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用贝母中几种活性异甾体生物碱的分布

李松林 李  萍 3 林  鸽 周国华 任延军 阙宁宁

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教研室 南京 香港中文大学药理学系 南京军区联勤部药品检验所 南京

摘要  目的 测定异甾体生物碱 鄂贝啶碱 !去氢鄂贝啶碱 !浙贝甲素 √ !异浙贝甲素

√ !浙贝乙素 √ 和西贝素 在贝母属 Φριτιλλαρια 种植物鳞茎中的含量 探讨贝母所含

生物碱与中医临床应用的关系 ∀方法 样品经三甲基硅烷咪唑 × ≥ 柱前衍生化后 进行毛细管气相色谱分析 ∀结

果 根据所测生物碱在各种贝母中存在与否及生物碱结构类型 将所分析的 种贝母分为 类 ∀结论 不同种贝母

所含的生物碱种类与量有差异 由于生物碱是贝母类中药的主要有效成分 因而本文为中医临床区别应用各种贝母

如浙贝母 川贝母 提供了科学依据 ∀

关键词  贝母 异甾体生物碱 气相色谱法

  贝母是传统的止咳化痰常用中药 来源于贝母

属 Φριτιλλαρια 多种植物的鳞茎 ∀已从贝母属植物

中分离鉴定出 多个化合物 其中异甾体生物碱

约占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 贝母中的异甾体

生物碱不仅有显著的止咳作用 而且有其他多方面

的药理活性 ∀如浙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等多种同属

植物中的浙贝甲素 √ 和浙贝乙素

√ 有明显的镇咳作用≈ 从

紫花鄂北贝母 Φ. εβειενσισ √ πυρπυρεα 分离得

到的 鄂 贝 啶 碱 和 去 氢 鄂 贝 啶 碱

不但有镇咳作用≈ 而且有抗肿瘤活

性≈ ∀我们 最近 的研究 表明 从伊贝 母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中分离到的西贝素 则有

显著的抗胆碱作用 另文报道 ∀

历来贝母有浙贝母和川贝母之分 并认为川贝

母效果优于浙贝母 ∀近代由于川贝母资源减少 出

现了川贝母之代用品 如东阳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χηεκιανγενσισ 和平贝母 Φ. υσσυριενσισ 均被用

以代替川贝入药≈ ∀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地方品种

如湖北贝母 来源于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和皖贝母 来源

于 Φ. ανηυιενσισ 等 ∀而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6

年版 ≈ 则收载了浙贝母 来源于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川贝母 来源于 Φ. χιρρηοσα Φ.

υνιβραχτεατα Φ. πρζε ωαλσκιι和 Φ. δελαϖαψι !伊贝

收稿日期 2 2
3联系人  ×

ƒ ¬ ∞2 ∏

母 来源于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和 Φ. ωαλυϕε ωιι 和平贝

母 Φ. υσσυριενσισ 并区别入药 ∀

贝母之区别应用 只是根据中医长期的临床用

药经验 而其内在质量的差异和药效的差别至今未

见系统而明确的现代研究比较 ∀为了逐步阐明中医

区别使用多种贝母之奥秘 并为多种贝母进行内在

质量评价提供依据 我们用新建立的柱前衍生化气

相色谱法对国产 种药用贝母中主要的有药理活

性的异甾体生物碱进行了分析研究 ∀

材 料 与 方 法

标准品和内标物  鄂贝啶碱 !去氢

鄂贝啶碱 !浙贝甲素 √ !异浙贝

甲素 √ !浙贝乙素 √ 和西贝素

分别从浙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紫花鄂北

贝母 Φ. εβειενσισ √ πυρπυρεα 和川贝母 Φ.

