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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研究院，广西中药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

本文件归口单位: 广西中药材产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柴玲、刘布鸣、袁健童、陈明生、冯军、黄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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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郎树枝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苦郎树枝叶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马鞭草科植物苦郎树（Volkameria inermis L.）的枝叶为原料，经干燥、切制等工艺

加工制成的苦郎树枝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食品安全通用标准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 一部、四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苦郎树枝叶 branches and leaves of Volkameria inermis L.
一种以马鞭草科植物苦郎树（Volkameria inermis L.）的枝叶为原料，经干燥、切制等工艺加工制成

的药材。

4 要求

4.1 原料要求

应无杂质，无腐烂，无霉变，符合GB 2762的规定。

4.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性状

茎呈圆柱形，直径 0.3~0.8 cm，幼枝四棱形；质坚实，折断面皮部与木部易剥离；髓部明显。叶多卷缩，

对生，薄革质，卵形、椭圆形或椭圆状披针形、卵状披针形，长 3~8 cm，宽 1.5~4.5 cm，顶端钝尖，基部

楔形或宽楔形，全缘，叶柄长约 1 cm。

色泽 茎表面灰绿色或棕褐色，皮部棕褐色，木部黄白色；叶表面灰绿色，背面淡绿色，花白色、果实灰黄色。

组织形态 茎表面被短柔毛，有细纵纹；叶表面无毛或沿脉疏生短柔毛，两面散生黄色细小腺点；果实圆形。

气味、滋味 气微，味微苦涩。

显微鉴别

（1）茎横切面：表皮细胞1列，方圆形，细胞壁较厚，外有非腺毛。皮层细胞方圆形或不规则形，有石细

胞单个或几个相连散在。韧皮部细胞棕黄色，韧皮纤维成束并断续排列成环。木质部较宽，导管单个散在

或几个相连，木射线细胞1~3列。髓部较宽，细胞类圆形或多角形。本品薄壁细胞有的含草酸钙方晶。

（2）粉末：黄绿色。非腺毛细胞1~4个，有的细胞内含棕黄色物质，直径15~33 μm。草酸钙方晶单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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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在或存在于薄壁细胞中，直径10~21 μm。纤维成束或单个分离，直径18~35 μm。石细胞长方形或方圆形，

单个散在或数个相聚，壁厚，孔沟明显，直径25~55 μm。叶表皮细胞垂周壁平直或稍弯曲，气孔不定式，

副卫细胞3~5个。导管为螺纹导管或具缘纹孔导管，直径25~35 μm。

4.3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薄层色谱鉴别 检出毛蕊花糖苷及异毛蕊花糖苷斑点

水分/（％） ≤ 13.0

总灰分/（％）≤ 7.0

浸出物/（％） ≥ 10.0

毛蕊花糖苷/（％） ≥ 0.3

异毛蕊花糖苷/（％）≥ 0.15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5.1.1 形状、色泽、形态组织、气味、滋味

随机取适量苦郎树枝叶样品，置于清洁的白色托盘中，切片，在自然光下以正常视力观测样品整体

及其切断面的色泽、组织形态；在室温环境下，测量茎直径和叶的长、宽，嗅其气味，按食用方法处理

后品尝其滋味。

5.1.2 显微鉴别

取本品粉末适量于载玻片上，滴数滴水合氯醛溶液浸润后，酒精灯加热，再滴加适量稀甘油溶液，

充分混合，盖上盖玻片，置显微镜下观察。

5.2 理化要求

5.2.1 薄层色谱鉴别

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鉴别。

5.2.2 水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0832）水分测定法第二法进行测定。

5.2.3 总灰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2302）灰分测定法进行测定。

5.2.4 浸出物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2201）水溶性浸出物测定法项下的热浸法进行

测定，以水作为溶剂。

5.2.5 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的含量

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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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规格、同一生产线内生产的产品为一组批。

6.2 抽样

每批产品按生产批次及数量比例随机抽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要求。

6.3 判定规则

6.3.1 全部项目检验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合格。

6.3.2 检验结果中有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允许按有关规定复检。复检结果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

该批次产品为合格；复检结果仍有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及国家有关规定。

7.2 包装

产品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无异味，防透水性好。包装应密封，防潮、防污染。

7.3 运输

运输设备应洁净卫生，不应与腐蚀性物品、不清洁物品或散发强烈气味及有毒、有害物品混合装运。

运输途中应防雨、防湿、防潮和防热。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阴凉、清洁、通风、无异味的场所，不应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有

腐蚀性或影响产品质量物品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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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苦郎树枝叶药材的鉴别

A.1 原理

利用各成分对同一吸附剂吸附能力不同，使在流动相（溶剂）流过固定相（吸附剂）的过程中，连

续的产生吸附、解吸附、再吸附、再解吸附，从而达到各成分的互相分离的目的。

A.2 试剂

A.2.1 除另有说明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的要求。

A.2.2 甲醇（CH3OH）。
A.2.3 冰醋酸（CH3COOH）。
A.2.4 毛蕊花糖苷对照品

A.2.5 异毛蕊花糖苷对照品。

A.3 仪器设备

A.3.1 分析天平：感量0.01 g。
A.3.2 粉碎机。

A.3.3 超声波发生器。

A.3.4 水浴锅。

A.3.5 紫外光灯：365 nm。

A.3.6 点样器。

A.3.7 薄层板。

A.3.8 薄层色谱展开槽。

A.3.9 薄层色谱拍照系统。

A.3.10 喷雾器。

A.4 操作步骤

A.4.1 供试品溶液制备

样品用粉碎机充分粉碎并搅拌均匀，过二号筛，准确称取样品粉末1.0 g（精确至0.01g），置于具

塞锥形瓶中，加入80%甲醇25 mL，密塞，用超声波发生器进行超声处理30 min，收集滤液，蒸干后，

残渣加取2 mL甲醇（A.2.2）溶解，微孔滤膜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A.4.2 对照品溶液配制

