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各种性状都明显地高于其野生植株。其中 ,植株

高度和地下根长指标 ,栽培植株分别是野生植株的

1179 ,2140 倍 ;植株分枝指标 ,栽培抱茎獐牙菜为其

野生植株的 1155 倍 ,分枝数远远高于其野生植株。

单株生物量指标 ,栽培抱茎獐牙菜为野生植株的

11146 倍 (烘干重) 。说明抱茎獐牙菜经过引种栽培

试验后 ,从植株高度、植株分枝、单株生物量等指标

的比较来看 ,其生长发育状况指标超过野生植株。
表 3 　野生与栽培抱茎獐牙菜 (第 2 年)发育状况 (珋x ±s , n = 20)

样品
株高

/ cm

根长

/ cm

主干分枝

/ 个

生物量/ g

自然干重 烘干重

栽培 (青海平安) 54. 62 ±2. 49 11. 32 ±0. 95 19. 58 ±1. 71 7. 367 ±1. 162 6. 347 ±0. 998

野生 (青海西宁) 30. 54 ±5. 11 4. 71 ±1. 14 12. 60 ±2. 16 0. 604 ±0. 298 0. 554 ±0. 265

3 　小结

311 　引种栽培试验研究表明 ,在青海高原自然环

境条件下 ,抱茎獐牙菜为二年生草本植物 ,与多数文

献有所差异[1 ,2 ,4 ] 。其植物生长发育特点为 :种子萌

发时间较长 ,而且第 1 年生长十分缓慢 ,第 2 年呈快

速生长状态 ,并且在开花结实后完成其整个生活周

期。抱茎獐牙菜等多数龙胆科植物以这种生活习性

来适应高山寒冷干旱的极端环境。完成植物生长发

育需要约 10～12 个月的连续生长发育时间。

312 　栽培抱茎獐牙菜植物在植株高度、分枝数量、

单株生物量等生长状况指标明显高于野生植株 ,而

且药效成分品质评价表明 ,栽培植株的主要药效成

分与野生植株相近 ,其中的獐牙菜苦苷 (swertiamin) 、

龙胆苦苷 (gentiopicroside) 和芒果苷 (mangiferin) 的含

量分别为 41842 8 % ,01370 6 % ,01082 4 % (另文发

表) 。由此表明 ,栽培的抱茎獐牙菜可以解决野生抱

茎獐牙菜的资源供给问题 ,有效保护珍稀野生獐牙

菜属药用植物资源。

综上所述 ,在青藏高原独特和脆弱的自然条件

下 ,野生资源植物的过量采收 ,可快速导致其资源量

的锐减。高原野生重要植物资源的持续发展必须建

立在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

上 ,培育地道地产中藏药材是实现高原地区中藏药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途径之一。抱茎獐牙菜引种

栽培试验表明 ,野生抱茎獐牙菜的人工栽培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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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络石藤中芹菜素
72O2β2新橙皮糖苷的含量

谭兴起1 ,2 , 陈海生1 3 , 钱正生2 , 雷云超2

(11 第二军医大学 药学院 , 上海 200433 ; 21 解放军 98 医院 , 浙江 湖州 310030)

　　络石藤为夹竹桃科络石属植物络石藤 Trache2
lospermum jasminoides (Lindl1) Lem1 的干燥带叶藤

茎 ,有祛风通络、凉血消肿之功 ,主治风湿热痹、筋脉

拘挛、腰膝酸痛等症[1 ] 。主要成分为黄酮、木质素类

化合物[2 ] 。王杰松等[3 ]的研究表明 ,芹菜素类化合

物具有骨关节保护作用。因此 ,本研究采用反相高

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中的主要黄酮 ———芹菜素 72
O2β2新橙皮糖苷 (AN) ,为络石藤质量标准的制定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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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Waters 公司 ,515 泵) ;

