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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与短梗五加中紫丁香苷、刺五加苷 E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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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比较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中主要活性成分差异，选取吉林、黑龙江及辽宁等三省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利用薄层

层析（TLC）法进行鉴别，并利用 HPLC 法测定了紫丁香苷、刺五加苷 E 及异嗪皮啶含量。结果表明：利用紫外灯（365 nm）显示

的刺五加 TLC 图谱中异嗪皮啶特征条带均非常明显，短梗五加 TLC 图谱中异嗪皮啶特征条带不明显但存在痕迹，因此该鉴别方法可

增加定量指标以保证鉴别结果的确定性。HPLC 测试结果显示刺五加样品中三种功效成分含量总体较高，且紫丁香苷及异嗪皮啶平均

含量均高于短梗五加样品。个别短梗五加中紫丁香苷含量达到近 0.1%，而《药典》中规定紫丁香苷含量不低于 0.05%，因此为防止

短梗五加的混入，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基础上适当提高刺五加中紫丁香苷含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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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LC)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of main active components between Acanthopanax 

sentcosus (Ruper.et Maxim.) Harms (ASR) and Acanthopanax sessiliflorus (AS), which were obtained from Jilin, Heilongjiang and Liaoning. 

The content of Eleutheroside B, Eleutheroside E and Isofraxidin were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sofraxidin characteristic band of ASR displayed on  TLC chromatogram was obvious using a ultraviolet lamp (365 nm). 

While the Isofraxidin characteristic band of AS was not obvious, it still existed on TLC chromatogram. Consequentl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could improve quantitative indicator that was to give a definite conclusion. The HPLC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ree functional 

components in ASR samples were high, and the average content of Eleutheroside B and Isofraxidin of ASR sampl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AS 

samples. The content of Eleutheroside B of several AS samples was nearly 0.1%,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level regulated by Chinese 

Pharmacopoeia (0.05%). The content standard of Eleutheroside B could be improved for further study to avoid the adulterant of 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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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为五加科植物刺五加（Acanthopanax 
sentcosus (Ruper.et Maxim.) Harms）的干燥根及根茎或

茎[1]。刺五加根和根茎做刺五加药材入药，并列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树皮做五加皮入药，叶、茎和

果实亦可供药用[2]。具有补肾健脾、扶正固本和益智

安神等功效。临床主要用于脾肾阳虚、体虚乏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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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不振和腰膝酸软等[3]。临床已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白细胞减少症、低血压、风湿性关节炎和肿瘤等
[4]。原卫生部于 2002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

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 号），规定刺

五加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5]，因此

不能做普通食品使用。刺五加在我国主要生长在东北

地区。其中以中国黑龙江省流域产量最大。吉林、辽

宁和河北等地也有分布[6]。刺五加主要含有刺五加总

苷，包括紫丁香苷、异嗪皮啶和刺五加苷 E 等成分[7,8]。

短梗五加 Acanthopanax sessiliflorus 是五加科灌木植

物，与人参为同科植物，与刺五加、细柱五加为同科

同属植物，其别名无梗五加。短梗五加 2008 年被（原

卫生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 2008 年 12 号公告）批准为

新资源食品[9]。短梗五加未被我国药典列为药品名录，

应当做食品对待。其开发的食品包括用叶片制作的茶，

嫩枝或芽可做蔬菜，果实可做饮料或酒等。本项目组

在东北三省刺五加产地及药材集散地进行调研时发

现，目前市场上经常将短梗五加与刺五加混淆，很多

短梗五加产品被当做刺五加进行功效宣传和销售。紫

丁香苷、刺五加苷 E 及异嗪皮啶是刺五加的重要功效

成分[7,8]，这些成分在刺五加及短梗五加中含量的比较

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选取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东北

三省的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测试二者所含上述三

种功效成分含量的差异，并进行了薄层层析（TLC）
鉴定，以明确二者在主要功效成分含量上的差异，并

对刺五加鉴定方法的适用性进行评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 

本次测试样品分别采自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

省份的林场，从每个省份分别采挖刺五加及短梗五加

小株（1~5 年生）、中株（5~10 年生）及大株（生长

期 10 年以上）各三个样本，每个样品三株。样品经晒

干装入塑料自封袋，常温密封保存。 
刺五加标准药，该品规格 5 g，为粉末状，购自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次号 120991-201109。 

