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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 RP2HPLC法测定不同生长年份栽培藏木香主要活性成分土木香

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含量 ,并对其含量进行比较。异土木香内酯和土木香内酯

质量浓度在 9. 34～46. 67μg/mL, 7. 34～36. 67μg/mL范围内与色谱峰面积均

呈良好的线形关系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0. 61 %和 100. 34 % , RSD为 2. 11 %

和 1. 89 %。方法可用于栽培藏木香主要活性成分含量测定。测定结果表明 ,异

土木香内酯含量高于土木香内酯 ,总量随生长年份不断增高 ,并主要存在于根

部 ,茎叶未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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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木香 ( I. racem osa Hook. f)为菊科 ( Com posi2

tae)旋覆花属 ( Inu lae)植物。以根入药 ,是藏医、蒙

医常用药材 ,具有行气镇痛、健脾消食等功效 [ 1, 2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藏木香中主要活性成分土木

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 ,具有显著的抗炎、抑菌、保

肝、调节心脏 ,抗病毒及抗肿瘤等作用 [ 2～7 ]。

近年来 ,由于市场对藏药材的需求日益增大 ,

掠夺式采挖使野生藏木香药材已濒临枯竭。目前 ,

市售藏木香主要以人工栽培品为主 ,但对栽培藏木

香的质量品质评价的报道很少 ,尚未见对栽培藏木

香主要活性成分含量测定及比较的报道。本实验

采用 RP2HPLC法测定不同生长年份栽培藏木香中

主要活性成分异土木香内酯和土木香内酯的含量 ,

并对其进行比较。为青海栽培藏木香的质量控制

和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仪器 　

W aters 515 高效液相色谱仪、W aters 2996

PAD 二级管阵列检测器、W aters Empower色谱工

作站 ,MOLEL EMENT元素型超纯水机。

1. 2　试药 　

土木香内酯标准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 110761 - 200204) ,异土木香内酯标准品 (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110760 - 200507)。

乙腈 (色谱纯 ) ,甲醇 (分析纯 ) ,乙酸 (分析

纯 ) ,水为超纯水。

藏木香药材采自青海省大通县藏木香栽培试

验基地。

2　方法与结果 　

2.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kromasil C18柱 ( 250 mm ×4. 6 mm,

5μm ) ;流动相 :乙腈 - 水 ( 75∶25) ;柱温 : 30℃;流

速 : 1 mL / m in;检测波长 : 197nm;进样量 : 10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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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土木香内酯 1. 83 mg,异土木

香内酯 2. 33 mg,用甲醇分别溶于 25 mL量瓶中 ,

甲醇定容至刻度 ,摇匀 ,得各自的对照品溶液。精

密吸取各对照品溶液 5. 0 mL,置于 10. 0 mL容量

瓶中 ,摇匀 ,得土木香内酯 36. 67 ug/mL,异土木香

内酯 46. 67 ug/mL的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2.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藏木香药材粉末 0. 500 g于 100 mL具塞三

角瓶中 ,加甲醇 50 mL,密塞 ,称定重量 ,超声 40

m in,放凉后 ,密塞 ,再称定重量 ,用甲醇补足减失的

重量 ,摇匀 , 0. 45μm微孔滤膜滤过 ,即得。

2. 4　标准曲线的制备 　

取 2. 2项下的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对

照品溶液 ,按 2. 1项下色谱条件 ,分别进样 1、3、5、

7、10μL,记录峰面积 ,以对照品重量 (μg)为横坐

标 ,峰面积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土木香内酯

和异土木香内酯的标准曲线分别为 : Y = 19819X -

2182. 8, R
2

= 0. 9998 Y = 30054X - 2494. 7, R
2

=

0. 9999,在 9. 34～46. 67μg, 7. 34～36. 67μg范围

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 5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于 0、1、2、4、6、8、12、24 h测定

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的峰面积 , RSD 值为

1. 02 % ,结果表明 ,供试品溶液在 24 h内稳定。

2. 6　精密度试验 　

取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对照品溶液连

续进样 5 次 , 测定其峰面积 , RSD 值分别为

0. 97 %、0. 99 % ( n = 5)。

2. 7　重现性试验 　

取两年生藏木香药材粉末 5份 ,精密称定 ,按

2. 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连续进样 5次 ,测

定大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的含量 , RSD 值

分别为 0. 94 %、1. 03% ( n = 5)。

2. 8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定藏木香药材粉末 0. 5 g,精密加入土

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对照品溶液 ,按 2. 3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测定峰面积 ,计算土木香内

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0. 61 %和

100. 34 % , RSD为 2. 11 %和 1. 89 %。

2. 9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称定不同生长年份藏木香根、茎叶样

品粉末适量 ,按 2. 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

2. 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测定不同生长年份藏木香

中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含量 ,实验结果见表

1,色谱图见图 2,茎叶中未检测到。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种类
含量 /%

异土木香内酯 土木香内酯 总量

1年生 2. 14 1. 37 3. 51

2年生 2. 50 2. 41 4. 91

3年生 3. 37 2. 46 5. 83

4年生 4. 07 2. 83 6. 90

3　结论 　

本实验采用 RP2HPLC法在 16m in内同时测定

了两种同种分异构体的含量 ,该方法简单、快速、准

确 ,重复性好 ,可用于栽培藏木香质量控制。应用

RP2HPLC法对不同生长年份栽培藏木香根、茎叶

中主要活性成分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含量

进行测定 ,结果表明 :土木香内酯和异土木香内酯

主要存在于藏木香根中 ,茎叶中未检测到 ,与文献

记载藏木香以根入药 [ 10 ]相符合 ;栽培藏木香中主

要活性成分异土木香内酯和土木香内酯总含量随

着生长年份不断积累而增高 ,其前者随生长年份的

积累速度及含量明显高于后者 ,这与藏医药习用三

年以上藏木香根入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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