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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不同炮制品的成分对比分析
鲁 爽 1 张元庆 1 庞 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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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比水蛭不同炮制品的成分含量，为临床提供用药依据。方法 对常用的水蛭炮制品分组实验，用

HPLC法测定各水蛭炮制品的成分含量。结果 各水蛭制品活性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生水蛭粉的抗凝血酶活

性（11. 59 U）、尿嘧啶（0. 257 mg/g）、次黄嘌呤（1. 478 mg/g）含量最高（P<0. 05）；生水蛭煎煮组尿苷（0. 259 mg/g）含

量最高（P<0. 05）；酒制水蛭粉组黄嘌呤（0. 694 mg/g）含量最高（P<0. 05）；烫水蛭粉各项含量低（P<0. 05）。结论 水

蛭各炮制品成分含量有差异，临床应根据适应证用其所长，达到最优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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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蛭，又名蚂蝗，为环节动物门水蛭科动物、

柳叶蚂蟥及水蛭的干燥体。水蛭性平，味咸、苦，

有小毒，功效破血通经、逐瘀消癥［1］，具有抗高

血糖、抗血栓、抗炎等药理活性，可用于治疗中

风偏瘫、跌扑损伤［2-5］。水蛭，首载于《神农本草

经》，谓其“治恶血、瘀血、月闭，破血瘕积聚”。

《伤寒论》 中记载水蛭的炮制方法大致有净制、

切、加辅料和不加辅料制几大类，共十几种炮制

方法；现代对水蛭的炮制大多采用酒制、滑石粉

烫、砂烫等方法［6］。张仲景在《伤寒论》及《金

匮要略》中配伍水蛭血证方有三，即抵当汤、抵

当丸、大黄蜇虫丸。其中，前两方均注经“熬”

制（即焙干），煎煮服用；后方则为丸剂，酒饮服

之［7］。可见炮制对于药效和药物性能起到了重要

作用。现对水蛭的不同炮制品种有效成分进行对

比，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材料

1. 1 药品

水蛭药材（批号SB0261）购自北京华邈药业有

限公司，由北京华邈中药工程技术开发中心按照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进行检验。性状：符

合水蛭的性状描述。鉴别：采用薄层色谱法，供试

品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

紫红斑点；紫外光灯 （365 nm） 下显相同的橙

红色荧光斑点。检查：二氧化硫残留量 12 mg/kg

（<150 mg/kg）、水分 11. 7%（<18. 0%）、总灰分

6. 1%（<8. 0%）、酸不溶性灰分 1. 4%（<2. 0%）、

酸碱度 6. 5（应为 5. 0~7. 5）；重金属及有害元素中

铅 5 mg/kg（<10 mg/kg）、镉 0. 2 m/kg（<1 mg/kg）、

砷 3 mg/kg（<5 mg/kg）、汞 0. 5 mg/kg（<1 mg/kg）；

未检出黄曲霉毒素 B1（<5 µg），未检出黄曲霉毒

素G2、黄曲霉毒素G1、黄曲霉毒素B2和黄曲霉毒

素 B1（总量<10 µg）。含量测定：本品每 1 g含抗

凝血酶活性3. 8 U，结果符合规定（≥3. 0 U）。

炮制：①酒制水蛭：取水蛭药材，加黄酒拌

匀，闷润 1~2 h，至黄酒被吸尽，置热锅内，用文

火炒干，取出，晾凉。参考《中国药典》（2015年
版），每 1 kg水蛭段加黄酒 0. 2 kg。②烫水蛭：取

滑石粉 40 g置锅中，加热至滑利状态时，将 100 g
水蛭药材投入，烫至鼓起，取出，筛去滑石粉，

放凉。③生水蛭粉：将水蛭药材打粉过 100目筛。

④制水蛭粉：将酒制水蛭打粉过100目筛。

1. 2 仪器

超声波清洗机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电热套（北京中兴伟业仪器有限公司），尿嘧啶对

照品 （批号 100469-201302）、次黄嘌呤对照品

（批号 140661-201704）、黄嘌呤对照品 （140662-

200802）、尿苷对照品（批号 110887-201803），均

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Agilent 1200型高

效液相色谱仪，配置四元梯度泵、在线脱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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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D检测器。Agilent HC-C18色谱柱 （4. 6 mm×
250 mm），乙腈、甲醇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

他试剂均采用分析纯。均使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新药研发实验室仪器和试剂。

2 方法

2. 1 药品提取

2. 1. 1 生水蛭：取水蛭药材 40 g加入 260 mL水，

浸泡 30 min，水煎 30 min（约 150 mL），浓缩 80 ℃
蒸干，减压浓缩，冷冻干燥，计算干膏率。

2. 1. 2 酒制水蛭：取酒制水蛭 40 g加入 260 mL
水，浸泡 30 min，水煎 30 min（约 150 mL），浓缩

80 ℃蒸干，减压浓缩，冷冻干燥，计算干膏率。

2. 1. 3 烫水蛭：取烫水蛭 40 g加入 260 mL水，浸

泡 30 min水煎 30 min（约 150 mL），浓缩 80 ℃蒸

干，减压浓缩，冷冻干燥，计算干膏率。

2. 1. 4 生水蛭粉：取生水蛭粉 4 g，加入 26 mL水
（50~60 ℃）。

2. 1. 5 制水蛭粉：取制水蛭粉 4 g，加入 26 mL水
（50~60 ℃）。

2. 2 溶液制备

2. 2. 1 对照品溶液制备：精密称取上述各对照品适

量，置容量瓶中，加水溶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即

得混合对照品溶液（尿嘧啶 46. 3 µg/mL、次黄嘌呤

45. 8 µg/mL、黄嘌呤47. 2 µg/mL、尿苷39. 6 µg/mL）。
2. 2. 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水蛭粉末（过 3号
筛）约 2. 0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

