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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不同产地绞股蓝的水分、灰分和浸出物含量，并设置其质量控制项目和限量，为提

升绞股蓝的质量标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中相关检测方法对绞股

蓝中的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不同产地、不同部位的绞股蓝

水分、浸出物、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之间有一定差异。所有 75 批次绞股蓝，全草的含水量最高，与龙须、

叶、茎和叶 3 种部位的含水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药用绞股蓝水分含量为 8.31%~12.78%，总灰分含量为

9.41%~20.19%，酸不溶性灰分含量除样品部位为茎之外的 19 批样品外均在 0.57%~6.99% 范围，水溶性浸出物

含量为 20.86%~39.79%。55 批次茶饮绞股蓝中，水分含量仅 14 批次达标，总灰分含量 19 批次合格，产地为陕西、

湖北和福建的绞股蓝浸出物含量较其他省份高。【结论】结合试验结果并综合分析药用、茶饮绞股蓝的质量控制，

建议制定统一标准。将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和水溶性浸出物（热提法）4 项检查设为各省绞股蓝药材质

量控制项目，拟定药用绞股蓝的水分、总灰分含量分别不得超过 12.0%、16.0%，酸不溶性灰分不高于 3.0%，水

溶性浸出物（热浸法）含量不低于 25.0%；茶饮绞股蓝可依据使用部位不同制定相应的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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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moisture, ash and extract conten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GP) from different 

origins were studied, and the items and limits of quality control were set up 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standard of GP. 【Method】The contents of moisture,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and water-sol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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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s of GP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20 Edition).【Result】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among the moisture, water-soluble extract, total ash and acid-insoluble ash of GP from different origins and different parts. 

Among all 75 batches of GP,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whole plant was the highest, which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hree parts of tendrils, leaves and stem mixed with leaves. Among them,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medicinal GP 

ranged from 8.31% to 12.78%; the total ash content ranged from 9.41% to 20.19%; the acid-insoluble ash content in 19 batches 

of samples (except for stems) ranged from 0.57% to 6.99%; and the water-soluble extract content was between 20.86% and 

39.79%. Among 55 batches of tea GP, only 14 batches of moisture content and 19 batches of total ash content were qualified, 

the extract content of GP from Shaanxi, Hubei and Fujian wan higer than that from other provinces.【Conclusion】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edicinal and tea GP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unified standard should be developed. Four items of moisture,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and water-soluble extracts should 

be set as quality control inspection items of medicinal GP in each province, including: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medicinal GP 

should not exceed 12.0%, the total ash content should not exceed 16.0%, the acid-insoluble ash content should not exceed 3.0%, 

and the water-soluble extract content should not be less than 25.0%; while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s of tea GP can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use of different parts.

Key words: medicinal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ea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quality standard; moisture; acid-

insoluble ash; water-soluble extract

【 研 究 意 义 】 绞 股 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Thunb.）Makino〕为葫芦科绞股蓝

属多年生草质攀援植物［1］，是常用的中草药之一，

又名五叶参、七叶胆。绞股蓝是除五加科植物外

含有人参皂苷成分的药用植物之一，主要分布在

湖南、云南、广西等省区，因此有“南方人参”

的美称［2］。最早作为救荒的野菜食物记载于《救

荒本草》［3］。《中华本草》记载其以全草入药，

味苦，微甘，性凉，归肺、脾和肾经，具有清热、

补虚、解毒的功效，主治体虚乏力、虚劳失精。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在 2002 年将绞股蓝列为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药物之一；2017 年福建省中药

