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植物学研究 2004, 22 (5) : 473～ 476

J ourna l of W uhan B otan ica l Resea rch

藏药椭圆叶花锚中抗肝炎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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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R P2H PL C 建立了花锚中青兰苷、去甲氧基花锚苷和花锚苷的含量分析方法, 为栽培花锚替代野生花

锚入药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花锚苷、去甲氧基花锚苷和青兰苷分别在 0. 68～ 3. 40 Λg ( r= 0. 999 8)、0. 36～

1. 80 Λg (r = 0. 999 0) 和 0. 80～ 4. 00 Λg ( r = 0. 997 9) 有良好线性关系, 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100. 39% (R SD =

2160% )、99. 79% (R SD = 3. 55% )和 100. 71% (R SD = 2119% )。栽培花锚中花锚苷和去甲氧基花锚苷的含量 (抗

肝炎活性成分)和在野生花锚中的含量相比无明显差别, 可以初步证明栽培花锚可以替代野生花锚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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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quan t ita t ive analysing m ethod of lu teo lo side,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alen iaside in H a len ia ellip itica D. Don w as set up by R P2H PL C, and th is can p rovide scien t if ic
basis fo r cu lt iva ted halen ia to rep lace w ild halen ia u se as m edicine. T he standard cu rves of
lu teo lo side,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halen iaside show ed good linearity over the range of 0. 68-
3. 40 Λg (r= 0. 999 8) , 0. 36- 1. 80 Λg ( r= 0. 999 0) and 0. 80- 4. 00 Λg ( r= 0. 997 9) , respect ively.
T he average recovery w as 100. 39% (R SD = 2. 60% ) , 99. 79% (R SD = 3. 55% ) and 100. 71%
(R SD = 2119% ) , respect ively. T he con ten t of halen iaside and dem ethoxyhalen iaside (compounds
of an t i2hepat it is) has no obviou s difference betw een in w ild and in cu lt iva ted halen ia, and get the
p relim inary test imony that cu lt iva ted speciecan rep lace w ild specie to u se as m edicine.
Key words: H a len ia ellip itica D. Don; H alen iaside; D em ethoxyhalen iaside; L u teo lo side

　　椭圆叶花锚 (H a len ia ellip itica D. Don)为龙胆

科 (Gen t ianaceae) 花锚属植物, 为藏医药系统中用

于治疗肝胆系统疾病的常用植物药之一, 泛称“藏茵

陈”[1 ]。花锚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口山酮 (Xan thone)、黄

酮 (F lavone) 和三萜 (T riterpene) 类化合物, 已经分

离鉴定了 15 种口山酮和黄酮成分[2 4 ] , 其中抗肝炎有

效成分为口山酮苷花锚苷 (H alen iaside)和去甲氧基花

锚苷 (D em ethoxyhalen iaside) [2 ] , 对花锚有效成分含

量的研究也有较多报道[5, 6 ]。本试验通过反相高效液

相色谱法建立了测定野生和栽培椭圆叶花锚中青兰

苷、去甲氧基花锚苷和花锚苷含量的方法, 并且为栽

培花锚替代野生花锚入药的可行性提供了初步的科

学依据。

1　仪器、试剂、材料及供试品与标准品的配制

L C210A TV P 二元泵 (岛津) ; R heodyne 7725 进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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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器 (美国) ; SPD 2M 10AV P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岛

津) ; C lass2V P 液相色谱工作站 (岛津) ; 2200B 超声

波仪; M ∶ ll∶Q 超纯水装置; C 18硅胶小柱 (1 mL ,

W aters)。H PL C 级乙腈购自美国 T edia 公司; 分析

纯甲醇、磷酸购自上海化学试剂公司。花锚苷 (纯度

为 96% )、去甲氧基花锚苷 (纯度为 98% )、青兰苷

(纯度为 95% )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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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椭圆叶花锚药材 (花后期) 自行采集 (20022
09) ; 栽培花锚药材采自栽培基地——青海省湟中县

群加乡。花锚药材全株剪碎, 置超微粉碎机中粉碎 10

m in, 精密称取 0. 5 g, 置 100 mL 锥形瓶中, 加甲醇

20 mL , 置 80℃水浴锅上回流 2 h, 放冷至室温, 过

滤, 滤液于 25 mL 容量瓶中, 用甲醇定容; 摇匀后经

C 18硅胶小柱做脱脂处理, 先用 5 mL 蒸馏水活化小

柱, 即用 5 mL 甲醇淋洗, 再用 10 mL 蒸馏水洗脱后,

将样品提取液直接上柱, 弃取初滤液, 收集续滤液上

机分析。分别精密称取花锚苷、去甲氧基花锚苷和青

兰甘1. 70 m g、0. 90 m g 和2. 00 m g 用甲醇定容至

10 mL 容量瓶中, 配制成浓度为0117、0. 09 m gömL

和 0. 20 m gömL 的对照品溶液。

2　色谱条件

色 谱柱: V P2OD S C18 柱 ( 5 Λm , 150 mm ×

4. 6 mm ) ; 流动相: 由乙腈2水2磷酸 (1‰) 组成。流速

1. 0 mL öm in; 梯度洗脱程序为 0～ 5 m in, 乙腈的体

积分数 (下同) 为 12% ; 5～ 15 m in, 乙腈由 12% 线性

增加至 15% ; 15～ 40 m in, 乙腈由 15% 线性增加至

35% ; 检测波长 254 nm ; 柱温: 室温。色谱分离图及花

锚苷、去甲氧基花锚苷和青兰苷的紫外光谱图分别见

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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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花锚苷; b. 去甲氧基花锚苷; c. 青兰苷
a. H alen iaside; b. D em ethoxyhalen iaside;
c. L u teo lo side

