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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鱼腥草芩蓝口服液为研究对象，摸索不同流动相、溶剂、柱温、流速条件下的色谱图，

通过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软件评价系统，计算相似度等相关参数，最终确定一个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条

件：Ｔｈｅｒｍｏ Ｃ１８ 色谱柱（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５ μｍ），以甲醇（Ａ）－０．４％磷酸水溶液（Ｂ）为流动相梯度洗

脱，柱温 ２５ ℃，体积流量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检测波长为 ２４０ ｎｍ。 研究建立的方法可靠，简便易行，为全面

控制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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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腥草芩蓝口服液处方来源于《国家中成药标

准汇编内科肺系（一）分册》收载的复方鱼腥草合

剂［１］，该制剂用于外感风热引起的咽喉肿痛、急性

咽炎、扁桃体炎有风热症候者。 家禽外感发热是在

机体本身正气不足的条件下，复感风、寒、燥、暑、
湿、火或疫毒之气，导致营卫失和，脏腑阴阳失调，
出现病理性体温升高，伴有恶寒、禽冠和肉垂红等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外感病证。 该制剂的治疗

症候与家禽外感发热症候相似，且炎症及疼痛模型

试验表明其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作用［２］。 故将其

转化为国家三类新兽药（证书编号：（２０１８）新兽药

证字 ５ 号） ［３］。 该口服液由鱼腥草、黄芩、板蓝根、
连翘、金银花五味中药组成，成分复杂，原标准中，
只有鱼腥草、黄芩、连翘和金银花的薄层色谱

（ＴＬＣ）鉴别项和黄芩苷的含量测定项，不能全面地

反映复方制剂的内在质量。 为了更好的控制产品

质量，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指纹图谱研究

项，通过 ＨＰＬＣ 法建立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指纹图

谱，并对指纹图谱中的共有色谱峰的药材来源作了

相应归属，为全面控制该制剂的质量提供了一个准

确可靠的方法。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　 仪器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３００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 司 ）， ＤＡＤ 检 测 器， 变 色 龙 工 作 站；
ＡＵＷ１２０Ｄ 型电子天平（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公司）；
ＲＥ－２０００Ａ 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ＳＨＺ－Ｄ（ＩＩＩ）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河南省予华仪

器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与对照品　 绿原酸对照品（批号 １１０７５３－

２０１４１５，含量 ９６．２％），连翘苷对照品（批号 １１０８２１－

２０１６１５，含量 ９４．９％），精氨酸（批号 １４０６８５－２０１００３），
均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黄芩苷对照品

（批号 Ｚ０２７１５０４，含量 ９５．９％），购于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 乙腈为色谱纯；甲醇、磷酸为分析纯；水为

Ｍｉｌｌｉ－Ｑ 超纯水。
１．３　 药材　 鱼腥草、金银花、黄芩、连翘、板蓝根药

材购于安国药材市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２０１５ 版（Ⅱ部） ［４］有关项下规定，检验其性状、显微

特征、薄层色谱、水分、灰分、含量等，均符合规定。
２　 方　 法

２．１ 　 色谱条件 　 Ｔｈｅｒｍｏ Ｃ１８ 色谱柱 （ ２５０ ｍｍ ×

４．６ ｍｍ，５ μｍ），以甲醇（Ａ）－０．４％磷酸水溶液（Ｂ）
为流动相梯度，见表 １，柱温 ２５ ℃，流速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检测波长为 ２４０ ｎｍ，进样量 １０ μＬ。

表 １　 梯度洗脱程序

Ｔａｂ １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时间 ／ ｍｉｎ 流速 ／ ｍＬ·ｍｉｎ－１ 甲醇（Ａ） ／ ％ 磷酸水溶液（Ｂ） ／ ％

０－３５ １．０ ５－６５ ９５－３５

３５－４０ １．０ ６５ ３５

４０－４５ １．０ ６５－５ ３５－９５

４５－５０ １．０ ５ ９５

２．２　 样品制备方法

２．２．１　 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制备　 取各单味药

材饮片，按配方量准确称取鱼腥草 １０００ ｇ，黄芩 ２５０ ｇ，
板蓝根 ２５０ ｇ，连翘 １００ ｇ，金银花 １００ ｇ，加水煎煮

两次，每次加水 １０ 倍量，每次 ２ ｈ，合并煎液，滤过，
使用旋转蒸发仪，压力保持在－０．１ＭＰａ，６０ ℃水浴

将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１．１８ ～ １．２０（６０ ～ ８０ ℃）
的清膏，加入乙醇至含醇量为 ７０％，搅匀，室温静置

