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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麻杏石甘口服液中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 ３ 种成分含量的一测多

评方法。 以盐酸麻黄碱为内参物，建立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与盐酸麻黄碱的相对校正因子，分
别采用外标法与一测多评法测定 ３ 种成分的含量，比较两种方法测得结果的差异，验证一测多评方

法的可行性。 盐酸麻黄碱与盐酸伪麻黄碱、苦杏仁苷的相对校正因子分别为 １． ２３３ 和 ２． ７４１，一测

多评法与外标法测定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相对误差小于 ０． ３％ 。 一测多评法运用于麻杏石甘口服液

的含量测定准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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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１ ２３３ ａｎｄ ２． ７４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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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ＱＡ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０． ３％ ． Ｔｈｅ ＱＡ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ｎｇ Ｓｈｉｇａｎ Ｏ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ＡＭＳ； ＨＰＬＣ； Ｍａｘｉｎｇ Ｓｈｉｇａｎ Ｏ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Ｐｓｅｕｄｏ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Ａｍｙｇｄａｌｉｎ

　 　 麻杏石甘汤是汉代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
的经典名方［１］，采用中药材麻黄、苦杏仁、石膏和炙

甘草经水煎而成，具有辛凉宣肺、清热平喘的功

效［２］，现代医学常用于治疗风热感冒、急慢性支气

管炎、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等疾病，有广阔的

临床应用，因此，麻杏石甘汤的质量控制尤为重要。
中药复方汤剂的成分复杂，要对其进行质量测定，
需要多种中药对照品，且方法复杂繁琐，成本高昂。
王智民等于 ２００６ 年首次提出了一测多评法（Ｑｕａｎ⁃
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
ｍａｋｅｒ， ＱＡＭＳ） ［３ － ８］，该方法是以简单、经济、稳定

的有效成分为内参物，建立内参物与其他成分之间

的相对校正因子（ ｆ ｋ ／ ｓ），最终通过 ｆ ｋ ／ ｓ计算出其他成

分含量的方法。 研究旨在建立一种 ＱＡＭＳ 法测定

麻杏石甘口服液中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

杏仁苷 ３ 种成分含量的方法，以实现对麻杏石甘口

服液多指标成分的质量评价。
１　 仪器与材料

１． １　 仪器 　 Ｗａｔｅｒｓ ｅ２６９５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沃特世公司）；安捷伦 １２６０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安捷伦公司）；ＭＥ２０４ 电子天平 （上海梅特勒公

司）；ＭＥ５５ 电子天平（上海梅特勒公司）；超声波清

洗器（宁波新芝公司）；０． ４５ μｍ 过滤器（日本岛津

公司）。
１． ２ 　 材料与试剂 　 盐酸麻黄碱（批号：１７１２４１ －
２０１５０８；含量以 ９９． ８％ 计）、盐酸伪麻黄碱（批号：
１７１２３７ － ２０１５１０；含量以 ９９． ８％ 计）、苦杏仁苷（批
号：１１０８２０ － ２０１６０７；含量以 ９０． ７％计）对照品均购

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麻杏石甘口服液由瑞

普（天津）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乙腈，色谱纯；甲
醇，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ＣＯＳＭＯＳＩＬ ５Ｃ１８ － ＭＳ －

Ⅱ柱（４． ６ ｍｍ Ｌ． Ｄ． × ２５０ ｍｍ，５ μｍ）；柱温：２５ ℃；
流速：１ ｍＬ ／ 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０７ ｎｍ；流动相：０． １％
（体积分数，下同）Ｈ３ＰＯ４ － 乙腈，流动相梯度洗脱

方法如表 １，色谱图如图 １。

表 １　 梯度洗脱方法

Ｔａｂ １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ｌμ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ｒｄ
时间 ／ ｍｉｎ 乙腈 ／ ％ ０． １％Ｈ３ＰＯ４ ／ ％

０ １ ９９

５ １ ９９

１０ ４ ９６

２０ ８ ９２

４０ ８ ９２

４５ １ ９９

２． ２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确吸取麻杏石甘口服

液 １ ｍＬ，加入 １ ｍＬ １． ４４％ Ｈ３ＰＯ４ － 甲醇（１∶ ４）溶
液，混匀后，８０００ ｒ ／ ｍｉｎ，离心 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经

