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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建立芪板青颗粒中绿原酸、咖啡酸和黄芪甲苷含量测定的方法。 测定绿原酸和咖啡

酸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ＸＤＢ－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 ５ μｍ 色谱柱，流动相为 ０．０５％磷酸溶液－乙腈

（９２ ∶ ８，Ｖ ∶ Ｖ），进样量 １０ μＬ，柱温 ３０ ℃，流速为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在 １９０ ｎｍ～４００ ｎｍ 范围进行扫描，记
录 ３２７ ｎｍ 色谱图；测定黄芪甲苷采用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 ５ μｍ 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 色谱柱，进样量

１０ μＬ，漂移管温度 ３５ ℃，雾化器温度 ３５ ℃，气流速度 １．２ Ｌ ／ ｍｉｎ，流动相为水－乙腈（６５ ∶ ３５，Ｖ ∶ Ｖ），
柱温 ３０ ℃，流速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绿原酸在 ３．６１１～７２．２３ μ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ｒ 为 ０．９９９９９，平
均加样回收率 ９７．１％；咖啡酸在 ３．０６０～６１．２０ μ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ｒ 为 ０．９９９９９，平均加样回

收率 ９６．２％；黄芪甲苷在 １．０～１０ μｇ 范围线性关系良好，ｒ 为 ０．９９９７，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９８．０％。 该

方法定性、定量准确，适用于芪板青颗粒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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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ｉｎ
Ｑｉｂａｎｑｉｎｇ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ＸＤＢ－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 ５ μｍ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ｗａｓ ０．０５％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９２ ∶ ８，
Ｖ ∶ Ｖ）， ｔｈ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１０ μ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３０ ℃，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ｗｅｒｅ ｓｃａｎ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９０ ｎｍ ｔｏ ４００ ｎｍ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ｔ ３２７ ｎｍ．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 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 ５ μｍ ｃｏｌｕｍ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ａｓｅ ｗ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６５ ∶ ３５， Ｖ ∶ Ｖ）． 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３０ ℃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ｗａｓ １０ μＬ． Ｔｈｅ ｄｒｉｆｔ ｔｕｂ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ＬＳＤ ｗａｓ ３５ ℃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ｚ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３５ ℃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ｓ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２ Ｌ ／ ｍ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ａ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３．６１１ ｔｏ ７２．２３ μｇ ／ ｍＬ， ｒ ｗａｓ ０．９９９９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ａｓ ９７．１％；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ｗａ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３．０６０ μｇ ／ ｍＬ ｔｏ ６１．２０ μｇ ／ ｍＬ， ｒ ｗａｓ ０．９９９９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ａｓ ９６．２％；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ｗａｓ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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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０ ｔｏ １０ μｇ， ｒ ｗａｓ ０．９９９７，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ｗａｓ ９８．０％．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ｉｂａｎｑｉｎｇ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ｉｂａｎｑｉｎｇ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ｉｏｄｅ ａｒｒａｙ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ｇｈｔ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芪板青颗粒由黄芪、板蓝根、金银花、蒲公英、

大青叶和甘草通过水煎煮、过滤、浓缩、加辅料、干

燥制得，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畜禽养殖中主要用

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辅助治疗。 该产品的质量

标准收载于 《兽药质量标准 （ ２０１７ 年版）》 中药

卷［１ ］中，标准仅采用薄层色谱法对绿原酸、咖啡酸

和黄芪甲苷进行定性，未测定其含量。 这三种成分

为芪板青颗粒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２］，含量的高低

对药物的疗效有很大影响［３］。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

有快捷、准确、灵敏度高的特点［４－５］。 高效液相色谱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法（ＨＰＬＣ－ＤＡＤ）结合了光谱

