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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花锚中抗肝炎活性成分的含量
在不同生长期变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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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Π研究了花锚中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的含量随着不同生长期的变化趋势Κ为药材的合理栽培和采收提

供科学依据ΛR P2H PL C 法Κ使用V P2OD S C18柱Κ流动相为乙腈∶磷酸∶水; 1‰ΓΚ梯度洗脱程序Π0～ 5. 00 m in 乙腈

的体积分数;以下同Γ为 15%、5. 01～ 14. 00 m in 由 15% 增至 25%、14. 01～ 30. 00 m in 由 25% 增至 40% Κ流速为 1

mL öm inΚ柱温 25℃Κ检测波长Π254 nm Λ花锚甙和去甲氧基花锚甙、在花锚全草中的含量在不同生长期有明显变化Λ
关键词ΠR P2H PL C 法Μ去甲氧基花锚甙Μ花锚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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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ΠTo offer scifen t if ic base of ra t ional cu lt iva t ion and co llect ion of H a len iaΚw e study con ten t change

of H 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 alen iaside du ring differen t grow th period. R P2H PL C u se V P2OD S C 18 co l2
um nΚmob ilephaseΠaceton it rile∶pho spho ric acid ∶w ater ; 1‰ΓΚgradien t elu t ion p rogram Π0～ 5. 00 m in

aceton it rileθs vo lum e percen t ; as fo llow Γ is 15% Κ5. 01～ 14. 00 m in from 15% to 25% Κ14. 01～ 30. 00 m in

from 25% to 40% Κf low velocityΠ1 mL öm inΚtempera tu reΠ25℃Κdetect ion w avelengthΠ254 nm. Con ten t of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alen iaside have dist inct change du ring differen t grow th period in w ho le p lan t of

H a len ia ellip i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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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锚又称椭圆叶花锚 ; H a len ia ellip itica D.

DonΓΚ为龙胆科; Gen tianaceaeΓ花锚属植物Κ为两年

生草本植物Λ 花锚为藏药系统中用于治疗肝胆系统

疾病的常用药物之一Κ泛称: 藏茵陈ΦΛ主要分布于青

藏高原Κ为藏药习用药物Κ全草入药Λ 花锚的主要化

学成分为口山酮;Xan thoneΓ、黄酮; F lavoneΓ和三萜

; T riterpeneΓ类化合物Κ已经分离鉴定了 15 种口山酮

和黄酮[1～ 4 ]成分Κ其中抗肝炎有效成分为口山酮甙花

锚甙;H alen iasideΓ和去甲氧基花锚甙;D em ethoxy2

halen iasideΓ[1 ]Κ但关于花锚中抗肝炎活性成分在不

同生长期含量变化的研究未见报道Λ 笔者应用反相

高相色谱2二极管阵列检测法以去甲氧基花锚甙和

花锚甙为指标Κ检测了这两种指标性化合物在花锚

全草中随不同生长期的变化趋势Λ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采集

　　栽培花锚样品是从平安采集的Κ采集时间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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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3 年 6 月 28 日; 营养期Γ、2003 年 7 月 29 日

;初蕾期Γ、2003 年 8 月 28 日;盛花期Γ和 2003 年 9

月 25 日;花果期ΓΛ地区性变化的野生花锚采集于大

黑沟和群加Κ栽培花锚则采集于二十里铺和群加Λ
1. 2　仪器和试剂

L C210A TV P 二元泵;岛津ΓΜC lass2V P 液相色

谱工作站; 岛津ΓΜSPD 2M 10AV P 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 岛津ΓΜR heodyne 7725 进样器; 美国ΓΜA T 2130

柱温箱;天津ΓΜAB 1042N 电子天平;M ett ler2to ledo

公司ΓΜZM 震动超微粉碎机Μ2200B 超声波仪ΜM il2
li2Q 超纯水装置ΜC 18硅胶小柱; 1 mL W atersΓΜ乙腈

购自山东禹城禹王试剂厂Κ为色谱纯Μ磷酸和甲醇为

分析纯Μ水为自制重蒸水Μ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

对照品由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孙洪发教

授提供Λ
1. 3　色谱条件

色谱柱ΠV P2OD S C 18柱; 250 nm ×4. 6 nm Κ中
国ΓΜ检测波长 254 nm Μ柱温 25℃Μ进样体积 20 ΛL Μ
流动相为乙腈∶磷酸∶水 ; 1‰ΓΜ流速 1. 00

mL öm inΜ梯度洗脱程序Π0～ 5. 00 m in 乙腈的体积

分数为 15% Κ5. 01～ 14. 00 m in 由 15% 增至 25% Κ
14. 01～ 30. 00 m in 由 25% 增至 40% Λ
1. 4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适量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用

