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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按 2000版 %中国药典&相关水分测定法、灰分测定法、浸出物测定法,对中药材白扁豆的水

分、总灰分、酸不溶灰分、水溶性浸出物和醇溶性浸出物等方面的质量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

究,建立了白扁豆的质量标准体系, 为建立和完善白扁豆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新版%中国药典 &提供了可

供参考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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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药材白扁豆 (D olichos lablab L. )来源于豆科植

物扁豆的干燥成熟种子
[ 1]

, 为药食兼优之物, 营养丰

富,含有脂肪油、蛋白质、尼克酸、氨基酸、维生素及糖

类等成分,还含有微量元素及钙、磷、铁等, 以种子、种

皮 (扁豆衣 )、花 (扁豆花 )供药用或食用。种子、种皮,

具有和胃化湿,健脾利水, 清暑止泻等功能,主治脾虚

腹泻、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赤白带下等症;扁豆花具有

解暑、化湿、止泻、止带等功能, 主治中暑发热、呕吐泻

泄、白带、痢疾等症
[ 2]
。

近些年来有关白扁豆的药材鉴别、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产品开发研究的报道较多,但关于它的水分、总

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等质量方面的研究未见报

道, 2000版 %中国药典 &也未记载这方面的质量标准,

我们在开展该品种规范化种植研究课题时,对其水分、

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等方面的质量问题进行了

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以便建立和完善中药材白扁

豆的质量标准体系,也可为新版 %中国药典 &提供可供

参考的数据资料。

一、材科和方法

1. 材料来源

白扁豆采自湖南省平江县白扁豆规范化种植基地

施肥试验区、密度试验区、栽培方法试验区等试验区的

药材样品,市售白扁豆分别产于云南、贵州、江西等省,

于 2002年购自产地。

2. 方法

水分测定按 2000版 %中国药典&附录 IX H 水分

测定法第一法测定。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按

2000版 %中国药典&附录 IX K灰分测定法测定。冷浸

法水溶性浸出物测定和 70%乙醇浸出物测定按 2000

版 %中国药典 &附录 XA浸出物测定法测定
[ 1]
。

46



� 世界科学技术 ∋ 中医药现代化� 基础研究 �

 W or ld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M odernization of T raditional Ch inese M ed icine andM ateria M edica!�

二、结果和讨论

1. 结果

中药材白扁豆水分测定、总灰分测定、酸不溶性灰

分测定、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测定和 70%乙醇浸出物

测定的结果见表 1。

2. 讨论

( 1)水分含量。

中药材白扁豆 20个测试样品中水分含量最高的

为 13. 92% ,最低的为 10. 29% ,平均值为 12. 73%, 最

高水分含量和最低水分含量相差 3�63%。根据对上

述实验结果的分折, 笔者认为中药材白扁豆加工时应

充分干燥,贮藏时也应充分保持干燥,含水量以不得超

过 14. 00%为宜。

( 2)总灰分量和酸不溶性灰分量。

中药材白扁豆 20个测试样品中总灰分量最高的

为 3. 82% ,最低的为 3. 17%, 平均值为 3. 43% ,最高总

灰分量和最低总灰分量相差 0. 65%。酸不溶性灰分

量最高的为 0. 26%, 最低的为 0. 03%, 平均值为 0.

17%,最高酸不溶性灰分量和最低酸不溶性灰分量相

差 0. 23% ,这种差异相对较大,具体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有待进一步查明。根据对上述实验结果的分折,

笔者建议在制订中药材白扁豆质量标准时,中药材白

扁豆以总灰分不得高于 4. 0% , 酸不溶性灰分不得高

于 0. 30%为宜。

表 1� 白扁豆质量标准研究结果

编号 来源 水分 (% ) 总灰分 (% ) 酸不溶灰分 (% ) 冷水浸出物 (% ) 乙醇浸出物 (% )

