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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云南地区三七须根中 6种皂甙含量 

监测结果分析 

栾  杰, 卿雪琴*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  650022) 

摘  要: 目的  了解云南地区三七须根中 R1、Rg1、Re、Rb1、Rd、Rb3 6 种皂甙含量, 为三七须根开发利用

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方法  按照《云南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中样品采集要求, 在云南地区 8 个

地区采集 106 件样品。样品参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保健食品中人参皂苷高效液相色谱

法”进行监测。根据 GB/T 19086-2008《地理标志产品 文山三七》进行评价。结果   6 种皂甙含量中以

R1+Rg1+Rb1 为主。三七须根皂甙总量的合格率为 60.4%, 优等品达标率为 41.5%。文山地区三七须根合格率

高于其他地区。结论  该云南地区三七须根中皂甙含量合格率较低, 应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关键词: 监测; 皂甙含量; 三七须根 

Analysis of the monitoring results of six kinds of ginsenosides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from Yunnan province in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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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ontent status of the six kinds ginsenosids R1, Rg1, Re, Rb1, Rd, Rb3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from Yunnan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and scientific basis date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anax notoginseng fibrous root.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ampling requirements of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plan in Yunnan province, 106 samples of 8 regions in Yunnan province was collected. Samples were 

monitored based on the technical standard of testing and assessment of health food (2003) “HPLC method for 

ginsenoside in health foo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GB/T 19086-2008 “National Geographical 

Produ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enshan Panax notoginseng”. Results  The main content of 6 saponins 

were R1+Rg1+Rb1. The ginsenosides content of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qualification rate was 60.4%, the product 

high-grade rate could reach 41.5%.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Panax notoginseng root in Wenshan area is higher than 

other regions. Conclusion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ginsenosides content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from Yun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low,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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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云南文山三七历史悠久、产量大、质量好、为著名的

道地药材[1]。三七须根是生长在三七主根上的须状根, 是

三七中部直径小于 0.4 cm支根及须根。三七须根具有止血、

活血化瘀, 双向调节血糖、降低血脂、胆固醇、抑制动脉

硬化,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抗肿瘤的功效[2,3]。三七的主要

活性成分是三七皂甙, 其主要成分有人参皂甙 R1、Rg1、

Re、Rb1、Rd、Rb3 等[4,5]。目前国内外对于三七皂甙的研

究的主要集中在药理作用[6]、活性成分分析[7,8]、提取方法

方面的研究[9,10], 对于云南地区三七须根中分型皂甙含量

分析鲜有报道。三七须根是三七中药用及食用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为了解云南地区三区须根中分型皂甙的含量, 为云

南省三七须根地方标准提供基础数据, 因此对三七须根中

皂甙含量进行监测分析十分必要。 

本研究主要对 2017~2018 年云南地区三七主产地中

的三七须根中主要的人参皂甙成分 R1、Rg1、Re、Rb1、

Rd、Rb3 进行监测分析。为三七须根质量评价及开发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1290 高效液相色谱仪、Agilent ZORBAX (RRHD)C18

色谱柱 (2.1 mm×50 mm, 1.8 μm)( 美国安捷伦公司 ); 

Ultimate 3000 超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Thermo 公司 ); 

Q-300VDE 超声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标准品: 人参皂苷 Rg1 标准对照品(99.6%)、人参皂苷

Re 标准对照品(99.9%)、人参皂苷 Rb1 标准对照品(99.4%)、

人参皂苷 Rb3 标准对照品(99.0%)、人参皂苷 Rd 标准对照

品(99.3%)、人参皂苷 R1 标准对照品(95.0%)(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 

甲醇、乙腈(色谱纯)(德国 sigma 公司); D101 大孔吸

附树脂(分析纯, 郑州西电电力树脂有限公司)。 

2.2  样品采集 

按照 2017、2018 年《云南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11,12]

中样品采集要求, 在云南地区三七主要生产销售地区: 曲靖

市、大理州、昆明市、西双版纳州、普洱市、文山州、玉溪

市、红河州进行采样。采集2年以上生的三七须根长为1~6 cm, 

直径为 0.4 cm 以下的枝根。采集样品量共 106 件三七须根。

其中 2017 年采集文山州 32 件样品, 其他地区 6 件样品; 2018

年采集各地区 4 件样品。采集的样品贮存在透风、防霉的仓

库中, 不与对三七质量有损害的物质混贮。 

2.3  检测方法 

参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13]中保

健食品中人参皂苷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检测。 

2.4  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和检测均严格按照《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

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14]完成。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样品检测。检测仪器按期进行技量认证检定及维护

