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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了藏药麻花艽中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 、落干酸 (loganic acid) 、

獐牙菜苦苷 (swertiamarin)和獐牙菜苷 (sweroside) 4 种苦苷类成分的 HPLC分析方

法。色谱柱为 Eclipse XDB2C8 (4. 6 mm i. d. ×150 mm , 5μm) , 流动相为体积分数

5 %乙腈 + 10 mmoL 甲酸～95 %乙腈水溶液 , 检测波长为 240 nm。结果表明 , 该

方法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和回收率 , 为麻花艽中苦苷类成分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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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花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为龙胆科

( Gentianaceae)龙胆属草本植物 , 是一种多年生高

山植物[1 ]
, 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 , 海拔范围为

2000～4950 m
[2 ] 。麻花艽以根入药 , 为常用的重要

藏药解吉类植物之一 , 具有散风祛湿、清热利胆、

舒筋止痛等功效[3 ] 。其根中有效成分为环烯醚萜

苷类[4 ] , 主要包括龙胆苦苷、獐牙菜苦苷等。对麻

花艽根中苦苷类化学成分的研究由来已久[4 ,6～10 ]
,

但大部分都集中于龙胆苦苷与落干酸两种成

分[5 ,11 ,12 ]
, 尚未有关于 4 种苦苷类成分 , 即龙胆苦

苷 (gentiopicroside , 代号 S1) 、落干酸 (loganic acid ,

代号 S2) 、獐牙菜苦苷 (swertiamarin , 代号 S3) 、獐

牙菜苷 (sweroside , 代号 S4)同时测定的报道。本文

应用 HPLC分析方法 , 对麻花艽根中上述 4 种有效

成分进行了定量分析 , 以期对麻花艽中苦苷类有

效成分的进一步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实验部分

1. 1 　仪器、试剂及材料

Agilent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公司) :

配备有四元梯度泵 , 在线真空脱气机 , DAD 检测

器 , 100 位自动进样器 ; KQ2200B 型数控超声波清

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Milli2Q 超纯水

系统 (美国 Millipore 公司) 。

龙胆苦苷、獐牙菜苦苷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 (批号分别为 1107702200308、1107852
200203) , 落干酸、獐牙菜苷对照品由中国科学院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李玉林副研究员提供 ; 乙腈

(德国 Merck 公司) 为色谱纯 ; 其它试剂皆为分析

纯。

野生麻花艽材料 (根部) 于 2004 年 9 月底采自

四川西北部若尔盖、青海的门源县、班玛县、刚察

县、玛沁县 5 个地点。

1. 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Eclipse XDB2C8 (4. 6 mm i. d. ×150

mm , 5μm) 。流动相 A : 体积分数 5 %乙腈和 10

mmoL 的甲酸水溶液 , B : 体积分数 95 %的乙腈水

溶液。流速为 1. 0 mLΠmin , 进样量为 10μL , 检测

波长为 240 nm , 柱温 30 ℃。梯度洗脱程序为 : 0～

20 min , B 为 0～100 %。对照品 HPLC 分离图见

图 1 (a) 。

1. 3 　对照品溶液及样品制备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分别准确称取龙胆苦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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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落干酸 (S2) 、獐牙菜苦苷 (S3) 和獐牙菜苷

(S4)对照品 , 用甲醇超声溶解配成质量浓度为 S1

1192 mgΠmL、S2 0177 mgΠmL、S3 1120 mgΠmL、S4

0117 mgΠmL 的对照品溶液。

样品溶液的制备 : 将采集到的麻花艽根部用

超纯水洗净 , 凉干 , 研成细粉 , 准确称取 0. 2 g , 加

甲醇 10 mL , 于 60 ℃超声提取 30 min , 超声频率为

60 KHz ; 冷至室温后过滤 , 滤液置于 25 mL 容量瓶

中 , 用甲醇定容 , 摇匀备用。

2 　结果与讨论

2. 1 　线性关系

对一系列对照品混合液进行分析测定 , 按照

上述色谱条件测定 4 种成分各自的峰面积 , 以峰

面积为纵坐标 , 进样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

得到 4 种苦苷类成分的回归方程 (表 1) 。

图 1 　对照品及样品的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s and samples

(a) 对照品的 HPLC图谱 ; (b) 样品的 HPLC图谱

1、2、3、4 分别为 S2、S3、S1 和 S4。下同

表 1 　4 种苦苷类成分的回归方程及参数

Tab. 1 　Linear equations and factors of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化合物 线性范围 mΠμg 线性方程 相关系数 r 检出限ρΠ(μgΠmL)

