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广藿香 Pogostemon cablin 为唇型科刺蕊草属植

物，别名刺蕊香、藿香，为药材和香料兼用的植物。原

产菲律宾、印度等国家，后传入中国广东地区，目前在

广州、肇庆、湛江、广西、海南等地区均有栽培。广藿香

是临床上常用的芳香化湿药，味辛，性微温；归脾、胃、

肺经，具有芳香化浊，开胃止呕，发表解暑之功能。临

床上主要用于湿浊中阻，脘痞呕吐，暑湿倦怠，胸闷不

舒，寒湿闭暑，腹痛吐泻，鼻渊头痛等症的治疗[1]。除

配方使用外，还是 30余种中成药“藿香正气水”和“藿

胆丸”等的重要组成药味[1]；在工业上作为化妆品和杀

虫剂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配料[2]。

有研究表明广藿香醇可能是广藿香油抗真菌作

用的关键成分，而广藿香酮为抗菌的主要成分[3-4]。由

于化学成分在不同的品种中含量不同，作用偏向和强

度也随之不同，因此在制药工业上应该根据产品的不

同需要，使用相应不同的品种。姜静等人运用薄层鉴

别藿香正气片中广藿香醇，方法重现性好，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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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藿香是藿香正气水等中成药的主要药味，广藿香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广藿香挥发油，为保证药品

的疗效和质量，需建立准确评估广藿香原料品质的检测方法。采用GC-MS法对广藿香挥发油成分进行

了定性和量化分析，得到了九个特征峰。实验结果表明这九个特征峰的重复性、稳定性、重现性良好，适

合作为广藿香挥发油的指纹图谱的基础数据。通过对市售三个不同批次的原料分别进行分析，上述九

个特征峰为三批材料共有的特征峰，因此这9个共有峰可作为广藿香挥发油的指纹图谱。尽管不同批

次样品的挥发油各组分的含量有显著差异。但选择九个特征峰及广藿香酮与广藿香醇的峰面积比值可

以作为控制质量的指标参数。建议在使用广藿香原料时应根据产品的不同特点建立广藿香油的指纹图

谱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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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mponent of Pogostemon cablin is essential oil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n Pogostemon cablin content. The essential oil was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on GC-MS instrument; for controlling the quality, GC fingerprint of Pogostemon cablin was set up.
Nine compounds including patchouli alcohol and pogostone were identified among 9 main peaks in three
samples sold in the market. The fingerprint can help distinguish the quality and assess the differences of
Pogostemon cablin by ratio of patchouli alcohol and pogostone from various areas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quantitative standard by the fingerprint of essential oils extracted from Pogostemon cab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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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限于定性鉴别[5]。刘乡乡等运用GC法测定广霍

香提取物中百秋李醇和广霍香酮的含量[6]，汪小根等

人运用GC-MS联用技术测定了广藿香油中广藿香酮

的含量[7]，均可用于广藿香油的质量监控。胡海燕等

人运用分子蒸馏技术对广藿香油纯化工艺进行研究，

有效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提取率 [8]。市售广藿香原料

品种较复杂，制品工艺各不相同，有效成分也有很大

区别，因此很难确切知道药效和用量。目前还没有文

献报导有关市售广藿香有效成分批次间差异和根据

该差异控制广藿香的内在品质的方法，因此建立原料

和产品的质量标准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使用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方法分析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指

纹图谱法正在逐步成为目前控制药用植物材料及其

制剂质量的重要手段 [9]。作者使用上述方法对三批

市售广藿香的成分进行了初步分析，这些结果对制定

广藿香原料及以广藿香为原料的制品标准提供了重

要线索，尤其在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提取和质量控制

上有着现实意义。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安捷伦-5975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