材产业协会将其列入“福九味”，作为福建省重

点 发展的中药材。目前，绞股蓝已有 10 余个省级

中药材标准，但尚未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其质量标准只

有性状鉴别、显微鉴别，或水分、总灰分、浸出

物含量测定，未能全面反映和评价绞股蓝的质量。

【前人研究进展】现代化学成分研 究表明，

绞股蓝主要含有皂苷类、黄酮类和多糖类成分以

及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等［4-7］。药理

研究表明，绞股蓝具有抗肿瘤［8］、镇静抗焦虑［9］、

降血脂［10］、抗氧化以及延缓衰老等重要作用［11］。

质量研究主要涉及农残、重金属、总苷提取物和

总苷片制剂、配方颗粒［3，12-16］等方面。近年来，

绞股蓝的各种茶类饮料、口服液、养生酒以及食

品添加剂等销售量巨大，但其质量控制体系还不

够完善，关于药材中水分、灰分、浸出物含量的

相关标准和研究较少。

【本研究切入点】水分、灰分等是影响中药

材和代用茶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水分超过一定

范围容易在储藏过程中霉变、潮解，导致虫害或

者变质［17］。为了能更安全有效地利用绞股蓝，

本试验以不同产地的绞股蓝为研究对象，比较不

同产地药用和茶饮绞股蓝的水分、灰分、酸不溶

性灰分、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拟解决的关键

问题】本研究通过评价不同产地药用和茶饮绞股

蓝的质量，明确各质量控制项目的限量，以期为

提升绞股蓝的质量标准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样品：包括产自陕西、福建、广西、安徽、

河北、江西等不同省区的绞股蓝样品（均被加工

成药材或茶叶），购于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等多

个药材市场，共计 75 批次，其中药用绞股蓝 20 批、

茶饮绞股蓝 55 批（表 1）。供试样品存放于福建

中医药大学中药资源标本馆，经福建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范世明正高级实验师鉴定为绞股蓝。根据

采摘部位不同，绞股蓝样品分全草、茎和叶、茎、

叶、龙须（图 1、图 2）。全草即为绞股蓝的地上

全草；茎和叶为绞股蓝距离地面 15 cm 以上的整

株茎蔓；叶为绞股蓝整株茎蔓 2/5~4/5 之间的叶；

龙须为绞股蓝顶尖 6~12 cm 的嫩芽尖（须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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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茎尖）；茎为绞股蓝整株茎。

主要试剂：5% 硝酸银水溶液（南京森贝伽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酸和无水乙醇（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与设备：恒温水浴锅（苏州珀西瓦实验

设备有限公司）、XM7D-8222 型电热恒温干燥箱

表 1　绞股蓝样品来源

Table 1　Sample source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样品
批次

Sample 
batch

产地
Origin

部位
Part

中药材市场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Market 

规格
Specification

用途
Purpose

样品
批次

Sample 
batch

产地
Origin

部位
Part

中药材市场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Market 

规格
Specification

用途
Purpose

1 云南 全草 安徽亳州 统货 药用 39 湖南 龙须 广西玉林 无 茶饮

2 安徽亳州 全草 安徽亳州 统货 药用 40 福建 茎和叶 广西玉林 无 茶饮

3 安徽 全草 安徽亳州 统货 药用 41 广西南宁 茎和叶 广西玉林 无 茶饮

4 安徽 全草 安徽亳州 统货 药用 42 安徽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5 安徽 全草 安徽亳州 统货 药用 43 安徽毫州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6 四川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4 云南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7 福建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5 江西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8 陕西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6 福建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9 湖南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7 江苏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0 湖南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8 陕西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1 河南 全草 河北安国 统货 药用 49 广西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2 福建 全草 广西玉林 统货 药用 50 云南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3 广西 全草 广西玉林 统货 药用 51 安徽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4 湖南 全草 江西樟树 统货 药用 52 广西 茎和叶 江西樟树 无 茶饮

15 广西 全草 江西樟树 统货 药用 53 福建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16 四川 全草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药用 54 福建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17 福建 茎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药用 55 安徽黄山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18 四川 全草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药用 56 吉林长白山 全草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19 湖北 全草 成都荷花池 无 药用 57 吉林长白山 全草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0 陕西平利 全草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药用 58 陕西平利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1 福建 茎和叶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59 福建 龙须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2 江西 茎和叶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60 陕西平利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3 陕西 龙须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61 福建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4 广西 茎和叶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62 湖北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5 陕西 茎和叶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63 福建 叶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茶饮