扫描和数据库功能［６－７］，定性定量更准确［８］；高效

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ＨＰＬＣ－ＥＬＳＤ）为通

用性检测器［９］， 可直接检测无紫外 吸 收 的 物

质［１０－１１］。 目前，没有查询到芪板青颗粒含量测定

的有关文献。 因此，为了完善该产品的质量控制方

法，研究并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有效成分具有

现实意义。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配 Ａｇｉ⁃

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Ｉｎｆｉｎｉｔｙ Ｇ４２１２Ａ 型二极管阵列检测器；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配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２６０

Ｇ４２６０Ｂ ＥＬＳＤ 检测器；ＡＧ－２８５ 电子天平（Ｍｅｔｔｌｅｒ

公司）；ＤＥＬＴＡ３２０ ｐＨ 计（Ｍｅｔｔｌｅｒ 公司）；ＫＱ－５００Ｅ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与材料　 甲醇和乙腈为色谱纯，磷酸、氨

水、正丁醇、乙醇、乙酸乙酯、三氯甲烷、甲酸、乙酸

丁酯、硫酸和丙酮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 ｍｉｌｌｉ－Ｑ

超纯水。 咖啡酸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产品，

批号 １１０８８５－２０１７０３，含量 １００．０％；绿原酸为中国

兽医药品监察所产品，批号 Ｚ０２６１７０２，含量 ９８．３％；

黄芪甲苷为中国兽医药品 监 察 所 产 品， 批 号

Ｚ０３７１３１２，含量 ９４．４％。 芪板青颗粒，为浙江金大

康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产品，批号为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和 ２０１８０８２４。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溶液配制

２．１．１　 对照品储备液和对照品溶液配制　 称取绿

原酸对照品 １８．３７ ｍｇ 和咖啡酸对照品 １５．３０ ｍｇ，置

２５ ｍＬ 量瓶中，加甲醇定容，摇匀，为绿原酸和咖啡

酸对照品储备液；取 ５．００ ｍＬ，加 ５０％甲醇溶液稀释

并定容至 ５０ ｍＬ，为绿原酸和咖啡酸对照品溶液。

称取黄芪甲苷对照品 ２５．００ ｍｇ，置 ５０ ｍＬ 棕色

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定容，摇匀，为黄芪甲苷对照

品溶液。

２．１．２　 绿原酸和咖啡酸供试品溶液配制　 精密称

取供试品约 ２ ｇ，加乙醇 ３０ ｍＬ，加热回流 ３０ ｍｉｎ，滤

过，滤液蒸干，加甲醇溶解，并转移至 ２５ ｍＬ 量瓶

中，定容，摇匀，为供试品溶液。

２．１．３　 黄芪甲苷供试品溶液配制　 取本品 １５ ｇ，精

密称定，加甲醇 ３０ ｍＬ，超声 ３０ ｍｉｎ，滤过，再加甲醇

３０ ｍＬ 重复提取 ２ 次，滤液合并，蒸干，残渣加水

１０ ｍＬ微热使溶解，转移至分液漏斗中，用水饱和的

正丁醇溶液提取 ３ 次，每次 ３０ ｍＬ，合并正丁醇液，

用 ３％氨试液洗涤 ２ 次，每次 ３０ ｍＬ，弃去氨试液，收

集正丁醇液，置蒸发皿中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并

转移至 ５ ｍＬ 量瓶中，定容，摇匀，过 ０．４５ μｍ 滤膜，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为供试品溶液。

２．２　 色谱条件

２．２．１　 绿原酸和咖啡酸测定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

性试验　 采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色谱柱（Ａｇｉ⁃

ｌｅｎｔ Ｅｃｌｉｐｓｅ ＸＤＢ－Ｃ１８ 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 ５ μｍ），流动

相为 ０．０５％磷酸溶液－乙腈（９２ ∶ ８，Ｖ ∶ Ｖ）；进样量

１０ μＬ，柱温 ３０ ℃，流速为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在 １９０ 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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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 ｎｍ 范围进行扫描，记录 ３２７ ｎｍ 色谱图。 绿原

