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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高效液相色谱 (UPLC)是近年来发展的以超高速度、超高分离度、超高灵敏度为特点的新型液相色谱技

术。其应用于复杂体系快速分析所表现出的优势,已引起了药物分析工作者的重视。本文对近年来超高效液相色谱在药

物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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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 ltra pe 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 a new separation techn ique in liqu id chroma tography w ith its fea2

ture of/ high speed, resolution and sensitivity0,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of the pharmaceu tica ls ana lysts. Th is present paper re2

viewed recent applica tions ofUPLC in pharmaceutica 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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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3月, W aters公司率先推出了第一台商品

化的超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 acqu ity, UPLCTM)。超高

效液相色谱 (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 atography,

UPLC)系指一种采用小颗粒填料色谱柱 (粒径小于 2

Lm)和超高压系统 (压力大于 10
5
kPa)的新型液相色

谱技术,能显著改善色谱峰的分离度和检测灵敏度,同

时大大缩短分析周期,因此特别适用于微量复杂混合

物的分离和高通量研究。问世 4年来,超高效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技术 (UPLC- MS
n
)发展很快, 现已成功应

用于农药残留物检测、水质和环境监测、化妆品质量控

制、药物及制剂的分析检测和质量控制、中药复杂组分

分析及代谢组学等领域。现仅从 UPLC的原理及优点

出发, 综述 UPLC及其联用技术在药物分析领域中的

应用, 讨论目前 UPLC存在的局限性, 并对其进一步应

用进行展望。

1 UPLC的原理及优点

111 UPLC的原理  UPLC的理论基础为范德米特

(Van Deemeter)方程。HETP = AdP + B /v+ CdP2v式

中: HETP为理论塔板高度; A为涡流扩散系数; dP为

填料粒径; B为分子径向扩散系数; C为传质因子; v为

流动相线速度。由该方程可得出结论:颗粒度越小柱

效越高;每个颗粒度尺寸有自己的最佳柱效的流速;更

小的颗粒度使最高柱效点向更高流速 (线速度 )方向

移动, 而且有更宽的线速度范围。所以降低颗粒度不

但提高柱效,同时也提高速度。但是, 应当看到在使用

小颗粒的固定相时, 会使 $p大大增加, 使用更高的流

速会受到固定相的机械强度和色谱仪系统耐压性能的

限制。然而,只要使用很小粒度的固定相,并且只有在

达到最佳线速度时, 其具有的高柱效和快速分离的特

点,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要实现超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除必须制备出装填粒度小于 2 Lm固定相的色谱柱外,

还必须提供高压溶剂输送单元、低死体积的色谱系统、

快速的检测器、快速自动进样器和高速数据采集、控制

系统等。上述几个单独领域最新成果的组合, 才促成

超高效液相色谱的实现。

112 UPLC的优点  基于 1. 7 Lm小颗粒技术的 UPLC

与人们熟知的高效液相色谱 (HPLC)技术,具有相同的

分离原理。不同的是, UPLC不仅比 HPLC具有更高的

分离能力,而且结束了人们多年不得不在速度和分离

度之间取舍的历史。使用 UPLC可以在很宽的线速

度、流速和反压下进行高效的分离工作,并获得优异的

结果。

1. 2. 1 提高分离度  UPLC发挥了 1. 7 Lm颗粒提供

柱效增高的全部优越性。尤其是 1. 7 Lm颗粒提供的

柱效比 5 Lm颗粒提高了 3倍。因为分离度与粒度的

平方根成反比, 1. 7 Lm颗粒的分离度比 5 Lm颗粒提

高了 70%。在梯度分离中也具有同样的优越性, 此时

分离能力用峰容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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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提高分析速度  由于 UPLC系统采用 1. 7 Lm

