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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制品中天然人参皂苷及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指标与检

查方法》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人参具有补元气、调气养血、安神益智、提高免疫、抗疲劳、滋补强身功效；人参是

公认的百草之王。人参属（Panax genus）植物有十余种（species）；我国主要栽培和

应用的人参属植物、有三个种（Species）：即、人参（Ginseng, 学名Panax ginseng

C.A.Mayer，包括数量庞大的林下参）、西洋参（American ginseng, 学名Panax

quinquefolius）和三七（Notoginseng, 学名Panax notoginseng）等；已经广泛地应

用于中医药、医药、食品和保健食品、化妆品；已形成很大的人参产业体系，并正在迅速

壮大。

人参的主要功效成分是人参皂苷；人参和西洋参根部含4%以上的皂苷，人参根的近

90%皂苷是Rg1、Re、Rf、 Rb1、Rb2、Rc、Rd，西洋参根的近90%皂苷是以Rb1和Re

为主还有Rb2、Rc、Rd、Rg1。三七根含有8%以上的皂苷，近90%皂苷为以Rb1和Rg1

为主还有Re、Rd 和R1。人参、西洋参和三七茎叶，各含5%人参皂苷：人参茎叶的皂苷

以Rd和Re为主、还含有Rg1、Rf、Rb1、Rc和Rb2；西洋参茎叶的皂苷以Rb3和Rd为主、

还含有Re、Rb2、Rc、Rb1和Rg1；三七茎叶皂苷是Rb3、C-Mx1为主还含有Fa、Rc和

Rb1等。

人参或西洋参或三七主根或须根或茎叶原料，以外观形态可以判断；但是，破坏外形

的人参加工产品中，采用的是否采用人参或西洋参或三七主根或须根或茎叶皂苷、很难判

断，必须用总皂苷中的各人参皂苷含量比例来判断。

在红参及其提取物或者人参熬制加工过程中，在人参自身物质的作用下，其原料人参

的二醇类（PPD）Rb1、Rb2、Rc、Rd 和人参三醇类（PPT）Re、Rg1皂苷的20-O-糖基

被水解，生成20(S)-Rg3和20(R)-Rg3、以及其20-O-羟基脱水生产转不饱和键20(22)-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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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g5和20(21)-烯的Rk1；生成20(S)-Rg2和20(R)-Rg2、Rg6和Rg4；生成其糖基水解的

20(S)-Rh2和20(R)-Rh2、Rk2和Rh3，20(S)-Rh1和20(R)-Rh1、Rk3和Rh4、C-K等稀有

皂苷（附件-3、4）。这些稀有皂苷带糖基数量少、人体易吸收，具有良好的抗癌、抗血

栓、抗糖尿、抗疲劳、促进血液循环的功能。因此，市场上出现了红参浸膏、人参熬制浸

出物，以及用其浸出物配置的、很多人参制品、人参饮品、人参酒以及其化妆品等产品。

为了规范化红参浸膏或人参熬制加工产品质量，有必要规定这些产品的总皂苷含量，规定

其总皂苷中原人参皂苷Rb1、Rb2、Rc、Rd、Re和Rg1，和其原皂苷转化生成的稀有皂苷

20(S)-Rg3和20(R)-Rg3、Rg5和Rk1，20(S)-Rg2和20(R)-Rg2、Rg6和Rg4，20(S)-Rh2

和20(R)-Rh2、Rk2和Rh3，20(S)-Rh1和20(R)-Rh1、Rk3和Rh4等含量比例。

但目前还没有《人参、西洋参、三七根部和茎叶的人参总皂苷含量及总皂苷中各人参

皂苷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的标准，还没有《红参浸出物等人参煎制制品中总皂苷含

量及总皂苷中原人参皂苷与转化生成的稀有皂苷的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的标准；影

响人参产业的发展。因此，建立《人参制品中天然人参皂苷及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指标与

检查方法》标准是非常必要的；本标准就是建立其指标与测定方法。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中