２４ ｈ，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回收方法同水煎液浓

缩。 浓缩至适量，加水至 １０００ ｍＬ，摇匀，滤过，加入

０．３％苯甲酸钠，即得。 室温保存。
２．２．２　 单味药材样品制备　 分别准确称取鱼腥草

１０００ ｇ、黄芩 ２５０ ｇ、板蓝根 ２５０ ｇ、连翘 １００ ｇ、金银

花饮片 １００ ｇ，按 ２．２．１ 方法制备单味药材的口服

液，供 ＨＰＬＣ 分析。
２．３　 溶液的制备

２．３．１　 鱼腥草芩蓝口服液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

密量取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１ ｍＬ，置 ５ ｍＬ 量瓶中，加
入 ５０％甲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 进样前用孔

径为 ０． ４５ μｍ 的微孔滤膜滤过，供 ＨＰＬＣ 检测

分析。
２．３．２　 单味药材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各

单味药材口服液 １ ｍＬ，按 ２．３．１ 方法制备各单味药

材供试品溶液。 进样前用孔径为 ０．４５ μｍ 的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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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滤过，供 ＨＰＬＣ 检测分析。
２．３．３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黄芩苷对照品、绿原

酸对照品、连翘苷对照品、精氨酸对照品适量，加甲

醇分别制成每 １ ｍＬ 含黄芩苷 ４０．０８６ μｇ，绿原酸

１１．０４２ μｇ，连翘苷 ５３．２８０ μｇ，精氨酸 ５００．０１０ μｇ 的

溶液，即得。
２．４　 样品分析　 分别精密量取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

服液供试品、各单味药材口服液供试品及对照品各

１０ μＬ，按 ２．１ 项下的色谱条件进行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体外成分认定　 采用药材样品图谱对比的方

法，用相同的色谱条件进行检测，以保留时间作为

鉴定标准，进行色谱峰的指认，并对共有峰进行初

步归属分析，见图 １～５。 由图 １～５ 可知，（１）初步建

立的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指纹图谱有四个成分得到

鉴定：绿原酸来源于金银花和鱼腥草；黄芩苷来源

于黄芩；连翘苷来源于连翘；精氨酸来源于板蓝根。
（２）指纹图谱保留时间在 １０～２９ ｍｉｎ 共有峰主要来

源于鱼腥草；１０ ～ ２７ ｍｉｎ 共有峰主要来源于金银

花；１２～３４ ｍｉｎ 共有峰主要来源于黄芩；６ ～ ２４ ｍｉｎ
共有峰主要来源于连翘，９ ～ ２７ ｍｉｎ 共有峰主要来

源于板蓝根。

ａ．绿原酸对照品；ｂ．鱼腥草药材；ｃ．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图 １　 绿原酸对照品、鱼腥草药材、鱼腥草芩蓝口服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１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Ｔｈｕｎｂ、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ａ．绿原酸对照品；ｄ．金银花药材；ｃ．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图 ２　 绿原酸对照品、金银花药材、鱼腥草芩蓝口服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２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ｅ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ｅ Ｆｌｏｓ、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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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黄芩苷对照品；ｆ．黄芩药材；ｃ．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图 ３　 黄芩苷对照品、黄芩药材、鱼腥草芩蓝口服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３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Ｂａｉｃａｌｉｎ、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ｇ．连翘苷对照品；ｈ．连翘药材；ｃ．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图 ４　 连翘苷对照品、连翘药材、鱼腥草芩蓝口服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４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ｌｙｒｉｎ、Ｆｏｒ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ｉ．精氨酸对照品；ｊ．板蓝根药材；ｃ．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图 ５　 精氨酸对照品、板蓝根药材、鱼腥草芩蓝口服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５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Ｉｓａｔｉｄｉｓ Ｒａｄｉｘ、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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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指纹图谱的建立与分析　 根据以上样品分析

结果及建立的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的色谱

图，见图 ６，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标示出 ２２ 个共有峰，
在相同色谱条件下，以保留时间作为鉴定标准，参
照文献［５－６］ 中各生药谱峰相关性的研究方法，单味

药材及复方色谱图对比，进行色谱峰的指认，并对

该 ２２ 个共有峰进行了相应的药材来源归属：峰 ４、
９、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 归属于黄芩，峰 ２、４、５、６、７、
１０、１１、１２、１４ 归属于金银花，峰 １３ 归属于板蓝根，
峰 ２、４、５、６、１４ 归属于鱼腥草，峰 １、３、６、８、９、１０、１５
归属于连翘。 经与对照品图谱（图 ７）对比，峰 ４ 为

