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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红景天药材的 HPLC 指纹图谱
Ξ

李维卫, 胡凤祖3 , 陈世龙, 师治贤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810001)

摘　要: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了青藏高原红景天的色谱指纹图谱。固定相采用 C18反相色谱柱, 流动相为

甲醇∶0. 1%磷酸水 (vöv= 15∶85) ; 检测波长 220 nm ; 流速为 1. 0 mL öm in。通过比较发现红景天样品的 8 个主要

共有峰, 可作为鉴别红景天药材的主要依据。方法简便快速, 为中药品种的鉴定提供了较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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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chromatograph ic f ingerpr in ts of R hod iola rosea

in the Qingzang Pla teau

L IW ei2w ei, HU Feng2zu3 , CH EN Sh i2long, SH I Zh i2x ian
(N o rthw est P lateau Institu te of B io logy,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X in ing 810001, Ch ina)

Abstract: T he ch rom atograph ic fingerp rin t of R hod iola rosea w as estab lished by h igh perferm ance liqu id

ch rom atography (H PL C ). T he separa t ion m ethod invo lves a R P2C 18 co lum n, a mob ile phase of 0. 1%

H 3PO 4∶CH 3OH (vöv= 15∶85) , an u lt ravio let detecto r a t 220 nm and the flow speed of 1. 00 mL öm in.

A cco rd ing to the comparat ive study of ch rom atograph ic fingerp rin ts, w e found 8 comm unal peak s, w h ich

can be app lied to iden t ify R hod iola rosea. T h is m ethod is help fu l to con tro l the quality of th is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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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景天 (R hod iola rosea L. ) 为景天科红景天属

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全世界有 96 种, 中国有 73

种[1～ 3 ], 青藏高原分布有 11 个种及 1 个变种, 主要

分布于海拔 2 600～ 4 800 m 的高寒地带。它具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 其主要功效有抗疲劳、抗衰老、抗辐

射、抗毒、抗缺氧、兴奋智力等[1, 2, 4 ] , 藏医用于治疗

肺病、神经麻痹症及妇科疾病等[5 ] , 其中狭叶红景

天、柴胡红景天等 7 个种被用于藏药[5 ]。红景天的主

要有效成分为红景天苷和二苯甲基六氢吡啶[1, 6, 7 ]。

为了鉴定红景天药材的质量优劣, 曾经有人[8 ]采用

核磁共振法建立了长白山红景天的指纹图谱。为确

保红景天药材的质量, 本研究建立了青藏高原红景

天高效液相指纹图谱。

1　材料和方法

1. 1　仪器、试剂和材料

　　仪器: w aters 600E 高效液相色谱仪, w aters

486 紫外吸收检测器, w aters 746 积分仪, H S 3120

超声波清洗器, 万分之一电子天平,w aters 抽滤泵。

试剂: 色谱纯甲醇 (山东禹王实业禹城化工厂) ,

分析纯甲醇 (西安化学试剂厂) , 磷酸 (西安化学试剂

厂) , 自制无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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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试品的制备: 将红景天样品粉碎, 各称取 1. 0

g, 加 30 mL 50% 甲醇超声, 连续超声两次, 每次 30

m in, 过滤, 滤液以 50% 甲醇定容至 50 mL , 过 0. 45

Λm 滤膜, 待测。超声波清洗器的提取率为 85%。

材料: 红景天药材样品采集时间为 2002 年 9

月, 产地及海拔如表 1。
表 1　药材样品

T able 1　T he samp le of m edicine

样品编号
Samp le N o.

采收地点
Co llection

p laces

海拔
A ltitude (m )

