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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夷中辛夷脂素与木兰脂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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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并优化辛夷中木兰脂素与辛夷脂素的含量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 HPLC法同时测定辛夷中木兰脂素与
辛夷脂素的含量，色谱柱为 hypersil ODS2 C18柱( 5 μm，250 × 4． 6 mm) ，流动相为甲醇 －水( 60∶ 40) ，流速为 1． 0 ml·
min －1，检测波长为 278 nm。结果 木兰脂素在 30 ～ 600 μg·ml －1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r = 0． 999 7) ，平均加样回收
率为 98． 72% ;辛夷脂素在 20 ～ 400 μg·ml －1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r = 0． 999 5) ，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8． 64%。结论

该方法准确、简便、快速，适用于辛夷中木兰脂素与辛夷脂素的含量分析，可为辛夷药材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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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Magnolin and Farge-
sin in Magnolia biondii Pamp． b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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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d optimize the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magnolin and fargesin in Magnolia biondii
Pamp．Methods HPLC method was used． Analyses were carried out on Hypersil ODS2 C18 ( 250 mm ×4． 6 mm，5 m) column． The
mobile phase was acetonitrile － water at the flow rate of 1 ml·min －1 ． The wavelength of detector was set at 278nm． Ｒesults The
standard curve was linear with the range of 30 ～ 600 g·ml －1 for magnolin，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was 98． 72% ． The stand-
ard curve was linear with the range of 20 ～ 400 g·ml －1 for fargesin，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was 98． 64% ．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rapid，and suitabl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magnolin and fargesin in Magnolia biondii Pamp． The metho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agnolia biondii Pamp． and related preparatin．
Key words: Magnolia biondii Pamp． ; Magnolin; Fargesin; HPLC

辛 夷 是 木 兰 科 植 物 望 春 花 Magnolia biondii Pamp．、玉 兰

Magnolia denudate Desr． 或武当玉兰 Magnolia sprengeri Pamp． 的

干燥花蕾［1］，具有散风寒、通鼻窍之功效，临床上常与白芷、细

辛、防风、苍耳子等配伍，应用于治疗风寒头痛及各种鼻炎［2 ～ 4］。
辛夷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挥发油、木脂素类和黄酮类化合物［5，6］，

其中辛夷脂素与木兰脂素为其木脂素类的主要成分，目前《中国

药典》只收载木兰脂素的含量测定方法，关于同时测定二者含量

的文献报道较少，且样品处理方法较为复杂。本研究拟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辛夷中辛夷脂素与木兰脂素的含量，并对

分析方法进行优化，为辛夷药材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研究提

供参考。
1 材料

岛津 LC － 20A 高效液相色谱仪，LC solution 色谱工作站，

SPD － 20A UV － VIS Detector 紫外检测器，Millipore 溶剂过滤系

统，METIEＲ TOLEDO AG204 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
木兰脂素、辛夷脂素( 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研究院提

供，批号分别为 110882 － 200605、111561 － 200603，供含量测定

用) ，甲醇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辛夷药材购自重庆市中药材市场，经重庆医科大学王刚副教

授鉴定为望春花 Magnolia biondii Pamp．。
2 方法与结果

2． 1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Hypersil ODS2 C18 ( 250 mm ×
4． 6 mm，5 μm) ; 流动相为甲醇 － 水，流速 1． 0 ml·min －1 ; 柱温为

室温; 进样量 20 μl; 检测波长 278 nm; 理论塔板数按芍药苷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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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应不低于 4 000，在此条件下各组分得到良好分离，液相色谱图

见图 1。
2．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木兰脂素对照品 6． 0 mg 和辛

夷脂素对照品 4． 0 mg，各置 10 ml 容量瓶中，分别加甲醇溶解并

定容，即得。

A － 对照品; B － 辛夷样品; a － 木兰脂素; b － 辛夷脂素

图 1 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2． 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辛夷药材粗粉约 0． 2 g，精密称定，置

