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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长季节下藏药麻花秦艽活性成分含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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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野生与栽培藏药麻花秦艽 ( Gentiana straminea) 根中龙胆苦苷、落干酸、

獐牙菜苦苷和獐牙菜苷四种环烯醚萜苷类化学成分的含量及其在不同生长季节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 4

种环烯醚萜苷类成分的含量随植物的生长季节而波动 , 其活性成分含量在野生种与栽培种之间发生了一定

的差异。但是 , 栽培根中的龙胆苦甙已达到药典的标准 , 可供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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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ntents of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viz. gentiopicroside , longanic acid , swertiamarin and sweroside of wild and

cultivated Gentiana straminea roots gathered in different seasons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HPLC determination. The re2
sults indicated that contents of the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varied greatly with different seasons between wild and cultivated

Gentiana straminea. And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pharmacopoeia of China , after cultivation content of gentiopicroside

in Gentiana straminea root had accorded with the regulation and can preliminarily replaced the wild species to use as a

plant medicine. The mechanism causing the content changes of the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may be due to the integrated ef2
fects of many factors , such as the ecological factors , the genet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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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花秦艽 ( Gentiana straminea Maxim. ) 为龙

胆科 ( Gentianaceae) 龙胆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上 ,海拔范围 2 000

～4 950 m (何廷农 , 1988) 。其以根入药 , 也是

藏族民间常用植物草药之一 , 性味苦、平 , 具有

散风祛湿、清热利胆、舒筋止痛等功效 (杨永

昌 , 1991) 。根中活性成分主要为环烯醚萜苷类

(纪兰菊等 , 1992 , 2002) , 我们测定了野生与栽

培麻花秦艽中 4 种环烯醚萜苷类活性成分 , 并比

较研究了它们在不同生长期的动态积累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野生麻花秦艽 ( Gentiana straminea) (根部) 采自四

川若尔盖草原 (33°36′N , 102°56′E) , 海拔 3 600 m。栽培

麻花秦艽 (根部) 3 年生 , 采自西宁地区栽培基地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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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101°46′E) , 海拔 2 300 m。采样时间均为 2004年 4 月底至

10月底 , 每月一次 , 共 7 个样品。样品阴干后 , 粉碎 , 过

80 目筛 , 冷冻保藏。

112 　仪器与试剂

仪器 : Agilent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公

司) , 四元梯度泵 , 在线真空脱气机 , DAD 检测器 , 100

位自动进样器 , KQ —2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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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LC级色谱纯乙腈购自德国 Merck 公司 ; 分析

纯甲醇、甲酸购自山东莱阳化工厂。

龙胆苦苷、獐牙菜苦苷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 (批号为 110770 - 200308、110785 - 200203) , 落干

酸、獐牙菜苷对照品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李玉林副研究员所赠 (经归一法测定 , 纯度达到 98 %) 。

11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Eclipse XDB2C8 色谱柱 (416 mm ×150 mm ,

5μm) 。流动相 A : 5 %乙腈 (含 0101 molΠL 甲酸) 水溶

液 , 流动相 B : 95 %乙腈水溶液。流速 110 mlΠmin , 进样

量 10μl , 检测波长 240 nm , 柱温 30 ℃。梯度洗脱程序

为 : 0～20 min , 流动相 A 为 100 %～0 %。该色谱条件下

对照品及样品的 HPLC色谱分离图 (9 月) 见图 1。

114 　溶液的制备

图 1 　对照品 (A) 、野生样品 (B) 和栽培样品 (C) 9 月份的色谱图

1、2、3、4 分别代表落干酸、獐牙菜苦苷、龙胆苦苷和獐牙菜苷

Fig. 1 　HPLC chromatogram of standards (A) , wild sample (B) and cultivated sample (C) in September 2004

1 , 2 , 3 , 4 refers to loganic acid , swertiamarin , gentiopicroside and sweroside , respectively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分别精密称取龙胆苦苷、落干

