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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艾叶质量控制提供参考,进行了题示方法研究.以不同产地的１０批艾叶样品为研究

对象,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法(UHPLC)建立指纹图谱,通过与混合标准溶液色谱图比对指认其中

的共有峰,利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２０１２A 版)进行相似度评价;对 UHPLC测定

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 C、棕矢车菊素含量进行方法学验证,并定量分析１０批样品中这３种成分;
采用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对１０批艾叶样品进行化学模式识别.结果表明:由１０批艾叶样品指纹

图谱得到１７个共有峰,指认出其中３个共有峰,分别为异绿原酸B(峰３)、异绿原酸 C(峰５)、棕矢

车菊素(峰８);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C、棕矢车菊素的质量在一定范围内与对应的峰面积呈线性关

系,检出限(３S/N)为１．０×１０－５~８．０×１０－５ng,方法学验证结果显示仪器精密度良好,并且该方法

稳定性、重 复 性 较 好,１０ 批 样 品 中 异 绿 原 酸 B、异 绿 原 酸 C、棕 矢 车 菊 素 的 质 量 分 数 分 别 为

０．２１１９~２．５３７１mgg－１,０．１６５８~３．３６５０mgg－１,０．１６９１~０．９３１８mgg－１;相似度评价结

果显示,除S３样品外,其余样品的相似度均大于０．９０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致,均将

１０批艾叶样品分为两类,S３样品为一类,其余样品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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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叶是菊科蒿属艾 ArtemisiaargyiLevel．et
Vant的干燥叶[１Ｇ２],含有黄酮类[３]、挥发油[４]、多糖

类[５]等多种活性成分,味苦、辛,性温,具有温经、止
血、散寒和止痛等功效,以及抗菌、抗病毒[６]、抗

炎[７]、抗肿瘤[８]、保肝[９]和止血凝血[１０]等作用.艾

叶应用极为广泛,除制成艾绒、艾灸和印泥实用物品

外,也是中药复方中极为重要的一味药材;另外,艾
叶与食 品 密 切 相 关,目 前 已 用 艾 叶 制 成 艾 叶 面

包[１１]、艾叶生鲜面[１２]、艾草酸奶[１３]以及艾叶发酵麦

酱[１４]等多种食品.因此,对艾叶的开发和利用逐渐

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关注,而对艾叶质量的控制

成为药用安全与食品安全的重要前提.
艾叶突出的挥发性气味导致大部分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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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艾叶挥发油,如文献[１５]通过气相色谱Ｇ质谱法建

立了艾叶挥发油的指纹图谱,对比了超临界CO２ 萃

取、微波萃取和水蒸气蒸馏３种提取方法对艾叶挥

发油的影响,发现这３种提取方法获得的挥发油化

学成分有部分差异,且超临界CO２ 萃取得到的艾叶

挥发油更具天然性;文献[１６]研究了顶空萃取工艺

对艾叶挥发油品质的影响.除此之外,当前针对艾

叶的研究还包括不同用药部位的工艺优化[１７]、成分

分析[１８]、质量控制以及生物活性[１９]等,但目前关于

艾叶整体质量控制和成分含量测定的研究报道较

少.艾叶分布广泛,因受不同地区环境和气候条件

的影响导致其质量参差不齐,这极大地影响了广大

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科研工作者的工作难度.文献

[２０Ｇ２４]分别对北艾、海艾、蕲艾、祁艾四大名艾和河

南南阳宛艾等名优品种艾叶进行了品质研究.鉴于

此,本工作以不同产地的艾叶为研究对象,采用超高

效液相色谱法(UHPLC)建立指纹图谱,对主要化

学成分进行指认,并测定其含量,结合不同的化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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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识别方法对艾叶质量差异进行探讨,以期为艾叶

的全面质量控制提供方便快捷的方法.