χιρρηοσα中分离得到 结构式见图 ≈ ∀其结构

和纯度经 × ≤ 2和 ≤2 以及 ≥分析确

证 正三十烷 ν2 作内标物 色谱纯 上

海试剂一厂 ∀

试 剂  三 甲 基 硅 烷 咪 唑

× ≥ 为 ≥ 公司产品 其他溶剂均

为分析纯 ∀

药材  分析用药材均为贝母属植物干燥鳞茎

详见表 ∀学名均经李萍教授鉴定 标本存中国药

科大学生药标本馆 ∀

## 药学学报 ° ∏ ≥ Β ∗



ƒ  ≥ ∏ ∏ √ √ √

Ταβ 1  Οριγιν οφ τηε µατεριαλσ

 ≥ ≤  

浙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浙江宁波

东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χηεκιανγενσισ 浙江东阳 ⁄

安徽贝母 Φ. ανηυιενσισ 安徽霍邱 ∏ ∏ ∏

∗ 湖北贝母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 湖北建始 ∏

鄂北贝母 Φ. εβειενσισ 湖北随洲 ∏ ≥∏ ∏

紫花鄂北贝母 Φ. εβειενσισ √ πυρπυρεα 湖北随洲 ∏ ≥∏ ∏

川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云南中甸 ≠∏

川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 云南中甸 ≠∏

川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 云南中甸 ≠∏

川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 云南中甸 ≠∏

绿黄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 ϖιριδιφλορα 云南中甸 ≠∏

绿黄贝母 Φ. χιρροησα √ ϖιριδιφλορα 云南中甸 ≠∏

暗紫贝母 Φ. υνιβραχτεατα 四川小金 ≥ ∏ ÷

梭砂贝母 Φ. δελαϖαψι 四川雅安 ≥ ∏ ≠

平贝母 Φ. υσσυριενσισ 辽宁丹东 ⁄

伊贝母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新疆霍城 ÷ ∏

伊贝母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 √ 新疆霍城 ÷ ∏

新疆贝母 Φ. ωαλυϕε ωιι 新疆新源 ÷ ÷ ∏

裕民贝母 Φ. ψυ µινενσισ 新疆塔城 ÷ ×

额敏贝母 Φ. µελεαγροιδεσ 新疆塔城 ÷ ×

一轮贝母 Φ. µ αξι µ οωιχζιι 河北承德 ≤

结 果

1  色谱条件

气相色谱仪 岛津 ≤2 检测器 ƒ ⁄ ° 2

≤ 积分仪 信噪比 Β 色谱柱 ≅ 1

∂2 ° 进样口和检测器温度 ε 柱温

ε
ε

ε 载气 载气流量

# 空气压力 1 # 进样量 1 Λ ∀

2  衍生化反应及衍生化产物稳定性

选取浙贝甲素和浙贝乙素考察了衍生化试剂用

量 • Β∂ Β 1 Β 1 Β 1 Β 1 Β 1

Β 1 !反应温度 和 ε !反应时间

和 和反应物放置时间对衍生

化产物的影响 ∀结果表明 当 × ≥ 用量与分析物

量之比 ςΒ Ω Λ ΒΛ 不小于 Β 时 衍生化反应即

能完成 而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对衍生化反应没有明

显影响 且反应物在 内稳定 图 ∀为方便实

验定量操作 确定衍生化方法 分别吸取各标准贮备

液 Λ 于具塞尖底试管中 各加入内标液 Λ
流下吹干溶剂后 各加入 × ≥ Λ 涡旋混合

电热块上 ε 恒温反应 进样 1

Λ ∀

3  系统适用性实验

精密吸取各标准贮备液和内标液各 Λ 置

具塞尖底试管中 流下吹干溶剂 按/ 0所述方法

衍生化后 进样 1 Λ 记录色谱图 图 以鄂贝

定碱峰 峰 各参数计算理论塔板数 ν 个

峰之最小分离度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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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 √ ∏ ∏