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批准《人参制品中天然人参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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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 及 稀 有 人 参 皂 苷 的 含 量 指 标 与 检 查 方 法 》 团 体 标 准 制 定 计 划 ， 项 目 计 划 编 号 为

C12023379。本标准由大连工业大学为主提出，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根据计划要求，本标准完成时限为6个月。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由大连工业大学主要负责起草，三蚁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天乐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天乐保化品有限公司、大连大学、葵花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葵花

药业集团（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辽宁运晟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连三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立项前，标准编制小组长期研究了人参；其相关成果，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SCI收录

论文40余篇；出版很大部分内容为人参的专著1部；相关人参研究成果，曾获得含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的4项科技发明奖、1项优秀出版物图书类一等奖：

1）获2022年中国轻工联合会技术发明二等奖2022-F-2-5，《生物转化精准制备人参稀有

皂苷功份的关建军是与应用》；

2）获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F-234-2-01号，《酶转化生产Rh2等人参稀有皂苷》；

3）2012年辽宁省技术发明二等奖，2012F-2-06-01号，《制备人参、白头翁等中草药有

效成分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4）2013年中国轻工联合会技术发明二等奖，2013-F-2-4(-01)，《酶转化制备高活性配糖

体的关键技术与其应用》；

5）2010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优秀出版物：图书类一等奖，2011年3月。专著《天

然产物生物转化（书中很大部分内容与人参有关）》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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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上述人参相关的成果基础上，本标准编制小组，又查阅、研读相关国内外文献，相

关资料；与同行、交流，广泛征求标准制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标准起草过程

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公示后，标准编制小组首先组织了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各编写人员根据

工作计划分工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制小组主编单位及参编单位组

织了数次内部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经过多次修改，于2023年9月完成了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

的撰写⼯作。

3、征求意见情况

2023年9月标准编制小组先后通过现场会议、电话、微信等多种形式征集⾏业专家相关意

见和建议。针对征集的意见，标准编制小组召开了研讨会，将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汇总处理分析，

在充分吸纳合理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修改和完成标准内容，于2023年9月在各单位反馈意见基

础上，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提交全国标准信息平台公示。

（四）主要实验数据集

大连工业大学鱼红闪教授和金凤燮教授团队，长期致力于人参研究，已研究人参二十多年。

经团队成员和近百名研究生长期地研究人参，研究成果推广到6家企业，实现了人参相关制品

的原创产业化。

相关成果，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SCI收录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部（书中很大部分内容

与人参有关）；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1项，省部级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优秀出版物图书类

1等奖；由此准备了相关《人参、西洋参、三七根部和茎叶的人参总皂苷含量及总皂苷中各人

参皂苷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和《红参浸出物等人参煎制制品中总皂苷含量及总皂苷中原

人参皂苷与转化生成的稀有皂苷的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的充分的技术数据。

自2022年底开始邀约国内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讨论标准的建立工作，同时诚邀统计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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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建模工程师一起讨论，整理了《人参制品中天然人参皂苷及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指标与

检查方法》技术资料，已形成征集意见稿。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1) 标准需要具有行业特点，指标及其对应的分析方法要积极参照采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 标准能够体现出，人参制品中天然人参皂苷及稀有人参皂苷的含量指标与检查方法，

所具有关键共性的技术要素。

3) 标准能够为人参产品的开发、改进指出明确的方向。

4) 标准需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5) 要能够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产品特点。

6)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7) 促进人参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人参、西洋参、三七根部和茎叶的人参总皂苷含量及总皂苷中各人参皂苷

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和《红参浸出物等人参煎制制品中总皂苷含量及总皂苷中原人参皂

苷与转化生成的稀有皂苷的含量比例指标与测定方法》，内容包括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数据元专用属性、数据库的建立和人参原料及加工产品数据示例、

附表。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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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八、后续贯彻措施

建议由人参行业相关行业标准化管理机构组织贯彻本标准的相关活动，利用各种活动

（如工作组活动、行业协会的管理和活动、专家培训、标准化技术刊物、网上信息、产品

认证等）尽可能向人参行业相关单位和机构宣贯该标准。

建议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半年内实施。

标准编制小组

202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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