１　试验部分

１．１　仪器与试剂

AcquityUPLC HＧClass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KQＧ３０００DE型数控超声波清洗仪;SQP型电子分

析天平.
单标准储备溶液:分别称取适量的棕矢车菊素、

异绿原酸B和异绿原酸C对照品,用甲醇溶解并定

容于１０mL容量瓶中,混合均匀,配制成棕矢车菊

素质量浓度为０．２００gL－１,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

C质量浓度均为０．５００gL－１的单标准储备溶液.
混合标准溶液:取适量的单标准储备溶液,用甲

醇稀释并定容于２５mL容量瓶中,混合均匀,过滤,
配制成棕矢车菊素质量浓度为０．０２４gL－１,异绿

原酸B质量浓度为０．０８０gL－１,异绿原酸C质量

浓度为０．０６０gL－１的混合标准溶液.
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 C和棕矢车菊素对照品

的纯度均不低于９８％,批号依次为 wkq２００２１００３,

wkq２０４０１１０６,wkq２００８２１０９;乙腈为色谱纯;甲醇、
甲酸均为分析纯;试验用水为超纯水.

１０批艾叶样品的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４月至

６月,经湖北医药学院中药学教研室邓雪华副教授

鉴定均为正品,编号为S１~S１０,产地信息见表１.

表１　１０批艾叶样品产地信息

Tab．１　Theproducingregioninformationof

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Folium

样品编号 产地 样品编号 产地

S１ 湖北省房县 S６ 安徽省亳州市

S２ 湖北省郧西县 S７ 湖南省双峰县

S３ 湖北省十堰市 S８ 河南省南阳市

S４ 湖北省蕲春县 S９ 河南省桐柏县

S５ 湖北省随州市 S１０ 山东省莒县

１．２　色谱条件

ACQUITYUPLCBEHC１８色谱柱(１００mm×
２．１mm,１．７μm);柱温３０℃;流动相 A 为乙腈,B
为０．２％ (体积分数)甲酸溶 液;流 量 ０．２ mL

min－１;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２５４nm;梯度洗脱程

序见表２.

表２　梯度洗脱程序

Tab．２　Gradientelutionprogram

时间/min φA/％ φB/％

０ ５ ９５

１５ ２２ ７８

２４ ５５ ４５

３０ ９５ ５

３７ ９５ ５

１．３　试验方法

将艾 叶 样 品 干 燥、粉 碎、过 ６ 号 筛 (孔 径

１５０μm).称取１g样品粉末,置于具塞锥形瓶中,加
入２５ mL 甲醇,称重,超声提取 (功率 ２４０kW)

３０min,冷却后,再次称重,加入适量的甲醇补足减

少 的 重 量,混 合 均 匀,抽 滤 去 除 残 渣.滤 液 经

０．４５μm 微 孔 滤 膜 过 滤,得 到 供 试 品 溶 液,吸 取

２．０μL,按照１．２节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UHPLC指纹图谱的建立及相似度评价

２．１．１　参照峰的选择

吸取１．０μL异绿原酸C标准溶液和２．０μL供

试品溶液,按照１．２节色谱条件进行测定.结果显

示,异绿原酸C色谱图和供试品溶液色谱图在相同

时间有相同的色谱峰,且异绿原酸 C色谱峰分离度

较好,出峰稳定,因此选择异绿原酸 C色谱峰为参

照峰.

２．１．２　UHPLC指纹图谱

按照试验方法对１０批不同产地的艾叶样品进

行分析,将结果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２０１２A版),设置S１样品色谱图作为参照图

谱,通过中位数法及多点校正后,进行自动匹配并生

成对照指纹图谱(R).通过比较１０批样品指纹图

谱,得到１７个共有峰,１０批样品叠加指纹图谱和对

照指纹图谱如图１(a)所示,混合标准溶液和S６供

试品溶液色谱图如图１(b)和(c)所示.
对比混合标准溶液色谱图和S６供试品溶液色

谱图,根据保留时间指认出其中３个共有峰,分别为

异绿原酸B(峰３)、异绿原酸 C(峰５)、棕矢车菊素

(峰８),这３种化合物对人体的胰岛素抵抗、炎症、
高血压和氧化疾病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是艾叶治

疗疾病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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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１０批样品叠加指纹图谱和对照指纹图谱

(b)　混合标准溶液色谱图 (c)　S６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３－异绿原酸B;５－异绿原酸C;８－棕矢车菊素

图１　１０批样品叠加指纹图谱、对照指纹图谱、混合标准溶液色谱图和S６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Fig．１　Superimposedfingerprintsof１０batchesofsamples,referencefingerprintandchromatogramsof

themixedstandardsolutionandtheS６testsolution

２．１．３　相似度评价

为避免图谱直观分析的主观性对分析结果的影

响,将结果导入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２０１２A版),计算各批次样品与对照指纹图谱的相

似度,结果见表３.