绿原酸、峰 １３ 为精氨酸，峰 １５ 为连翘苷，峰 １６ 为

黄芩苷。
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软件（２０１２

版）对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 ＨＰＬＣ 图谱进

行处理，匹配结果见图 ８，以 １６ 号峰黄芩苷作为参

照确定 ２２ 个共有峰中的 １０ 个共有峰为构成鱼腥

草芩蓝口服液指纹图谱的特征峰，其保留时间和峰

面积为 １，各特征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

分别列于表 ２ 和表 ３，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

与对照指纹图谱相似度分别为 ０．９８９、０．９９２、０．９８１、
０．９５４、０．９９８、０．９９８、１．０００、０．９９７、０．９９７、０．９９４。

图 ６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共有模式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ＰＬ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１０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ａ．绿原酸；ｅ．黄芩苷；ｇ．连翘苷；ｉ．精氨酸

图 ７　 对照品 ＨＰＬＣ 图谱

Ｆｉｇ ７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图 ８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纵向叠加图

Ｆｉｇ ８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ｏｆ ＨＰＬ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１０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ｕｘｉｎｇｃａｏｑｉｎｌ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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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０ 批样品共有指纹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Ｔａｂ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０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编号

峰号

１ ２ ４ ５ ６ ９ １３ １５ １６Ｓ ２０

Ｓ１ ０．２１７ ０．３８３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８ ０．５７５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３ ０．９３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４

Ｓ２ ０．２１８ ０．３８２ ０．５１４ ０．５４７ ０．５７６ ０．７８１ ０．８５０ ０．９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６

Ｓ３ ０．２１６ ０．３８３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８ ０．５７８ ０．７８０ ０．８５１ ０．９３９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９

Ｓ４ ０．２１９ ０．３８０ ０．５１８ ０．５４９ ０．５７９ ０．７８９ ０．８５１ ０．９２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１

Ｓ５ ０．２１５ ０．３８１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６ ０．５７７ ０．７８８ ０．８５２ ０．９３３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８

Ｓ６ ０．２２０ ０．３８４ ０．５１９ ０．５４８ ０．５７４ ０．７８５ ０．８５５ ０．９３５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１

Ｓ７ ０．２１９ ０．３８５ ０．５２０ ０．５４７ ０．５７４ ０．７８６ ０．８５６ ０．９３６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９

Ｓ８ ０．２１８ ０．３８５ ０．５１５ ０．５４６ ０．５７８ ０．７８７ ０．８５５ ０．９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５

Ｓ９ ０．２１７ ０．３８１ ０．５１６ ０．５４３ ０．５７９ ０．７８９ ０．８５７ ０．９３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５

Ｓ１０ ０．２１９ ０．３８２ ０．５１９ ０．５４４ ０．５７６ ０．７８４ ０．８５２ ０．９３８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７

平均 ０．２１８ ０．３８３ ０．５１７ ０．５４７ ０．５７７ ０．７８５ ０．８５３ ０．９３４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６

表 ３　 １０ 批样品共有指纹峰的峰面积比值

Ｔａｂ 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ａｋ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０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
编号

峰号

１ ２ ４ ５ ６ ９ １３ １５ １６Ｓ ２０

Ｓ１ １．９２４ ２．９９０ ３．１２６ １．２９６ ２．２４６ ２．２５８ ２．３６０ １．５１３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７

Ｓ２ １．１８８ １．５３８ １．７００ １．０３６ １．０９４ １．１００ １．３５７ １．３７２ １．０００ １．３９７

Ｓ３ １．２１４ １．７２５ １．８６４ １．０７７ １．１９８ １．２０２ １．３９２ １．３４８ １．０００ １．３７３

Ｓ４ １．１６８ １．５７４ １．７６６ １．０７７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５ １．３９９ １．４０８ １．０００ １．４１０

Ｓ５ １．２０４ １．５３２ １．５６６ ０．７３９ １．１８７ １．１８６ １．１２７ ０．８８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６

Ｓ６ １．４７１ ２．２３４ ２．３２８ ０．８７４ １．３１９ １．３２５ １．４２２ １．３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８８

Ｓ７ ０．９７２ １．０９７ ０．９９１ １．１０６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９ １．０７０ １．０２１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７

Ｓ８ １．０９３ １．６６１ １．６８５ ０．９８４ １．１００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４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０

Ｓ９ １．２７２ １．３５７ １．４１２ ０．４３４ ０．８２０ ０．８２３ １．０４２ ０．８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０７

Ｓ１０ １．３３６ １．３５６ １．４５７ ０．８４５ ０．８２８ ０．８９５ １．００９ ０．８４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４４

平均 １．２８４ １．７０６ １．７９０ ０．９４７ １．１８５ １．１９６ １．３２７ １．１６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８９

３．３　 方法学考察

３．３．１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样品，按样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以黄

芩苷的峰面积为考察指标，连续进样 ６ 次，ＲＳＤ 值

为 ０．５９％（ｎ＝ ６），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３．３．２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样品，按样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以黄

芩苷的峰面积为考察指标，分别在 ０、６、１２、１８、２４ ｈ
测定 ＨＰＬＣ 色谱图，ＲＳＤ 值为 ０．８３％（ｎ ＝ ６），表明

样品在 ２４ ｈ 内稳定。
３．３．３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样品，按样品溶液制备方法平行操作制备 ６ 份供试