50 ml 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甲醇 30mL，称重，浸泡过夜后超声提

取 30 min，放置至室温，再称重，并用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

滤过，再过 0． 45μm 微孔滤膜，取续滤液即得。
2． 4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量取木兰脂素对照品溶液( 0． 6 mg·
ml －1 ) 适量分别制备浓度为 0． 03，0． 06，0． 12，0． 24，0． 48 mg·
ml －1的系列对照品溶液; 精密量取辛夷脂素对照品溶液( 0． 4 mg
·ml －1 ) 稀释备浓度为 0． 02，0． 04，0． 08，0． 16，0． 32 mg·ml －1 的

系列对照品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分别进样，测定峰面积，以色

谱峰面积 A 为纵坐标，对照品浓度 C 为横坐标，计算得木兰脂素

的线性回归方程: A = 12 837 C + 12 863，r = 0． 999 7，结果表明木

兰脂素在 30 ～ 600 μg·ml －1进样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辛夷

脂素的线性回归方程: A = 23 160 C － 6 761，r = 0． 999 5，结果表

明芍药苷在 20 ～ 400 μg·ml －1进样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2． 5 精密度实验 精密吸取木兰脂素对照品溶液和辛夷脂素对

照品溶液，分别进样 20 μl，各重复进样 6 次，依据上述色谱条件

进样并计算，结果表明，木兰脂素峰面积平均值为 7705060，ＲSD
为 1． 13% ; 辛夷脂素峰面积平均值为 9260004，ＲSD 为 1． 48%，表

明精密度良好。
2． 6 重复性实验 精密称取辛夷粗粉 6 份，按“2． 3”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按样品测定方法进行测定并计算。测得木兰脂素

和辛夷脂素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8． 03% 和 0． 44% ; ＲSD 分别为

1． 37%和 1． 46%。
2． 7 稳定性实验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6 份，在室温下分别于 0，2，4，6，8，24 h 进样 20 μl，测定并计算，

结果测得木兰脂 素 与 辛 夷 脂 素 含 量 的 ＲSD 分 别 为 1． 08% 和

1． 16%，表明辛夷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 8 加样回收率实验 取已测定含量的辛夷样品 0． 1g 共 6 份，

分别精密加入木兰脂素和辛夷脂素对照品适量，按“2． 3”项下方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测定，结果木兰脂素和辛

夷脂素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8． 72% 和 98． 64% ; ＲSD 分别

为 1． 47%和 2． 51%，表明本实验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具有较好

的回收率。
2． 9 样品含量测定 按照“2． 3”项下方法制备辛夷供试品溶液

3 份，分别进样 20μl，按照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外标法计算

样品中木兰脂素与辛夷脂素的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

供试品 木兰脂素含量 辛夷脂素含量
供试品 1 8． 04 0． 44
供试品 2 8． 06 0． 45
供试品 3 8． 03 0． 44

3 讨论

本实验建立并优化了 HPLC 法测定辛夷中木兰脂素与辛夷

脂素的含量，与现有方法相比较［7］，其样品制备方法简单，分离

效果理想，分析快速准确，专属性强，精密度高，重现性较好，因此

本方法可为辛夷药材质量标准的制定或提高提供实验依据。
辛夷主要含有挥发油、木脂素、黄酮类、生物碱类和萜类成

分，中国药典中以挥发油与木兰脂素为辛夷的质量评价标准，本

实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了辛夷中木兰脂素与辛夷脂

素的含量，可以为加强辛夷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其中木兰脂素

的含量远超过中国药典辛夷项下标准，与已知研究相比［8 ～ 11］，本

实验中木兰脂素与辛夷脂素的测得量均高于其他研究结果，究其

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
其他文献报道辛夷中尚含有望春花素、玉兰脂素和望春玉兰

脂素等木脂素类成分，辛夷的液相色谱图也可初步判断尚有色谱

峰，因此辛夷药材的质量控制还可以增加测定指标，如可以采用

“一测多评法”建立辛夷中多种木脂素指标成分的质量控制体

系，达到更好的控制辛夷药材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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