颗粒, 柱长则可以比使用 5 Lm颗粒时缩短 3倍而保持

柱效不变,而且使分离在高 3倍的流速下进行,结果使

分离时间缩短而分离度保持不变。

1. 2. 3 提高检测灵敏度  浓缩样品和采用各种高灵

敏度的检测器都能提高灵敏度, 而在 UPLC中通过减

小颗粒度,使色谱峰变得更窄, 信噪比 ( S /N )增大, 灵

敏度得到额外的提高。

1. 2. 4 提高质谱离子化效率减小基质效应  LC- MS

已经是液相色谱发展的主流,能够充分发挥 LC高分离

度和MS高灵敏度的优势, UPLC与 MS的联用使这种

优势更加明显:一方面, UPLC系统达到最佳线速度时,

其流动相流速一般在 0. 25~ 0. 50 m l/m in之间, 这与

质谱能承受的流速更加匹配 (API接口一般能承受

0. 20m l/m in), 使离子化效率增加,而新的 nanoUPLC

的流量更可低至 200 nl /m in, 可以不需分流而直接进

入质谱;另一方面, UPLC的分离度比 HPLC有很大提

高,其色谱峰扩展很小, 峰浓度很高, 这样不但有利于

化合物的离子化,同时有助于与基质杂质分离,在一定

程度上能降低基质效应, 从而使灵敏度和重现性得到

提高。

2 UPLC在药物分析领域的应用

211 化学药品的分析  Nguyen D T等
[ 1]
应用 UPLC

分离分析异烟肼、吡嗪酰胺和利福平, 采用 1. 7 Lm粒

径的色谱柱进行梯度洗脱。在柱温为 30 e 时, 3种抗

结核药物完全分离时间为 2 m in,而 USP方法 (HPLC)