分别称取毛蕊花糖苷（A.2.4）、异毛蕊花糖苷对照品（A.2.5）适量，置于量瓶中，加入甲醇（A.2.2）
制成1mg/mL的对照品溶液。

A.4.3 展开剂

将甲醇（A.2.2）、冰醋酸（A.2.3）、水按体积比5:1:4充分混匀，作为展开剂。

A.4.4 检识

使用点样器吸取对照品溶液（A.4.2）、供试品溶液（A.4.1）各2 μL，分别点于同一聚酰胺薄层板

上，以展开剂展开，待展距＞8cm时，取出，晾干，置于365 nm紫外光灯下检视，拍照。

A.5 结果判定

在紫外光灯365 nm下，观察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是否显示相同的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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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含量的测定方法

B.1 方法原理

供试品经80%甲醇提取，提取液滤过；对照品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用甲醇溶解，滤过，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外标法定量。

B.2 试剂和材料

B.2.1 除另有说明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应符合GB/T 6682中一级水的要求。

B.2.2 甲醇（CH3OH）：色谱纯。

B.2.3 乙腈（CH3CN）：色谱纯。

B.2.4 磷酸（H3PO4）：色谱纯。

B.2.5 毛蕊花糖苷（化学式：C29H36O15，CAS：61276-17-3，纯度≥95％）。

B.2.6 异毛蕊花糖苷（化学式：C29H36O15，CAS：61303-17-7，纯度≥95％）。

B.2.7 毛蕊花糖苷对照品溶液：称取毛蕊花糖苷对照品（B.2.4）适量，加甲醇（B.2.2）制成每1
mL含毛蕊花糖苷1 mg的对照品溶液，即得。

B.2.8 异毛蕊花糖苷对照品溶液：称取异毛蕊花糖苷对照品（B.2.4）适量，加甲醇（B.2.2）制成

每1mL含异毛蕊花糖苷1 mg的对照品溶液，即得。

B.3 仪器设备

B.3.1 粉碎机。

B.3.2 超声波发生器。

B.3.3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二极管阵列或紫外检测器。

B.3.4 电子分析天平：感量为0.0001g。

B.4 供试品溶液制备

称取样品粉末（过二号筛）0.2000g，精密称定，精密加入80% 甲醇10 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

（功率400 W，频率40 KHz）30 min，放冷后，再次称定重量，使用8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

用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B.5 测定步骤

B.5.1 色谱条件

应符合下列要求：

——色谱柱：C18，粒径 5 µm，4.6 mm×250 mm；

——流动相：乙腈（A）-0.1％磷酸溶液（B）（0~30 min，A：18→20；30~31 min，A：20→70；
31~40 min，A：70→70；40~41 min，A：70→18；41~45 min，A：18→18）；

——流速：1.0 mL/min；
——检测波长：330 nm；

——进样量：10 μL。

B.5.2 定量测定

吸取供试品溶液（B.4）和毛蕊花糖苷（B.2.7）、异毛蕊花糖苷（B.2.8）对照品溶液各10μL，注入

高效液相色谱仪，按照B.5.1规定的条件进行测定，记录图谱。

B.5.3 空白试验

吸取乙腈-0.1%磷酸水溶液10 μ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按照B.5.1规定的条件进行测定，记录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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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结果计算

分别以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为标准峰，按照式（B.1）计算各成分的量。

� = ��×�×�
�×�2×106 × 100%··············································(B.1)

式中：

�——试样中成分的含量，单位为百分比（％）；

�——对照品浓度，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待测成分峰面积；

�——稀释倍数；

�——取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2——对照品峰面积。

B.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试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RSD）≤3％。

B.8 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和苦郎树枝叶液相色谱图

图 B.1 毛蕊花糖苷对照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注：1.毛蕊花糖苷

图 B.2 异毛蕊花糖苷对照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注：2.异毛蕊花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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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3 苦郎树枝叶高效液相色谱图

注：1.毛蕊花糖苷 2.异毛蕊花糖苷

C

C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4.1　原料要求
	4.2　感官要求
	4.3　理化要求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5.1.1形状、色泽、形态组织、气味、滋味
	5.2　理化要求
	5.2.1　薄层色谱鉴别
	5.2.2　水分
	5.2.3　总灰分
	5.2.4　浸出物
	5.2.5　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的含量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6.2　抽样
	6.3　判定规则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2　包装
	7.3　运输
	7.4　贮存

	附录A（资料性）苦郎树枝叶药材的鉴别
	A.1　原理
	A.2　试剂
	A.3　仪器设备
	A.4　操作步骤
	A.4.1　供试品溶液制备
	A.4.2　对照品溶液配制
	A.4.3　展开剂
	A.4.4　检识

	A.5　结果判定

	附录B（资料性）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含量的测定方法
	B.1　方法原理
	B.2　试剂和材料
	B.3　仪器设备
	B.4　供试品溶液制备
	B.5　测定步骤
	B.5.1　色谱条件
	B.5.2　定量测定
	B.5.3　空白试验

	B.6　结果计算
	B.7　精密度
	B.8　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和苦郎树枝叶液相色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