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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野生和栽培藏药麻花芫中龙胆苦有
、

落干酸
、

樟牙菜苦昔和樟牙菜什 种苦普类成分进行高效液相色谱的含量

测定
,

并 匕较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
。

方法 采用 一 色谱柱
, 林 ,

流动相 为 乙睛水溶

液
,

为 乙睛 含
· 一 ’

的甲酸 水溶液
,

在 。一 而 。
内比例由 。一 进行线性洗脱

,

流速
·

而
一 ’ ,

检

测波长
,

柱温 ℃
。

结果 种成分均达到基线分离
,

龙胆苦什
、

落十酸
、

樟牙菜苦昔
、

璋牙菜昔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一 协

, 一 卜
, 一 林

, 一 协 回收率分别

为
, , , 。

结论 栽培藏药麻花芫中苦昔类成分的含量已经接近或超过野生种的水平
,

可初步代

替野生药材人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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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花芜 晓 、 为龙胆科 昔类川
,

对该类成分的分离鉴定
、

药理
、

分析等方面

龙胆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
,

其 以根人 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 〔’一 〕,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 中

药
,

为常用的上品藏药
,

是藏药中重要的解吉类植物 于其有效成分的定量分析 〔
,

」。

但是有关野生与栽

药物之一 〔‘ 〕,

年版中国药典中将其列人 种人 培麻花芜中 种苦昔类成分
,

即龙胆苦昔 叩

药的秦芫类药物
。

麻花芫根中的有效成分主要为苦
、

落干 酸 记
、

樟牙菜苦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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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牙菜昔 含量测定 的研究 尚

未见报道
。

同时
,

由于近年来用药量的需求增大
,

加

之多年的过度采挖
,

造成野生麻花芫资源量的锐减
。

对麻花芫进行人工引种栽培以扩大其资源量已成为

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
。

因此
,

本实验通过紫外检测

的 法建立了测定野生与栽培麻花芜中 种苦

昔类成分含量的方法
,

为合理开发利用麻花芫资源
,

确保其品质以及栽培措施的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
。

仪器
、

试剂与材料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四元梯度泵
,

检测器
,

位 自动进样器
, 一

色谱柱 , ,

卜 。 一 型数

控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
,

一 超纯水系统 美国 公司
。

色谱纯乙睛 德 国 公 司 分析纯 甲醇
、

甲酸 山东莱阳化工厂
。

龙胆苦昔
、

璋牙菜苦昔对照 品购 自中国药品生

物制 品 检 定 所 批 号 分 别 为 一 ,

一 ,

落干酸
、

嶂牙菜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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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
,

纯度大于
。

本实验中野生麻花芫根部材料于 年 月

底分别取 自四川西北部若尔盖草原
、

青海果洛和青

海刚察
,

栽培麻花芫根部材料同期分别采于青海西

宁
、

青海徨 中县和青海廿里铺地 区实验栽培基地
。

上述样品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陈桂深

研究员 鉴定 为麻花芫 晓
,

样 品经

阴干
、

粉碎后
,

过 目筛
,

冷藏保存
。

溶液制备

混合对照品溶液 分别精密称取对照 品龙胆

苦昔
、

落干酸
、

璋牙菜苦昔 和璋牙菜昔
,

用 甲醇溶解

后配成龙胆苦昔
· 一 ’ 、

落干酸
·

一 ’ 、

璋牙菜苦营
· 一 ‘ 、

璋牙菜昔
·

, 一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

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样品粉末
,

加 甲

醇
,

于 ℃超声 放冷至室温后过滤
,

滤液置于 量瓶中
,

用 甲醇定容
,

摇匀
。

色谱条件

色谱柱 公 司 一 柱
,

林 。

流动相 为 乙睛水溶

液
,

为 乙睛 含
· 一 ‘的甲酸 水溶液

,

在 一 内
,

比例由 一 进行线性洗脱
。

流速
· 一 ’ ,

检测波长
,

进样量

卜
,

柱温 ℃
。

在该色谱条件下落干酸
、

璋牙菜苦

昔
、

龙胆苦昔
、

璋牙菜昔 种成分均被洗脱并达到基

线分离 图
。

亡

图 对照品
、

青海果洛野生样品 和青海西宁栽培样品

的色谱图

『 ,
,

, ,

落十酸 璋牙菜苦脊 龙胆苦昔

璋牙菜葺

线性关系考察

取
“ ”