的分析时间为 15m in。将柱温提高为 90 e 时,分析时

间则缩短为 1 m in内。

在针对药物合成的分析方面, UPLC可实现随时快

速准确检测合成过程中的中间体、副产物或降解产物

等。Dongre等
[ 2]
将 UPLC用于磷酸伯氨喹及其异构体

和合成中间产物的分离及分析。

JurgenMensch等
[ 3 ]
建立了 UPLC- MS/MS在药物

透析力分析中高通量筛选方法。使用四极杆质谱单体

化合物多反应检测 (MRM)在正离子模式下检出各种

化合物。已确证的化合物包括咖啡因等,其线性范围

均在 3. 05~ 2 555 nmol /L。此方法在缓冲液中检测限

为 0. 61~ 12 nmol/L之间。利用 UPLC- MS /MS样品

处理量提高了 4倍, 灵敏度显著增加。该方法能成功

运用于早期药物筛选。

212 生化药品的分析  Boogers I等
[ 4]
分别利用 HPLC

和 UPLC分析经柱前衍生化处理后的蛋白质水解物中

氨基酸。结果表明, 两种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 但

UPLC的分析时间仅为 HPLC的 40%。Muhamm ad

Saeed等
[ 5]
利用 UPLC- MS/MS分析经 1, 2- 萘醌或

酶活化 1, 2- 二羟基萘与 DNA反应后生成腺嘌呤 N3

位与鸟嘌呤 N7位的脱嘌呤内收体,探讨了萘诱发肿瘤

的机制。经 UPLC - MS/MS检测, 发现邻醌通过与

DNA发生 1, 4- 米氏加合反应是萘与一些芳香族化合

物弱致癌作用的普遍机理。

213 中药成分的分析  中药含有大量的生物碱,通常

为中药的活性成分, 研究这类成分具有重要意义。在

采用 HPLC法分析生物碱时, 由于固定相表面残余硅

羟基的影响,此类化合物色谱峰的保留行为会发生变

化,造成色谱峰严重展宽和拖尾,因而在分析时常需要

在流动相中加入添加剂, 如离子对试剂、有机胺类等,

用以屏蔽固定相表面残余硅羟基的作用, 但这些添加

剂的加入往往会给 LC- MS联用带来不便。Waters公

司合成了 1. 7 Lm颗粒度的 AcquityUPLC填料, 减少

了固定相表面残余硅羟基, 因而在分析生物碱类样品

时,流动相中只加入酸抑制剂,不需添加有机胺即可使

其获得良好的分离。由于在流动相中避免了有机胺及

盐的加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质谱噪音、减少对质

谱的污染,且使用的流速适合与质谱直接联用, 无需分

流,可以进一步提高检测灵敏度,为中药分析提供良好

的平台。

DanM等
[ 6 ]
利用 UPLC- MS研究了中药人参中的

主要人参皂苷成分,用 Waters Oasis( TM) HLB固相萃

取柱对样品进行提取, 采用 Waters Acqu ity BEH C18色

谱柱,以 0. 05%甲酸溶液 - 乙腈为流动相对 15种人参

皂苷进行梯度洗脱, 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Chen X J

等
[ 7]
利用 UPLC- MS检测研究淫羊藿中的黄酮类物

质, 采用 Acqu ity BEH C18色谱柱 ( 50 mm @2. 1 mm,

1. 7 Lm ), 以 50 mmol/L冰醋酸溶液 - 乙腈进行梯度

洗脱,在 12m in内对淫羊藿中的 15种黄酮类物质进行

分离,并以淫羊藿 A、B、C和淫羊藿苷为指标,对 37个

样品进行了分类。Chen J等
[ 8]
采用 UPLC和 HPLC方

法对丹参药材中丹酚酸 B含量测定结果进行了对比,

两种方法的含量测定结果一致。 UPLC能够替代

HPLC测定丹参药材中丹酚酸 B含量, 既加快了分析

速度, 达到了样品分析的高通量, 减少有机溶剂的使

用,又得到更高的分析灵敏度。Tang J等
[ 9 ]
利用 UPLC

快速测定血栓通注射液中 5种皂苷成分的含量,在 9. 5

m in内使三七皂苷 R1及人参皂苷 Rg1、R e、Rb1、Rd达

到良好分离, 在测定的浓度范围内线性良好 ( r =

0. 998 4), 日间及日内精密度的 RSD均小于 3. 1%, 最

低定量限和最低检出限可分别达到 0. 5 ng和 0. 2 ng,

平均回收率均大于 95. 0%。 Zhou等
[ 10]
利用 UPLC建

立前列安通片中芍药苷含量的检测方法, 采用 Acqu ity

BEH C18色谱柱 ( 50mm @2. 1mm, 1. 7 Lm ),以乙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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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醋酸为流动相, 以 0. 2 m l/m in进行洗脱,芍药苷

的保留时间为 2. 24 m in。该方法快速、简单,分离度和

灵敏度高,可用于对前列安通片中芍药苷的含量测定。

YangXL等
[ 11]
采用 UPLC同时测定解郁丸中芍药苷和

阿魏酸的含量。芍药苷、阿魏酸和其他组分在 4 m in

内可完全分离,芍药苷在 18~ 180 mg /L范围内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 ( r= 0. 999 9);阿魏酸在 2. 18~ 21. 8mg /L

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r= 0. 999 8);方法的回收

率、精密度、重现性均符合要求。

214 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  药物代谢动力学涉及药

物在肌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的研究,包括

药物及其在各种复杂基质 (全血、血浆、尿、胆汁及生物

组织 )中代谢物的分离、结构鉴定以及痕量分析测定。

肌体的体液系统中存在大量的保留时间相同、相对分

子质量也相同的干扰组分;而目前药物研制日趋低剂

量,使常规的分离检测技术难以满足复杂介质中痕量

成分准确定量的要求。能否在复杂的体液系统中快速

检测和鉴定出药物的代谢产物, 依赖于高效的色谱分

离和灵敏的高分辨质谱技术的联用。采用 UPLC- MS

联用技术进行药物代谢及药物动力学研究,体现了其

高灵敏度和高专属性特点, 而且能够同时测定样品中

复方制剂的多组分浓度,实现样品高通量分析。

2. 4. 1 化学药品代谢产物的分析  Dasand iB
[ 12]
等建

立了 UPLC- MS/MS定量测定人血浆中喹那普利和喹

那普利特的方法, 采用 Acqu ity BEH C18色谱柱 ( 100

mm @2. 1mm, 1. 7 Lm),以赖诺普利为内标,喹那普利

和喹那普利特线性范围分别为 5. 010~ 500. 374 ng/m l

和 10. 012~ 1 000 ng/m,l定量限分别为 5. 010 ng/m l和

10. 012 ng/m l。日内和日间精密度的 RSD均小于

10%,喹那普利、喹那普利特和赖诺普利的回收率分别

为 85. 8%、62. 6%和 61. 3%, 样品的分析时间仅需 3

m in。Zhang SQ等
[ 13 ]
利用 UPLC- MS/MS对人血浆中

紫杉醇的衍生物 (NPD- 103)进行了定性和定量, 流动

相为甲醇 - 0. 1%甲酸 ( 75B 25), NPD- 103的回收率

分别为 95. 58% (1. 0 mg/m l)、102. 43% ( 5. 0 mg/m l)