Waters 2487 UV 检测器 ;大孔吸附树脂 (AB28 ,天津南

开大学化工厂) 。甲醇为色谱纯 ,其他试剂为分析

纯 ,AN 对照品由作者自制 ,纯度 99125 % ( HPLC2
ELSD 归一化法测定) 。络石藤药材由作者采自浙江

湖州 ,经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黄保康博士鉴定为络

石藤 T1 jasminoides。

2 　方法和结果

211 　色谱条件 　Symmetry C18色谱柱 (319 mm ×150

mm ,5μm) ,流动相甲醇2水 (40∶60) ,流速 110 mL·

min - 1 ,检测波长 340 nm ,柱温为室温 ,进样量 10μL。

色谱图见图 1。

图 1 　对照品及样品的 HPLC图

A1 对照品 ;B1 样品 ;11 芹菜素 72O2β2新橙皮糖苷

21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AN 对照品 13120

mg 置 25 mL 量瓶中 ,40 %甲醇定容 (528 mg·L - 1) 。

精密吸取 1 ,2 ,3 ,4 ,5 mL ,置 10 mL 量瓶中 ,40 %甲醇

定容。10μL 进样 ,以 AN 对照品的含量为自变量

( X) ,以 AN 对照品峰面积为因变量 ( Y) ,回归方程

为 Y = 31358 ×104 X - 11500 ×105 ,对照品在 5218～

264 mg·L - 1线性关系良好 ( r = 01999 9 , n = 5) 。

213 　稳定性试验 　对照品溶液 (5218 mg·L - 1) 在

0 ,1 ,2 ,4 ,8 ,32 h 测定 ,测定峰面积值 ,RSD 111 % ,表

明样品在 32 h 内基本稳定。

214 　精密度试验 　供试品连续进样 6 次 ,测定 AN

峰面积值 ,RSD 112 %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15 　重复性试验 　测定同批样品 5 份 ,结果含量

的 RSD 为 113 % ,重复性良好。

216 　加样回收率试验 　已知含量的络石藤药材适

量 ,加入一定量的 AN ,按 217 所述方法测定 ,测定结

果见表 1。

217 　样品测定 　本品粉末 1 g ,精密称定 ,置 50 mL

烧瓶中加 75 %乙醇加热回流提取 3 次 ,每次 20 mL ,

每次 015 h ,滤过 ,合并滤液 ,回收乙醇至无醇味 ,加

　　

表 1 　AN 加样回收率

样品含量

/μg

加入量

/μg

测得量

/μg

回收率

/ %

平均值

/ %

RSD

/ %

950. 8 52. 8 1 002. 2 97. 3

943. 9 52. 8 994. 3 95. 4

973. 5 105. 6 1 078. 8 99. 7 98. 0 1. 6

942. 1 105. 6 1 046. 7 99. 1

944. 3 211. 2 1 152. 8 98. 7

923. 6 211. 2 1 130. 6 98. 0

100 mL 蒸馏水 ,通过 AB28 大孔吸附树脂柱 (内径

110 cm ,长 20 cm ,流速 10 mL·min - 1) ,20 %乙醇 200

mL 洗脱后用 40 %乙醇 200 mL 洗脱 ,收集 40 %乙醇

洗脱液 ,回收至干 ,残渣加甲醇定量转移至 10 mL 量

瓶中 ,微孔滤膜过滤后取 10μL 进样。另取对照品

溶液 10μL ,测定峰面积 ,外标二点法计算样品的含

量 ,结果为 :1 102 (2001212201) ,867 (2002203209) ,854

(2002206205) ,1 021μg·g - 1 (2002209210) ,表明络石

藤中 AN 随季节变化不大 ,平均为 1 mg·g - 1。

3 　讨论

311 　本品用甲醇超声提取后 ,直接测芹菜素 72O2
β2新橙皮糖苷的含量干扰十分严重 ,且不完全。经

探索 ,用 75 %乙醇加热回流提取后上大孔吸附树

脂 ,40 %乙醇洗脱部分的杂质对样品的测定几乎无

干扰。

312 　实验用 50 %的甲醇2水作流动相时 ,对照品峰

前有一小峰干扰 ,不能基线分离。同样用 30 %的乙

腈2水也不能很好分离。本研究所用流动相虽能较

好分离 ,但保留时间偏长 ,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313 　从实验结果来看 ,对照品在 5218～26410 mg·

L - 1线性关系良好 ,加样回收率 9810 % ,方法稳定可

靠 ,可用于络石藤药材中芹菜素 72O2β2新橙皮糖苷

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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