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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中药与附子配伍前后有效成介含量的变亿

口张 梅 苏筱琳 雨 田 彭 成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摘 要 目的 研究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与附子各炮制品配伍前后有效成分含量的变化
。

方

法 以 芍药普
、

人参皂普
、

辣椒素
、

甘草酸单按盐
、

大黄素为对照品
,

采用 法测定
,

对比 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与附子配伍前后其有效成分的含量变化
。

结果 配伍后诸药有效成分含量明显低于药材

单煎液
。

结论 附子与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配伍后
,

附子毒性降低
,

与其配伍的五味中药药材中的

有效成分亦有变化
。

关键词 附子 白芍 人参 干姜 甘草 大黄 含量测定

附子首载于《神农本草经 》
,

列为下 品
,

其性刚烈

迅捷
,

走而不守
,

通上达下
,

行表彻里
,

补火 助 阳
,

温

通诸经
,

乃治 阳虚诸证及寒凝痛证之要药
,

尤能救治

亡 阳重证
,

拯生命于垂危
。

但因其毒性甚大
,

临床上

常通过合理配伍 以降低毒性
,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特长
。

附子走而不守
,

行而不止
,

过于燥烈发散即其
“

毒性
” ,

配伍
“

止
” 、 “

收
”

之品
,

相畏相制
,

可减其辛烈

之偏及毒性
。

常配伍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
,

以

降低毒性
,

确保安全用药
。

芍药性微寒
、

味苦酸
,

有养血柔肝
、

缓 中止痛
、

敛

阴收汗 的功能
。

白芍配伍附子 的方剂 自古以来常用

于妇科寒症 的治疗
,

具有温 阳化气
,

化癖止痛
,

活 血

调经 的作用
。

人参性甘
、

微苦
、

微温
,

有大补元气
、

补脾益肺
、

生津安神之功
。

附子配伍人参 以增强药力
,

延长药

效
,

即如古人所谓
“

甘与辛合而生 阳
” 、 “

助 阳须先益

收稿 日期 一

修回 日期 二 拓刁 一

气
”

之义
。

干姜性辛
、

热
,

有温 中散寒
、

回阳通脉
、

温肺化饮

之功
。

张仲景用附子 回阳
、

散寒
、

镇痛
,

大都与干姜配

伍
,

《伤寒论 》及《金匾要略 》中两药并用者达 方之

多
,

其 中凡用 生 附子者
,

每与干姜同用
,

古 曰 “

附子

无干姜不热
。 ”

甘草性甘平
,

有补中益气
、

清热解毒
、

祛痰止 咳
、

缓急止痛
、

调和药性之功
。

常配伍有毒中药 以缓和毒

性
,

其 中
,

附子与甘草 的配伍临床最 为常见
。

《伤寒

论 》中含附子的方剂共 首 其中配伍甘草的有

方
,

用 于降低与缓和附子的毒性
,

且甘草用量 皆较

大
。

大黄性苦寒
,

有泻下攻积
,

清热泻火
,

止血解毒
,

活血祛淤之功
。

附子与大黄配伍应用
,

早在张仲景的

《金匾要略
·

腹满
·

寒病
·

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中有记

载
“

胁下偏痛
,

发热
,

其脉紧弦
,

此寒也
,

以温药下

之
,

宜大黄附子汤
” 。

大黄与附子合用为典型 的寒热

配伍
,

二药合用
,

可增强疗效
,

扩大治疗范围
,

同时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乌头类有毒中药安全性研究
,

负责人 彭成
。

联系人 张梅
,

博士
,

副教授
,

从事中药及其复方物质基础及质圣标准化研究
, 一 ,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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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制约附子 中乌头碱的毒性
。