1.2  对照品及其溶液配制 

刺五加苷 E（Eleutheroside E），CAS 39432-56-9，
Sigma-Aldrich 公司，批次号 BCBQ7879V；紫丁香苷

（Eleutheroside B），CAS 118-34-3，Sigma-Aldrich 公

司，批次号 WXBC2823V；异嗪皮啶（Isofraxidin），
CAS 486-21-5 ， Sigma-Aldrich 公 司 ， 批 次 号

BCBN9268V。 

对照品溶液配制：精密称取刺五加昔 E 对照品，

加甲醇制成 55.6 μg/mL 的刺五加苷 E 对照品溶液；精

密称取紫丁香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制成 24 μg/mL
的紫丁香苷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异嗪皮啶对照品适

量，加甲醇制成 100 μg/mL 的异嗪皮啶对照品溶液。 

1.3  主要试剂 

甲醇，色谱纯 Sigma-Aldrich；乙腈，色谱纯，

Sigma-Aldrich 公司；乙酸钠、冰醋酸和乙醇及三氯甲

烷等试剂均为优级纯。 

1.4  仪器设备 

LC-20A 岛津高效液相仪器，岛津公司；FW-400A
倾斜式高速万能粉碎机，北京科伟仪器有限公司；

KQ-50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Neofuge15R 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力申科学仪

器有限公司；CP213 电子天平，奥豪斯仪器（常州）

有限公司；P-7 薄层色谱展开缸，上海信谊仪器厂有

限公司。 

1.5  方法 

1.5.1  薄层色谱（TLC）分析 
取 5 g 样品粉末，加入 75%乙醇 50 mL，加热回

流 1 h，过滤，蒸干滤液，残渣加入 10 mL 水溶解，

用三氯甲烷振摇提取 2 次，每次 5 mL，合并三氯甲烷

液，蒸干，残渣加入 1 mL 甲醇溶解，作为供试品溶

液；取 5 g 刺五加对照药材，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取上述三种溶液各 10 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

色谱板上，以三氯甲烷-甲醇（19:1）为展开剂，展开，

去除，晾干，置于紫外灯（365 nm）下视检。供试品

色谱中，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示相同颜

色的荧光斑点，在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示相同

的蓝色荧光斑点。 
1.5.2  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测定刺五加

苷 E、紫丁香苷及异嗪皮啶含量 
参照《药典》刺五加颗粒中上述三种物质的 HPLC

法，在检测波长上进行了改进。 
（1）色谱条件 
色谱柱：C18 色谱柱（4.6×150 mm）；流动相：

乙酸钠溶液（10 mmol/L、以磷酸调节 pH 6.2，A）：

乙腈（B），采用梯度洗脱，洗脱程序为：0~25 min 
10%~30% B，25~30 min 30%~40% B，30~31 min 
40%~50% B。扫描标准品最大吸收峰，确定检测波长：

刺五加苷 E 210 nm，紫丁香苷 265 nm，异嗪皮啶 344 
nm。柱温 30 ℃，流速 1.0 mL/min。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Vol.33, No.10 

304 

（2）样品处理制备 
分别精确吸取刺五加苷 E 对照品溶液 4 mL、紫

丁香苷对照品溶液 4 mL 和异嗪皮啶对照品溶液 1 
mL，混匀，用微孔滤膜（0.45 μm，有机系）过滤即

得混合标准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制备：称取样品粉末 2.00 g（过 40 目

筛），置于 50 mL 离心管中，加入 15 mL 50%甲醇，

超声提取（功率 300 W、30 min、30 ℃），离心（4000 
r/min、5 min），将上清液倒入另一离心管中，向沉淀

加入 50%甲醇 15 mL，超声提取（功率 300 W、30 min、
30 ℃），离心（4000 r/min、5 min），合并上清液，用

微孔滤膜（0.45 μm，有机系）过滤即得刺五加原料供

试品溶液。 
（3）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混合标准对照品溶液 40 μL 与供试