26 湖北 茎和叶 安徽亳州 统货 茶饮 64 福建 叶 成都荷花池 统货 茶饮

27 陕西 茎和叶 河北安国 选货 茶饮 65 云南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8 陕西 茎和叶 河北安国 选货 茶饮 66 安徽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29 陕西平利 龙须 河北安国 选货 茶饮 67 陕西平利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0 甘肃 茎和叶 河北安国 统货 茶饮 68 陕西平利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1 陕西平利 茎和叶 广西玉林 选货 茶饮 69 四川古蔺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2 福建漳州 茎和叶 广西玉林 统货 茶饮 70 贵州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3 广西 茎和叶 广西玉林 统货 茶饮 71 陕西平利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4 广西 茎和叶 广西玉林 统货 茶饮 72 甘肃 龙须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5 福建龙岩 茎和叶 广西玉林 统货 茶饮 73 陕西平利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6 福建 龙须 广西玉林 选货 茶饮 74 安徽黄山 茎和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7 湖北十堰 茎和叶 广西玉林 统货 茶饮 75 陕西平利 叶 成都荷花池 无 茶饮

38 湖南 龙须 广西玉林 无 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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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宏实验仪器厂有限公司）、SHB-III 循

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BSA224S 型万分之一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

器（北京）有限公司〕、KSW-4D-11 箱式电阻炉（上

海实验电阻炉）、调节式万用电炉（南通市长江

光学仪器有限公司）、XS-05 药材粉碎机（上海

兆申科技有限公司）。

1.2　试验方法

1.2.1　水分测定　采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

四部通则 0832 中的烘干法测定绞股蓝样品水分。

取绞股蓝样品约 3 g，平铺于烘至恒重的称量瓶

中，厚度不超过 10 mm，精密称定，将称量瓶放

入 105 ℃烘箱中，瓶盖打开，干燥 5 h 后取出，

移置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 后，取出精密称定，再

按上述方法进行干燥 1 h，放冷，精密称重，计算

两次称重的差异，直至连续两次称量差异不超过

5 mg。平行操作 3 次，计算样品的含水量。

1.2.2　灰分测定　（1）总灰分：参照《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 2302 测定绞股蓝灰分。取绞股蓝粉末

3 g，精密称定，置于炽灼至恒重的坩埚中，称

定重量，置于电炉上缓慢炽热使样品充分炭化至

无烟，注意避免燃烧。炭化后放入马弗炉中，在

550 ℃下灼烧 6 h，冷却至 200℃后取出，放入干

燥器中冷却 30 min，准确称量。反复灼烧至前后

两次称量差异不超过 5 mg。平行操作 3 次，根据

残渣重量，计算总灰分含量。

（2）酸不溶性灰分：取上述所得的灰分，

根据《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2302 测定酸不溶性灰

分。在坩埚中加入稀盐酸 10 mL，盖上表面皿，

水浴加热 10 min，表面皿用 5 mL 热水冲洗，洗液

并入坩埚中，坩埚内的残渣用水洗于滤纸上，用

蒸馏水反复洗涤至洗液中滴入硝酸银不变浑浊为

止。将滤渣连同滤纸移置原坩埚中，在沸水浴上

蒸干坩埚内水分，再移至马弗炉中炽灼 5 h。待炉

温降至 200℃，取出坩埚，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

室温，精密称定。重复操作直到前后两次称量差

异不超过 5 mg。平行操作 3 次，根据残渣重量，

计算酸不溶性灰分含量。

1.2.3　浸出物测定　依据《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2201 中的热浸法测定水溶性浸出物。精密称定绞