酸和咖啡酸对照品溶液色谱图（图 １）、绿原酸光谱

图（图 ２）、咖啡酸光谱图（图 ３）和绿原酸和咖啡酸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图 ４）。 绿原酸、咖啡酸和其他

峰分离度符合要求。

２．２．２　 黄芪甲苷测定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试验

采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色谱柱（Ｗａｔｅｒｓ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１８，５ μｍ， 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进样量 １０ μＬ，漂移

管温度 ３５ ℃，雾化器温度 ３５℃，通气气流流速

１．２ Ｌ ／ ｍｉｎ，流动相为水－乙腈（６５ ∶ ３５，Ｖ ∶ Ｖ），柱温

３０ ℃，流速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得到黄芪甲苷对照品色谱

图（图 ５）和黄芪甲苷供试品溶液色谱图（图 ６）。

２．３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绿原酸和咖啡酸对

照品储备适量，制成相应浓度的系列标准品溶液，

以浓度（Ｘ）为横坐标，峰面积（Ｙ）为纵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 绿原酸在 ３．６１１ ～ ７２．２３ μｇ ／ ｍＬ 范围内线

性良好， 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３０．５４７８１Ｘ－３．２２０２８，线

性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９９９；咖啡酸在 ３．０６０～６１．２０ μ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良好，线性回归方程为Ｙ＝ ５２．２７７６８Ｘ－

４．４９６６８，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９９９。

精密吸取黄芪甲苷对照品溶液 １０、２０ μＬ，注入

液相色谱仪，测定，以峰面积 Ｙ 的对数值对浓度 Ｘ

的对数值作图， 得工作曲线。 黄芪甲苷在 １ ～１０ μｇ

范围内线性良好， 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 １．４１９１Ｘ＋

１．７３４４，线性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９７。

２．４　 精密度和稳定性试验　 精密度试验取批号为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 芪板青颗粒供试品溶液，重复进样 ６ 次，

计算绿原酸、咖啡酸和黄芪甲苷的含量，其含量

ＲＳＤ 分别为 ０．６％、１．２％和 １．５％；稳定性试验取上

述溶液，分别于 ０、２、４、６、１２ 和 ２４ ｈ 进行测定，计算

绿原酸、咖啡酸和黄芪甲苷的含量，其含量 ＲＳＤ 分

别为 ０．７％、１．４％和 １．６％。

２．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绿原酸、咖啡酸和黄芪

甲苷对照品适量，加甲醇配制成约 １ ｍｇ 每毫升的

加样回收率试验溶液。 添加到批号为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 的

芪板青颗粒样品中，添加的浓度与样品中原有的量

相当，６ 个重复，按照上述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

行检测，结果扣除芪板青颗粒样品原有相应组分的

量，计算加样回收率和 ＲＳＤ。 绿原酸平均加样回收

率为 ９７．１％，ＲＳＤ 为 １．３％，咖啡酸平均加样回收率

９６．２％，ＲＳＤ 为 １．４％。 黄芪甲苷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９８．０％，ＲＳＤ 为 ２．４％。

２．６ 　 实际样品的测定 　 取批号为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

２０１８０８２３ 和 ２０１８０８２４ 的芪板青颗粒每一批做 ３ 个

平行，依法测定，结果绿原酸的含量分别为 ０．８３、

０．８２和 ０．８３ ｍｇ ／ ｇ；咖啡酸的含量分别为 ０．７４、０．７６

和 ０．７７ ｍｇ ／ ｇ；黄芪甲苷含量分别为 ０．０８１４、０．０８２５

和 ０．０８３５ ｍｇ ／ ｇ。

１．绿原酸；２．咖啡酸

１．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图 １　 绿原酸和咖啡酸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Ｆｉｇ １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ｎｄ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 ２　 绿原酸对照品溶液光谱图

Ｆｉｇ ２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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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咖啡酸对照品溶液光谱图

