溶液测其紫外光谱，在 203 nm波长处有末端吸 

收，故检测波长设定为 203 nm。理论板数按人参皂 

甙 Re峰计算不低于 1500，按人参皂甙 Rb 峰计算 

不低于 90000。人参皂甙 Re及 Rb 峰的分离度均 

符合要求，见图1。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经五氧化二磷减压干燥至恒重的人参 

皂甙 Re对照品 6．30 mg、人参皂甙 Rb 对照品 

12．82 mg，置 1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摇匀，即得 (每 1 mL中含人参皂甙 Re 

0．63 mg、人参皂甙 Rb1 1．282 mg)。 

O．OO 5．OO 1O．OO 15．OO 2O．OO 25．O0 3O．OO 35．OO 4O．OO 45．OO 5O．OO 55．O0 6O．OO 

图 1 人参皂甙 Re、Rbl对照品、西洋参总皂甙色谱图(a．对照品 b．样品) 

Fig．1 The Chmmatograms of Ginsenoside Re and Rbl(a．Reference b．Sample)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条件选择 

取西洋参粉末(过三号筛)约 650 mg，精密称 

定，置 10 mL离心管中，加入甲醇约 8 mL，分别超 

声处理20，30，40 min，放冷，离心，取上清液用微孔 

滤膜(0．45 m)滤过，滤液置 10 mL容量瓶中，加甲 

醇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按上述液相 

色谱条件测定(对照品与供试品进样量各 20 I )。 

实验结果表明，超声处理 20，30，40 min结果近似， 

故超声提取时问定为 30 min。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形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5，10，15，20，25，30 

I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结果见表 3。以峰 

面积积分值对进样量进行回归处理，人参皂甙 Re 

在3．1～18．9／zg、人参皂甙 Rbl在 6．4～38．5 g范 

围内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人参皂甙 Re 

为 Y=2．53e+O05X一9．82e+004，R ：0．9999；人 

参皂甙 Rb1为 Y=1．62e+005X+1．78e+004，R 

=0．9998。结果表明两种皂甙色谱响应线性良好 

2．4．2 精密度实验 

取同一人参皂甙 Re及 Rb 对照品溶液，按上 

述色谱条件，连续测定 6次(进样量 20 ttL)，测得峰 

面积积分值分别为人参皂甙 Re：3099154，3067738， 

3144917，3123229，3153513，3130352，RSD= 1．0％ 

(7z= 6)。人 参 皂 甙 Rb1：4179203，4232735， 

4174081，4122799，4144754，4106576，RSD= 1．1％ 

( =6)。结果表明精密度良好。 

2．4．3 稳定性实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 6次 

(进样量 20 L)，每次间隔约 2 h，测得峰面积积分 

值分别为人参皂甙 Re：3116821，3157454，2965261， 

3028658，3045583，3058616，RSD=2．2％(7z：6)。 

人 参 皂 甙 Rb1：5240985，5112331，5117772， 

5069382，5096015，5098328，RSD：1．2％(7z：6)。 

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内稳定；且室温下放置 

10 d后测定，结果也稳定。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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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重现性实验 

取西洋参粉末 5份，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如法制备，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人参皂甙 Re及 Rbl 

的含量，结果见表 1。证明该法重现性良好。 

表 1 重现性实验结果 

Table 1 The result of fidelity 

2．4．5 回收 率实验 

采用加样回收法，取已测定含量的西洋参样品 

约0．6 g，6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人人参皂甙 

Re及 Rb 对照品溶液(每 1 mL中含人参皂甙 Re 

0．6378 mg，人参皂甙 Rbl 1．3396 mg)4，6，8 mL，按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如法制备、测定，计算回收 

率。平均回收率人参皂甙 Re为 101．84％，RSD= 

1．0％( =6)；人参皂甙 Rb1为 96．79％，RSD= 

1．2％( =6)。结果见表2、3。 

表 2 人参皂甙Re加样回收实验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 ofRe recovery 

2．5 样品测定 

分别取不同产地的西洋参样品(粉末均过三号 

筛)，按上述方法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见图2和表4。 

0．00 5 00 l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 00 60 00 

图2 产地对西洋参药材皂甙成分组成的影响 

(自上至下，分别为样品 1到 12) 

Fig．2 The saponins of Ame~ican Ginseng produced in different 

areaS 

表 4 西洋参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 of saponin contents 

2．6 主成分分析 

采用 SPSS软件对 12批西洋参药材的人参皂 

甙 Rb1、Re、Rc、Rd及 Rg2的相对峰面积进行主成分 

分析(PCA分析)，发现其聚类度与产地、规格密切 

相关，见图3。 

3 讨 论 

本文以西洋参的主要皂甙成分人参皂甙 Re和 

Rb 为标准对照品，参考人参皂甙 Rc，Rd及 Rg2的 

相对含量，建立了西洋参药材及其加工产品质量控 

制的 LC定量分析技术。该法分离度高，线性良 

好，重珊I生高，操作简便，适于西洋参生产过程中和 

产品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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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成分分析图 

Fig．3 PCA 

HPLC分析结果表明，人参皂甙Re和Rb1在总 

皂甙中含量最高。二者的含量在不同产地的西洋参 

药材中有一定的差别，其余皂甙成分的组成也有差 

异(见图2)。 

对不同产地的比较分析结果提示，美国威斯康 

辛产西洋参的人参皂甙 Re，Rb1，Rc，Rd及 Rg2含量 

均较高，加拿大多伦多产西洋参的人参皂甙 Rc含 

量偏低，温哥华产西洋参的人参皂甙 Rc，Rd及 Rg2 

含量偏低。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就皂甙成分的组 

成与含量而言，在已分析的国产西洋参中，吉林省靖 

宇县产的西洋参与进VI品最为接近，特别是人参皂 

甙 Rc和Rge含量明显高于其它产地。北京及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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