股蓝粉末 4.0 g，置 250 mL 锥形瓶中，添加蒸馏

水 100 mL，盖上瓶盖摇晃均匀，称定装有样品和

试剂的锥形瓶，静置 1 h 后连接回流冷凝管，待

水浴锅温度达到 100 ℃后将试样加热至沸腾，并

保持微沸 1 h。取出锥形瓶盖上瓶塞放冷，补足

失重，摇匀，用干燥滤器滤过。精密量取滤液 25 

mL，置于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干后，

于 105 ℃干燥 3 h，置于干燥器中冷却 30 min，迅

速精密称定并记录数据，以干燥品计算供试品中

水溶性浸出物的含量。

1.3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用 Excel 2013 进行整理，应用 SPSS 

19.0 软件对不同产地绞股蓝的水分、灰分和浸出

物含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绘制柱形图进

行结果可视化展示。

2　结果与分析

根据绞股蓝样品作用不同，分为药用和茶饮

两种，药用绞股蓝共收集 20 批次样品，产于福建、

安徽、湖北、广西、陕西、四川和云南，主要以

全草
The whole plant

茎
Stem

图 1　药用绞股蓝的不同部位
Fig. 1　Different parts of medicinal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图 2　茶饮绞股蓝的不同部位
Fig. 2　Different parts of tea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全草 The whole plant

茎和叶 Stem and Leaf

叶 Leaf

龙须 Tend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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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草为主，仅福建 1 批次药用部位为茎。茶饮绞

股蓝共收集 55 批次样品，产于福建、安徽、甘肃、

广西、贵州、湖北、吉林、江苏、陕西、江西、

四川和云南，基本为茎和叶、叶，有 6 批次为龙须，

仅吉林产地的 2 批次茶饮绞股蓝为全草。

2.1　不同产地绞股蓝含水量分析

根据供试绞股蓝水分测定结果，20 批次药用

绞股蓝样品中，含水量范围在 8.31%~12.78% 之间，

均值为 10.29%。绞股蓝的部位不同，其含水量也

不同，其中全草的含水量最高，与龙须、叶、茎

和叶 3 种部位的含水量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表 2）。

根据绞股蓝样品产地进行比较，结果（图 3）发现，

全草类样品仅广西两批次的含水量超过 12%，其

他均在 12% 以下，吉林和福建样品的含水量较低；

茎和叶样品中，云南、江西、贵州和广西样品的

含水量较高，陕西与湖北样品的含水量较低；在

单纯的叶样品中，含水量从高到低分别为福建、

四川和陕西样品；在龙须样品中，福建、甘肃、

陕西和湖南样品的含水量逐渐降低；茎样品仅有

福建 1 批次，含水量为 9.1%。

表 2　绞股蓝不同部位的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和水溶性浸出物含量

Table 2　Contents of moisture, total ash, acid-insoluble ash and water-soluble extrac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部位
Part

水分
Moisture（%）

总灰分
Total ash（%）

酸不溶性灰分
Acid-insoluble ash（%）

水溶性浸出物
Water-soluble extract（%）

全草 The whole plant 10.24±1.06a 14.43±2.94a 2.78±1.91a 27.91±5.35a

茎和叶 Stem and leaf  8.58±2.24b 12.35±5.89a 2.81±2.33a 34.59±8.86b

叶 Leaf  8.40±1.21b 14.02±5.65a 3.80±3.01a 34.37±8.61ab

龙须 Tendril  8.04±1.43b  9.56±6.29a 2.22±1.45a 37.09±5.28ab

茎 Stem  9.10 20.19 9.84 28.19

　　注：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after data in the same column represen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2.2　不同产地绞股蓝总灰分含量分析

根据供试绞股蓝总灰分测定结果可知，不同

产地 20 批次药用绞股蓝样品中，总灰分含量范围

在 9.41%~20.19% 之间，总灰分均值为 14.39%。

绞股蓝不同部位之间的总灰分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表 2）。但相同部位不同产地样品的总灰分差