植物名称
P lan ts nam e

1 西藏曲水县 3 560 六叶红景天 R. sex if olia

2 西藏昌都县 3 960 同裂红景天 R. coccinea

3 西藏类乌齐 4 080 喜马红景天 R. h im a lensis

4 西藏浪卡子县 4 400 菊叶红景天 R. ch ry san them if olia

5 青海省昂欠县 4 110 巴塘红景天 R. tieg hem ii

6 西藏那曲地区 4 550 柴胡红景天 R. bup leu roid es

7 西藏林芝县 3 470 云南红景天 R. y unnanensis

8 青海省花石峡 4 320 长鞭红景天 R. f astig ia ta

9 西藏林芝县 4 220 西川红景天 R. a lsia

10 西藏昌都县 4 270 狭叶红景天 R. k irilow ii

1. 2　色谱分离条件

1. 2. 1　流动相的选择　试验过程中选择了 3 种流

动相系统: (1) 甲醇∶水 (18∶82) ; (2) 甲醇∶水

(15∶85) ; (3)甲醇∶0. 1% 磷酸水 (15∶85)。流动相

以 (3)甲醇∶0. 1% 磷酸水 (15∶85)系统效果最佳。

1. 2. 2　吸收波长的选择　根据红景天组成, 我们共

选择了 220、254、280 nm 3 种波长进行分离。在 220

nm 波长下出现的色谱峰数目比较理想, 各色谱峰

相互之间分离度和稳定性较好 (图 1,B )。其色谱图

(B )及标准品图谱 (A )如图 1。

图 1　220 nm 波长下的指纹图谱

A. 红景天苷标准对照品;B. 红景天指纹图谱

F ig. 1　Ch rom atograph ic fingerp rin t of 220 nm

A. Contro l samp le; B. Ch rom atograph ic fingerp rin t

1. 2. 3　红景天色谱分离条件　采用 C 18反相色谱

柱, 250 mm ×4. 6 mm , 流速为 1. 00 mL öm in, 进样

量为 10 ΛL , 紫外检测波长: 220 nm。

2　结果与讨论

2. 1　色谱指纹图谱的建立

　　将红景天的有效成分红景天苷定为标示峰, 该

峰为所有样品所共有, 求出所有色谱特征峰的相对

保留值。选用狭叶红景天的色谱图作为标准, 其色谱

分离图如图 2。

相对保留值计算公式[9 ]: T = T iöT s。式中, T i 为

待测峰的绝对保留时间, T s 为标示峰 (红景天苷) 的

绝对保留时间。

相对面积计算公式[9 ]: S r= [待测峰的相对面积

ö标准样品 (狭叶红景天)的总面积 ]×100。

经过比较, 发现不同样品共有 8 个共有峰,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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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示。把 8 个峰按不同的种列表如表 2。

表 2　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面积

T able 2　R elative reten tion tim e and rela t ive area of comm unal peak s

样品号
Samp le

N o.

峰号 N o. of peak

1 2 3 4 5 6 7 8

T S r T S r T S r T S r T S r T S r T S r T S r

1 0. 693 9. 74 0. 878 0. 81 1. 029 3. 1 1. 142 2. 04 1. 322 16. 35 1. 569 5. 83 2. 247 3. 32
2 0. 672 24. 85 1. 041 15. 63 1. 141 2. 57 1. 367 4. 79 1. 59 11. 32 2. 273 4. 97 3. 481 21. 19
3 0. 721 21. 98 0. 992 3. 26 1. 066 35. 73 1. 173 8. 56 1. 362 5. 05 1. 565 2. 67 2. 468 6. 77 3. 982 21. 87
4 0. 670 77 0. 949 2. 79 1. 032 11. 57 1. 141 5. 04 1. 302 29. 01 1. 583 41. 29 2. 309 7. 02 3. 589 84. 48
5 0. 711 9. 56 0. 973 3. 35 1. 052 0. 74 1. 34 2. 66 1. 547 1. 11 2. 321 3. 23 3. 92 4. 27
6 0. 719 5. 91 0. 99 2. 89 1. 063 27. 62 1. 17 3. 6 1. 262 10. 4 1. 668 0. 97 2. 453 14. 12 4. 29 7. 56
7 0. 643 14. 9 0. 867 1. 37 1. 031 31. 66 1. 159 4. 89 1. 282 2. 26 1. 525 4. 27 2. 315 1. 6 3. 561 4. 2
8 0. 699 28. 52 0. 965 4. 19 1. 043 24. 08 1. 159 6. 09 1. 344 6. 09 1. 536 4. 42 2. 455 4. 01 3. 41 5. 58
9 0. 704 39. 15 0. 978 22. 93 1. 054 12. 99 1. 164 2. 94 1. 357 13. 66 1. 525 5. 47 2. 438 1. 79 3. 49 4. 66

10 0. 643 7. 3 0. 946 1. 45 1. 000 13. 17 1. 134 2. 57 1. 281 4. 03 1. 543 4. 34 2. 226 14. 04 3. 511 5. 72

