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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验应用中的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黄双庆, 何秋霞*, 卿太辉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40) 

摘  要: 薄层色谱法由于具有操作方便、设备简单、显色容易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保健食品中中药成分

分析。薄层色谱法在应用于保健食品检验时, 常会遇到薄层板、点样器材、展开缸等器材的选择、供试品

溶剂的选择、点样量和展开剂的选择以及操作等方面的问题。本研究对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验应用的

常见问题进行汇总, 并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措施, 以期提高薄层色谱法检验结

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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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in the inspection of health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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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IC) is widely used i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health 

food because of convenient operation, simple equipment and easy color development. When TLC applied to the 

inspection of health food, it often encounters problems in the selection of thin layer plate, sample sampling 

equipment, developing cylinder and other equipment,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of test solution, sample quantity, 

developing agent and oper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LC in health 

food inspection,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further solution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LC inspe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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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生活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给人们生理和心理机能带

来巨大冲击,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不断扩大, 人们关心

的已不仅是吃饱穿暖的问题, 而有了更高的追求——健康, 

因此人们开始试图用各种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保健食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保健食品的概念是

中国对某类食品的统一名称, 国外有关保健食品的名称有

“健康食品”或“功能性食品”, 还有一类称之为“膳食营养补

充剂”。部分保健食品有效成分为中药提取物, 常采用薄层

色谱法对其进行定性鉴别 [1,2]。薄层色谱法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TIC)又叫做薄板分析, 是色谱法中的一种, 

是快速分离和定性分析少量物质的一种很重要的实验技术, 

属于固-液吸附色谱。本研究对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验

应用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汇总, 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提出进一步的解决措施, 以期提高薄层色谱法检验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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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 

2  薄层色谱法的原理及特点 

薄层色谱法是一种吸附薄层色谱分离法, 它利用各

成分对同一吸附剂吸附能力不同, 使流动相(溶剂)在流过

固定相(吸附剂)的过程中, 连续发生吸附、解吸附、再吸附、

再解吸附, 从而达到各成分相互分离的目的, 再利用吸收

测定、荧光测定及荧光淬灭等方法最终分离各成分[35]。薄

层色谱法对样品预处理要求较低, 对固定相、展开剂的选

择有着比较大的自由度, 对于含有不易从分离介质中脱附

的微粒, 以及需要色谱后衍生化处理的样品分析比较适 

用[69]。相关资料[1016]提到, 薄层色谱法有很多优势, 例如: 

操作、显色比较方便、斑点集中等, 但是最为突出的优势

为: 得到的图谱是直观性很强的图像以及可以同时分离多

个样品。薄层色谱作为色谱技术的一个分支也是由于其独

具有的长处而被广泛应用于中药分析中。现代研究表   

明[1621], 利用薄层色谱法对中药提取物进行检验, 可实现

定性鉴别药品中有效成分的这一效果。 

3  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验应用中常见的问

题及解决措施 

3.1  薄层板的选择 

实验室一般采用商品预制板(普通板和高效板)作为薄

层板进行检验工作, 其原因是: (1)为了得到有良好的分离

度和重现性的色谱图。如图 1[22]所示, 根据黄龙尾为所含

化学成分的不同, 将该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分为小极性部

分和大极性部分 2 个段来鉴别; 2个极性段用所优选的方法

鉴别, 分离效果好, 斑点清晰: (2)商品预制板含有较高黏

度的高分子有机粘合剂, 板面较牢固, 不易被划伤, 喷雾

点样更完全, 可以避免板面的划伤。由于生产商的预制板

的硅胶原料和加工以及制备过程存在着一些差异性, 其质

量参差不齐, 这会对图谱质量和重现性造成影响, 同时粘

合剂的选择以及硅胶颗粒的细度分布范围等也会对结果产

生一定的影响。若硅胶颗粒的细度分布范围较宽, 则会造

成重现性差, 最终得到不好的图谱: 有的商品预制板比较

适合脂溶性成分的展开, 而不适合极性成分较大且需要在

展开剂中加水的样品[1]。不同的厂家所用到的高分子有机

粘合剂可能不同, 这也是影响色谱质量的原因之一。对于

样品成分比较复杂、色谱斑点较多的样品, 预制板的质量

要求比较严格, 所以在选择薄层板的时候要选择适合该样

品的薄层板, 以确保可以显出斑点。例如五味子[2326]的薄

层鉴别, 它的点比较多 , 需要用的预制板要求比较严格, 

否则就发生跑不出点的现象, 一般用 GF254 的薄层板来跑

五味子的薄层鉴别, 若用别的高效板则会跑不出点。在选

择薄层板[27]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适用于所要做鉴别的提取

物的薄层板, 这样得出来的色谱图是最合适的。若预制板

贮存时间过长, 或者贮存环境不适宜, 会导致其表面涂布

的硅胶吸附剂(固定相)容易被污染, 因此在使用前需要对

其进行预洗。可使用甲醇、甲醇-二氯甲烷混合溶剂或者异

丙醇在不密闭的展开缸中上行展开至最前沿, 取出晾干, 

重新活化。 

 

