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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建立藏药材川西獐牙菜中四种药用成分的 HPLC测定方法 ,比较不同海拔川西獐牙菜中四种主

要药用成分的含量变化。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四种成分的含量 ,测定三种苷类成分采用甲醇 2水为流动

相 ,进行梯度洗脱 ,检测波长为 260 nm,柱温为 25 ℃;测定齐墩果酸采用甲醇 2含 0104%冰乙酸水为流动相 , 90%甲

醇等度洗脱 ,检测波长为 210 nm,柱温为 30 ℃。结果 :实验所建立的测定方法简便稳定 ;在 2 100～3 617 m的不同

海拔地区所采集的川西獐牙菜中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和齐墩果酸的含量变化范围分别是 1182～3113、

27117～34161、9145～25153、2191～7108 mg/g。结论 :不同海拔地区的藏药材川西獐牙菜中 ,齐墩果酸含量随海拔

增高而显著增加 ,龙胆苦苷含量随海拔增高明显降低 ,獐牙菜苦苷含量随海拔增高而略有增加 ,芒果苷含量随海拔

增高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但趋势变化有较大的波动。

　　关键词 　川西獐牙菜 ;藏药材 ;药用成分 ; HPLC;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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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獐牙菜 (Sw ertia m ussotii Franch)属龙胆科

獐牙菜属植物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四川西北部、西

藏、青海西南部和云南 ,常见于海拔 1 900～3 800 m

的山坡、河谷、灌丛草地、林下、水边等〔1〕
,是藏族民

间常用的单方草药 ,为上品藏药 ,俗名“藏茵陈 ”〔2〕。

现代医学证明 ,川西獐牙菜中的主要成分龙胆苦苷

可治消化不良 ,抗原虫 ,抗炎 ;齐墩果酸、芒果苷具有

抗炎、抗结核、降酶、利胆、镇痛〔1, 2〕等作用 ,芒果苷

的抗癌、抗病毒以及抗糖尿病的活性 ,也越来越受到

关注〔3〕
;而獐牙菜苦苷能有效的保护肝细胞 ,并能

促进细胞修复〔4, 5〕。作为珍稀的高原野生植物 ,川

西獐牙菜的药用成分的研究随着民族医药的迅速发

展而不断深入 ,需求量也日益增多。为更好地了解

海拔对川西獐牙菜中四种主要药用成分的影响 ,笔

者采集了四川和青海 4个不同海拔地区的川西獐牙

菜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含量测定和分析比

较。

1 　材料、仪器与试剂

111 　材料 　川西獐牙菜样品以约 400～600 m的

海拔间隔分别采自四川丹巴县、四川小金县新桥乡、

四川炉霍县城南、青海玉树县仲达乡。采集地区及

海拔见表 1。

112 　仪器与试剂 　Agilent 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

( G1379A在线脱气机、G1312A 二元泵、G1316A柱

温箱、G1315B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手动进样器 ) ,

Agilent Chem station色谱工作站 (美国 , Agilent公

　表 1　　　　　不同海拔地区川西獐牙菜

样品采集地点和采集时间

样品标号 川西样品采集地点 海拔 /m 采集时间

1 四川丹巴县 2 100 08年 8月

2 四川小金县新桥乡 2 718 08年 8月

3 四川炉霍县城南 3 162 08年 8月

4 青海玉树县仲达乡 3 617 08年 9月

司 ) ;M illipore simp licity超纯水仪 (美国 ,M illipore公

司 ) ; KQ5200DE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功率 250 W ,频率 40 kHz) ; MET2
TLER TOLEDO AG135,精密天平 (十万分之一 )。

甲醇为色谱醇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禹城化工

厂 ) ;水为自制超纯水。龙胆苦苷 (1107702200510)、

芒果苷 (1116072200301)、齐墩果酸对照品 ( 1107092
200304) ,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獐牙菜

苦苷 (含量测定用 , 纯度大于 98% , 批号 11012
080604)由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提供。

2 　方法

211 　色谱条件

21111 　测定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条件 :