加入水 50 mL，摇匀，称重；回流提取 30 min，取

出，冷却至室温，称重，用 5 mL水补足失重，摇

匀，10 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以 0. 45 µm
微孔滤膜滤过，即得。色谱图见图1、图2。
2. 3 水蛭制品中尿嘧啶、次黄嘌呤、黄嘌呤、尿

苷的含量测定

采用HPLC法进行测定。色谱柱：Agilent HC-

C18 色 谱 柱 （PN 518905-902， 5 µm SN498823，
4. 6 mm×250 mm）；流动相：乙腈-10mmol磷酸二

氢钾溶液，梯度洗脱 0~20 min（0. 5∶99. 5）；20~
40 min （20∶ 80）； 检 测 波 长 254 nm。 流 速

0. 8 mL/min，柱温30 ℃，进样体积10 µL。
2.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 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炮制品

活性成分组间两两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各水蛭制品活性成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 05），其中生水蛭粉的抗凝血酶活性、尿

嘧啶、次黄嘌呤含量最高（P<0. 05）；生水蛭煎煮

的尿苷含量最高（P<0. 05）；制水蛭粉的黄嘌呤含

量最高（P<0. 05）。见表1。
4 讨论

中药炮制是中药从天然产物去粗取精、水火

历练、成就药性的重要过程，炮制后的中药饮片

才能为临床辨证施治创造用药条件［8］。水蛭是常

图1 标准品的HPLC色谱图

图2 水蛭样品的HPLC色谱图

表1 各水蛭制品中尿嘧啶、次黄嘌呤、黄嘌呤、尿苷的含量

水蛭制品

生水蛭煎煮

制水蛭煎煮

烫水蛭煎煮

生水蛭粉

制水蛭粉

抗凝血酶活性（U）
9. 05
9. 19
3. 44
11. 59*
9. 19

尿嘧啶（mg/g）
0. 144
0. 209
0. 007
0. 257*
0. 172

次黄嘌呤（mg/g）
1. 130
1. 218
0. 073
1. 478*
0. 898

黄嘌呤（mg/g）
0. 386
0. 412
0. 033
0. 499
0. 694*

尿苷（mg/g）
0. 259*
0. 119
0. 056
0. 139
0. 086

与其他水蛭制品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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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活血化瘀通络中药，张锡纯称之为“祛瘀血

而不伤新血，纯系水之精华生成”“凡破血之药，

多伤气分，惟水蛭味咸专入血分，于气分丝毫无

损，而瘀血默消于无形，真良药也”。水蛭具有抗

凝、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抗动脉粥样硬

化、抗炎止痛、抗肿瘤、降低血液黏度、保护脑

缺血再灌注损伤等多种药理作用［9-10］。不同炮制品

种水蛭，其药理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结果

显示，生水蛭粉的抗凝血酶活性、尿嘧啶、次黄

嘌呤含量相对其他炮制品种更高。抗凝血酶不仅

能阻止纤维蛋白原的凝固，亦可阻止凝血酶催化

的进一步血瘀反应，如对凝血因子Ⅴ、Ⅷ的活化

及凝血诱导的血小板反应等的抑制，抗凝血酶的

浓度决定了血液凝固能否被推迟或完全阻止。尿

嘧啶是RNA特有的碱基，是氟尿嘧啶主要原材料，

具有抗肿瘤、抗代谢的功效，可以干扰DNA的形

成，抑制核糖核酸，可用于治疗癌症。次黄嘌呤，

主要用作抗恶性肿瘤药 6-巯嘌呤的中间体。根据

有效成分的药理性质，生水蛭适合用于治疗心脑

血管疾病、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DIC）、皮肤

瘢痕、肾脏疾病、消化道癌症、乳腺癌、卵巢癌、

恶性葡萄胎和膀胱癌以及皮肤癌。生水蛭煎煮方

法的尿苷相对其他炮制品种含量更高，尿苷是制

造氟尿嘧啶 （S-FC）、脱氧核苷、碘苷 （IDUR）、

溴苷 （BUDR）、氟苷 （FUDR） 等药物的主要原

料，适合用于抗巨型红血球贫血，治疗肝、脑血

管、心血管等疾病。制水蛭粉的黄嘌呤含量相对

其他炮制品种含量更高，黄嘌呤是兴奋剂和支气

管扩张剂的原料，用于治疗哮喘症状，所以制水

蛭粉可用于有此兼症的患者。

临床中水蛭在治疗中风、高血压、血瘀、闭

经、跌打损伤等方面具有显著疗效。查阅既往关

于水蛭的文献，大都以生品水蛭本身的成分作为

研究对象，而未考虑水蛭不同炮制品之间的药理

作用差异。而诊疗过程中水蛭通常用炮制品。因

此，应基于临床上水蛭的实际用药情况，不断完

善水蛭研究的设计思路，使研究结果对临床更具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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