为 阐明附子减毒增效配伍的可行性 和规律性
,

探讨中医方剂配伍的科学 内涵
,

本文 以 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中的有效成分为指标
,

采用 法

测定了上述常用附子配伍中药与附子不 同炮制品配

伍前后其有效成分的含量变化
。

一
、

仪器与试药

仪器

高效液相 色谱仪 一

柱 型 斌 。 电子天平
一 超声清洗仪 宁波市石浦海天 电子仪器厂

一 旋转蒸发仪 上海 申顺生物科技有 限

公司
。

药材

白芍为毛莫科 八记 。

沙 的干燥根

人参为 尸山毗 娜。 的干燥根 干姜为

吻 嶙 阳以 的干 燥 根 茎 甘草 为

以 二 的干燥根茎 大黄为

以 的干燥根茎 附子为 。

的子根 的加 工 品 乌为 。 。

的干燥母根 草乌为 咖
的干燥块 根 草乌 叶为 雌
的干燥叶

。

各炮制品为黑顺片
、

白附片
、

盐附子
、

制川乌
、

制草乌
。

对照品

芍药昔 批号 一 人参皂昔 批

号 一 人参皂昔 批 号

辣椒素 批号 一 大黄素 批号
一 ,

以上对照 品均 由中国药 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提供
。

甘草酸单按盐 自制
,

纯度
。

试剂

所用试剂均为色谱纯
,

水为重蒸水
。

二
、

方法与结果

色谱条件

色谱柱 仆 一 一 , 。

流动相 白芍 甲醇一 磷酸二氢钾溶

液一醋酸一异丙醉 检测波长
。

人参 乙睛一 磷酸溶液 检测波长
。

干姜 乙睛 一稀盐酸 卜 一 甲醇 检

测波长
。

甘草 甲醇一 醋酸钱溶液一冰醋酸

检测波长
。

大黄 甲醇 一 磷 酸溶液 检 测 波 长
。

标准曲线

对照品溶液制备
。

精密称取芍药昔
、

人参皂昔 , 及
、

辣椒素
、

甘草酸单按盐
、

大黄素各对照 品适量
,

置于容量瓶

中
,

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

摇匀
,

即得
。

芍药昔

人 参 皂 昔

辣椒素 甘草酸单按盐 留

大黄素 林以
。

标准曲线制备
。

精密吸取各对照 品溶液不 同体积
,

注人液相色

谱仪
,

测定
。

以对照品进样量 卜 为横坐标
,

以峰面

积为纵坐标
,

其线性方程式分别为

芍药昔标准曲线
, · 。

人参皂昔 标 准 曲线
,

,

人参皂昔 标准曲线
,

。

辣椒素标准曲线
, 。

甘草酸单按盐标准曲线 二 ,

大黄素标准曲线 刃 一 , 。

样品制备

种单味中药材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 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
,

精密称定
,

以

倍量水煎煮
,

离心
,

取上层清液
,

蒸干
,

残渣用

甲醇溶解并定容
,

摇匀
,

用微孔滤膜 林 滤过
,

即得
。

与 附子 配伍后提取物的制备 称取附子各炮

制品与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适量
,

精密称定
。

将附子用 倍量 的水浸泡 后
,

煎煮
。

分别

加人 种配伍药材
,

用 倍量水煎煮
,

离心
,

取上

平。
忍 反衍 。 助 价乃肠 七咖 外记 如耐 诚 助 从运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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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样品含 测定结果【 二

样品
药材 黑顺片 白附片 附子 盐附子 生川乌 制川乌 生草乌 制草乌 草乌叶

有效成分

芍药普

飞

姜醉及姜二酮

甘苹酸单按盐

大黄素 洲 的

叫

〕 珍 加 《刃 刃

注
“ 一 ”

代表该成分未检出
。

层清液水浴蒸干
,

残渣用 甲醇溶解并定容
,

摇匀
,

用

微孔滤膜 林 滤过
,

即得
。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 品溶液和样品溶液各 匹
,

注人液相色谱仪
,

测定峰面积
,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

三
、

讨 论

附子与常用 配伍 中药配伍后对附子有效成分

及毒性成分的影 响研究有较多文献报道
,

但对其配

伍药物有效成分的影 响少见报道
。

本文对附子常用

配伍中药与附子配伍前后有效成分的变化进行 了初

步考察
,

研究结果为阐明附子减毒增效配伍的可行

性和规律性
,

探讨中医方剂 配伍的科学 内涵提供 了

一定 的理论依据
。

研究结果表 明
,

附子各炮制品与 白芍
、

人参
、

干姜
、

甘草
、

大黄配伍后
,

配伍药 材 中有效成分 的含

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

这表 明上述 中药与附子配

伍在降低附子毒性 的同时
,

也造成 了配伍药材 中有

效成分的损失
,

但对导致该结果 的原因还需做进一

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一部 北 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 一 , , 一 ,

美 国药典委员会
,

美国药典
, 一

加 比 址 山 加巨肠副比 恤 诫

及山堵
, 从 ,

乙入 侧州 动 心 动耐
。。 ,

触矛

创
“ 配 ,

罗
, , ,

, 功 ,

乡
,

即
,

尹山 陇
,

而 场 硫 叮 初
·

,

袱
,

功 袱
, ,

面
罗 , , ,

呷
,

记 叮 仍 罗 邵

助
责任编挥 郭宇洁

,

责任编审 许有玲
,

责任译审 郭宇洁

肠赵 反比 。 山 必爵观 山 众以如 乃心众动耐 人云 之 山 血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