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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中药罂粟壳中 种生物活性生物碱 吗啡 !可待因和罂粟碱的含量测定法 根据样品测定结

果提出其质量评价的建议 ∀方法 °≤ 法和 °≤∞∀结果 用 °≤ 及 °≤∞法测定了罂粟壳 个样品中 种生

物碱含量 并根据两种方法含量测定的结果建议罂粟壳所含 种生物碱以吗啡含量不低于 1  可待因含量不低

于 1 以及罂粟碱含量不低于 1 为宜 ∀结论 本文建立的 °≤ 及 °≤∞含量测定法均具有快速 简便 灵

敏 分离度好等特点 适用于罂粟壳中 种生物碱的分离测定 ∀

关键词  罂粟壳 生物碱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毛细管电泳法 质量评价

  中药罂粟壳°∏ °√为罂粟科植

物罂粟 Παπαϖερ σοµ νιφερυ µ 的成熟果壳 ∀有敛

肺 !涩肠 !止痛的功能 用于久咳 久泻 脱肛 脘腹疼

痛≈ ∀罂粟壳所含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为吗啡类

生物碱 久服易成瘾 ∀ 5中国药典6年版一部

罂粟壳项下尚未收载其含量测定及质量标志 ∀目前

尚无用 °≤ 法对罂粟壳中多种生物碱同时进行

含量测定 有关 °≤∞法的测定虽有报道≈ 但有

待改进 ∀

本文建立了 °≤ 及 °≤∞两种方法 对罂粟

壳 个样品中的 种主要生物活性生物碱 吗

啡   ! 可 待 因  和 罂 粟 碱

√进行含量测定 并就结果提出了其质量

评价的建议 可供药典委员会和药品检验部门参考 ∀

实 验 部 分

1  ΗΠΛΧ法

1 .1  仪器与材料

高效液相色谱仪  洗脱液泵 • ∞进

样器 2  检测器 •  柱温调节

器 • × ≤  色谱处理机 ° 软盘操

作系统 •  ∀

试剂  甲醇色谱纯 天津四友生物医学技术开

发公司 三蒸水实验室自制 三乙胺分析纯 上

海试剂三厂 乙酸铵分析纯 上海试剂四厂 ∀

收稿日期 22
3联系人  ×   ƒ¬ 

∞2¬∏ ∏∏

对照品  吗啡 !磷酸可待因和盐酸罂粟碱由中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麻醉品实验室提供 批号 

 ∀

生药样品  分别由上海市药品检验所季申 !重

庆市药品检验所李财学 !江苏省药品检验所刘舞霞 !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陆惠文 !上海市药材公司黄哲夫 !

安徽省药品检验所薛玉梅以及四川省药品检验所徐

愚聪提供 购自各药材公司 ∀样品均经上海医科大

学药学院郭济贤教授鉴定 ∀生药样品经粉碎 过 

目筛后 于烘箱中  ∗  ε 干燥  放冷 置干

燥器中备用 ∀

1 .2  分析方法的建立与评价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Λ2 ≤柱

  ≅ 1  ⁄ ∀流动相 1 乙酸铵 )  

三乙胺 ) 甲醇ΒΒ ∀流速 1 # ∀检

测波长   ∀灵敏度 1 ƒ≥ ∀柱温  ε ∀

分离情况  种生物碱对照品 °≤ 色谱图见

图  ∀各生物碱分离情况良好 分离度均  1 峰

形对称 拖尾因子 ×1  ×  1和保留时间

的天内精密度 ≥⁄ 1  均符合分析要求 ∀

  标准曲线及线性范围  精密称取吗啡和磷酸可

待因对照品约  盐酸罂粟碱对照品约 1 

于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定容 ∀分别吸取对

照品溶液 1 1 1 1 1 1和 1 于

 量瓶中 甲醇定容 制成 个浓度梯度的标准

溶液 依次吸取  Λ进样 作 °≤ 分析 ∀以峰面

积对进样量进行回归处理 ∀表 的数据表明 在一

定的浓度范围内 种生物碱对照品的峰面积与进

样量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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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   