表３　相似度评价结果

Tab．３　Resultsofsimilarityevaluation

样品编号 相似度 样品编号 相似度

S１ ０．９１４ S６ ０．９０９

S２ ０．９８９ S７ ０．９４０

S３ ０．５７６ S８ ０．９９３

S４ ０．９５３ S９ ０．９３０

S５ ０．９０６ S１０ ０．９７７

　　由表３可知,除S３样品(湖北省十堰市)外,其
余样品的相似度均大于０．９００,表明相似度良好.

２．２　方法学验证

２．２．１　标准曲线和检出限

吸取０．１,０．２,０．４,０．８,１．２,１．６μL混合标准溶

液,按照１．２节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异绿原酸 B、
异绿原酸C、棕矢车菊素质量为横坐标,对应的峰面

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线性参数见表４.
以信噪比(S/N)为３对应的质量为检出限(３S/

N),结果见表４.

表４　线性参数和检出限

Tab．４　Linearityparametersanddetectionlimits

化合物
线性范围m/

ng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m/
ng

异绿原酸B ８．０~１２８．０ y＝６．３１０×１０３x－
１．１０２×１０４ ０．９９９８ ８．０×１０－５

异绿原酸C ６．０~９６．０ y＝６．６８８×１０３x－
５．６５７×１０３ ０．９９９９ ２．０×１０－５

棕矢车菊素 ２．４~３８．４ y＝１．４５３×１０４x－
１．２８７×１０４ ０．９９９９ １．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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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仪器精密度试验

按照试验方法对S６样品重复测定６次.结果

显示: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C和棕矢车菊素峰面积

的相 对 标 准 偏 差 (RSD)分 别 为 ０．７９％,１．９％,

０．７５％,说明该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２．３　稳定性试验

按照试验方法制备S６供试品溶液,按照１．２节

色谱条件分别于放置０,２,４,８,１２,２４h进样检测.
结果显示: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C和棕矢车菊素峰

面积的 RSD 分别为２．４％,０．２２％,０．３２％,说明供

试品溶液在２４h内稳定性良好.

２．２．４　重复性试验

按照试验方法制备６份 S６供试品溶液,按照

１．２节色谱条件依次进样检测.结果显示:异绿原

酸B、异绿原酸C和棕矢车菊素峰面积的RSD分别

为２．４％,２．９％,２．４％,说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２．５　回收试验

根据预试验结果,从配制的单标准储备溶液中

吸取与１gS６样品中目标物质量相等的溶液,混匀

后分别加至６份１gS６样品中,按照试验方法进行

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显示:异绿原酸 B、异绿原

酸C、棕矢车菊素的回收率分别为１０２％,１０３％,

９８．４％.

２．３　样品分析

按照试验方法分析 １０ 批艾叶样品,结果见

表５.

表５　样品分析结果

Tab．５　Analyticalresultsofthesamples

样品编号
w异绿原酸B/
(mgg－１)

w异绿原酸C/
(mgg－１)

w棕矢车菊素/
(mgg－１)

S１ ０．７２５１ ０．９１９３ ０．８１６９

S２ ２．５３７１ ３．３６５０ ０．９３１８

S３ ０．２１１９ ０．１６５８ ０．８９４８

S４ ０．６３７４ ０．６８８１ ０．８３７４

S５ ０．９９７６ １．９１５１ ０．１６９１

S６ ０．５４２１ ０．５５５９ ０．４２０６

S７ １．２０９２ １．４０６８ ０．４０７３

S８ １．２７７４ １．７４７６ ０．７４４２

S９ ２．３２０４ ３．２０４８ ０．６９２８

S１０ １．０１３１ ０．９４３４ ０．５０４３

　　结果表明:除S３、S４、S１０样品外,其余样品中

异绿原酸C质量分数均最高;除S１、S３、S４样品外,
其余样品中棕矢车菊素含量均最低.