Ｆｉｇ 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绿原酸；２．咖啡酸

１．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２．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图 ４　 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Ｆｉｇ 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图 ５　 黄芪甲苷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Ｆｉｇ ５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提取溶剂的选择 　 绿原酸和咖啡酸检测中，
选择了水、乙醇、甲醇和 ５０％甲醇溶液超声和水浴

回流等不同方式提取，结果表明，绿原酸在甲醇中

提取效率稍低，其他几种方式均较好；咖啡酸在水

图 ６　 黄芪甲苷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Ｆｉｇ ６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ＩＶ

超声和水回流中的提取效率比较低，其余几种方式

均较好。 因此，综合考虑，选择乙醇回流作为芪板

青颗粒供试品的提取溶剂和提取方式。 在这基础

上，做了提取时间的确认，试验分别超声 １５、２０、３０
和 ６０ ｍｉｎ，结果 １５ ｍｉｎ 的结果稍低，３０ ｍｉｎ 以后无

显著差异，因此，超声时间定为 ３０ ｍｉｎ。
３．２　 检测波长的选择　 本试验采用 ＤＡＤ 检测器对

绿原酸和咖啡酸进行全波长扫描，结果发现，绿原

酸在 ３２６ ｎｍ 波长有最大吸收，咖啡酸在 ３２４ ｎｍ 处

有最大吸收，参考《中国兽药典》２０１５ 年版二部绿

原酸的测定方法，综合考虑每个药物的响应值及杂

质干扰因素，选择 ３２７ ｎｍ 作为检测波长。
３．３　 流动相的选择　 选择绿原酸和咖啡酸的流动

相时，考察了乙腈与不同浓度磷酸溶液作为流动

相，各流动相保留时间和峰形一致，而 ０．４％磷酸溶

液 ｐＨ 值为 １．５，０．２％磷酸溶液 ｐＨ 值为 １．７，ｐＨ 值

小于 ２．０ 对色谱柱损害较大；而 ０．０５％磷酸溶液 ｐＨ
值为 ２．３ 左右。 因此，选择 ０．０５％磷酸溶液－乙腈作

为流动相，调节流动相比例，两种药物分离较好，保
留时间比较合适。 黄芪甲苷流动相参考《中国兽药

典》２０１５ 年版二部黄芪甲苷相关内容进行检测。
３．４　 ＥＬＳＤ 条件的优化 　 黄芪甲苷属于在紫外区

无特征吸收的化合物，而 ＥＬＳＤ 作为质量通用型检

测器，不依赖样品的光学特征，不受官能团的影响。
漂移管温度、雾化器温度和气流速度等是 ＥＬＳＤ 的

重要参数，决定了流动相气化是否完全、响应值是

否满足要求，因此实验考察了不同漂移管温度、雾
化器温度和气流速度，最终得到理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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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结论 　 采用 ＨＰＬＣ－ＤＡＤ 法对芪板青颗粒中

绿原酸和咖啡酸进行检测，采用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 法对

芪板青颗粒中黄芪甲苷进行检测，对提取溶剂、提
取方式和色谱条件（检测波长、漂移管温度、雾化器

温度和气流速度）等条件进行优化，方法定性定量

准确，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为芪板青颗粒质量控制

提供数据。

参考文献：
［１］ 　 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兽药质量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中药卷） ．［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２０１７）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２］ 　 杜红娜，陆 安，刘炳炜，等． 贞莲增免口服液质量标准研究

［Ｊ］ ．今日畜牧兽医，２０１８，３４（１０）：１２－１５．

　 Ｄｕ Ｈ Ｎ， Ｌｕ Ａ， Ｌｉｕ Ｂ Ｗ，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Ｚｈｅｎｌｉａｎ Ｚｅｎｇｍｉ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Ｊ］ ．Ｈｅｂｅｉ Ｘｕｍｕ Ｓｈｏｕｙｉ，２０１８，３４