1 基地施肥试验 A区 12. 67 3. 47 0. 03 26. 15 16. 49

2 基地施肥试验 B区 13. 03 3. 32 0. 09 26. 03 16. 96

3 基地施肥试验 C区 12. 64 3. 34 0. 23 22. 34 16. 69

4 基地施肥试验 D区 13. 15 3. 40 0. 22 24. 52 17. 37

5 基地施肥试验 E区 13. 41 3. 46 0. 05 26. 77 17. 37

6 基地施肥试验 F区 12. 43 3. 30 0. 19 25. 52 17. 56

7 基地密度试验 A区 12. 43 3. 40 0. 16 25. 50 16. 50

8 基地密度试验 B区 13. 26 3. 23 0. 08 22. 07 16. 02

9 基地密度试验 C区 13. 09 3. 50 0. 21 26. 38 16. 12

10 基地密度试验 D区 11. 98 3. 36 0. 16 28. 13 16. 89

11 基地不修剪不打尖试验 A区 13. 47 3. 60 0. 26 27. 57 17. 29

12 基地修剪打尖试验 B区 13. 41 3. 36 0. 21 24. 98 16. 80

13 基地不修剪打尖试验 C区 13. 87 3. 46 0. 16 26. 67 16. 08

14 基地修剪不打尖试验 D区 13. 17 3. 39 0. 03 25. 87 16. 43

15 基地栽培方法试验区 13. 92 3. 53 0. 16 27. 05 16. 14

16 平江嘉义 (市售 ) 13. 57 3. 38 0. 08 25. 39 15. 76

17 云南 1(市售 ) 11. 81 3. 41 0. 13 24. 81 17. 38

18 云南 2(市售 ) 11. 44 3. 82 0. 21 28. 40 15. 55

19 贵州 (市售 ) 10. 29 3. 65 0. 26 25. 81 16. 83

20 江西 (市售 ) 11. 54 3. 17 0. 18 27. 47 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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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

中药材白扁豆 20个测试样品中冷浸法水溶性浸

出物量最高的为 28�40% , 最低的为 22. 07%, 平均值

为 25. 87% ,最高水溶性浸出物量和最低水溶性浸出

物量相差 6. 33%。根据对上述实验结果的分折,笔者

建议在制订中药材白扁豆质量标准时, 中药材白扁豆

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量以不得低于 22. 00. %为宜。

� � ( 4)醇溶性浸出物。

在中药材白扁豆醇溶性浸出物测定中,为了确定

最佳乙醇浓度, 我们分别选用了 65%、70%、75%、

80%、85%、90%等 6个不同的乙醇浓度浸提中药材白

扁豆, 其结果以 70%乙醇浓度的浸出物含量最高, 故

选用了 70%的乙醇浓度。中药材白扁豆 20个测试样

品中 70%乙醇浸出物量最高的为 17. 56%, 最低的为

15. 55% ,平均值为 16. 62% , 最高乙醇浸出物量和最

低乙醇浸出物量相差 2. 01%。根据对上述实验结果

的分折,笔者建议在制订中药材白扁豆质量标准时,以

中药材白扁豆 70%乙醇浸出物量不得低于 15. 00%

为宜。

( 5)样品的广泛度。

该项研究的药材样品来源广泛, 包含了规范化种

植的施肥试验、密度试验、栽培方法试验等多项试验内

容的药材样品,同时也包含了不同产地的市售商品药

材样品,因此试验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提出的制

订质量标准的建议具有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

( 6)测定结果的相关性。

用不同栽培方法完成的规范化种植的白扁豆药材

样品之间,经不同施肥试验完成的规范化种植的白扁

豆药材样品之间,经不同密度试验完成的规范化种植

的白扁豆药材样品之间,规范化种植和非规范化种植

的白扁豆药材样品之间,在水分测定, 总灰分、酸不溶

性灰分测定,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测定和 70%乙醇浸

出物测定结果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呈现无规律

性的变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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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ing the Standards forM easuring the Quality ofDolichos lablab L.

Tong Q iaozhen, Zhou R ibao, L iu X iongdan, H e Youxun, L iu P ingan

(H u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M edicine, Chang sha 410004;

T rad itional ChineseM ed icalH o sp ital, Leiyang 421000)

Authors studied d ifferen t approaches for m easuring the quality ofD olichos lablab L. a tradit iona lChinesem edicina l

herb, inc lud ing edem atous am enorrhea, to tal ashes, inso lub le acids, w ater extracts and erhano l extracts, based on the

approaches listed in the Chinese Pharm acopeo ia pub lished in 2000. A s a resu l,t authors have produced a range o f ev i�
dences for establish ing a m ore sc ien tif ic approach for m easuring the quality o fDo lichos lablab, w hich can be part of the

rev ised version o f the Chinese Pharm acopeo i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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