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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建立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侧定四川及青海地区部分璋牙莱中璋牙菜苦昔
、

龙胆苦昔
、

芒果

昔
、

当药醉昔
、

异或草昔
、 , 一

二经基
一 一

甲氧基灿酮的含量
。

方法 采用
,

使用 姗 酬

,

卿 柱 流动相甲醇
一

水 含 磷酸 梯度洗脱程序为 一 而
,

甲醉的体积分数 下同 由 上升至
一 而 由 增至

, 一印 而 为
,

流速
·

而
一 ’ ,

检测波长 柱温 ℃
。

结果

种成分均达到基线分离
,

线性良好
。

结论 该方法快速
、

准确
、

重复性好
,

为该类药材的人药提供了理论依据
。

〔关扭词 」 璋牙菜苦昔 龙胆苦昔 芒果昔 当药醇昔 异鱿草昔
, 一

二经基一甲氧基灿酮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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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牙菜为龙胆科璋牙菜属 孙时必 数种植物的

全草
,

广泛分布于西藏
、

青海
、

四川等地区
。

主要用

于治疗各种急慢性肝炎
、

肝硬化
、

肝腹水等各种肝胆

疾病〔’〕。

纪兰菊等〔’ 对其化学成分做了综述性报

道
,

证明化学成分比较复杂
,

其含量测定多为薄层扫

描或高效液相色谱法〔’石 测定水溶性化学成分
,

较少

有同时测定水溶及脂溶性成分的报道
,

而许多璋牙

菜中含有较多的
, 一

二轻基一甲氧基灿酮
,

另外
,

尚未见到有关璋牙菜中的含量测定中涉及化学成分

异鱿草昔的报道
。

本试验不仅测定了常见的水溶性

的璋牙菜苦昔 正

一
、

龙胆苦昔 叩
、

芒果昔
、

当药醇昔 币

的含量
,

而且首次同时测定了异鱿草昔

和脂溶性成分
, 一

二经基
一 一

甲氧基灿酮
, 一

而
妙 一

一

的含量
,

对评价药材质

量及新药源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

仪器与试药
一 二元泵 岛津公司

,

进样器 美国
, 一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岛津公司
, 。 一 液相色谱工作站 岛津公

收摘 日期 刃 一

〔‘金项目 】青海省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以抖
一 一

国家中

西部重点项目 佣

【通讯作者 纪兰菊
,

伪 以刃 ,

叼‘ 坛

加
·

口

· ·

司
, 一 超纯水装置

。

璋牙菜苦昔
、

龙胆苦昔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芒果昔
、

当药醇昔
、

异鱿草昔
、 , 一

二经基一甲氧基灿酮为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孙洪发教授赠送
,

纯度经归一

化法测定
,

均大于
。

水为重蒸水并经 卿
滤膜过滤 甲醇 山东禹王试剂公司 为色谱纯 其

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样品来源 四川产大籽璋牙菜 邵犯 ”。 、

川西璋牙菜 花期
、

毛璋牙菜

如
、

璋牙菜 “坛切 、

川西璋牙菜 蓄前 由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丁立生研究员提供
,

玉树产

川西璋牙菜分别于 年 月和 以抖 年 月采于

青海省玉树州
,

璋牙菜植物样品经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卢学峰研究员鉴定
,

阴干后粉碎过

目筛
。

方法与结果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 林 流动相为甲醇习 磷酸水溶液

,

梯度洗脱
, 一 而

,

甲醇 一 一

而
,

甲醇至 检测波长 流速
·

而
一 ‘

柱温 ℃
。

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对照品溶液的

制备 精确称取璋牙菜苦昔
、

龙胆苦昔
、

芒果昔
、

当药醇昔
、

异鱿草昔
, , 一

二经基一甲氧基灿酮 于 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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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门目 创恤