和 97. 77% ( 10. 0 mg /m l), 线性范围为 0. 1 ~ 20. 0

mg/m l( r= 0. 999)。M ingD S等
[ 14]
建立了 UPLC- MS/

MS测定人血清中氯氮平和去甲可待因浓度的方法,采

用 Acqu ity BEH C18色谱柱 ( 50 mm @2. 1 mm, 1. 7

Lm),甲醇 - 水 (含 0. 2%氨水 )为流动相, 流速为 0. 40

m l/m in。YadavM等
[ 15]
利用 UPLC- MS /MS同时测定

人血浆中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的浓度, 并对 36位健康

印度人的生物等效性进行了研究。利托那韦和洛匹那

韦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2. 9 ~ 1 452 ng /m l和 29. 6 ~

14 379 ng /m,l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7. 5% 和 96. 6%。

Bhavesh D等
[ 16]
利用 UPLC- MS测定人血浆中非诺贝

酸含量, 以甲芬那酸为内标, 线性范围为 0. 05~ 7. 129

mg/m ,l定量限为 0. 05 mg /m ,l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小

于9. 3%, 非诺贝酸和甲芬那酸的提取回收率分别为

66. 7%和 52. 6%, 样品分析时间仅为 1. 8m in。Berg T

等
[ 17]
建立 UPLC- MS /MS测定尿中阿片类和可卡因

含量,采用阳离子交换固相色谱柱对样品进行提取, 以

5mmol/L碳酸氢铵溶液 ( pH 10. 2) - 甲醇为流动相,

对吗啡、可待因、6- 乙酰基吗啡、吗啉吗啡、羟氢可待

酮、乙基吗啡、可待因和苯甲酰爱康宁等成分进行了梯

度洗脱。L icea - PerezH 等
[ 18]
利用 UPLC- MS/MS同

时测定人血清中的睾酮和 5A- 二氢睾酮, 取血清 300

L l经甲基叔丁醚液液提取后, 加入 2, 3 - 吡啶二羧酸

衍生化提高检测灵敏度, 供试品溶液经固相萃取柱净

化后进样,睾酮和 5A- 二氢睾酮的检测浓度分别为

0. 2~ 40 ng /m l和 0. 01~ 2 ng/m l。方法灵敏度高, 专

属性强, 适用于睾酮的药动学研究。Cai S等
[ 19]
利用

UPLC- MS/MS测定人血浆中米格列奈含量, 以那格列

奈为内标,血浆经乙醚提取后进样,经 Acqu ity BEH C18

色谱柱 ( 50mm @2. 1mm, 1. 7 Lm )色谱柱分离, 流动

相为甲醇 - 10 mmol/L醋酸铵 ( 65B 35), 流速为 0. 25

m l/m in。线性范围为 1. 080~ 5 400 ng /m,l最低检出量

为 1. 080 ng/m l。Hu X L等
[ 20]
建立了 UPLC- MS /MS

定量测定健康人血浆中阿托伐他汀浓度及药物代谢动

力学研究,血浆样品经磷酸酸化后,采用叔丁基甲醚提

取, 内标法 (以格列齐特为内标 )定量,并用于 24名健

康男性志愿者单剂量口服 10mg阿托伐他汀钙片的药

动学研究。该方法快速、灵敏、可靠, 适用于阿托伐他

汀钙临床用药监控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Hermes Li2

cea- P等
[ 21]
利用 UPLC- MS/MS结合带液液萃取及

衍生化的半自动样品处理技术,同时检测人血浆中口

服避孕药中乙炔基雌二醇 ( EE )与左炔诺孕酮 ( LN ),

其浓度范围分别为 0. 01~ 2 ng /m l与 0. 1~ 20 ng/m l。

该方法将 6 m in的检测时间缩短到 2. 7m in, 所需的血

液用量也从 500 L l减至 300 L ,l能成功用于药物代谢

动力学研究。YunshengH 等
[ 22]
比较了各种快速液相

色谱与质谱串联技术, 同时检测大鼠血浆中低剂量

( ng/m l )克拉屈滨和克罗拉滨含量的方法。得出结论

为 UPLC- MS /MS较 HPLC- MS /MS方法, 具有更高

的灵敏度、更好的分离度、更快的速度、更高的经济价

值及可靠性,同时也能避免母离子抑制效益。

2. 4. 2 生化药品代谢产物的分析  Wang等
[ 23]
利用

UPLC- MS同时定量检测老鼠肝微粒体中 7种单羟基

睾酮代谢产物 ( 16A- , 2A- , 7A- , 6A- , 2A- , 6A- ,

16A- 羟基睾酮 ), 该方法可用于检测生物基质中睾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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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化酶的活性。H iroki Kawan ishi等
[ 24]
利用 UPLC -

