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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乌与贝母配伍禁忌的电喷雾质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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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I-MS analytical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studying the alkaloids content in the decoctions of 

Radix aconiti combined with Bulbus Fritillariae Thunbergii or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For the 

co-decoctions of Radix aconiti combined with Thunberg Fritillary Bulb contains more diester-alkaloids than that 

of co-decoctions of Radix aconiti combined with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When Radix aconiti was 

combined with Thunberg Fritillary Bulb, diester-alkaloids were mainly dissolved in water. But diester-alkaloids 

were mainly converted into lipo-alkaloids when Radix aconiti was combined with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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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十八反”理论认为川乌贝母（浙贝母或川贝母）两药不可同用，而临床上也常有因两

药合用而中毒的病例报道。而该药对中，只有川乌含有毒性较大的乌头类双酯型生物碱成分，因此

利用电喷雾串联质谱，对配伍前后川乌中生物碱成分的变化进行考察，从生物碱类剧毒成分的含量

和转化角度对川乌与川贝母或浙贝母的配伍进行比较研究。 

1  实验部分 
Finnign LCQ TM 离子阱质谱仪。川乌：购自四川江油饮片厂；浙贝母、川贝母：购自长春市同

仁堂药店；乌头碱、中乌头碱及次乌头碱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利血平：购自 Sigma

公司。生川乌单煎液及其与贝母的共煎液的提取液用 1.64 mmol的利血平稀释 100倍后，流动注射

泵直接进样，注射泵流速 3 µL⋅min－1。 

2  结果与讨论 

2.1  川乌単煎及与贝母共煎液的 ESI-MS 研究 

本研究以目标生物碱与内标物利血平相对丰度的比值作为对生物碱相对含量的考察。根据串联

质谱数据和文献报道，对川乌与贝母（浙贝母或川贝母）共煎液中生物碱成分进行归属，并给出了

主要生物碱与内标物的相对比值。从表 1可以看出，川乌与浙贝母共煎液中双酯型生物碱次乌头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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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乌头碱和乌头碱分别为 6.58、3.06 和 1.25，而川乌在与川贝母共煎液中三者分别为 1.96、0.095

和 0.037。即与川乌単煎液相比，川乌与浙贝母共煎液中双酯型生物碱（DDA）含量明显升高，表

明浙贝母与川乌共煎后药液的毒性增加，而与川贝母共煎液中双酯型生物碱含量明显降低。 

表 1  川乌分别与浙贝母和川贝母共煎液中生物碱的相对丰度 
Table 1  Relative abundance of alkaloids in co-decoction of Radix aconiti combined with 

 Bulbus Fritillariae Thunbergii(a) or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b) 

2.2  川乌与贝母共煎后药渣的 ESI-MS 研究 

将川乌与贝母（浙贝母或川贝母）共煎后的药渣自然晾干后乙醇超声提取，用甲醇稀释后直接

进样电喷雾质谱分析，结果如图 1。可以看出在川乌与浙贝母共煎后药渣提取液中脂型生物碱（LDA）

的相对丰度最高，DDA 仍有一定的丰度，单酯型生物碱（MDA）的相对丰度为最低（如苯甲酰中

乌头原碱 m/z 590的相对丰度低于 20%），结合其水煎液中 DDA 的相对丰度较高，其他生物碱丰度

较低，说明 DDA 成分以溶出为主，分解较少。川乌与川贝母共煎后的药渣中 LDA 的相对丰度最高，

MDA 及 DDA 的相对丰度物均较低（如苯甲酰中乌头原碱 m/z 590和次乌头碱 m/z 616的相对丰度

均低于 20%），而其水煎液中的 MDA 含量与浙贝母组的含量相近，DDA 含量又远低于浙贝母组，

说明川乌与川贝母共煎后 DDA 以转化为 LDA 为主，另有少部分溶出和分解。 

 
图 1  川乌与浙贝母或川贝母共煎后药渣提取物的质谱图 

Fig.1  Mass spectra of extracting of residue from Radix aconiti combined with  
Bulbus Fritillariae Thunbergii(a) or Bulbus Fritillariae Cirrhosae(b) 

3  结论 
川乌与浙贝母共煎后药液中双酯型生物碱含量高于其单煎液，预示着川乌与浙贝母共煎液的毒

性增强，并且共煎后剧毒的双酯型生物碱以溶出为主，分解较少，而川乌与川贝母共煎后，双酯型

生物碱含量降低，并且主要转化为脂型生物碱，分解溶出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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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 572 590 604 609 616 630 632 646 648 662 

生川乌单煎 0.209 5.524 1.055 1 3.475 0.839 0.171 0.071 0.215 0.265 

生川乌＋浙贝母 0.368 3.151 0.546 1 6.579 1.355 3.059 1.25 1.566 0.895 

生川乌＋川贝母 0.17 3.401 0.659 1 1.966 0.398 0.095 0.037 0.177 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