２．４　化学模式识别

２．４．１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相对于相似度评价具有准确、直观的

优点,且能消除人的主观意识对类别划分及称样的

影响.将１０批样品的共有峰峰面积相对于称样量

量化 后,进 一 步 进 行 ZＧScore标 准 化 处 理,运 用

SPSS２０．０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选用组间

联接法,区间度量以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为标

准,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１０批艾叶样品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２　Dendrogramof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

Foliumsamplesbyclusteranalysis

由图２可知,当平方欧氏距离为１０时,１０批来

自不同产地的艾叶样品聚成了两类,其中来自湖北

省十堰市的S３样品为一类,其他产地的艾叶样品

为一类,该结果与相似度评价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艾

叶指纹图谱结合聚类分析能较好地评价不同产地艾

叶的质量.

２．４．２　主成分分析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样品的共有峰峰面积

作为变量,通过SIMCAＧP１１．５软件对１０批样品进

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６.

表６　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Tab．６　Eigenvalues,variancecontributionrates

andcumulativevariancecontributionrates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１ ７．３８９ ４３．４６４ ４３．４６４

２ ４．２０３ ２４．７２５ ６８．１８９

３ ２．７４６ １６．１５２ ８４．３４１

４ １．１７８ ６．９２８ ９１．２６９

　　由表６可知:前４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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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９１．２６９％,表明这４个主

成分能够代表１７个共有峰９１．２６９％的信息,具有极

高的代表性,可用于评价艾叶药材的质量.表７为

１７个共有峰在前４个主成分上的初始因子载荷

矩阵.

表７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Tab．７　Initialfactorloadmatrix

峰号
载荷值

主成分１ 主成分２ 主成分３ 主成分４

１ ０．７６３ ０．４２４ －０．２３８ ０．３９０

２ －０．３８２ ０．０４３ ０．７５９ ０．０５４

３ ０．７９６ ０．１２５ ０．５０３ ０．１３２

４ ０．９０８ ０．２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２５９

５ ０．８０５ ０．１７３ ０．５４８ ０．００６

６ ０．３２９ －０．８１１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０

７ －０．８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３６５ ０．１０９

８ ０．０３８ －０．７２７ ０．４０９ ０．３６１

９ －０．６３４ －０．５６７ ０．２６６ ０．３１０

１０ －０．２９１ －０．７８６ ０．３３２ ０．２５１

１１ －０．８６０ ０．４６１ ０．１７３ ０．０３５

１２ －０．５２７ ０．６４３ ０．２１８ ０．３７０

１３ ０．７８８ －０．５６９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４

１４ －０．７４７ ０．６１３ ０．２２６ ０．０１１

１５ ０．６５６ ０．３８０ ０．６１５ －０．１３５

１６ ０．６７３ ０．３６２ ０．５７２ －０．２０８

１７ ０．３７５ ０．４３０ －０．４６７ ０．６４１

　　由表７可知:峰１、３、４、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４、１５和

１６在主成分１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绝对值,说明这１１
个化学成分对主成分１的影响较大;峰６、８、１０和

１２在主成分２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绝对值;峰２和５
在主成分３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绝对值;峰１７在主成

分４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绝对值.由以上结果推测,
影响艾叶药材质量的并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成分

协同作用的结果.
图３为１０批艾叶样品的主成分得分图.
由图３可知,１０批艾叶样品被大致分为两类,

S３样品为一类,其余样品为一类,这与相似度评价

和聚类分析结果一致,表明１０批艾叶因种质来源不

同,所含有的化学成分种类不同,即使含有相同的化

学成分,若其含量有一定的差异性,也会对艾叶品质

存在一定的影响.
本工作采用 UHPLC建立艾叶的指纹图谱,对

指认的异绿原酸B、异绿原酸C、棕矢车菊素３种成

图３　１０批艾叶样品的主成分得分图

Fig．３　Principalcomponentscoreplotof１０batches

ofArtemisiaeargyiFoliumsamples

分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对

１０批不同产地的艾叶样品进行化学模式识别.结

果表明,不同产地的艾叶样品 UHPLC指纹图谱具

有相同的特征峰和一定的相似性,样品中异绿原酸

B、异绿原酸C、棕矢车菊素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并
且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致,该方法为艾叶