≤ √ √ √ √ √ ⁄ ≤ σ ) σ

∂ √ √ υ ) υ ∂ √ √ ⁄ υ ∂ √ √ τ ∂ √ √

ƒ  ≤ √ ¬ ∏ √

√ Φ. χιρρηοσα ≤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

Φ. υσσυριενσισ ƒ

4  标准曲线制备

分别精密称定鄂贝啶碱 !去氢鄂贝啶碱

!浙贝甲素 !异浙贝甲素 ∂ !浙贝乙素

∂ !西贝素 ∂ 和正三十烷 内标 ≥ 适量 用氯

仿溶解 定容至 # 得贮备液 ∀分别吸取

各标准品贮备液 和 Λ 置具塞

尖底试管中 再分别加入内标溶液 Λ 按上述衍

生化方法操作 进样 1 Λ 每个点各做 份 每份

进样 次 以各标准品与内标的峰面积比 Ψ对各标

准品的实际重量 Ξ Λ 回归 得标准曲线 表 色

谱图见图 ∀

Ταβ 2  Χαλιβρατιον χυρϖε δατα φορ τηε θυαντιφιχατιον οφ εβειεδινε, εβειεδινονε, ϖερτιχινε,

ϖερτιχινονε ανδ ιµ περιαλινε

 τ ≥ ∏√ Χ × Λ ⁄

∞ ⁄∞ Ψ Ξ ∗

∞ ⁄∞ Ψ Ξ ∗

∂ ⁄∞ Ψ Ξ ∗

∂ ⁄∞ Ψ Ξ ∗

⁄∞ Ψ Ξ ∗

⁄∞ ⁄ √ √

5  精密度试验

分别吸取各标准品 除异浙贝甲素外 Λ 约

Λ 置具塞尖底试管中 再各加内标液 Λ 以

下同标准曲线操作 平行操作 份 前 份每份进样

次 考察操作精密度 第 份进样 次 考察进样

精密度 计算各标准品与内标峰面积比 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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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

Ταβ 3  Πρεχισιον οφ αναλψτιχαλ µετηοδ

⁄∞
° ≥ ≥⁄

∞

 ⁄∞

∞

 ⁄∞

∂

 ⁄∞

∂

 ⁄∞

 ⁄∞

⁄∞ ⁄ √ √ ≥ ≥

Ταβ 4  Πρεχισιον οφ ρεπεατεδ ινϕεχτιον

⁄∞
° ≥ ≥⁄

∞

 ⁄∞

∞

 ⁄∞

∂

 ⁄∞

∂

 ⁄∞

 ⁄∞

⁄∞ ⁄ √ √ ≥

6  加样回收率试验

用已知含量的鄂北贝母考察鄂贝啶碱 !去氢鄂

贝啶碱 !浙贝甲素和浙贝乙素的加样回收率 用已知

含量的伊贝母考察西贝素的加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

鄂北贝母和伊贝母粗粉 目 各 份 分别加入

1 1 和 1 上述各标准品贮备液 按样

品测定项下制样并衍生化 进样 1 Λ 计算各化

合物与内标峰面积比 代入标准曲线求得加样回收

率 表 ∀

7  样品测定

精密称取各种贝母粗粉 目 1 准确加

乙醚 内标液 Λ 浓氨水 1 称重 室

温浸泡 用乙醚补足重量 吸取乙醚层 1

川贝母 !额敏贝母提取液量适当增加 置具塞尖底

试管中 流下吹干 以下同/标准曲线制备0项下

操作 计算所测化合物与内标峰面积比 分别代入标

准曲线求得各化合物的含量 表 部分贝母样品

的色谱图见图 ∀

Ταβ 5  Ρεχοϖεριεσ οφ τηε αλκαλοιδσ

Λ

ƒ ∏

Λ

√ ≥⁄

∞

∞

∂

∂

Ταβ 6  Χοντεντσ οφ σοµε 5Α2χεϖενινε ισοστεροιδαλ

αλκαλοιδσιν Χηινεσε Φριτιλλαρια σπεχιεσ (Λγ#γ − 1)