异较大，全草类样品中，以吉林样品的总灰分含

量最高、为 17.79%，而云南样品的总灰分含量最

低、为 9.9%；茎和叶样品中，江苏、贵州、云南

和安徽样品的总灰分含量较高，超过 15%，而陕

西、湖北样品的总灰分含量均值低于 8%；在单

纯的叶样品中，含水量从高到低分别来源于四川、

福建和陕西；在单纯的龙须样品中，福建和甘肃

样品的总灰分含量较高，陕西和湖南样品的总灰

分含量较低；单纯的茎样品仅福建 1 批次，总灰

分为 20.19%（图 4）。

图 4　不同产地绞股蓝不同部位的总灰分含量
Fig. 4　Total ash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from different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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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产地绞股蓝酸不溶性灰分含量分析

根据供试绞股蓝酸不溶性灰分测定结果，除

图 3　不同产地绞股蓝不同部位的水分含量
Fig. 3　Moisture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from different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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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为茎之外的 19 批次药用绞股蓝样品，其酸不

溶性灰分含量范围在 0.57%~6.99% 之间，均值为

2.62%。绞股蓝不同部位之间的酸不溶性灰分含

量无显著性差异（表 2）。全草类样品中，以湖

北样品的酸不溶性灰分含量最高、为 6.99%，其

他样品含量均低于 5%；茎和叶样品中，安徽样

品的酸不溶性灰分含量均值最高，最低为湖北样

品；在单纯的叶样品中，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从高

到低分别为四川、福建和陕西样品；在单纯的龙

须样品中，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从高到低分别为甘

肃、福建、湖南和陕西样品；单纯的茎样品仅福

建 1 批次，酸不溶性灰分为 9.84%（图 5）。

图 5　不同产地绞股蓝不同部位的酸不溶性灰分含量
Fig. 5　Acid-insoluble ash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from different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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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产地绞股蓝水溶性浸出物含量分析