DB-5 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1.2 植物材料

试验所用材料广藿香为市售样品，根据不同采样

点，分别把样品编为三个批号，它们分别是样品

071196、样品080213和样品070754。实验所用试剂均

为国产色谱纯。

2 实验方法及结果

2.1 挥发油的提取

按中国药典（2005年版）附录XD挥发油测定法甲

法提取挥发油[1]，收集备用。从不同样品里提取的挥

发油分别按照其原料批号命名为提取物071196，提取

物080213，提取物070754。

2.2 GC-MS分析条件

色谱柱为 DB-5 弹性石英毛细管柱（50 m ×

0.25 mm×0.25 μm），初始温度 50 ℃，停留 2 min；程序

升温5 ℃至 240 ℃用时15 min，240 ℃保持5 min；气化

室温度 260 ℃；进样量 0.05 μl；分流比 50∶1；载气为高

纯氦气，接口温度为200 ℃。

质谱条件：EI 离子源，离子源温度200 ℃，电子能

量 70eV，扫描质量范围 30~500u；溶剂延迟。标准图

库NIST，16万张。

2.3 供试品液的制备

把上述三种挥发油提取物分别用无水硫酸钠干燥

后用正己烷稀释到适当浓度（500 倍），以 0.2μm微孔

滤膜滤过，即得。所得产品分别命名为供试品液

071196，供试品液080213和供试品液070754。

2.4 重复性、稳定性和重现性试验

取供试品液071196进行分析，连续重复进样5次，

9个特征峰相对保留时间RSD均小于0.2%，相对含量

RSD均小于 3%，数据结果表明仪器及色谱条件精密

度良好，适合本样品的检测。

取供试品液071196放置于室温，分别于1、2、4、8、

24 h进样，每次检测出现的 9个特征峰相对保留时间

RSD均小于0.4%，相对含量RSD均小于3%，这些数据

结果表明样品在 24 h内取供试品液 071196成分无显

著变化，样品稳定性较好。

取样品 071196，将其分为 5 份，分别提取挥发油

后，得到五种提取物。把这五种提取物分别按照2.3的

办法稀释，得到五种供试品液，分别命名为供试品液

071196-1，供试品液 071196-2，供试品液 071196-3，供

试品液 071196-4，供试品液 071196-5。把这五种供试

品液分别按照2.2的条件上样分析，每个供试品液都出

现9个特征峰。五种供试品液的9个特征峰相对保留

时间RSD均小于 0.5%，相对含量RSD均小于 2%，数

据结果表明样品的检测重现性良好，建立的方法可以

作为广藿香的指纹图谱质量标准。

3 样品的检测

把从2.3得到的三种供试品液分别按上述方法分

别进样分析，每个供试品液的9个主要成分的（相对含

量 1%以上）相对含量见表 1，不同供试品液的挥发油

GC指纹图谱见图1。

表1 不同批次广藿香样品挥发油主要成分相对含量 （%）

批号

071196

080213

070754

峰1

6.12

5.43

4.72

峰2

2.21

1.21

1.47

峰3

3.28

3.31

4.17

峰4

17.15

15.14

16.02

峰5

9.40

7.82

8.36

峰6

8.45

8.33

8.53

峰7

2.84

3.59

3.85

峰8

21.56

39.54

27.46

峰9

26.91

13.71

20.81

广藿香酮/广藿香醇

1.25

0.35

0.76

4 主要色谱峰分析

用安捷伦-5975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并分

析供试品液 071196，然后对检测到的 9个特征色谱峰

进行鉴别，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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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经实验研究建立的指纹图谱重复性良好，稳定性

和重现性能够满足实验要求，通过对不同批次的广藿

香挥发油气相色谱图进行分析，发现有 9个共有峰含

量较高，特征明显，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峰位和大致的

比例关系，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较清楚地显示出指纹图

表2 广藿香（071196）挥发油GC-MS分析结果

保留时间/min

相对分子量

化合物名称

1

14.41

204

β-广藿香烯

2

14.48

204

β-榄香烯

3

14.99

204

刺蕊草烯

4

15.24

204

α-愈创木烯

5

15.34

204

α-广藿香烯

6

15.51

204

δ-愈创木烯

7

16.11

204

蓝桉醇

8

16.24

222

广藿香醇

9

18.42

224

广藿香酮

图1 不同批次广藿香挥发油气相色谱指纹图谱

a, 供试品液071196; b, 供试品液080213; c供试品液07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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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批次广藿香挥发油气相色谱指纹图谱

a, 供试品液071196; b, 供试品液080213; c供试品液07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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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的特有属性，适合作为评价指标峰进行品质的鉴定，

样品之间的差异未影响指纹图谱的整体特征。

有研究表明广藿香油对皮肤癣菌具有特异性抑制

作用，其最小抑菌浓度（MIC）在 50~400 μl/L。进一步

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广藿香醇、愈创木烯和广

藿香烯是最重要的化合物。另外广藿香油对新型隐球

菌、球毛壳菌和短柄帚霉的生长有抑制作用，深入研究发

现，其化学成分中的广藿香酮为抗菌主要成分之一[10]。

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批次的广藿香挥发油主要成分基本

相同，但含量有较大差异，提示可能由于产地和采收季

节的差异，对产品的品质产生影响。因此可将广藿香

酮与广藿香醇的峰面积比值作为控制质量的指标参

数；并且由于其中广藿香酮和广藿香醇含量的差异，其

主要成分的专属性药用价值也因此应当在入药时予以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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