０． ４５ μｍ 过滤器过滤后，装入进样瓶，待上机。
２． ３　 混合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量盐酸麻黄

碱、盐酸伪麻黄碱、苦杏仁苷适量，置于棕色容量瓶

内，用 １． ４４％ Ｈ３ＰＯ４ －甲醇（１∶ ４）溶液溶解并定容。
得到浓度分别为 ８５１． ６２、２５２． ８２ 和 ８４６． ５３ μｇ ／ ｍＬ 的

混合标准品溶液，经 ０． ４５ μｍ 过滤器过滤后，装入

进样瓶，待上机。
２． ４　 去麻黄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按照麻杏石甘

口服液的制备方法，去掉麻黄药材，制备出去掉麻

黄的麻杏石甘口服液，再按照“２． ２”项下方法，制备

得到去麻黄阴性对照溶液。
２． ５　 去苦杏仁阴性对照溶液的制备　 按照麻杏石

甘口服液的制备方法，去掉苦杏仁药材，制备出去

掉苦杏仁的麻杏石甘口服液，再按照“２． ２”项下方

法，制备得到去苦杏仁阴性对照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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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麻杏石甘口服液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Ｆｉｇ １　 ＨＰＬＣ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ｎｇ

Ｓｈｉｇａｎ Ｏ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

２． ６　 方法学考察

２． ６． １　 线性关系考察　 将梯度稀释的混合标准品

溶液按“２． １”项下的色谱条件进行测定，分别记录

峰面积。 以标准品浓度（Ｘ，μｇ ／ ｍＬ）为横坐标，特征

峰面积（Ｙ）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 结果如表 ２ 所

示。 结果表明，各成分标准品在上述线性范围内呈

良好的线性关系。

表 ２　 三个标准品的线性关系

Ｔａｂ ２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μｂｓｔａｎｃｅ
对照品 回归方程 Ｒ２ 线性范围（μｇ ／ ｍＬ）

盐酸麻黄碱 Ｙ ＝ ２６１３５Ｘ ＋ １Ｅ ＋ ０６ ０． ９９８８ １６８． ２２ ～ １２７７． ４４

盐酸伪麻黄碱 Ｙ ＝ ２１２６９Ｘ ＋ ３６７９４３ ０． ９９９４ ４９． ９４ ～ ３７９． ２４

苦杏仁苷 Ｙ ＝ ９３３５． ３Ｘ ＋ ６２０９６１ ０． ９９７９ １６７． ２１ ～ １２６９． ８

２． ６． ２ 　 精密度试验　 取混合标准品溶液适量，按
“２． １”项下的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６ 次，进样量 １０ μＬ，
记录各成分特征峰面积并计算盐酸麻黄碱、盐酸伪

麻黄碱、苦杏仁苷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结果如下表 ３
所示，盐酸麻黄碱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０． ８１％ ，盐酸

伪麻黄碱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０． ５２％ ，苦杏仁苷的

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０． ６８％ ，这一数据表示仪器精密

度良好。

表 ３　 仪器精密度测定结果

Ｔａｂ 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进样次数
盐酸麻黄
碱峰面积

盐酸伪麻黄
碱峰面积

苦杏仁
苷峰面积

１ １６７２５６４ ９３８９８６ １２７２８３７

２ １６５９３０８ ９３５１４５ １２６６６６５

３ １６７３３０３ ９３７４８３ １２８１１７３

４ １６８２１８４ ９４１０７０ １２８５９８２

５ １６９７３０９ ９４４０３１ １２７７８６０

６ １６８９９４２ ９４８８１７ １２９０７５５

ＲＳＤ ／ ％ ０． ８１ ０． ５２ ０． ６８

２． ６． ３　 稳定性试验　 按“２． ２”项下的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分别在 ０，４，８，１２，１６，２４ ｈ 进样，进样量

为 １０ μＬ，按“２． １”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记录各组

分色谱峰峰面积。 稳定性考察结果如下表 ４ 所示，
盐酸麻黄碱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２． ５３％ ，盐酸伪麻

黄碱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１． ２４％ ，苦杏仁苷的峰面

积 ＲＳＤ 值为 １． ６９％ ，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２４ ｈ内
的稳定性良好。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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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稳定性考察结果