根据供试绞股蓝水溶性浸出物测定结果，不

同产地 20 批次药用绞股蓝样品的水溶性浸出物

（热浸法）含量在 20.86%~39.79% 之间，均值为

27.92%。茎和叶样品的浸出物含量显著高于全草

类样品，其他不同部位样品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表

2）。陕西样品在各个部位（除茎外）的浸出物含

量均高于其他产地样品；此外在全草类中，广西、

湖北和福建样品的浸出物含量较高，而安徽、云

南和四川样品的含量较低；在茎和叶中，江西、

湖北、甘肃和福建样品的含量也较高，而贵州和

云南样品的含量较低（图 6）。

3　讨论

3.1　药用绞股蓝质量控制标准

中药材中含有较多亲水大分子，如蛋白质、

多酚、糖类等，当其含水量超过 15%，易引起

霉变、酸败、虫害等情况，影响中药材的药用价

值［18］，而灰分含量能反映金属矿物质水平。目

前省级中药材标准中，《福建省中药材标准》

（2006 年版）、《四川省中药材标准》（2010 年

版）、《广西壮族自治区瑶药材质量标准》（第

一卷）、《江西省中药材标准》（1996 年版）和

《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2003 年版）

等均未有绞股蓝的质量控制指标及限量［19-24］；

《山东省中药材标准》（2012 年版）、《山西省

中药材中药饮片标准》（2017 年版）、《湖北省

中药材标准》（2009 年版）、《湖南省中药材标

准》（2009 年版）和《香港中药材标准》（第五

册）［25-29］5 个省（区）有绞股蓝的质量控制限量，

其中水分限量在 10.0%~15.0% 之间，总灰分限量

标准在 10.0%~16.0% 之间（湖南省无），酸不溶

性灰分最高限量为 4.0%（湖南省无），热浸法水

溶性浸出物最低限量为 16.0%（湖南、湖北省无）。

而本试验检测结果发现，供试的 20 批次药用绞

股蓝的含水量基本在 12.0% 以下，浸出物含量均

在 20.0% 以上，均符合标准要求；但有 7 批次的

总灰分含量超过 16.0%，基本涵盖每个省区的样

品；有 6 批次的酸不溶性灰分含量超过最高限量

（4.0%），14 批次的酸不溶性灰分含量不高于 3.0%。

从上述数据可看出，目前有关绞股蓝药材质量控

制指标的标准较少，而且部分限量要求较低，为

进一步提升药用绞股蓝的品质，结合本研究结果，

建议将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和水溶性浸

出物（热提法）4 项检查均纳入各省绞股蓝药材

质量控制项目，拟定绞股蓝药材标准中水分限量

为不高于 12.0%，总灰分含量不高于 16.0%，酸

不溶性灰分不高于 3.0%，热浸法所得水溶性浸出

物含量不低于 25.0%。在此限量标准下，本研究

图 6　不同产地绞股蓝不同部位的水溶性浸出物含量
Fig. 6　Water-soluble extract cont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from different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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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符合要求的供试样品为安徽、福建、陕西和湖

南各 1 批次，其他批次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总灰

分和酸不溶性灰分超过限量。建议在绞股蓝药材

生产过程中规范生产技术、保存得当，以保证绞

股蓝药材的质量。

3.2　茶饮绞股蓝质量控制标准

代用茶是由可用于食用的植物花、叶、果、

根等为原料加工制成，应当符合《NYT2140-2015

绿色食品代用茶》标准，其中规定叶类的水分含

量低于 7.5%，灰分含量低于 12%［30］，但在本

试验 55 批次茶饮绞股蓝中，水分达标的仅 14 批

次，不合格率为 74.5%，达标的样品中 8 批次来

源于陕西，2 批次来源于湖北，各占对应省份总

样品的 57.1% 和 66.7%，其他省份的样品几乎都

不达标；总灰分共有 19 批次合格，不合格率为

65.5%， 其 中 陕 西 11 批， 湖 南 和 湖 北 各 2 批；

陕西、湖北和福建茶饮绞股蓝的浸出物含量较

其他省份样品更高。目前，关于绞股蓝茶的相

关标准主要为陕西、广西和江西发布的《DB36T 

1264-2020 绞股蓝规范化生产技术规程》《DB45T 

2046-2019 地理标准产品 金秀绞股蓝茶》《DB61T 

931.5-2014 绞 股 蓝 茶 采 摘 技 术 规 范》《DB61T 

931.6-2014 绞 股 蓝 茶 加 工 技 术 规 范》《DB61T 

931.7-2014 绞股蓝茶》和《DBS61 0019-2019 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平利绞股蓝》［31-36］，其中平利

绞股蓝有较为严格的理化指标限量，要求样品水

分和灰分含量均较低。除陕西、广西和江西三省

（区）外，其他省份未有绞股蓝茶的相关理化指

标限制，故生产规范有待进一步提高。本研究通

过对不同产地、不同部位的茶饮绞股蓝样品进行

分析，发现含水量和浸出物存在不同，但总灰分

和酸不溶性灰分差异较小。此外，各省区采用的

标准不同，导致不同产地的茶饮绞股蓝质量差异

较大，其中陕西、广西、湖北和福建等产地的茶

饮绞股蓝浸出物含量较高，质量较好。结合茶饮

绞股蓝现有的标准和本研究结果，建议建立全国

性统一的茶饮绞股蓝质量控制标准，对绞股蓝的

开发利用将具有较大提升。

4　结论

我国现有的 5 个省（区）绞股蓝药材质量控

制项目设置，已不能满足目前的市场需求。本研

究采用《中国药典》通则项下方法测定不同产地

绞股蓝的水分、灰分、水溶性浸出物含量，结合

研究结果建议将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和

水溶性浸出物（热提法）4 项检查设置为各省绞

股蓝药材质量控制项目，拟定药用绞股蓝水分、

总灰分含量分别不得超过 12.0%、16.0%，酸不溶

性灰分含量不高于 3.0%，水溶性浸出物（热浸法）

含量不低于 25.0%。结合陕西、广西和江西三省

（区）绞股蓝茶的相关质量控制标准和《NYT2140- 

2015 绿色食品代用茶》标准，建议依据茶饮绞股

蓝使用部位的不同制定或细化相应质量控制或标

准，建立全国性统一的茶饮绞股蓝标准，进一步

提高绞股蓝的生产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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