酸、獐牙菜苦苷、獐牙菜苷对照品 , 用甲醇溶解配成龙

胆苦苷 1192 mgΠml、落干酸 0177 mgΠml、獐牙菜苦苷 1120

mgΠml、獐牙菜苷 0117 mgΠ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供试品

溶液的制备 : 精密称取样品 012 g , 置 50 ml 三角瓶中 ,

加甲醇 20 ml , 于 80 ℃水浴锅上回流 2 h ; 过滤 , 滤液置

于 25 ml 容量瓶中 , 放冷至室温后 , 用甲醇定容 , 摇匀。

115 　线性关系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 逐级稀释 1 倍 , 按照上述色谱

条件测定 4 种成分各自的峰面积 , 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

坐标 , 进样量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 得到龙胆苦苷的

回归方程为 Y= 6015191X + 106147 , r = 019999 ; 落干酸为

Y= 6383199X + 40112 , r = 019999 ; 獐牙菜苦苷为 Y =

6058147X + 55173 , r = 019999 ; 獐牙菜苷为 Y = 6535195X

+ 10182 , r = 019999。

116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 进样 10μl , 重复 5 次 , 进

行精密度实验 , 得龙胆苦苷峰面积的 RSD 为 1113 % , 落干

酸为 1153 % , 獐牙菜苦苷为 1181 % , 獐牙菜苷为 2117 %。

117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定同一批样品 , 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 ,

进行重复性实验 , 得到 5 份供试品溶液 , 测定结果为龙

胆苦苷 RSD 为 0121 % , 落干酸为 1119 % , 獐牙菜苦苷为

1125 % , 獐牙菜苷为 3165 %。

11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药材适量 , 加入一定量的对照品混合

溶液 , 按照上述样品处理方法制备并进样 10μl , 计算各

对照品的加样回收率 , 得到龙胆苦苷、落干酸、獐牙菜

苦苷、獐牙菜苷的回收率分别为 99167 %、98140 %、

96135 %、99134 %。

119 　样品含量测定

取上述制备好的样品溶液 , 进样 10μl , 共 5 次 , 得

到龙胆苦苷、落干酸、獐牙菜苦苷、獐牙菜苷的峰面积

积分值 , 计算含量 , 如图 2 所示。

022　　　　　　　　　　　　　　　　　　　云 　南 　植 　物 　研 　究 　　　　　 　　 　　　　　　　　　28 卷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 2 　野生与栽培麻花秦艽中 4 种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含量的动态变化

Fig. 2 　Seasonal variation of contents of four iridoid glycosides between wild and cultivated Gentiana straminea

The abscissa in the graph indicates the sampling date and 1 , 2 , 3 , 4 , 5 , 6 and 7 refers to 30 April , 30 May , 30 June ,

29 July , 30 August , 30 September , and 31 October , respectively

2 　结果与讨论
图 2 表明了从 4 月植物开始返青直到 10 月

植物地上部分枯萎 , 麻花秦艽中 4 种环烯醚萜苷

类化学成分含量的季节变化。野生麻花秦艽中龙

胆苦苷最高含量出现在 10 月 ; 栽培麻花秦艽中

其含量则于 7 月达最高。落干酸含量在野生与栽

培种中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 整个生长发育期内都

是增加的 , 即 4 月最低 , 10 月最高。野生种中

獐牙菜苦苷的最低含量在 9 月 , 最高含量在 6

月 ; 而栽培种中最高含量在 7 月。獐牙菜苷含量

的变化差异比较大 , 8 月之前野生与栽培种的含

量累积几乎相反。可以看出 , 麻花秦艽经过人工

引种栽培之后 , 4 种环烯醚萜苷类成分中落干酸

的季节动态积累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 其它 3 种在

整个生长期内的季节变化有一定的差异。上述现

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两类因素造成的 , 一

是该物种所处的生态环境 , 二是其内在的遗传机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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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曙红和吴凤锷 , 2003) 。土壤

也是影响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含量的重要因子之

一。此外 , 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含量也与植物的

基因型有关 , 其内在的遗传变异可能也是造成有

效成分含量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因此 , 造成上

述 4 种环烯醚萜苷类成分季节动态变化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 , 在进行人工引种栽培实验的时候 , 要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药用植物有效成分的影响 ,

才能保证种植药材的品质及疗效等。4 种环烯醚

萜苷类化学成分的季节动态变化及其机理尚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据 2000 版药典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

2000) , 麻花秦艽中龙胆苦苷的含量不低于 2 %。

研究表明 , 经过栽培后 , 龙胆苦苷的含量基本相

对稳定 , 达到药典的标准 , 为栽培种初步代替野

生种入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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