MS分析 C3H /H eNCrj小鼠毛发中组胺 (HA)及其代谢

产物, 探讨毛发周期与寿命的影响因素。该方法分析

小鼠中组胺与其代谢产物如 1- 甲基组胺 (MHA)等。

手性荧光化试剂 DBD- F标记 HA, DBD- PZ标记代

谢产物,利用该方法将衍生物分离分析。该方法具有

良好的线性范围, 组胺与其代谢产物的检测限分别为

0. 21、1. 0、0. 17和 0. 11 pmo,l小鼠毛干与毛根的组胺

及代谢物浓度均被检出。该方法也能运用于毛发中其

他各种化合物的分析研究。Gan feng W 等
[ 25]
运用

UPLC- MS/MS测定猴血浆中的 SCH 503034非对映异

构体。在 APCI选择性反应检测正离子模式下, 检测

SCH 503034非对映异构体。线性范围均在 1 ~ 2 500

ng/m ,l批间平均偏差与相对标准偏差 (RSD)分别为

1. 2% ~ 3. 6%与 2. 8% ~ 10%。批内平均偏差与相对

标准偏差 ( RSD)分别为 1. 3% ~ 5. 5% 与 2. 3% ~

7. 8%。异构体回收率在 2. 5、50和 1 000 ng/m l水平

时, 分别为 87. 2% ~ 90. 0%、89. 1% ~ 90. 4% 和

92. 3% ~ 94. 3%。定量限为 1 ng /m l。该方法具有更

高的分析通量、灵敏度及分离度,不仅能用于猴血浆检

测,还能检测小鼠、狗及人血浆样本。

2. 4. 3 中药代谢产物的分析  随着天然药化、中药药

理、中药分析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

科逐渐成为现代中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

中药组分复杂, 有效成分多样化且含量低, UPLC具有

高分离度,高灵敏度等优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采用 UPLC- MS/MS技术研究中药化学成分的体内代

谢转化。

Wang X 等
[ 26]
使用 UPLC - MS在多反应监测

(MRM)模式下, 建立了测定大鼠血浆中的双氢槲皮

素。血浆样品在乙酸乙酯液液提取后, 经 Sunfire色谱

柱 ( 2. 1mm @50 mm, 3. 5 Lm )分离测定, 线性范围为

6~ 6 750 ng /m,l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小于 8%, 回收

率为 92. 9% ~ 105. 1% ,最低检出限为 6 ng/m,l大鼠双

氢槲皮素的绝对生物利用度为 0. 17%。XiX Y等
[ 27]

利用 UPLC- MS/MS在正离子模式及多反应检测模式

下,检测大鼠血浆中牡荆葡基黄酮 - 2. - O - 鼠李糖

苷 (VOR)。线性校正曲线范围在 10~ 2 500 ng/m ,l定

量限为 10 ng /m l。VOR平均萃取回收率为 ( 97. 2 ?

2. 6)%。该方法首次成功运用于口服单剂量 ( 120

mg/kg)的 VOR药代动力学研究。对中药复方制剂的

代谢研究中, Wang等
[ 28]
利用 UPLC- MS建立了中药

复方茵陈蒿汤 45个化合物的指纹图谱, 以及该复方经

口服进入小鼠体内后所产生的 21个代谢产物的指纹

图谱。进行比对发现,其中 19个代谢产物是原形化合

物, 而 6- 甲氧基香豆素 - 7- 羟基硫酸盐 ( 6- m ethoxy

coumarin- 7- hydroxyl su lfate)和 7- 甲氧基香豆素 -

6- 羟基硫酸盐 ( 7 - methoxy coum arin - 6 - hydroxyl

sulfate ) 是 6, 7 - 二 甲 基 香 豆 素 ( 6, 7 -

d imethylescu1et in)的两个代谢产物。UPLC - MS的高

灵敏度、高分离度及高峰容量,可以为中药复方制剂的

药代动力学及作用机理研究提供更多有用的化学

信息。

3 UPLC的局限性

尽管 UPLC能显著减少复杂样品的分析分离时

间, 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分离度, 但目前 UPLC的使用

仍然存在局限性,其普及应用可能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311 与 UPLC匹配的色谱柱比较少  UPLC是应小粒