≥ ∞ ∞
∂

√
∂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 χηεκιανγενσισ

Φ. ανηυιενσισ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Φ. εβειενσισ

Φ. εβειενσισ √

 πυρπυρεα

Φ. χιρρηοσα

 

Φ. χιρρηοσα

 ∏

Φ. χιρρηοσα

 ∏

Φ. χιρρηοσα

 ∏

Φ. χιρρηοσα √

 ϖιρδιφλορα

Φ. χιρρηοσα √

 ϖιρδιφλορα

Φ. υνιβραχτεατα

Φ. δελαϖαψι ×

Φ. υσσυριενσισ ×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 √

Φ. ωαλυϕε ωιι

Φ. ψυ µινενσισ

Φ. µελεαγροιδεσ

Φ. µαξιµοωιχζι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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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贝母类生物碱无紫外吸收 其含量测定一直无

重大进展 ∀已报道的方法有薄层扫描法≈ ! ° ≤

法≈ !柱前衍生化 ° ≤ 法≈ ∀但这些方法或检

测灵敏度低 或反应条件苛刻 均不够理想 因此我

们尝试用柱前衍生化气相色谱法 ∀结果表明在选定

的实验条件下 × ≥ 能快速 !定量地与贝母异甾体

生物碱反应 且反应条件温和 产物稳定 方法重现

好 灵敏度高 操作较简便 ∀在现有实验条件下浙贝

甲素和异浙贝甲素两个异构体的衍生物未能达到理

想分离 保留时间相差不到 因此样品分析

中将两者的含量相加计算 ∀

  本实验所分析的 种异甾体生物碱在结构类型

上属于 Α2 √ 类异甾体生物碱 ∀从表 可知

所分析的 种植物可以根据其所含生物碱的结构

类型分成 类 第 类是以浙贝母 Φ. τηυνβεργιι为

代表的主要含浙贝甲素 异浙贝甲素 !浙贝乙素以

及鄂贝啶碱或去氢鄂贝啶碱等 ⁄ ∞环双氢反式的

√ 类生物碱 而不含 ⁄ ∞环双氢顺式的西贝

素的植物 这类植物分布于我国华东地区和华中地

区 第 类是以川贝母 Φ. χιρρηοσα为代表的 ⁄ ∞环

双氢顺或反式 Α2 √ 类生物碱均含有的植物

这类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第 类是以伊

贝母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为代表的主含 ⁄ ∞环双氢顺

式的西贝素 而不含 ⁄ ∞环双氢反式的 Α2 √

类生物碱的植物 这类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新疆地

区 第 类是在该实验条件下未检出这 种生物碱

的额敏贝母 Φ. µελεαγροιδεσ 和一轮贝母 Φ.

µ αξι µοωιχζιι ∀

  文献报道贝母属植物含有的生物碱结构类型与

其分布的海拔高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即本属低海

拔植物仅含 ⁄ ∞环双氢反式的 Α2 √ 类生物

碱 高海拔植物仅含 ⁄ ∞环双氢顺式的 Α2 √

类生物碱 ∀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

同样属于高海拔地区 的部分种亦含有 ⁄ ∞环双

氢反式的 Α2 √ 类生物碱 如川贝母 Φ.

χιρρηοσα ∀

  5中国药典6收载的浙贝母即属于第 类植物

第 类植物则是川贝母的主要来源 第 类植物是

伊贝母的主要来源 平贝母虽亦属于第 类植物 但

其生物碱组成和含量均与川贝有明显差异 ∀由此可

见中医临床区别应用各种贝母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
致谢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方洪矩教授惠赠部