 
 

注: 左图为小极性部分; 右图为大极性部分。 

图 1  黄龙尾药材薄层色谱图[22] 

Fig.1  TLC of Huanglongwei[22] 

 

3.2  点样器材的选择 

薄层板表面的机械损伤是由于点样装置引起的, 其

对色谱质量, 尤其是对定量分析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特别是已经载有样品的硅胶表面颗粒, 若其被划伤和刮除, 

后果更加严重。近年来, 点样器材和点样技术不断更新, 

已经促使点样质量得到很大提升[27]。实验室最常用的点样

器是定量点样毛细管(微升毛细管), 其规格有 0.5、1.0、2.0、

5.0、10 μL 等多种, 其采用半自动或全自动的条带状喷雾

点样, 是最方便的方式[28]。点样针在使用时一定要进行清

洗, 以避免出现堵塞点不出点的情况。有的实验室选择手

动点样, 但方法耗时比较长。此外, 手动点样若需要重复

点样时, 在前次点样的溶剂挥发后方可重新点样, 这样可

避免点样过大出现拖尾、原点扩散等现象, 点样时下手要

轻, 不可刺破薄层。 

3.3  展开缸的选择 

薄层鉴别的展开缸一般有水平式和直立式 2 种类型, 

实验室较为常用的是直立式展开缸。它又分为平底展开缸

和双槽展开缸, 实验室较为常用的为双槽展开缸。由于双

槽展开缸具有节省溶剂、便于预平衡、可控制展开缸内相

对湿度等优点, 而被大多数实验室所选择。跑板前一般需

要预饱和(可避免产生边缘效应[29], 即展开时薄层板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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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的 Rf 值高于中部同组分的斑点 Rf 的现象)。饱和的情

况和展开缸的选择有关, 常规的展开缸在展开前较难达到

展开缸饱和状态, 可在展开缸内壁放同样大小的用溶剂湿

润的滤纸, 以促使缸内尽快达到预饱和的状态。 

3.4  显色剂涂布方法的选择 

展开后的薄层板大多数需要用显色剂来使展开后的

斑点显色[30], 实验室多采用喷雾显色,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需要保证喷出气雾尽量均匀, 否则有些斑点可能显不出

来。涂布显色剂的方法有喷雾法和浸渍法这 2 种。喷雾法

采用的喷雾瓶应能在一定压力下使试剂喷出均匀的细雾

状。浸渍法采用的浸渍槽为特制的扁的玻璃槽, 使用时, 

需要将展开后的薄层板平稳垂直地放入浸渍槽中一至数秒

后取出, 揩净薄层板背面残存的试剂, 显色后的图像可供

分析使用(需要时可加热)[1]。通常喷雾法使用较多。 

3.5  供试品溶剂选择 

在进行样品提取物的预处理时, 需要注意供试品溶

剂的选择 , 这是一个决定能否得到清晰图谱的重要的步

骤。由于样品处理时所用到的溶剂有不同程度的洗脱力, 

点样时样品会在原点呈环形展开, 此现象称为“点样环形

色谱效应”[3134]。供试品溶剂的极性会对薄层色谱法的鉴

别结果有很大的影响[35]。例如如果点样后发现原点扩散为

空心圆, 这可能是因为样品在溶剂中的溶解度过大所造成

的, 这种效应不利于随后的线性展开。在操作时所用的溶

剂十分重要, 一般要求所用到溶剂的溶解度和黏度均要适

宜, 且沸点适中, 对于待测成分不清楚的情况常选用溶解

范围较宽的溶剂[36]。在进行薄层色谱检验时, 需要根据样

品的实际情况和检验要求, 选择最适合的提取方法, 并可

对展开剂进行合理的调换, 同时采取空白实验等措施对鉴

别检验的结果作出验证, 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对此

有以下 2 点建议: (1)对于液体剂型的水溶性成分的用品应

先对其进行脱脂处理, 对含有乙醇的样品应先采用水浴挥

发乙醇再进行下一步处理: (2)对粉末剂型中药提取物, 应

采用超声提取法[3740]、回流提取法[41,42]作为提取的首选方

式。对含有较多糖类或淀粉质成分的样品可先用酸性溶剂

溶解, 再选择用有机溶剂提取, 若直接采用有溶剂提取, 

则会影响斑点拖尾得到质量不高的图谱, 影响检测结果。 

3.6  展开剂选择 

依靠色谱分离混合物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2 个: 