Ｔａｂ 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时间
盐酸麻黄
碱峰面积

盐酸伪麻黄
碱峰面积

苦杏仁
苷峰面积

０ １０４４１８２４ ４８５１３０３ ３６７７７５９

４ １０９５３５９７ ４７７４８４８ ３６９５８２４

８ １０８４５５５６ ４８９６４４２ ３６８３４２１

１２ １０５７９８１６ ４７８８１０９ ３８２３１９４

１６ １０８１５８２２ ４７５５４５７ ３７６６０８６

２４ １０２５３６７２ ４８８２９４８ ３７９８４５７

ＲＳＤ ／ ％ ２． ５３ １． ２４ １． ６９

２． ６． ４　 重复性试验　 按“２． ２”项下的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连续进样 ６ 次，进样量为 １０ μＬ，按

“２． １”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记录各组分色谱峰峰

面积。 重复性考察结果如下表 ５ 所示，盐酸麻黄碱

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１． ２１％ ，盐酸伪麻黄碱的峰面

积 ＲＳＤ 值为 ０． ７４％ ，苦杏仁苷的峰面积 ＲＳＤ 值为

１． ２１％ ，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该色谱条件下重复

性良好。
表 ５　 重复性考察结果

Ｔａｂ ５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时间
盐酸麻黄
碱峰面积

盐酸伪麻黄
碱峰面积

苦杏仁
苷峰面积

１ １２６９９３６ ４７６９３０７ ３５８６６８９

２ １２１６１６５３ ４７０２４６５ ３６３１１２８

３ １２２０５５０２ ４７９８４６２ ３６１７９５８

４ １２０３０１４８ ４７１６３９２ ３５９９３６２

５ １１９１１６０６ ４７４１８４４ ３５３１１９０

６ １１８６０５３５ ４７５１６１０ ３５２９８１３

ＲＳＤ ／ ％ １． ２１ ０． ７４ １． ２１

２． ６． ５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盐酸麻黄碱、盐
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含量的麻杏石甘口服液适

量，按“２ ２” 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记为

Ａ 液。
制备含盐酸麻黄碱 １２６７． ４６ μｇ ／ ｍＬ、盐酸伪麻

黄碱 ９４８． １ μｇ ／ ｍＬ、苦杏仁苷 １２６９． ８ μｇ ／ ｍＬ 的混

合标准品溶液 ２ ｍＬ，用 １． ４４％ Ｈ３ＰＯ４ －甲醇（１∶ ４）

溶液稀释至 ７． ４ ｍＬ，记为 Ｂ 液。

分别按照 Ａ 液 １２００、１０００、８００ μＬ 和 Ｂ 液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 μＬ 混合均匀，得到 ６ 份加样检测溶液。
按“２． １”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记算各组分的平均