保养。实验采用标准物质测定、加标回收试验、平行样测

定等方法进行质控, 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2.5  检测结果评价 

三七须根检测结果参照 GB/T 19086-2008《地理标志

产品文山三七》[15]进行评价。评价限值为 R1+Rg1+Rb1≥

3.0%为优等品, R1+Rg1+Rb1≥2.5%为合格品。 

2.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 Excel 2003 和 SPSS13.0 软

件完成。 

3  结果与分析 

3.1  2017~2018 年三七须根中 6 种皂甙含量总体情况 

在监测的 106 份三七须根样品中, 6 种皂甙含量中的R1、

Rg1、Re、Rb1、Rd 均有检出, Rb3均未检出。6 种皂甙含量平

均值中, Rg1>Rb1>R1>Re>Rd>Rb3, 其中主要以 R1+Rg1+Rb1

为主, R1+Rg1+Rb1 总含量平均值占 6 种皂甙总含量平均值的

90%, 因此主要以 R1+Rg1+Rb1 统计三七须根的含量。本研究

结果与王东等[16]对三七地下部分皂甙成分分析结果一致, 即

三七须根中的皂甙主要以 R1+Rg1+Rb1 为主。在百分位数中, 

R1+Rg1+Rb1 总量 P60 为 3.03, 三七须根的合格率为 60%以

上。三七须根皂甙总量达到合格率 2.5%的为 64 份, 合格率为

60.4%, 达到优等品 3.0%的份数为 44 份, 达标率为 41.5%。

结果分析统计见表1。同时三七须根皂甙含量合格率为60.4%, 

合格率较低可能与三七种植方式不合理有关, 2年生三七的种

植虽然缩短了 1 年的种植期, 但产量及其皂甙含量均较 3 年

生三七低得多。因此, 有必要扩大监测的数量, 同时对种植方

式提供科学指导, 为三七质量保障提供科学依据。 

3.2  不同地区三七须根皂甙含量情况分析 

本研究采集云南大理州、文山州、红河州、昆明市、

普洱市、曲靖市、玉溪市、西双版纳州 8 个地区不同采样地

点的三七须根, 结果见表 2。不同地区采集的三七须根中皂

甙含量情况, 合格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即不同地区

三七须根皂甙含量合格率具有统计学意义。由图 1 结果可见

文山地区的三七须根含量平均值、合格率及其优等品率高于

其他地区。本研究发现, 不同地区采集的三七须根样品中, 

文山地区的三七须根质量优于其他地区。文山地区种植三七

历史悠久, 种植方式较为成熟, 地理条件适合三七的生长。

该研究结果与孙玉琴等[17]对云南省不同产地三七皂甙含量

比较的结果一致。因此, 有必要扩大不同地区监测数据, 为

大力开发文山地区三七种植产业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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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种皂甙含量总体情况 
Table 1  The six kinds of ginsenosides content 

种类 样品/份数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P60 P70 P80 P90 P95 P97.5

R1 106 0.36 0.10 0.89 0.42 0.46 0.49 0.52 0.55 0.60 

Rg1 106 1.64 0.29 3.91 1.76 1.91 2.04 2.32 2.67 3.04 

Re 106 0.19 0.01 0.43 0.23 0.26 0.27 0.32 0.35 0.37 

Rb1 106 0.68 0.19 1.75 0.73 0.83 0.91 1.05 1.11 1.26 

Rd 106 0.12 0.04 0.35 0.13 0.14 0.16 0.18 0.20 0.23 

Rb3 10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总量(R1+Rg1+Rb1) 106 2.68 0.92 5.60 3.03 3.22 3.47 3.65 3.99 4.82 

注: P60~P97.5 为百分位数, 至少有 P%的数据项小于或等于这个值。 

 
表 2  不同地区三七须根皂甙含量情况分析 

Table 2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e ginsenosides contamination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in different region  

地区 样品/份数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合格份数 合格率/% 优等品数/份 优等品率/%

大理州 10 2.54 1.74 3.13 6 60 2 20 

文山州 36 3.45 2.06 5.60 35 97.2 29 80.6 

红河州 10 2.06 1.35 3.31 1 10 1 10 

昆明市 10 2.32 1.08 3.53 4 40 3 30 

普洱市 10 2.05 0.92 3.74 3 30 1 10 

曲靖市 10 2.06 1.17 2.94 4 40 0 0 

玉溪市 10 2.36 1.26 3.50 5 50 3 30 

西双版纳州 10 2.56 1.17 3.68 6 60 5 50 

 

 
 

图 1  不同地区平均值及合格率比较 

Fig.1  The comparison of average and qualification rate in different 
regions 

3.3  不同年份三七须根皂甙含量情况分析 

由表 3 可见, 2017~2018 年连续 2 年对三七须根皂甙

含量进行了监测。2017 年监测样品份数为 74 份, 2018 年

为 32 份。2017 年监测的样品中, 合格率最高为 73.0%。不

同年份采集的三七须根中皂甙含量情况, 合格率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 即不同年份三七须根皂甙含量合格率具

有统计学意义。监测数据表明, 2017~2018 2 年中, 2017 年

三七须根皂甙含量的合格率较高。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年份

三七须根质量做进一步跟踪监测, 了解气候、降雨量等是

否会对三七的种植产生影响, 造成不同年份三七须根含量

的不同。 

 
表 3  不同年份三七须根皂甙含量情况分析 

Table 3  Monitoring results of the ginsenosides content in Panax notoginseng root in different year 

年份 样品/份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合格份数 合格率/% 优等品数/份 优等品率/%

2017 74 2.94 1.39 5.60 54 73.0 37 50.0 

2018 32 2.06 0.92 3.63 10 31.3 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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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云南地区三七须根中皂甙含量的监测, 了解云

南地区三七须根皂甙含量的基本情况, 为云南地区更好的

开发利用三七须根特色产业提供基础数据。同时希望相关部

分能指导三七产业的科学种植, 为三七须根的质量控制提

供科学依据, 为云南省三七须根地标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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