(1)相邻物质对的分离: (2)宽极性范围内的多组分混合物质

的分离。但实际情况是对复杂混合物的分离, 即使采用了

梯度展开技术, 也不大可能在一个相当宽的极性范围内的

多组分环境下, 既解决各组分的最大限度分离问题, 又同

时解决各组分最佳分离度的问题。在此前提下, 展开剂的

选择成为首要解决问题。对于展开剂的选择主要考虑 2 个

方面[43,44]: (1)溶剂的极性, 要求使待分离的主要物质比移

值(retention factor, Rf)在 0.3~0.7 范围内: (2)溶剂的选择性, 

要求达到最佳的分离度。相关研究表明[45-50], 不同的展开

剂分离效果相差悬殊, 可以根据样品的特性进行适当调

换。在检验时可利用极性比较小的溶剂对中药提取物中的

有效成分进行溶解以及分离, 此外, 根据实验经验所得, 

在相应的展开剂中加入一定的酸与碱可有效避免发生斑点

拖尾的情况出现[36,51]。展开剂的展开能力取决于溶剂的极

性大小 , 展开剂极性越大 , 其对待测物的展开能力就越

大。在选择展开剂方面要慎重, 不要随便选择, 要选择适

合的展开剂, 这样得到的图谱质量才会更佳。  

3.7  点样量的选择 

点样是薄层鉴别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既关系到能否

得到可以重现的较好的分离度结果, 也关系到定量测定结

果的准确性。薄层鉴别中最重要的误差来源是点样量。关

于点样量[52]多少的问题, 一般有 2 种看法: 一种是严格按

照质量标准的点样量, 若没有斑点出现即算不符合规定, 

但是影响薄层色谱鉴别图谱质量的因素较多, 为避免出现

差错, 可适当增大点样量, 但增大是有限度的: 还有一种

观点是薄层色谱鉴别就是定性鉴别, 即只要有该成分就应

判为符合规定, 按此观点的话即可以无限制地增大点样 

量[34]。有些样品较为黏稠, 当增大点样量时, 薄层板的承

载量到达到一定极限时, 就会有斑点变形、拖尾等现象出

现, 这种情况同样也会对薄层色谱鉴别的结果判定存在一

些不良影响。如葛根[34], 在做鉴别时若根据质量标准来操

作, 会因样品浓度太稠, 最终得到的图谱质量很差, 模糊

不清。经过调试后, 可改变点样量再点板, 这样得到的图

谱才会出现拖尾现象, 图谱质量也较好。 

3.8  其他问题 

在日常做薄层色谱检验时, 一般会先将薄层板进行

活化, 目的是使水合硅醇变为游离硅醇基, 进而加强吸附

力, 吸附力越大, 活性越高。在对提取物做薄层色谱鉴别

检验时, 实验操作人员的操作方法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影响

因素。对样品进行处理时, 若操作人员不能及时地采用合

理的方法分离样品中的成分, 则会使图谱质量受到相应的

影响。因此在实际检验的过程中, 应选择具有丰富检验经

验的操作人员进行实际操作, 且严格规范检验人员自身的

行为, 使其严格按照相关的检验标准和流程进行操作, 以

尽可能地减少人为因素所致的误差, 从而提高检验结果的

准确性。另外, 薄层板的活性取决于实验环境的相对湿度, 

在日常检验中, 活化后的薄层板被取出后, 会吸附大气中

的水蒸气分子而降低活性, 这也是造成图谱重现性较差的

原因之一, 所以在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实验环境的相对湿度

是否符合要求, 避免出现图谱重现性差的情况。控制相对

湿度的方法[1]如下: 可在双槽展开缸的一侧中加入适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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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硫酸, 将点样后的薄层板放入另一侧槽中, 密闭静置

15~30 min, 再将展开剂加入到不含有硫酸的槽中展开: 另

一种方法是在预先准备好的条件控制箱(如内盛有适当浓

度的硫酸的平卧式展开缸)内进行, 也可以用适宜大小的

干燥器, 用不同浓度的硫酸作干燥剂, 或用五氧化二磷真

空干燥器 , 在隔板上放置薄层板, 密闭一定时间后取出, 

即刻移入展开缸中展开。 

4  结  论 

本研究对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验应用的常见问

题, 如薄层板、点样器材、展开剂、点样量等条件的选择

进行了汇总, 并对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针对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可为薄层色谱法在保健食品检测

中的应用提供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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