回收率和 ＲＳＤ 值，其检测结果如下表 ６ 所示。 根据

表内数据，本方法的加样回收率在 ９９％ ～ １０３％ 范

围内，且 ＲＳＤ 值小于 ２％ ，表明本试验的供试品处

理方法准确可行。
表 ６　 各成分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ｎ ＝６）

Ｔａｂ 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ｎ ＝６）

成分
原有量 ／

（μｇ·ｍＬ － １）
加入量 ／

（μｇ·ｍＬ － １）
测得量 ／

（μｇ·ｍＬ － １）
回收
率 ／ ％

平均回
收率 ／ ％

盐酸麻
黄碱

２５６． ４３ １３７． ０２ ３９５． １１ １０１． ２１

２５６． ４３ １３７． ０２ ３９６． ４２ １０２． １７

２１３． ７０ １７１． ２８ ３９１． ０１ １０３． ５２ １０２． ３３

２１３． ７０ １７１． ２８ ３９０． ９１ １０３． ４６ ０． ９５

１７０． ９６ ２０５． ５４ ３８０． ９８ １０２． １８

１７０． ９６ ２０５． ５４ ３７９． ４８ １０１． ４５

盐酸伪
麻黄碱

１２４． １６ １０２． ５０ ２２９． ２８ １０２． ５６

１２４． １６ １０２． ５０ ２２９． ８４ １０３． １０

１０３． ４７ １２８． １２ ２３４． ６０ １０２． ３５ １０２． ００

１０３． ４７ １２８． １２ ２３４． ３１ １０２． １２ １． ０６

８２． ７８ １５３． ７４ ２３６． ４６ ９９． ９６

８２． ７８ １５３． ７４ ２３９． ４１ １０１． ８８

苦杏
仁苷

１９０． ６１ １３７． ２８ ３３０． １３ １０１． ６３％

１９０． ６１ １３７． ２８ ３３０． ８８ １０２． １８％

１５８． ８５ １７１． ６０ ３３０． ２１ ９９． ８６％ １０２． ２２

１５８． ８５ １７１． ６０ ３３４． ６９ １０２． ４７％ １． ３９

１２７． ０８ ２０５． ９１ ３３９． ５０ １０３． １６％

１２７． ０８ ２０５． ９１ ３４１． ２７ １０４． ０２％

２． ７　 相对校正因子测定

２． ７． １　 计算方法　 取经梯度稀释的混合对照品溶

液进样，按公式 ｆ ｋ ／ ｓ ＝ ｆ ｋ ／ ｆｓ ＝ ＣＫ × ＳＳ ／ ＣＳ × ＳＫ计

算相对校正因子。 其中：ＣＫ为内标物浓度；ＳＫ为内

标物峰面积；ＣＳ为组分的浓度；ＳＳ为组分的峰面积。
以盐酸麻黄碱为内标物，计算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

仁苷的相对校正因子，结果如表 ７ 所示，其相对校

正因子的 ＲＳＤ 值均小于 ２％ ，表明该方法具有较好

的可行性。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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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各组分相对校正因子

Ｔａｂ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μ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μｅｎｔｓ
浓度梯度 ｆ盐酸麻黄碱 ／ 盐酸伪麻黄碱 ｆ盐酸麻黄碱 ／ 苦杏仁 苷

１ １． ２２９ ２． ７８６

２ １． ２１２ ２． ７６６

３ １． ２４３ ２． ７０８

４ １． ２４７ ２． ７３２

５ １． ２３８ ２． ７３６

６ １． ２２８ ２． ７１８

平均值 １． ２３３ ２． ７４１

ＲＳＤ 值 ／ ％ １． ０２ １． ０７

２． ７． ２　 重现性考察　 使用不同型号的高效液相色

谱仪和色谱柱对相对校正因子进行测定，计算平均

值，考察其对 ｆ ｋ ／ ｓ的影响，结果如表 ８ 所示，其在不

同型号的色谱仪和色谱柱下测得的相对校正因子

的 ＲＳＤ 值小于 １％ ，表明该方法的重现性良好，具
有较好的可行性。

表 ８　 不同仪器和色谱柱的相对校正因子

Ｔａｂ 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仪器 色谱柱 ｆ盐酸麻黄碱 ／ 盐酸伪麻黄碱 ｆ盐酸麻黄碱 ／ 苦杏仁苷

Ｗａｔｅｒｓ
５Ｃ１８ － ＭＳ － Ⅱ １． ２２１ ２． ７４３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 １． ２２７ ２． ７５２

安捷伦
５Ｃ１８ － ＭＳ － Ⅱ １． ２３６ ２． ７７９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 １． ２３９ ２． ７８１

平均值 １． ２３１ ２． ７６４

ＲＳＤ ／ ％ ０． ６７ ０． ６９

２． ７． ３　 色谱峰定位　 利用相对保留时间对待测组

分进行定位，以盐酸麻黄碱为参照，分别考察盐酸

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在不同高效液相色谱仪和色

谱柱的相对保留时间值，试验结果如表 ９ 所示，盐
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对盐酸麻黄碱的相对保留

时间的变化较小，可以用来进行色谱峰的定位。

表 ９　 不同仪器和色谱柱的相对保留时间

Ｔａｂ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仪器 色谱柱 Ｔ盐酸麻黄碱 ／ 盐酸伪麻黄碱 Ｔ盐酸麻黄碱 ／ 苦杏仁苷

Ｗａｔｅｒｓ
５Ｃ１８ － ＭＳ － Ⅱ １． ０５３ ２． １１３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 １． ０５４ ２． １５６