S1 0. 60～19. 20 y = 6015. 90892 x + 106. 46768 0. 99997 6. 98E204

S2 0. 24～7. 68 y = 6383. 99495 x + 40. 122864 0. 99996 4. 29E204

S3 0. 38～12. 02 y = 6058. 4701 x + 55. 730207 0. 99998 6. 30E - 04

S4 0. 05～1. 66 y = 6535. 95404 x + 10. 817206 0. 99998 6. 24E - 04

2. 2 　精密度

对对照品溶液进行精密度实验 , 每次进样 10

μL , 重复 5 次 , 得 S1 峰面积的 RSD 为 1106 % , S2

为 1. 89 % , S3 为 1. 85 % , S4 为 2. 05 %。

2. 3 　重复性实验

准确称取同一批样品 , 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

方法 , 得到 5 份供试品溶液 , 测定结果 RSD : S1 为

0121 % , S2 为 0192 % , S3 为 0139 % , S4 为 3171 %。

2. 4 　加样回收率实验

取已知含量的药材适量 , 加入一定量的对照

品混合溶液 , 按照样品处理方法制备并进样 10

μL , 重复进样 3 次 , 计算各对照品的加样回收率 ,

得到 S1、S2、S3 和 S4 的回收率分别为 95. 63 %、

99. 21 %、100. 30 %和 98. 45 %。

2. 5 　样品测定

将制得的样品液在相同条件下作 HPLC 分析 ,

重复进样 5 次 , 样品 HPLC见图 1 (b) 。根据对照品

的保留时间和紫外吸收图确定峰的位置 (紫外吸收

图见图 2) , 利用线性方程计算 4 种苦苷类成分的

含量 (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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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照品及样品的紫外光谱图

Fig. 2 　UV spectra of standards and samples

(a) 对照品中 4 种苦苷类成分 ; (b) 样品中 4 种苦苷类成分

表 2 　麻花艽根中苦苷类成分的测定结果 ( n = 5)

Tab. 2 　Contents of iridoid glycosides in Gentiana straminea roots

采集地点
化合物 wΠ%

S1 S2 S3 S4 S总和

四川若尔盖 10. 305 ±0. 004 1. 826 ±0. 004 0. 782 ±0. 004 0. 221 ±0. 007 13. 134

青海门源 9. 536 ±0. 012 0. 978 ±0. 009 0. 538 ±0. 008 0. 106 ±0. 014 11. 158

青海班玛 9. 680 ±0. 005 0. 727 ±0. 003 0. 655 ±0. 008 0. 250 ±0. 003 11. 312

青海刚察 6. 590 ±0. 006 1. 023 ±0. 003 0. 482 ±0. 007 0. 301 ±0. 004 8. 396

青海玛沁 10. 727 ±0. 003 0. 859 ±0. 004 0. 643 ±0. 006 0. 412 ±0. 003 12. 641

平均 9. 368 ±0. 727 1. 083 ±0. 193 0. 620 ±0. 052 0. 258 ±0. 050 -

　　　　注 : 表中数值取自平均值与标准误差 ( n = 5)

3 　小结

分别测定了 5 个野外麻花艽种的根部 4 种苦

苷类成分 , 结果表明 4 种苦苷类成分中以 S1 含量

最高。就其平均值而言 , S1 含量分别为 S2、S3、S4

含量的 8. 65 倍、15. 11 倍、36. 31 倍。鉴于 S1 的含

量远远高于其他 3 种苦苷类成分 , 可考虑利用麻

花艽中的 S1 来开发新的药源。同时 , 不同采集地

点的样品中其苦苷类成分的含量也各有差异 , 以

四川若尔盖、青海玛沁所采集样品中苦苷类成分

的含量较高。生态环境是化学物质形成和变异的

重要因素 , 药用植物中有效成分的形成和积累与

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13 ] 。这说明在考虑综合利用

麻花艽中苦苷类成分时 , 不同采样地点、野生药

材的不同环境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 , 本实验建立了 HPLC法分析测定麻花艽

根中 4 种苦苷类有效成分 , 该方法精密度高 , 重现

性好 , 并且快捷、准确、可控 , 为进一步系统研究

和开发利用麻花艽根中苦苷类有效成分提供了可

靠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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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four iridoids (gentiopicroside , loganic acid , swertiamarin , sweroside) in Gentiana straminea

were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Eclipse XDB2C8

(4. 6 mm i. d. ×150 mm , 5μm) column , eluted with the solution of 0. 01 molΠL methanoic acid with 5 % acetonitrile

and 95 % acetonitrile and with UV detection at 240 nm. All calibration curves indicated good linear regression ( r ≥

019999) within test ranges.

Keywords :Tibetan medicine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Gentiopicroside ; Loganic acid ; Swertiamarin sweroside ;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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