品溶液 10 μL，进样测定。 
（4）计算 
供试品中某功效成分含量按公式(1)计算。 

30A
A

)g/mg( ×
×

×
×

=
MV

VC

i

i

S

S某功效成分含量 (1) 

式中：M 表示干物质质量(g)；Vi 表示待测样品上样量

（mL）；Ai表示样品中此物质的峰面积；C 表示混标中此物质

标准品的浓度（mg/mL）；Vs 表示混标上样量（mL）；As 表示

混标中此物质的峰面积；30 表示甲醇提取液体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薄层色谱（TLC）结果 

对采自三个省份的刺五加及短梗五加进行 TLC
分析，分别用紫外灯及凝胶成像仪的紫外摄像功能成

像，得到图谱见图 1。对于紫外灯的 TLC 图谱，异嗪

皮啶标准品有一个条带（B1），标准药及其它样品有

两个明显条带（B1 及 B2），均为蓝色。很显然，B1
为异嗪皮啶特征条带。2、4 和 6 号样品及刺五加标准

药均显示出明显的异嗪皮啶蓝色特征条带。而 1、3
及 5 号样品的异嗪皮啶特征条带不明显。因此刺五加

与短梗五加在异嗪皮啶特征条带的含量差异还是非常

明显的，但短梗五加并不是没有异嗪皮啶条带，只是

特征条带比刺五加要浅。除了异嗪皮啶特征条带，所

有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均显示了与标准药相同条带

B2。其中 1 和 3 号样品条带 B2 浓度比其它条带低。 
根据 2015 版药典中关于刺五加 TLC 鉴定描述如

下：“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

上，显相同的蓝色荧光斑点”。该规定是定性的，显然

按照此规定 TLC 法并不能将短梗五加与刺五加区分

开来。从 TLC 条带特征来看，短梗五加及刺五加异嗪

皮啶条带在浓度（含量）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如

利用紫外灯显色应增加异嗪皮啶定量 TLC 分析，以便

能准确将二者鉴别开来。 

 
图1 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薄层色谱（TLC）图谱 

Fig.1 TLC pattern of ASR and AS 

注：S 为刺五加标准药；M 为异嗪皮啶标准品；1、3 和 5

号样品分别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短梗五加，2、4 和 6 号样品

分别为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刺五加。 

2.2  刺五加苷 E、紫丁香苷及异嗪皮啶含量测

定结果 

2.2.1  测试方法 
以药典方法为基础，根据标准物质吸收峰扫描结

果，对三种物质分别用不同波长进行检测，并进行了

下列方法学验证试验。 
（1）标准物质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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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刺五加苷E、紫丁香苷和异嗪皮啶混标HPLC图谱 

Fig.2 HPLC chromatogram of the mixed standards of 

Eleutheroside E, Eleutheroside B, and Isofraxidin 

将配置的刺五加苷 E、紫丁香苷和异嗪皮啶按

4:4:1 混合制成混合标准溶液。混合标准溶液的液相色

谱见图 2。刺五加苷 E、紫丁香苷和异嗪皮啶出峰时

间分别为 17.800 min、11.120 min 和 21.000 min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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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好的将三者分开。 
（2）标准曲线 
分别配置浓度为 10 μg/mL、20 μg/mL、30 μg/mL、

40 μg/mL 和 50 μg/mL 的刺五加苷 E、紫丁香苷和异

嗪皮啶溶液，测定其峰面积，绘制标准曲线。其结果

见图 3。三个标准曲线 R2均大于 0.99，说明有很好的

线性关系。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样品中上述三种物质的

含量范围很宽，但基本在线性范围之内。 

 

 
图3 刺五加苷E（a）、紫丁香苷（b）及异嗪皮啶（c）标准物

质的线性关系 

Fig.3 Standard curves of Eleutheroside E(a), Eleutheroside B(b), 

and Isofraxidin(c) 