径 (小于 2Lm )柱填料的需求而专门设计的耐高压液

相色谱系统,因此使用小粒填料的色谱柱能够最大限

度地发挥 UPLC高分离度和高灵敏度的优势。但是这

种色谱柱要能够耐受由于粒径减小而带来的高反压,

而且粒径的减小也给色谱柱充填技术带来了挑战。作

为首家 UPLC仪器开发商的 Waters公司目前也只能提

供有限型号的色谱柱 ( BEH C18 ACQ, BEH Sh ield RP18

ACQS, C8和苯基键合固定相等 )。可喜的是, 各大公

司已在努力开发小粒径填料色谱柱。Nguyen D T

等
[ 29]
比较了已经上市的粒径小于 2 Lm的色谱柱性

能, 如 Agilent公司的 Zorbax Ec lipse XDB C18 ( 1. 8

Lm), Zorbax Extend C18 ( 1. 8 Lm), Zorbax Stab le Bond

C18 ( 1. 8 Lm )以及 Thermo E lectron公司的 Hypersil

GOLD C18 HYP( 1. 9 Lm )等。这些色谱柱均能发挥小

粒径填料的优势,且各有所长。随着色谱填料技术的

不断革新, UPLC色谱柱型号缺乏的问题应该是可以克

服的。

312 峰面积的重复性欠佳  Novdkov L等
[ 30]
发现,

UPLC分析样品时峰面积的重复性略逊于 HPLC, 特别

是低浓度样品时更加明显, 其峰面积重复性的 RSD约

为 HPLC的 2倍。研究者认为,可能因 UPLC的进样量

过少 (仅有 2L l),或者由于采用了半环 ( partia l loop)进

样的方式, 理论上这种进样方式的精密度不如全环

( fuIl lop)进样。通过稀释样品, 增加注入样品的体积,

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313 对高频检测仪器的需要  UPLC分离样品色谱峰

扩展很小,通常峰底宽度只有几秒钟, 低浓度的样品峰

则更窄。O. Connor等
[ 31 ]
发现, 使用 UPLC测定低浓度

样品时,准确度、精密度都比较差。这可能是由于检测

仪器探测频率比较低, 检测低浓度样品时出现了样品

点的遗漏。因此,随着 UPLC的开发应用, 必将推动高

频检测仪器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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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望

UPLC作为一种新型液相色谱技术, 延伸了液相色

谱的应用范围。UPLC以超强分离能力和速度、超高灵

敏度、与 HPLC简单方便的方法转换、良好的质谱入口

等特点为现代色谱分析开创了广阔的前景。其进样体

积小,分离快,溶剂消耗少, 为药物化学成分分析、药物

合成分析、中药快速定性定量分析和体内代谢产物分

析,提供了一种高效、准确的分析技术。充分利用

UPLC的高分离效率和 MS的高灵敏度与定性功能,能

快速完成众多复杂成分的分离与鉴定。该联用技术既

可建立中药或复方药物指纹图谱, 又可进行多种有效

成分或指标成分定量, 还可用于体内药物分析。随着

药物分析方法的发展, 相信 UPLC作为一种强有力的

分析技术,将会在药物分析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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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反应是肌体受抗原性物质刺激后引起的组织

损伤或生理功能紊乱,理论上属于异常的、病理性的免

疫反应。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过敏性反应

疾病的发生不断增加。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 1]
, 目

前我国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病率高达 37. 3%。过敏

性疾病的高发, 也推动了抗过敏药物研究的发展。新

药研究一般都是针对疾病发生的机制进行的,过敏反

应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 抗过敏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

主要通过两种机理研究来指导, 即过敏介质理论和

Th1 /Th2平衡理论。

1 过敏介质理论

过敏介质理论是研究最多、也最公认的过敏反应

的发生机制,基于这种理论研制的药物主要是在过敏

反应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 或者拮

抗过敏介质的作用而产生抗过敏的效果。目前使用的

西药类抗过敏药物大多属于这一类, 包括肥大细胞稳

定剂,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这些药物疗

效明确、起效迅速, 但由于其作用机制仅针对过敏反应

的某一个环节,属于对症治疗, 停药后复发率高, 同时

不良反应较多, 用后多有嗜睡、口干、头晕等副作用。

现代中药的抗过敏作用研究也大多基于这种过敏介质

理论,相对于西药而言, 其作用机制呈现多层次、多靶

点的特点
[ 2]
,表现在过敏介质理论的多个环节上,能够

在抑制免疫球蛋白 E( IgE)产生、保护和稳定靶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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