分衍生化试剂 ∀

Ρεφερενχεσ

 ± ≤ 钱伯初 ÷∏ 许衡钧 ≥ ∏

∏ √ √ √

Αχτα Πηαρµ Σιν 药学学报 20Β

 ° 李萍 季晖 ∏≥ 周曙 ετ αλ ≥ ∏

∏ √ Χηιν Τραδιτ Ηερβ

∆ρυγσ 中草药 24Β

 ° ÷∏ ÷∏ ≥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εβειενσισ ∏ ∏ √

Πηψτοτηερ Ρεσ 9Β

 ≥ 尚志钧 ∏ ÷ 刘晓龙 √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Χηιν ϑ Μεδ Ηιστ 中华医史杂志 259

Β

 °∏ ° χ ∏ ≤

Πηαρµ αχοποεια οφ τηε Πεοπλεχσ Ρεπυβλιχ οφ Χηινα ∂

∏ ∏ ∏ ≥ × °

 ° ≠∏ ετ αλ

Φριτιλλαρια εβειενσισ. Πηψτοχηε µιστιψ 319Β

 ° ≠∏ ετ αλ ×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Φριτιλλαρια εβειενσισ √

πυρπυρεα × ∏ ∏

Χηε µ Πηαρµ Βυλλ 369Β

 ° 李萍 ∏ 刘理南 ÷∏ 徐国钧 ετ αλ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 Χηιν Τραδιτ Ηερβ ∆ρυγσ 中草药

229Β

 ≤ 晁若冰 ∏ 胡玲 ≥ ∏

∏ ∏ ƒ ° ≤ Αχτα Πηαρµ

Σιν 药学学报 289Β

 ⁄ ≠ ° ετ αλ °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ϑ Πηαρµ Σχι 859Β

 • ≠ 李文彦 ≥ 毕开顺 ± ≠ 乔延江 ετ

αλ ∏ ∏ ƒ

° ≤ √ Χηιν Πηαρµ ϑ 中国药学杂

志 329Β

 ≠∏≥≤ 余世春 ÷ ° 肖培根 ∞¬

¬ ∏

Φριτιλλατια Αχτα Πηψτοταξον Σιν 植物分类学报

309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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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ΞΙΣΤΕΝΧΕ ΟΦ5Α2ΧΕς ΕΝΙΝΕ ΙΣΟΣΤΕΡΟΙ∆ΑΛ ΑΛΚΑΛΟΙ∆Σ

ΙΝ ΒΥΛΒΣ ΟΦ ΦΡΙΤΙΛΛΑΡΙΑ Λ.

≥ ≥ ° ° ∏ ∏ ∏ ∏

≠ ∏ ≠ ±∏ ±∏

(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ογνοσψ, Χηινα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Νανϕινγ 210009 ;
1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 ανδ Πηαρµ αχψ, Φαχυλτψ οφ Μεδιχινε , Τηε Χηινεσε Υνιϖερσιτψ οφ Ηονγ Κονγ ,

Σηατιν , Ν . Τ . , Ηονγ Κονγ ;
2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Νανϕινγ Μιλιταρψ Χοµ µ ανδ φορ ∆ρυγ Χοντρολ, Νανϕινγ 210002)

ΑΒΣΤΡΑΧΤ  ΑΙΜ: × √ ¬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ΜΕΤΗΟ∆Σ: ≥ 2 √ ∏

ΡΕΣΥΛΤΣ :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 ∏

¬ ∏ ∏ Α2
√ √ √ ≤2 ≤2

τρανσ2 ∏ Φ. τηυνβεργιι , Φ. ηυπεηενσισ

≤2 ≤2 χισ2 ∏ Φ.

παλλιδιφλορα ≤ √ √

≤2 ≤2 τρανσ2 χισ2 ∏ Φ. χιρρηοσα

√ Φ. µελεαγροιδεσ ΧΟΝΧΛΥΣΙΟΝ: ×

√ Φριτιλλαρια ×

√ √ ∏ ∏ ∏ ∏

ΚΕΨ ΩΟΡ∆Σ  Φριτιλλαρι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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