（3）刺五加标准药测定结果 
刺五加标准药品图谱见图 4。刺五加苷 E、紫丁

香苷和异嗪皮啶的检测波长分别是 210 nm、265 nm
和344 nm。标准刺五加药品在这3个波长下均出现峰， 

 
 

但异嗪皮啶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其含量较低的原因。 

 
图4 刺五加标准药品HPLC图谱 

Fig.4 HPLC spectra of the ASR standards  
2.2.2  各基地样品中紫丁香苷、刺五加苷 E 及

异嗪皮啶含量比较 

 
图5 各基地样品中紫丁香苷含量 

Fig.5 Content of Eleutheroside B from various region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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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基地样品中刺五加苷E含量 

Fig.6 Contents of Eleutheroside E from various region samples 

 
图7 各基地样品中异嗪皮啶含量 

Fig.7 Content of Isofraxidin from various region samples 

各基地中紫丁香苷、刺五加苷 E 及异嗪皮啶的含

量图见图 5、图 6 及图 7。 
从图 6 可以看到，刺五加样品中紫丁香苷平均含

量均超过 2 mg/g。辽宁、吉林及黑龙江短梗五加样品

平均含量均低于 1 mg/g。2015 版药典规定，刺五加中

紫丁香苷含量不应低于 0.05%。刺五加样品含量均远

超过该值。短梗五加中两个样品低于该值，但吉林短

梗五加含量达到近 0.1%，超过了该值。结合前面 TLC
鉴定情况，则该短梗五加样品无法与刺五加样品区分。

因此，适当提高紫丁香苷含量标准可能有利于防止短

梗五加的混入。但具体提高到什么水平还需进行更大

规模样本的研究。 
黑龙江及吉林刺五加样品中刺五加苷E含量均高

于其它短梗五加样品，但辽宁刺五加样品中刺五加苷

E 含量低于吉林短梗五加。因此刺五加苷 E 含量在刺

五加及短梗五加中可能存在交叉，不适合作为刺五加

及短梗五加鉴定物质。 
所有刺五加样品中异嗪皮啶含量均超过 0.3 

mg/g，所有短梗五加样品含量均小于 0.2 mg/g。因此

异嗪皮啶是进行鉴别的良好指标。但该物质在短梗五

加中依然少量存在，在 TLC 图谱中也能显示痕迹，因

此，增加定量 TLC 方法对鉴别刺五加及短梗五加更为

可靠。 

3  结论 

3.1  通过对吉林、黑龙江及辽宁省刺五加及短梗五加

样品中紫丁香苷、刺五加苷 E 及异嗪皮啶含量的检测

及 TLC 图谱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刺五加 TLC 鉴

别图谱中异嗪皮啶特征条带浓度远大于短梗五加。短

梗五加 TLC 图谱中存在异嗪皮啶条带，不利于做出明

确鉴别结论。2）所测刺五加样品中紫丁香苷及异嗪皮

啶平均含量均高于短梗五加样品，可作为鉴别刺五加

及短梗五加的指标。3）短梗五加中紫丁香苷含量可能

超过药典的要求。4）短梗五加样品中刺五加苷 E 含

量可能会高于刺五加，不适合作为鉴别刺五加及短梗

五加的指标。 
3.2  通过上述结论对当前药典 TLC 鉴别方法及对紫

丁香苷含量要求的规定讨论如下：1）目前药典中刺五

加 TLC 鉴别方法可能存在无法给出明确结论的可能，

鉴于刺五加及短梗五加在异嗪皮啶条带浓度上的明显

差异，可增加异嗪皮啶定量指标以保证鉴别结果的确

定性。2）个别短梗五加中紫丁香苷含量达到 0.1%，

超过了药典规定的 0.05%，因此为防止短梗五加的混

入，可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基础上适当提高刺五加中紫

丁香苷含量标准。 
以上结论是基于三个省份 6 个林场刺五加及短梗

五加样品得出的结论。为了进一步确认上述结论，有

必要进行更大规模采样或从相关刺五加或短梗五加历

史检测数据中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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