色谱柱为 Zorbax Eclip se XDB 2C18 ( 250 mm ×416

mm , 5 μm ) ; 流动相为甲醇 2水 ,梯度洗脱 , 0 ～20

m in,甲醇 20% →90% ; 20～25 m in,甲醇 90% , 25～

30 m in,甲醇 90% →20% ;检测波长 : 260 nm;柱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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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21112 　测定齐墩果酸条件 :色谱柱为 Zorbax E2
clip se XDB 2C18 (250 mm ×416 mm , 5μm) ;流动相为

甲醇 2水 ( 0104%冰乙酸 ) ,甲醇 90%等度洗脱 25

m in;检测波长 : 210 nm;柱温 : 30 ℃。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獐牙菜苦苷、

龙胆苦苷、芒果苷对照品分别为 8100、11160、6158

mg置于 10 mL容量瓶中 ,加入少量甲醇 ,超声促溶 ,

定容至刻度 ,摇匀即得混合对照品溶液母液 ,母液浓

度为 ,獐牙菜苦苷 01800 mg/mL,龙胆苦苷 11160

mg/mL,芒果苷 01658 mg/mL,使用时稀释为所需的

浓度。精密称取对照品齐墩果酸 2110 mg置于 5

mL容量瓶中 ,加入少量甲醇 ,超声促溶 ,定容至刻

度 ,摇匀即得对照品溶液母液 ,齐墩果酸母液的浓度

为 01402 mg/mL,使用时稀释为所需要的浓度。

213 　样品溶液的制备 　将上述 1～4号样品分别

全株粉碎 ,过 40 目筛 ; 分别混匀后 ,各精确称取

110000 g,置于 100 mL三角烧瓶中 ,加入 50 mL甲

醇 ,在功率 200 W ,频率 40 kHz的条件下超声 60

m in,取出后 ,在室温下放置 ,待溶液温度与室温相同

后 ,用滤纸过滤定容到 50 mL容量瓶中 , 0145μm有

机膜处理后待测。

214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混合标准品及齐

墩果酸标准液一定量 ,按倍数关系稀释成 8种不同

浓度的溶液 ,分别吸取 10μL,根据“211”项中所设

定的条件进行分析。以相应组分的峰面积 ( Y)和对

照品溶液的浓度 (X)绘制标准曲线 ,并进行线性拟

合。结果见表 2。
　表 2　 四种混合标准品的线性关系

有效成分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线性范围 /
μg

獐牙菜苦苷 Y1 = 438619X1 + 61082 R1 = 019999 0106～4100

龙胆苦苷 Y2 = 1173910X2 + 231988 R2 = 110000 0105～5180

芒果苷 Y3 = 1372410X3 - 1481260 R3 = 019985 0110～3129

齐墩果酸 Y4 = 550017X4 + 221928 R4 = 019997 0113～4120

215 　精密度试验 　取“212”项下的对照品溶液 5

μL,在两种检测条件下分别连续进样 5次 ,测定獐

牙菜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峰和齐墩果酸的峰面

积 ,计算 5次进样峰面积的 RSD值 ,四种指标物质

分别为 0117% , 0115% , 0125%和 0171% ,表明仪器

的精密度良好。

216 　重复性试验 　取四川丹巴川西獐牙菜样品 6

份 ,每份 110000 g,分别按照“213”项下方法操作 ,

进样测定 ,计算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和齐

墩果酸四种指标成分含量分别为 1193 mg/g, RSD =

1109% ; 34152 mg/g, RSD = 2103% ; 11101 mg/g,

RSD = 2107% ; 2189 mg/g, RSD = 1145% ,表明含量

测定方法的重复性良好。

21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对已测定四种指标成分獐

牙菜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和齐墩果酸含量的四川

丹巴獐牙菜样品 ,分别精密称取约 015000 g,共 9

份 ,分为低、中、高三组 ,分别加入约 015、110和 210

倍三种指标成分量的对照品溶液 ,按照“11312”项

下方法制备样品溶液 ,采用“211”项下色谱条件进

行分析 ,计算四种指标成分三种加入量的回收率 ,结

果见表 3。
　表 3　　　　　川西獐牙菜中四种药用

成分的加样回收率实验

成分
低剂量
回收率

/%

中剂量
回收率

/%

高剂量
回收率

/ %

平均
回收率

/%

RSD
/%

獐牙菜苦苷 102193 104138 101199 103110 1117

