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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传统分离方法与制剂研究方式，是通过利用光谱和质谱分

析技术对其成份进行鉴定的，对中药成份进行分离与增加是比较繁复

的检测方式，而使用 LC-MS 这种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此类问题，通过

LC-MS 技术进行中药化学成份的鉴定与分析，只需要对相关的检测样

品进行提前的简单处理，LC-MS 具有的特点是高效快速和高灵敏度，同

时还可以得到丰富的信息，

1 中药分析中液质联用技术的应用

使用 LC - MS 对中药的柴胡皂苷类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其所得

到的结果，总会体现为总离子流图的不同化合物与多级质谱图 23 个化

合物进行确定。而对静脉注射输液用的木酚素进行其中药成份的分析，

我们使用 HPLC / ESI - MS / MS 对不同的生物碱裂解进行，药效保留的

时间，质荷比、多级串联生物质谱数据等进行研究分析，所得到了 18 种

生物碱成份。
使用 UPLC - ESI LTQ Orbitrap 质谱对三芪进行化学成份的分析得

知，精确的对其相对分子量信息与多级质谱的信息结合光谱行为，我们

研究分析出其内的 39 个成份组成，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使

用液相色谱（LC - TOF - MS）进行全描扫的方式，可以更好的对分子量

进行精确的测量，这种对中药成份的测量方式，可以准确的应用于对中

药成份的分析，与对中药化合物的结构鉴定过程中。
2 中药质量上的控制与研究

对中药进行质量的控制，是指对中药的成份或是具有指标性特征

的成分进行其成份的定性与相关含量的确定，我们根据相关的研究分

析可知，中药功效检测，不是由一个或几个指标所组成的，而且其中具

有许多不同的成份所共同组成的，另外，中药单个的药效指标控制向多

指标发展，是现在对中药进行质量控制的重要发展趋势。
通过使用 HPLC－MS 对中药的质量控制可以根据其检测的优势 ，

在进行中药的药效分析中，发挥其检测上的优势 ，例如，在进行参甘冠

心合剂的检测中，这种中药是用来进宪冠心病与心绞痛的治疗方剂，成

份内含有黄酮类、苯丙素苷类等相关化学成份群，我们通过使用相－三

重四极杆质谱联用技术，对参甘冠心合剂中的多种中药成份进行分析

测定，这就解决了单个指标性成分测试的不足，实现了多种成分进行定

量测定。
3 药代动力学研究

我们进行中药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就是为了检测生物样品中所存

在的一些微量成份，还在微量成份中所包含的原药与代谢物等，通过对

LC－MS 进行分析与研究，以它特殊的鉴定优势，能够达到生物样品分

析中的要求，同时也可以测定我组分浓度的复合制剂样品，与此同时，

还能够对代谢物进行定性。在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中 LC - MS 逐渐

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了解氧化苦参碱转化为苦参碱在体内的数量，有

利于在临床给药时，在药物剂量和药物发挥药效的掌握。通过采用液

相－串联质谱（LC／MS／MS）法来测定，测定 ig 和 iv 氧化苦参碱后氧

化苦参碱和代谢产物苦参碱的血药浓度和 ig 及 iv 苦参碱后苦参碱的血

药浓度，对氧化苦参碱在食蟹猴体内的转化率和代谢特征进行了具体

的分析与研究。
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议测定决明子蒽醌类

成分，其中橙黄决明素、黄决明素、决明素和 1- 去甲基决明素为在大鼠

血浆中浓度，根据这些指数进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这个指数反映了大

鼠体内吸收决明子的全部过程，血清样品使用 UP－LC／TOF－MS 进行

分析，调查了双龙方也就是人参和丹参中人参皂苷、丹参酚酸在大鼠体

内药代动力学两种参数，测定出 10 种成分的峰浓度为双龙方中丹参

素、丹参酚酸 G、丹参酚酸 K、丹参酚酸 M、人参皂苷 Rb1、Rb2、Rc、RD、
M-Rb1、M-Rd，从中清楚了双龙方中有效部分是人参总皂参总酚酸在

大鼠体内的药代动力学规律，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了参考依据。
4 中药的代谢分析和研究

使用 LC-MS 进行中药代谢物的分析时，因这种技术的分析具有选

择性大、灵敏性较高的特点，可以得到化合物信息较多。对于药物代谢

药物的内源化学物的分离与建东具有有利的作用，也是对中药代谢物

进行分析识别的最为直接与有效的方式。
例如，黄连解毒汤对于鼠具有解毒与清热的作用，其治疗的效果明

显，我们使用 LC－FT－ICR－MS 法，对其大鼠服用后，其血浆内所含的

药量，进行样品的检测，确定其内的结构，对其样品进行检识。通过分析

与研究可知，检测样品共有 38 份血液样本，其中的 22 份样品，其原形

成份中具有 16 种代谢物，这些存在的代谢物中，除了 M11 是一相的代

谢产物外，其他的代谢产物多以在大鼠体内存在。其中也包括葡糖醛酸

和硫酸化产物的存在，采用 LC－IT－TOF－MS 对大鼠体内所含有的藤

黄酸的代谢物在胆汁中的含 量进行检测，其检测结果显示，藤黄酸快速

地代谢成为三个代谢物，识别出的代谢物分别是 3，4－双氢藤黄酸、
10－羟基藤黄酸和 9，10－环氧藤黄酸。

5 代谢组学研究

代谢组学是指，当生物系统受到来自体外的刺激与干扰后，对其内

源性代谢物所产生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变化，通过对其变化的规律进

行掌握的科学，这也是对生物代谢进行研究方法的证明。进行检测的

样本，可以是生物所产生的体液、细胞培养和组织细胞提取物和组织

等。基于核磁共振光谱（NMR）、质谱（MS）为核心的检测分析。Q-TOF

质谱仪可以觚析未知化合物，所以适合寻找及鉴定与疾病有关的标志

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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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液质联用技术（LC-MS）是将液相色谱（LC）的高分离能力与质谱（MS）的结构鉴别功能结合起来，现在这种分析技术主要用于对中药

成份的定量与药动学的研究当中，简述了 LC - MS 在中药质量控制 、化学成分分析、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医,中药代谢研究,代谢组学的研究应用中的

进展情况,而且对于其中所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对于这种技术在中药成份分析中的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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