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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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AnalysisofArtemisiaeArgyiFoliumbyUltraＧHigh
PerformanceLiquidChromatographyFingerprint

withChemicalPatternRecognition

CHENGYinshui１,ZHANGYong２,QINZhiwang２,DONGYang２,

LIZhihao３,HAOXincai１∗

(１．HubeiKeyLaboratoryofWudangLocalChineseMedicineResearch,SchoolofPharmaceutical
Sciences,HubeiUniversityofMedicine,Shiyan４４２０００,China;

２．ShiyanHuiwenPharmaceuticalCo．,Ltd．,Shiyan４４２０００,China;

３．DepartmentofPharmacy,DongfengHospital,HubeiUniversity
ofMedicine,Shiyan４４２００８,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qualitycontrolofArtemisiaeargyi Folium,thestudy was
conductedbythetitlemethodmentioned．Thefingerprintsof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Foliumsamplesfrom

differentproducingregionswereestablishedbyultraＧhighperformanceliquidchromatography(UHPLC),andthe

commonpeakswereidentifiedbycomparison withthechromatogram ofthe mixedstandardsolution,andthe

SimilarityEvaluationSystemforChromatographicFingerprint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２０１２Aedition)was
usedforsimilarityevaluation．ThemethodforthedeterminationofisochlorogenicacidB,isochlorogenicacidCand

jaceosidinbyUHPLCwereverified,andthe３componentsin１０batchesofsamples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

Thechemicalpatternrecognitionof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Foliumsampleswascarriedoutbycluster

analys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Itwasshownthat１７commonpeakswereobtainedfromfingerprintsof

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 Folium samples,among which３commonpeaks wereidentified,that were
isochlorogenicacidB(peak３),isochlorogenicacidC(peak５)andjaceosidin(peak８)．Linearrelationshipsbetween

massesandpeakareasofisochlorogenicacidB,isochlorogenicacidCandjaceosidinwerekeptindefiniteranges,

withdetectionlimits(３S/N)intherangeof１．０×１０－５－８．０×１０－５ng．Theresultsofmethodologyverification

showedthattheprecisionofinstrumentwasgood,andthemethodhadgoodstabilityandrepeatability．Themass
fractionsofisochlorogenicacidB,isochlorogenicacidCandjaceosidinin１０batchesofsampleswereintherangesof

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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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１９－２．５３７１mgg－１,０．１６５８－３．３６５０mgg－１and０．１６９１－０．９３１８mgg－１,respectively．Theresultsof
similarityevaluationshowedthatexceptS３sample,thesimilaritiesofothersamplesweregreaterthan０．９００．The
resultsofclusteranalys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wereconsistent,and１０batchesofArtemisiaeargyi
Foliumsamplesweredividedintotwocategories．TheS３samplewasclassifiedintoonecategory,andtheother
sampleswereonecategory．

Keywords: Artemisiae argyi Folium;fingerprint; ultraＧ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HPLC);chemicalpatternrecognition



«理化检验Ｇ化学分册»首届青年编委招募(２０２３Ｇ２０２４年)

　　«理化检验Ｇ化学分册»创刊于１９６３年,月刊,由
上海科学院主管,上海材料研究所主办,为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理化检验分会会刊.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

编号:ISSN１００１Ｇ４０２０,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３１Ｇ１３３７/TB.

期刊主要报道化学成分检测中的新理论、新技

术、新方法、新设备,化学分析、光谱、色谱、质谱、波
谱、多技术联用等分析化学方法在实际检测中的应

用,以及实验室实用知识、操作经验和管理经验等;
报道领域涉及食品、药品、环境、地矿、商检、石化、法
医鉴定等.期刊设有试验与研究、工作简报、实验室

管理、知识与经验、综述等栏目,此外每年策划出版

３个国内外最新研究动向的热点“专题”,广受读者

和作者的关注.
本刊为国内理化检验行业的资深权威刊物,北

大中文 核 心 期 刊,长 期 被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CSCD)、美国化学文摘(CA)数据库等数据库收录.