龙胆苦苷 101122 98171 99139 99177 1130

芒果苷 93140 96128 95198 95122 1166

齐墩果酸 99187 100101 99191 99193 0107

3 　结果与分析

311 　色谱图 　按“211”项下色谱条件 ,测定獐牙菜

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 3种成分均被洗脱且达到基

线分离 ,保留时间分别为 101287、121387、141753

m in;齐墩果酸的保留时间为 111982 m in。

312 　样品检测结果 　分别精密吸取“213”项下处

理好的 1～4号不同的样品溶液 10μL,按“211”项

下色谱条件分析川西獐牙菜样品中獐牙菜苦苷、龙

胆苦苷、芒果苷和齐墩果酸的含量 ,测定峰面积的积

分值 ,按外标法计算 ,结果见表 4、图 1。在不同海拔

地区所采集的川西獐牙菜样品中 ,龙胆苦苷的含量

随海拔的增高而逐渐降低 ,且不同地区的川西獐牙

菜样品中 ,四种药用成分均以龙胆苦苷的含量最高 ,

其次为芒果苷、齐墩果酸和獐牙菜苦苷。芒果苷的

含量随海拔的增高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但随海拔有

很大的波动变化 ,以海拔 3 162 m的四川炉霍县城

南所采集样品中的芒果苷含量为最高。
　表 4　　　　不同海拔地区川西獐牙菜中

四种药用成分的含量 ( n = 3 )

川西獐牙
菜样品号

獐牙菜苦苷
/ (mg/g)

龙胆苦苷 /
(mg/g)

芒果苷 /
(mg/g)

齐墩果酸 /
(mg/g)

1 1182 34161 10113 2191

2 2152 32134 9145 3184

3 2173 31150 25153 5103

4 3113 27117 14149 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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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海拔地区川西獐牙菜中四

种药用成分与海拔间的关系

4 　讨论

　　本实验建立了两种流动相条件检测川西獐牙菜

中主要药用成分的方法 ,分别用于同时检测獐牙菜

苦苷、龙胆苦苷、芒果苷三种苷类成分的含量和单独

检测齐墩果酸含量。两种检测方法简便稳定 ,可分

别在 30 m in和 25 m in内完全出峰 ,且样品中所检测

的各成分都能达到基线分离。

　　实验采用同一生长期 ,不同海拔地区的川西獐

牙菜作为实验材料 ,避免了不同生长期川西獐牙菜

中有效成分含量明显变化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

响〔2〕。在本次实验中 ,不同海拔地区川西獐牙菜中

齐墩果酸的含量随海拔的增高明显增加 ,獐牙菜苦

苷的含量随海拔的增高稍有增加 ,这与程会云研究

的同属植物抱茎獐牙菜中 ,作为植物次生代谢产物

的獐牙菜苦苷和齐墩果酸的含量随海拔的升高而增

加〔6, 7〕的实验结果相一致 ;也与杨慧玲研究的花猫

中齐墩果酸的含量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8〕的实验

结果相一致。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不同海拔地区的川西

獐牙菜中 ,不同的药用成分含量有明显的差异。川

西獐牙菜作为药用植物 ,在采收和用药时 ,根据不同

药用成分合理采收 ,才能更好的控制药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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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 14批炙淫羊藿饮片的内在质量 ,为 2010年版中国药典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方法 :对

14批炙淫羊藿饮片进行了杂质、水分、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含量测定等指标的考察 ,分析评价其质量状

况。结果 :建议炙淫羊藿饮片水分不得过 810% ,总灰分不得过 810% ,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过 210% ,浸出物不得少

于 1210% ,总黄酮含量不得少于 510% ,淫羊藿苷含量不得少于 016% ,宝藿苷 I含量不得少于 011%。结论 :初步

构建了炙淫羊藿饮片质量评价体系 ,为 2010版中国药典新增品种炙淫羊藿饮片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淫羊藿 ;炙饮片 ;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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