项 下 的混合对照 品溶液
,

逐级稀 释

倍
,

每次进样 林
,

以峰面积定量
,

分别得到 种

苦昔类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

见表
。

表 种苦普类成分的回归方程及线性范围

成分 线性范围

卜

线性方程

龙胆苦背

、

落干酸

璋牙菜苦昔

一 肠

一 于二 只

一 二

樟牙菜背
、,

一

精密度实验

取
“ ”

项下 的混合对照 品溶液
,

在选定 的色

谱条件下进样
,

重复 次
,

测得龙胆苦昔
、

落干酸
、

璋

牙菜苦昔和璋牙菜昔峰面积的 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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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 。

在 内比较稳定
。

重复性实验 加样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青海果 洛产野生麻花芫样 品粉末 取已知含量的青海西宁栽培药材适量
,

份
,

每份
,

按
“ ”

项 下平行制备供试 品溶 加人一定量的对照 品混合溶液
,

按照样品处理方法

液
,

再按
“ ”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

得龙胆苦普
、

操作并进样 林 。

重复上述操作 次
,

计算各成

落干酸
、

璋牙菜苦昔
、

璋牙菜昔 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分的加样 回收率
,

得到龙胆苦昔
、

落干酸
、

璋牙菜苦
, , ,

分 别 为 昔 和 璋 牙 菜 昔 的 平 均 回 收 率 分 别 为
,

, , , 。 , ,

分 别 为
,

稳定性实验
, , 。

取
“ ”

项下青海西宁栽培供试品溶液 份
,

样品测定

分别于
, , , , ,

依次测定
,

得龙胆苦昔
、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林 ,

分别进样 次
,

用

落干酸
、

璋牙菜苦普和璋牙菜昔峰面积 分别为 外标法计算 种苦昔类成分的含量
,

结果见表
。

, , , 。

结果表 明供试 品溶液

表 野生与栽培麻花芜中苦普类成分的含量
,

们 血

样品类型

伴

采集地

拜

苦昔类成分 石

野生 」 四川若而盖
’。 ,

青海果洛
《, ,

,

苗

青海刚察 邵
, ,

平均值

青海西宁
,

青海煌中 、川 , ‘

青海廿里铺 甲比 ,

平均值 、。

龙胆苦背

, , 、

土 《 拼

士

士 洲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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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

土

士 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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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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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叉礴

土 《减

士 洲

土

土

士

士 卫

土

瘴牙菜昔

土 叩

土

士
,

以抖

总和

回

士 士

栽培 一 土 士

土 士

士 土 朋
‘

士

注 表中数值取 自平均值 与标准误差 二

入 二“ , , 士 二

结果与分析

对采 自野生与栽培麻花芫种群中龙胆苦昔
、

落

干酸
、

樟牙菜苦昔与璋牙菜昔 种苦昔类成分的含

量进行了分析
。

年版 中国药典中规定
,

麻花芫

药材中龙胆苦昔的含量应该
。

实验结果显示
,

不论是野生种还是栽培 品种
,

其龙胆苦昔 的含量 已

经达到并超过药典 中规定
,

均可 以人药
。

种苦昔

类成分中
,

龙胆苦昔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 种成分
。

这说明
,

麻花芫苦昔类成分中龙胆苦昔的高含量对

开发利用 以龙胆苦昔为主的新药源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
。

药典中将其作为秦芫类植物人药的关键指标也

是具有一定科学依据 的
。

本实验中
,

野生种群 中

种苦昔类成分的平均含量基本上都大于栽培种群
,

其总和野生种群的含量也高于栽培的
。

虽然栽培品

种从龙胆苦昔含量方面而言 已经可 以人药
,

但是如

何保持栽培品种与野生 品种在品质方面 的稳定性
、

延续性
、

一致性以及有效控制药用植物资源 中有效

活性成分的含量是人工引种栽培实验成功与否的关

键因素之一
。

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含量不仅与

植物的基因型有关
,

与生态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 〔‘“ 」。

因此
,

对于药用植物 不论野生 品种还是

栽培品种 而言
,

有效活性成分与生态环境 以及其

周围生物因子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

本实验采用 法首次同时测定 了野生与栽

培麻花芙根中 种苦昔类有效成分
,

精密度高
,

重复

性好
。

并采用 和对照 品中各组分的相对保 留时间

及紫外光谱 相结合的 比较方法确定了样

品色谱图中各组分的位置 见图
,

结果准确
、

可靠
。

实验结果表明
,

栽培与野生麻花芜中 种苦昔类成分

分布基本一致
。

因此
,

采用人工引种栽培麻花芫的方

法
,

不仅可以解决野生麻花芫资源量的供给问题
,

也

可为栽培品的广泛应用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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