图 2　狭叶红景天指纹图谱

F ig. 2　Ch rom atograph ic fingerp rin t of R. k irilow ii

2. 2　指纹图谱的分析

各个种的图谱大致相似。如图 2 所示, 在 0～ 35

m in 内, 集中了 6 个共有峰, 而 35～ 75 m in 只有 2

个共有峰。其中 3 号峰为红景天苷, 该峰为所有样品

共有, 但含量差异很大。

由表 2 看到, 1 号、5 号样品红景天苷含量较低。

色谱峰的重叠率反映了不同种之间的相似度,

其计算方法如下:

峰重叠率的计算[9 ]: 重叠率= [ 2× (待测样品与

标准样品共有峰) ö(待测样品峰数+ 标准样品峰

数) ]×100

以此求出其余 9 个样品的色谱指纹图谱重叠

率。重叠率从 1 号到 10 号分别见表 3。

　
表 3　指纹图谱共有峰的重叠率

T able 3　R atio of comm unal overlap peak s

峰号
N o. of
peak

1 2 3 4 5 6 7 8 9 10 (CK)

百分比
Percen t (% ) 64. 2 73. 5 73. 7 74. 6 67. 9 71. 4 76. 4 71. 2 72. 4 100

2. 3　讨　论

中药提取物在给定条件下得到的指纹图谱反映

了该中药的含量组成及其含量分布状况, 其特征峰

可作为鉴别中药的依据。由表 2 看出, 8 个共有峰

中, 1、3、5、6、7 号峰为各样品的 100% 共有峰, 这 5

个组分为红景天的基本组成成分, 可作为指纹图谱

的基本依据。2 号样品没有 2 号峰, 5 号样品没有 4

号峰, 这 2 个峰共有率依次为 80%、86. 7%。8 号峰

的相对保留时间差异较大, 在 3. 400 和 4. 300 之间

浮动, 从色谱图上看, 出峰时间在 70～ 85 m in 分之

间。

从重叠率可以看出: 7 号样品峰重叠率大于

75% , 2、3、4、6、8、9 号样品峰的重叠率在 70%～

75% 之间; 较高的重叠率表明上述样品应用价值较

高。1、5 号样品峰重叠率低于 70% , 属于应用性较差

的品种。

2. 4　指纹图谱相对保留时间及相对峰面积重现性

试验

6471 西　北　植　物　学　报 2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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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10 号样品狭叶红景天为供试品 (n= 3) , 按照

供试品指纹图谱的制备和检测方法, 以指纹图谱重

现性规定的方法操作, 对共有峰中单峰面积大于

5% 的峰面积及对应的相对保留时间进行考察, 结果

见表 4。

表 4　指纹图谱重现性

T able 4　T he repeatab ility test of determ ination (n= 3)

共有峰 Comm unal fingerp rin t peak

1 3 7 8

相对保留时间

Reten tion tim e

SD 0. 155 0. 102 0. 537 1. 022

A verage 13. 407 20. 753 46. 27 72. 91

RSD (% ) 1. 16 0. 49 1. 16 1. 40

峰面积

A rea

SD 8 303 1 836 10 201 6 659

A verage 169 434 323 099 353 280 134 760

RSD (% ) 4. 90 0. 57 2. 89 4. 94

2. 5　指纹图谱相对保留时间精密度的计算

在色谱分离过程中, 我们对 10 个供试品的 8 个

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进行了精密度的计算, 发现

前 7 个峰的 R SD % 均在 5% 以内, 如表 5, 8 号峰的

R SD 为 8. 12% , 其原因已讨论过。

表 5　共有峰的精密度

T able 5　P recision of comm unal peak

峰号 N o. of peak

1 2 3 4 5 6 7 8

SD 0. 027 0. 046 0. 019 0. 014 0. 037 0. 042 0. 094 0. 300

A verage 0. 689 0. 949 1. 041 1. 154 1. 322 1. 565 2. 351 3. 693

RSD (% ) 3. 93 4. 86 1. 87 1. 24 2. 87 2. 73 3. 99 8. 12

2. 6　指纹图谱稳定性试验

以 10 号样品狭叶红景天为供试品, 考察 48 h

溶液的稳定性, 分别对 8 个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及其中相对峰面积 (s) 大于 5. 0% 的峰面积进行统

计, R SD 不超过 5%。供试品 48 h 稳定。

研究结果表明: 在中药成分不完全明确的情况

下, 利用其指纹图谱来判别红景天药材的优劣是切

实可行的。就其应用性来说, 可作为中药生产厂家辨

别中药原料优劣的依据, 也可作为中药植物细胞培

养选种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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