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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龙胆科植物药用有效成分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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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青藏高原上*种龙胆科植物中的-种有效成分齐墩果酸、芒果甙和当药黄素进行了

分离和分析。所用色谱柱为012()345677%/柱（%&"889%:&88;:<:，&!8）；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每种成分在各

自的浓度范围内均具有较好的线性相关性。样品的加标回收率为%"!:$="%",:+=，相对标准偏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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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龙胆科（?’.$/+.+7’+’）植物，是藏医

用于治疗肝、胆系统疾病的有效药物［%，!］。其中獐

牙菜属植物，“晶珠本草”记载：苦寒、清目利胆，具清

热解毒、消炎愈痔等功效，疗效确切。现代医学研究

证明，其主要有效成分齐墩果酸可强心、抗炎、抗过

敏，芒果甙和当药黄素有抗炎、利胆之疗效［-，$］。文

献［&］报道了齐墩果酸的含量测定方法。为了更好

的利用和开发青藏高原龙胆科植物，我们用高效液

相色谱对龙胆科植物的獐牙菜属、花锚属、龙胆属和

肋助花属特有的或重要的*种植物的药用有效成分

进行了分离和分析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将对研究

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发现和扩大新药源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B 实验部分

BCB 样品的采集

龙胆科植物样品于%***年/"*月采集于青藏

高原$"""米以上的玉树、果洛等地。样品除去泥

沙，自然风干，粉碎后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

BCD 仪器和试剂

YHR(OP,""Z高效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

器，+$,数据处理系统，J;));24O(溶剂过滤系统；氯

仿、无水乙醇、磷酸、甲酸均为?[级试剂，甲醇、乙

腈为色谱纯，实验室用水为去离子水。

齐墩果酸（4)(HC4);3H3;<）（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芒果甙（8HCD;N(O;C）、当药黄素（PQ(OR;P;C）标

准品由本所植化室提供。

BCE 色谱条件

齐墩果酸属三萜皂甙化合物，芒果甙是双氢黄

酮，当药黄素是黄酮甙类化合物，根据三者化学结构

的特性及差异，经实验选择确定了-种不同的分离

和检测条件。

色谱柱：012()345677%/柱（%&"889%:&88
;:<:，&!8）。分离检测齐墩果酸的流动相为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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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积比为!"#$"），检测波长%$"&’；分离检测芒

果甙的流动相为甲醇(水（体积比为$)#*)）（其中含

)+%,的甲酸），检测波长%"-&’；分离检测当药黄

素的流动相为甲醇(水（体积比为-"#""）（其中含

)+%, 的 磷 酸 ），检 测 波 长 %.)&’。 流 速：$
’/／’0&。柱温：室温。进样量：$)!/。

!"# 标准溶液的配制

精确称取齐墩果酸对照品"+)’1、芒果甙对照

品"+)’1和当药黄素对照品-+"’1，分别用体积

分数为$)),，"),和.",的甲醇溶解并定容在"
’/容量瓶中，得$+)1／/的齐墩果酸、$+)1／/的芒

果甙和)+*1／/的当药黄素对照品贮备液。

!"$ 样品的制备

精确称取2份粉碎的植物样品各"+))1，分别

置于$))’/蒸馏烧瓶中，用氯仿提取齐墩果酸、

"),乙醇提取芒果甙、.",乙醇提取当药黄素。在

水浴上回流提取2次（每次%3），冷却，过滤，收集滤

液。将滤液置水浴锅上浓缩至干，残留物分别用

$)),甲醇、"),甲醇和.",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容量瓶中，置于冰箱中待用。

% 结果与讨论

%"! 色谱条件的选择

%"!"! 齐墩果酸

齐墩果酸是脂溶性成分，易溶于氯仿、乙醚等有

机溶剂，由于齐墩果酸在紫外吸收区的吸收波长较

低（%$"&’），使用甲醇洗脱，背景值高，易造成基线

漂移。因此本实验选用了透光率较好的乙腈为流动

相，收到了较为理想的分析结果。色谱图见图$。

图! 齐墩果酸标准品（&）与川西獐牙菜样品（’）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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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甙

芒果甙易溶于水和稀醇，极性较大。仅选择甲

醇(水为洗脱系统时，峰形拖尾。经比较，在流动相

中加入)+%,（体积分数）的甲酸后，分离度大为改

善。色谱图见图%。

图% 芒果甙标准品（&）与川西獐牙菜样品（’）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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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药黄素

当药黄素在醇及稀醇中的溶解度较大，较大吸

收波长在%.)&’和22=&’处。实验选择%.)&’
为检测波长，在此波长处，样品中的杂质峰对测定干

扰小。在流动相的选择实验中发现，在甲醇(水系统

中加入)+%,（体积分数）的磷酸，其分离效果较好，

色谱图见图2。

图9 当药黄素标准品（&）与四数獐牙菜样品（’）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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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曲线制作与检出限

将对照品储备液逐级稀释，分别配制一系列浓

度在-)"%))’1／/、$!"*)’1／/、)+""2’1／/的

齐墩果酸、当药黄素和芒果甙对照品溶液，取各标准

溶液按相应色谱条件分别进样$)!/，以相应组分

的色谱峰面积（!）对其浓度（"，’1／/）进行线性回

归，计算回归方程如下：!AB%2+*C-*)+$"，#A
)+**.-（齐墩果酸）；!A*.+"C$*%)))+""，#A
)+***!（芒果甙）；!A2$+2C$22+""，#A)+***-

（当药黄素）。

以信噪比为%作为标准确定检出限，则齐墩果

酸的最小检出限为.!&1，当药黄素的最小检出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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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甙的最小检出限为&"’($%。

!"# 精密度和回收率实验

在已知含量样品中定量加入标准品溶液，按

“’")”节方法制备样品液，进样测定。每个样品重复

测定!次，求平均值，对方法的准确度进行考察，实

验结果见表’。

表$ 回收率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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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样品分析

在选定的色谱条件下，以保留时间和标准样加

入法定性，外标法定量，分别测定了龙胆科F种植物

中的!种有效成分，结果见表#。

从得到的结果来看，每种龙胆科植物各具特色。

齐 墩 果 酸 和 芒 果 甙 含 量 最 高 的 为 川 西 獐 牙 菜

（"#$%&’()*++,&’’），最低的为四数獐牙菜（"#$%&’(
&$&%(-&$%(）；而当药黄素最高的为辐花肋助花（.,/
)(&,0,!’*)%,&(&*)），最低的为川西獐牙菜。从样

品测定的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来考察，该方法对

龙胆科植物药用有效成分的分析简单、准确、可靠。

可用于药材和药物制剂的质量控制，对鉴定龙胆科

的真假药材是一种方便、快速、准确的方法。

表! 样品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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