２０２０年入选«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Ｇ有色

金属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T３级别(国内

外重要,且被学术界所认可的期刊);２０２１年入选

«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曾多次

获评国家机械行业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上
海市优秀期刊和“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等称号.

为进一步推动«理化检验Ｇ化学分册»的高质量

发展,促进先进前处理以及检测技术在十四五规划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的

应用,提升«理化检验Ｇ化学分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

影响力,同时为青年学者提供支持和服务,本刊编辑

部拟组建一支青年编委队伍,诚邀相关领域的优秀

青年专家加入.
一、招募人数

本次招募青年编委２０~３０名.

二、招募条件

１)学风正派,治学严谨,恪守学术道德;

２)年龄在４５周岁以下(１９７８年１月１日后出

生),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及以上职称;

３)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以第一或通信作者在

相关领域国内外权威期刊上至少发表５篇高质量

论文;

４)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或具有专业

学会工作经验者优先;

５)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愿意承担期刊工作,
关注期刊发展,有较强的组稿、撰稿、约稿、审稿

能力;

６)审稿认真负责,具有分析化学学科相关权威

期刊审稿经验者优先.
三、青年编委权利

１)入选后颁发青年编委聘用证书,每届聘期为

２年(每年根据工作情况进行调整);

２)可在本刊开设专题或专栏,作为专题或专栏

主编组稿/约稿;

３)可在本刊官方媒体平台上发布青年编委信

息,宣传其研究成果,提升个人学术影响力;

４)可享受更优质的学术出版服务,本人撰写或

推荐的优秀稿件经同行评审后可优先发表;

５)贡献突出的青年编委可优先聘为本刊下一

届编委会编委.
四、青年编委职责

１)在国内外科研学术交流活动中,积极宣传和

推介本刊;

２)积极参与期刊专题策划,主动组织专题报

道,组稿、约稿高水平稿件,每年约稿、组稿不少于

１篇;
(下转第８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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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IdentificationofQualityofWalnutKernelbyModel
EstablishedbyNearInfraredHyperspectralImaging

TechnologywithPartialLeastSquare
DiscriminantAnalysis

DINGKun,XIANGAn
(SchoolofElectronicsandInformationEngineering,TongjiUniversity,Shanghai２０１８００,China)

Abstract:Themodelforrapidnondestructiveidentificationofqualityofwalnutkernelwasestablishedby
nearinfraredhyperspectralimagingtechnologycombinedwithpartialleastsquarediscriminantanalysis(PLSＧDA)．
Thespectraldataofwalnutkernelswithdifferentqualitywerecollectedinthefullwavelengthrangeof９００－
１７００nm,andtheaveragespectrawereusedastheoriginalspectra．Theoriginalspectraldatawaspretreatedby
standardnormalvariate．Thedimensionoftheoriginalspectraldatawasreducedby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

and１１characteristicwavelengthswereextracted,including９７０,１１５１,１２１０,１２１５,１２５６,１３０９,１３４０,１３７９,

１３８９,１４０４,１４６０nm．TwoPLSＧDAclassificationmodelswereestablishedbasedonfullspectraandcharacteristic
wavelengths．Theresultsshowedthatthepredictionaccuracyofmodelunderfullspectraconditiononthecalibration
setandverificationsetwasthehighest,reaching１００％,whilethatofmodelundercharacteristicwavelengths
conditiononthesamedatasetsdecreasedslightly,reaching９９．３％．Thepredictionaccuracyofthebothmodelson
thetestingsetwas１００％．

Keywords:nearinfraredhyperspectralimagingtechnology;partialleastsquarediscriminantanalysis(PLSＧ
DA);walnutkernel;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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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积极推动期刊质量建设,主动将有创新性的高水

平原创成果发表在本刊,每年以第一或通信作者向

本刊投稿不少于１篇;

４)积极为本刊审稿;

５)积极参加本刊青年编委会会议和本刊主办

或协办的各类学术活动;

６)积极为本刊的发展与推广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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