比
,

咧
司比

,

巧

中
,

甲醇定容至刻度
,

得相应浓度的对照品溶液
。

足散失的甲醇
,

然后过 卿 滤膜
,

备用
。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参考文献【 〕
,

将璋牙菜植 线性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 , , ,

物样品粉碎成细粉
,

精密称取各待测样品 于 林
,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
。

以相应组分的色谱峰

锥形瓶中
,

加人 的甲醇
,

称重
,

于 面积 对其含量 进行线性回归
,

得 种成分的

℃水浴上回流提取
,

冷却至室温后
,

重新称重
,

补 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及线性范围
,

孚表
。

表 种成分的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及线性范围

成分 线性范围 叱 回归方程

捧牙菜苦昔 一 一

龙胆苦昔 一 印
一

芒果昔 一 二 一 一

当药醉昔 一 二 一

异进草昔 一 二 一

, 一

二经基
· 一

甲氧基灿酮 一 二 一

孟 精密度试验 精确吸取上述各对照品溶液
,

进样 氧基灿酮
,

表明样品在 内稳定
。

加 泌
,

重复 次
,

计算峰面积的
,

璋牙菜苦昔 回收率试验 精确称取已知含量的川西璋牙
,

龙胆苦昔
,

芒果昔
,

当药醇昔么
,

菜样品各 份
,

加人一定量的对照品
,

按样品处理方

异鱿草昔
, , 一

二经基刁
一

甲氧基灿酮
。

法制备并进样 卜
,

计算各对照品的平均加样回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定同一批样品
,

按供试品 收率
。

结果璋牙菜苦昔
,

龙胆

溶液制备方法分别制备 份供试品溶液
,

进行重复 苦昔
,

芒 果昔

性实验
,

算出 种物质的含量
,

计算各物质含量的
,

当药醇昔
,

异鱿草昔
,

璋牙菜苦昔
,

龙胆苦昔
,

当药醇昔
, , 一

二 经基一甲氧基 灿 酮
,

芒果昔
,

异鱿草昔
, , 一

二经基
一 。

一

甲氧基灿酮
。

样品测定 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
,

对所有

稳定性试验 取上述供试品溶液
,

分别间隔 璋牙菜样品进行了定量提取
,

在限定的色谱条件下

进样
,

每次 卜
,

重复 次
,

计算峰面积的
,

进行了 种药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

取峰面积的平均

璋牙菜苦昔
,

龙胆苦昔
,

芒果昔
,

值
,

按标准曲线计算含量
,

结果见表
,

对照品与样

当药醇昔
,

异鱿草昔
, , 一

二经基一甲 品色谱图如图 所示
。

表 样品中 种成分含量 二

品种 来源

大籽掩牙菜 四川 一

川西捧牙菜 花期 四川

毛捧牙菜 四川 。 巧

捧牙菜 四川

川西掩牙菜 蓄前 四川 一 一

川西捧牙菜花 果期 青海玉树 一

川西捧牙菜 花期 青海玉树 一 一 。

大籽璋牙莱 西藏 一 巧

毛捧牙菜 西藏 一 一

注 捧牙菜苦昔 龙胆苦昔 芒果昔 当药醉昔 异夔草昔币
, 一

二经基一甲氧基灿酮

讨论 成分的复杂性
。

由于璋牙菜属植物种类较多
,

其化学成分含量 川西璋牙菜由于产地和采集 日期不同
,

主要成

分布及差别也较大
,

除龙胆苦昔和璋牙菜苦昔只在 分差异较大
。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西北地区与青海玉

大多数璋牙菜属植物中存在外 ’
,

目前还没有发 树地区虽同为青藏高原
,

但两地的化学成分差异较

现一种成分在所有璋牙菜中同时存在
,

说明其化学 大
,

四川产含当药醇昔
,

而青海玉树产则不含当药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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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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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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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照品 及律牙菜样品 的 图

捧牙莱苦昔 龙胆苦昔 芒果昔 异获草昔

当药醉昔
, 一

二经墓一甲氧基灿酮

昔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否与生境有关有待于

‘ 们 , 议 , ‘ 材她

村 村

’
, , 一 ’ , 一 。 ’ ,

吻一 ’

几 五洲 如。叨 石以自 切如盯
,

服 山众衅 反
,

万诫心 《】】
,

人止加

份叼山 海阅止
,
乙公肥 诚哪 反比

,

及挤 侧 】
,

以‘加

卜由 , 」 讨“月 肠 佃口 币
,

, ,
,

颐介
, , , , 一

一
一

况比她 加 勿
州自 肠 脚口 , 肠 妞 。 ,

阿 曰 衍 抽川

‘ 如 飞 一 而
,

朋

‘ 初 而。 ,

衍 沙
。 月。 ·

而
一 ’ , 。 ℃ 川 孤

即即 明 一 ,

脚
, , , 一

币
,

朗
, ,

一 一
也山旧 记 朋

,

朋 玩 园 曰五 耐

, 」
一

比 币 脚 、 颐屁 川 柳
,

创防 面 一 哎山卜

【资任幼辑 张宁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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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学会主办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承办的综合性中药学术期刊
。

为中国创刊最早
、

发行量最大的中药学术刊物
,

全面反映我国中医药科研最高学术水平
。

主要报道该领域新成果
、

新技

术
、

新方法与新思路
,

内容包括栽培
、

资源与鉴定
、

炮制
、

药剂
、

化学
、

药理
、

不 良作用以及中医药理论与临床等
。

设有专论
、

综

述
、

研究论文
、

研究报告
、

临床
、

学术探讨
、

经验交流
、

信息等栏 目
。

在国际上被
, , ,

护
,

从 等权威数据库和文

摘收录 在国内被各主要有关数据库收录
,

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

中国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核心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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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中国百科杰出学术期刊
。

适于从事中医药科研
、

管理
、

生产
、

教学及医院药房
、

临床等专业人员订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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