（１０）：１２－１５．

［３］ 　 杨洪早，王东升，苗小楼，等．藿芪灌注液质量标准研究［ Ｊ］ ．西

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０（０３）：１－９．

　 Ｙａｎｇ Ｈ Ｚ， Ｗａｎｇ Ｄ Ｓ， Ｍｉａｏ Ｘ Ｌ，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ｏｆ Ｈｕｏｑｉ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４０（０３）： １－９．

［４］ 　 朱红梅，刘 翠，张 倩，等． 乳腺康注射液质量标准研究［ Ｊ］ ．

中国畜牧兽医，２０１７，４４（０８）：２４６５－２４７４．

　 Ｚｈｕ Ｈ Ｍ， Ｌｉｕ Ｃ， Ｚｈ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Ｒｕｘｉａｎｋａｎｇ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

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７，４４（０８）： ２４６５－２４７４．

［５］ 　 张丽先，魏 悦，曹静亚，等． ＨＰＬＣ 法同时测定连花柴芩可溶

性粉中 ４ 种有效成分含量［ Ｊ］ ．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７，５１（０５）：

２７－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Ｌ Ｘ， Ｗｅｉ Ｌ， Ｃａｏ Ｊ Ｙ，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ｉａｎ－ｈｕａ－ｃｈａｉ－ｑｉｎ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ｂｙ ＨＰＬＣ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７， ５１

（０５）：２７－３２．

［６］ 　 林仙军，张航俊，蔡文金，等． 双黄连注射液质量控制研究

［Ｊ］ ．中兽医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０５）：３５－３８．

　 Ｌｉｎ Ｘ Ｊ， Ｚｈａｎｇ Ｈ Ｊ， Ｃａｉ Ｗ Ｊ，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ｈｕ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３５（０５）： ３５－３８．

［７］ 　 赵增成，林树乾，李桂明，等． 清营口服液质量检测方法的研

究［Ｊ］ ． 中国畜牧兽医，２０１６，４３（０６）：１６４７－１６５３．

　 Ｚｈａｏ Ｚ Ｃ， Ｌｉｎ Ｓ Ｑ， Ｌｉ Ｇ Ｍ，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Ｑｉｎｇｙ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４３（０６）：１６４７－１６５３．

［８］ 　 Ｗａｎｇ Ｊ， Ｚｈａｏ Ｙ Ｍ， Ｚｈａｎｇ Ｍ Ｌ，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ａｆｆｅｉｃ Ａｃｉｄ， Ａｌａｎｔ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ｓｏａｌａｎｔｏｌａｃｔｏｎｅ ｉｎ Ｉｎｕｌａ ｈｅｌｅｎｉｕｍ ｂｙ ＨＰＬＣ［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

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５３（４）：５２６－５３０．

［９］ 　 Ｗａｎｇ Ｊ Ｆ， Ｚｈａｎｇ Ｑ， Ｍｕ Ｘ．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ｓｉｄｅ ＩＶ ｉｎ

Ｙｕｐｉｎｇｆｅｎｇ Ｏｒ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６（２）：１９７－１９９．

［１０］ 张 聪，杨 强，樊丽博，等．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 法测定五加芪粉中黄

芪甲苷的含量［Ｊ］ ．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７，５１（０８）：６２－６６．

　 Ｚｈａｎｇ Ｃ， Ｙａｎｇ Ｑ， Ｆａｎ Ｌ Ｂ，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ｏ⁃

ｓｉｄｅ ｉｎ Ｗｕｊｉａｑｉ Ｐｏｗｄｅｒ ｂｙ ＨＰＬＣ－ＥＬＳＤ［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２０１７，５１（０８）：６２－６６．

［１１］ 侯美如，刘 宇，王 岩，等． 不同提取工艺对黄芪总皂苷提取

效果的研究［Ｊ］ ． 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６，５０（１２）：２４－２８．

　 Ｈｏｕ Ｍ Ｒ， Ｌｉｕ Ｙ，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ｐｏｎｉｎｓ ｏｆ 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ｕ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２０１６，５０（１２）：２４－２８．

（编 辑：陈 希）

·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