安捷伦
５Ｃ１８ － ＭＳ － Ⅱ １． ０５１ ２． ０３７

Ａｃｃｌａｉｍ Ｃ１８ １． ０４９ １． ９９８

平均值 １． ０５２ ２． ０７６

ＲＳＤ ／ ％ ０． １９３ ３． ４４９

２． ７． ４ 　 样品含量测定　 取麻杏石甘口服液 ６ 批，
分别按照“２． ２”项下方法制备成供试品溶液，编号

１ ～ ６，并按照“２． １”项下色谱条件分别采用外标法

和一测多评法进行测定并计算，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由表可知，两种方法测得的麻杏石甘口服液中盐酸

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含量的相对误差小于 ０． ３％ ，
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建立的一测多评方法具有较

好的可行性。

表 １０　 外标法和一测多评法测定各组分含量结果

Ｔａｂ １０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ｒ（ＱＡＭＳ）

样品
编号

盐酸麻黄碱 ／ （μｇ·ｍＬ － １）
盐酸伪麻黄碱 ／ （μｇ·ｍＬ － １） 苦杏仁苷 ／ （μｇ·ｍＬ － １）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外标法 一测多评法

１ ４２７． ３９ ２０６． ９４ ２０６． ５２ ３１７． ６９ ３１６． ３８

２ ４２７． ０８ ２０６． ８７ ２０６． ２１ ３１６． ８９ ３２０． ６４

３ ４２８． ７５ ２０７． ８１ ２０７． ４０ ３１８． ２２ ３１９． ４７

４ ４２８． ７５ ２０７． １３ ２０６． ６２ ３１７． ５４ ３１９． ４７

５ ４２６． ８９ ２０６． ３１ ２０６． ４６ ３１５． ９８ ３１９． １９

６ ４２８． ３１ ２０８． １１ ２０６． ２８ ３１８． ２４ ３１７． ７９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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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内标物的选择 　 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

和苦杏仁苷是麻杏石甘口服液中起作用的主要成

分，均有较高的含量，由于盐酸麻黄碱理化性质稳

定，且 ２０１５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咳喘宁

口服液质量评价以盐酸麻黄碱计，所以，选择盐酸

麻黄碱作为内标物。
３． ２　 色谱条件的选择　 使用可见分光光度计对混

合对照品溶液进行全波长扫描，综合考虑盐酸麻黄

碱、盐酸伪麻黄碱和苦杏仁苷的最大光吸收，选择

２０７ ｎｍ 为检测波长。
供试品采用水、３０％ 甲醇、６０％ 甲醇和 １． ４４％

Ｈ３ＰＯ４ －甲醇（１∶ ４）溶液按 １∶ １ 比例混合均匀进行

提取，经离心、过滤后进样，比较发现使用 １． ４４％
Ｈ３ＰＯ４ －甲醇（１∶ ４）溶液进行处理的供试品色谱图

的峰型好，分离度高。
流动相参照相关文献采用乙腈 － 磷酸缓冲液

（０． ０２ ｍｏｌ·Ｌ － １磷酸，０． ０５％三乙胺、３． １２ ｇ 磷酸二

氢钠，ｐＨ ＝３）、乙腈 － 甲醇 － ０． １％ 磷酸溶液、乙腈

－ ０． １％ 磷酸溶液等按不同体积分数、不同比例进

行等度和梯度洗脱，其中，前两种流动相由于所含

成分多，导致色谱图中存在较多溶剂峰，且梯度洗

脱过程中，基线噪声变化较大；而以乙腈 － ０． １％磷

酸溶液梯度洗脱方法得到的基线最为平稳，各组分

可以同时测定且分离度较好［９ － １０］，故选择乙腈

－ ０． １％磷酸溶液作为流动相。
３． ３　 结论

随着化学药物的药物残留和抗药性问题越来

越严重，人们对中药的需求越来越大。 现有中药的

质量评价多以单一药材的单一成分为指标，表征中

药的质量［１１］。 但是，仅凭单一成分无法反映成分

复杂的中药制剂的优劣，而多成分质量控制使用传

统的外标法检测，又涉及中药标准品紧缺和成本高

昂的问题，所以，研究建立了麻杏石甘口服液的一

测多评方法，利用内标物与待测成分间的相对校正

因子，同时测定多个有效成分的含量，为麻杏石甘

口服液的多指标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１２］。 本文的

不足之处在于未能检测更多来源于不同厂家的麻

杏石甘口服液，对不同厂家产品的相对校正因子进

行考察，因此，要明确本文中一测多评法的普遍适

用性，还需要对更多不同厂家和批次的麻杏石甘口

服液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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