图 2　紫外光谱图
F ig12　F igure of UV spectrum

3　方法与结果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花锚苷、去甲氧

基花锚苷、青兰苷对照品 1、2、3、4 mL 置 5 mL 量

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 摇匀, 吸取上述溶液, 分别进样

20 ΛL , 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各自的峰面积积分值为

纵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 回归方程分别为花锚苷:

y = - 106 848+ 2 914 082x , r= 01999 8; 线性范围:

0168～ 3140 Λg; 去甲氧基花锚苷: y = 9 86815 +

3 561 36119x , r = 01999 0; 线 性 范 围: 0136～

1180 Λg; 青兰苷 y = 481 391 + 4 930 04115x , r =

01997 9; 线性范围: 0180～ 4100 Λg。

精密度试验　以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进样, 每

次 20 ΛL , 重复 5 次; 花锚苷峰面积的 R SD 为

117% , 去甲氧基花锚苷峰面积的R SD 为 410% , 青

兰苷峰面积的R SD 为 511%。

重现性试验　精密称定同一批样品, 按供试品溶

液制备方法分别制备 5 份供式品溶液, 分别测定, 结

果花锚苷含量的R SD 为 4189% , 去甲氧基花锚苷含

量的R SD 为 4170% , 青兰苷含量的R SD 为 2162%。

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药材适量, 加入一定

量的花锚苷、去甲氧花锚苷、青兰苷对照品溶液, 按样

品制备方法制备, 上机分析, 测得回收率见表 1。

表 1　回收率试验
T able 1　T est of recovery rate

样品

Samp le

回收率　　R ecoveries (% )

花锚苷

H alen iaside

去甲氧基花锚苷
D em ethoxyha2

len iaside

青兰苷
L uteo lo side

1 102154 95. 21 98. 79

2 100. 03 97. 28 102. 50

3 99. 19 98. 44 103. 40

4 96. 82 104. 30 97. 54

5 103. 36 103. 70 101. 30

R SD (% ) 2. 60 3. 55 2. 19

　　样品测定　吸取各供式品溶液 20 ΛL , 分别平

行进样 4 次, 测定花锚苷、去甲氧基花锚苷、青兰苷

的峰面积积分值, 用外标法计算含量, 结果见表 2。

表 2　花锚 (野生与栽培)药材中花锚苷、
去甲氧基花锚苷、青兰苷的含量

T able 2　T he con ten t of halen iaside, dem ethoxyhalen iaside
and lu teo lo side in w ild and cu lt ivated

of H alen ia ellip itica D. Don

采集地点
Co llection

p lace

类型
T ype

花锚苷 (% )
halen iaside

去甲氧花
锚苷 (% )

dem ethoxy2
halen iaside

青兰苷 (% )
lu teo lo side

群加乡
Q unjia

野生
W ild

0. 090 0. 160 0. 025

清沙山
Q ingsha H ill

野生
W ild

0. 080 0. 165 0. 030

察汗河
Chahan R iver

野生
W ild

0. 120 0. 229 0. 017

大通
D atong

野生
W ild

0. 060 0. 128 0. 010

果洛
Guo luo

野生
W ild

0. 042 0. 095 0. 024

鲁郎
L ulang

野生
W ild

0. 141 0. 274 0. 060

天祝
T ianzhu

野生
W ild

0. 158 0. 242 0. 025

群加乡
Q unjia

栽培
Cultivated

0. 079 0. 095 0. 033

西宁
X ining

栽培
Cultivated

0. 044 0. 054 0. 020

北山
Beishan

栽培
Cultivated

0. 092 0. 045 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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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在紫外图谱中, 花锚苷甲醇溶液Κm ax为 260 nm ,

去甲氧花锚苷甲醇溶液 Κm ax为 250 nm , 青兰苷甲醇

溶液 Κm ax为 255 nm、340 nm。选择 Κ254 nm 检测, 可

同时兼顾 3 种被测物质的最大吸收度, 且其它物质

峰形对称, 基本达到基线分离, 故选择 254 nm 为检

测波长。用乙腈2磷酸2水系统为流动相, 因乙腈为无

末端吸收, 梯度洗脱时与单纯使用甲醇2水系统比

较, 基线较平稳, 加入磷酸改善了峰形的拖尾, 保证

95% 以上的峰达到基线分离, 3 种含量测定的峰, 分

离度均大于 110。采用H PL C 法测定花锚药材中主

要水溶性成分中抗肝炎有效成分口山酮苷类的花锚

苷与去甲氧花锚苷及黄酮类成分青兰苷, 同时进行

紫外光谱的鉴定 (见图 2)。笔者对色谱分离条件和

测定方法进行了考察, 证明该方法简便、准确、稳定,

可以作为藏药花锚品质评价的方法之一。

表 2 所示结果表明, 在野生花锚中去甲氧基花

锚苷的含量高于花锚苷的含量, 并且青兰苷的含量

在野生和栽培花锚中的含量总比花锚苷和去甲氧基

花锚苷低, 栽培花锚中花锚苷和去甲氧基花锚苷 (抗

肝炎活性成分) 的含量与在野生花锚中的含量相比

无明显差别。色谱分离图表明除花锚苷、去甲氧花锚

苷、青兰苷以外的其它水溶性成分的保留时间、峰形

也基本一致。我们的结果可以初步证明栽培植物藏

药花锚可代替野生花锚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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