品溶液，以黄芩苷的峰面积为考察指标，ＲＳＤ 值为

１．０５％（ｎ＝ ６），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色谱条件的选择与确定　 研究过程中对样品

的溶剂及色谱条件中流动相、检测波长、柱温、流速

进行了严格的选择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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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５０％甲醇溶解的样品出峰数量多，
基线平稳，且峰形较好，因此选用 ５０％甲醇作为供

试品溶液所用溶剂。 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进

行了紫外（２００ ｎｍ ～ ４００ ｎｍ）全波长扫描，结果表

明，在 ２４０ ｎｍ 下出峰最丰富，峰形最好，其他波长

下未见新成分色谱峰，因此选定 ２４０ ｎｍ 为指纹图

谱测定波长。 同一条件下考察柱温对各峰的影响，
结果相似，考虑到对色谱柱寿命的影响［７－８］，最后选

定 ２５ ℃作为最佳条件。 流动相条件优化时分别比

较了甲醇－０．４％磷酸水溶液、乙腈－０．４％磷酸水溶

液作为流动相的分离效果，结果表明同一条件下甲

醇较乙腈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分离效果好，出峰

较多，峰形较好。 因此，选择甲醇－０．４％磷酸水溶

液作为流动相。 比较甲醇－０．４％磷酸水溶液系统 ５
种不同梯度变化程序，结果表明，按表 １ 梯度程序

洗脱，在 ２４０ ｎｍ 波长下色谱峰分离情况较好。 考

察了上述选定条件下 ６０ ｍｉｎ 色谱图，发现 ５０ ｍｉｎ
后无特征峰出现，故将分析时间定为 ５０ ｍｉｎ。
４．２　 参照峰的选择与确定　 指纹图谱中选择的 １０
个特征峰在色谱图共有峰中均属相对含量较大、分
离度较好的色谱峰。 不仅包括了该制剂大部分原

料药的主要成分，还包括了该制剂现有质量标准中

用于质量控制的可控成分黄芩苷、绿原酸、连翘苷

和精氨酸，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芩中的黄酮类成

分是其发挥药理活性的基础［９－１０］，其中黄芩苷是最

主要的活性成分之一，亦具有较好的抗菌、抗病毒、
抗炎及抑制免疫作用［１１－１２］；金银花和鱼腥草中的

绿原酸、连翘中的连翘苷也具有良好的抗菌、抗病

毒等作用［１３－１５］，板蓝根中的精氨酸能够参与机体

一系列免疫过程［１６－１８］，其中黄芩苷出峰时间适中

且有法定对照品，故选取其作为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指纹图谱的参照峰。
４．３　 色谱指纹图谱的建立和辨认　 通过多批次鱼

腥草芩蓝口服液样品指纹图谱分析，建立了不同批

次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指纹图谱，并通过单味药材

及复方色谱图对比，进行色谱峰的指认，对 ２２ 个共

有峰进行了相应的药材来源归属。 鱼腥草芩蓝口

服液具有较稳定的特征指纹图谱，大部分峰形尖

锐，分离度好。 ２２ 个共有峰中源自板蓝根的色谱峰

较少，仅有 １ 个；其余四味药材相对均匀分布，源自

鱼腥草、黄芩、连翘、金银花的色谱峰个数分别为 ５、
８、７、９，且源自黄芩的相对峰面积明显大于其他峰

面积。
以黄芩苷为参照峰确定了鱼腥草芩蓝口服液

的 １０ 个特征峰，并通过相似度评价系统软件得到

１０ 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对照指纹图谱及各批样

品与对照指纹图谱之间的相似度。 结果 １０ 批样品

相似度分别为 ０． ９８９、０． ９９２、０． ９８１、０． ９５４、０． ９９８、
０．９９８、１．０００、０．９９７、０．９９７、０．９９４，均在 ０．９ 以上。

试验结果表明，鱼腥草芩蓝口服液体外所含化

学成分可以通过指纹图谱表达，为全面控制该制剂

质量奠定了基础。
４．４　 结论 　 复方中药口服液成分复杂，仅测定某

种单一的成分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制剂的质量，利用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最大程度地显示复方的

内在特性，实现全面控制产品质量的目的。
经过反复试验研究，对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指纹

图谱的分析条件进行逐级优化，确定样品的处理方

法，并建立了不同批次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指纹图

谱，且经方法学验证证明指纹图谱方法可行。
鱼腥草芩蓝口服液指纹图谱的建立，可依据多

个信息质量参数进行全方位的质量变动监控，直观

而全面的揭示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质量变化特征，
为鱼腥草芩蓝口服液的质量控制提供了重要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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