甲醇定容至 10 mL Κ配成浓度分别为 0. 22 m gömL

和 0. 17 m gömL 的对照品溶液Λ
1. 5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上述处理过的样品粉碎、精密称取 0. 500 0

gΚ置于 100 mL 锥形瓶中Κ加入甲醇 20 mL 回流提

取 2 hΚ过滤、定容至 25 mL Κ取少量用C 18硅胶小柱
滤取色素Λ
1. 6　线性关系

分别精密吸取标准品储备液 4 ΛL、8 ΛL、12

ΛL、16 ΛL、20 ΛL 进样作H PL C 分析Κ以峰面积对进

样 体积求得回归方程Λ 去甲氧基花锚甙 ; 0. 22

m gömL ΓY = 428 317. 2X - 328 610. 4Ψr= 0. 999 1

线性范围为 0. 88～ 4. 4 ΛgΜ花锚甙; 0. 17 m gömL Γ
Y = 305 289. 15X - 114 858Ψr= 0. 999 2 线性范围

为0. 68～ 3. 4 ΛgΛ
1. 7　精密度试验

取同一份对照品溶液Κ按上述色谱条件连续进
样 5 次Κ以峰面积计算可得去甲氧基花锚甙; n= 5Σ
和花锚甙≅n= 5Γ的 R SD 分别为 1. 96% 和 2. 90% Λ
1. 8　重复性试验

将同一份全草样品用上述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

法制备 5 份Κ进行 H PL C 分析Λ 去甲氧基花锚甙

; n= 5Σ和花锚甙≅n = 5Γ的 R SD 分别为 3. 39% 和

2. 02% Λ
1. 9　稳定性试验

将同一份样品按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备

后Κ每隔 4 h 测定一次Κ可知去甲氧基花锚甙; n= 6Σ
和花锚甙≅n = 6Γ峰面积的 R SD 分别为 3. 00% 和

2. 79% Λ说明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在 24 h 内稳

定Λ
1. 10　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花锚药材适量Κ加入一定量的去

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对照品Κ按样品制备方法制

备Κ进行 H PL C 分析Κ测得去甲氧基花锚甙; n = 5Σ
和花锚甙≅n = 5Γ的回收率分别为 99. 79% ;R SD =

3. 55% Γ和 100. 39% ;R SD = 2. 60% ΓΛ
1. 11　样品的测定

将上述处理好的样品分别进样 20 ΛL Κ进行

H PL C 分析Κ其结果见图 1、2 和表 1Λ

图 1　抗肝炎成分含量的季节性变化

F ig. 1　T he con ten t change of an ti2

hepatit is w ith sension

图 2　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含量的季节性变化

F ig. 2　T he change of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alen iaside w ith s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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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地区花锚中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的含量

T able 1　T he con ten t of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alen iaside in differen t area

采集地
Co llection p lace

类型 T ype 去甲氧基花锚甙
D em ethoxyhalen iaside; ΛgögΓ

花锚甙
H alen iaside; ΛgögΓ

二十里铺 E rsh ilipu 栽培 Cultivated 0. 09 0. 05

大黑沟 D aheigou 野生W ild 0. 17 0. 09

群加 Q unjia 栽培 Cultivated 0. 09 0. 08

群加 Q unjia 野生W ild 0. 16 0. 09

2　结果和讨论

2. 1　提取方法的选择

　　影响被提取物质转移率的主要因素有粒度、提

取方法和溶剂的选择Λ 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为

极性比较大的物质Κ选甲醇为提取溶剂Κ本试验考察

了一般粉碎、超微粉碎和回流提取、超声提取Κ结果

显示一般粉碎、回流提取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

的转移率比较高Λ
2. 2　色谱条件的选择

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分析比较了去甲氧基花锚

甙和花锚甙对照品色谱峰及样品所测成分相应色谱

峰的紫外吸收图Κ试验证明二者的紫外光谱基本一

致Κ均在 254 nm 处有最大吸收Κ故检测波长为 254

nm Λ 流动相选择经反复试验Κ选定乙腈2磷酸2水系

统Κ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的出峰时间依次为 19

和 21 m inΚ且峰形对称Κ野生与栽培药材中其它化

合物基本达到基线分离Κ表明这两种指标成分均能

得到良好分离Λ
2. 3　花锚中抗肝炎活性成分

活性成分主要为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Κ图
1 为这两种活性成分含量加和值的季节性变化趋

势Κ从图中可以得知抗肝炎活性成分在营养期含量

最高Κ并且依次降低Κ但在盛花期和花果期其含量无

明显区别Λ 图 2 为去甲氧基花锚甙和花锚甙含量的

季节性变化趋势Κ图 2 显示去甲氧基花锚甙的含量

高于花锚甙的含量Κ并且两种甙的含量从 6～ 9 月逐

渐降低Λ从抗肝炎活性成分的含量角度考虑Κ6 月份

;营养期Γ为花锚的最佳采收期Λ
表 1 结果显示Κ群加和大黑沟的野生花锚中抗

肝炎活性成分无明显区别Λ在栽培花锚中Κ去甲氧基

花锚甙的含量明显比野生花锚中的含量低Κ而花锚

甙的含量无明显区别Λ 不同的栽培条件对抗肝炎成

分的含量也有影响Κ二十里铺温室培养的花锚中抗

肝炎成分的含量低于群加的栽培花锚中的含量Κ可
能是由于温室培养连续生长的原因所致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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