      ≤

 °√

Ταβ 1  ΗΠΛΧ δατα φορ χαλιβρατιον γραπησ

   ∏ Χ



Λ# 

  Ψ     ≅       Ξ     ∗  

≤ Ψ    ≅       Ξ     ∗  

 

°√ Ψ    ≅       Ξ     ∗  

 

  提取条件的优化  考察了甲醇 !无水乙醇和

1 乙酸溶液 种溶剂 种生物碱在甲醇的提取

率最高 且用甲醇提取的样品杂质干扰较小 ∀所以 

选择甲醇为溶剂 ∀

为了优化提取的条件 以 样品量 ! 超声

时间和 ≤ 浸泡时间为 个因素 设计 
正

交试验 ∀各因素的  水平分别为   

   1 1 ≤   

∀

样品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罂粟壳上海 样品

粉末  精密加入甲醇 1 超声 室温浸泡 ≤ 

再超声  静置  取出上清液 经微孔滤

膜1 Λ ƒ膜过滤 弃去初滤液 取续滤液进行

°≤ 分析 ∀

极差 结果表明 个因素中样品量对提取率

影响最大 其次是样品浸泡时间 影响最小的是样品

超声时间 ∀试验表明 生药样品量约  超声 

和浸泡  的条件较为理想 提取率最高 故确

定为样品的提取方案 ∀

  精密度  精密称取罂粟壳上海 样品粉末 

按  中提取方案制备样品液 进行 °≤ 测定 ∀

分别考察天内及天间精密度 ∀结果符合中药含量测

定方法 ≥⁄   的要求 ∀

  加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罂粟壳上海 样品粉

末约  份 精密加入一定量甲醇与对照品储

备液 使 1 溶剂中分别含有储备液  1 

1 1 1 1 按/提取条件优化0制备样品

液 进行 °≤ 分析 ∀结果回收率 ν   吗啡

1    ≥⁄ 1   可 待 因 1    ≥⁄

1   罂粟碱 1   ≥⁄ 1   ∀

  灵敏度  精密吸取对照品储备液 1 1 

1和 1 于  量瓶中 加甲醇定容 ∀待

基线平稳后进样  Λ进行 °≤ 分析 取信噪比

略大于 的量为检测限 ∀吗啡 !磷酸可待因和盐酸

罂粟碱的检测限分别为 1 1 1 Λ∀

1 .3  样品分析

按照/提取条件优化0平行制备样品液各 份 

进行 °≤ 分析 测定了 种不同来源罂粟壳样品

中 种生物碱的含量 结果见表  ∀样品谱图见图

 ∀

2  ΗΠΧΕ法

2 .1  仪器与材料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 ≤∞ ≥

 数据处理软件系统 ≥ ∀

试剂  十二烷基硫酸钠≥⁄≥ 电泳纯 2

 ⁄ 硼砂分析纯 2 硼酸分析纯 

 ×∏ 甲醇色谱纯  ∀

对照品与生药样品均与 °≤ 法相同 ∀

Ταβ 2  Αλκαλοιδ χοντεντσ ιν Περιχαρπιυµ Παπαϖερισ

δετερµινεδ βψ ΗΠΛΧ ( ν = 3)

≥∏



≤

 

 ≥⁄

 

≤

≤

 

 ≥⁄

 

°√

≤

 

 ≥⁄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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ƒ   °≤   °∏

°√      ≤  

°√

2 .2  分析方法的建立与评价

  ΗΠΧΕ色谱条件  毛细管柱 无涂层熔融石英

毛细管  Λ⁄ ≅  有效长度 1  ∀

缓冲溶液  # ≥⁄≥ )  #硼砂硼

酸溶液 1 )  甲醇 ∀以气压方式进样 进

样时间 1 ∀运行电压  ∂ ∀检测波长   ∀

温度  ε ∀

  分离情况  种生物碱对照品 °≤∞色谱图见

图  ∀各生物碱分离情况良好 分离度均  1 峰

形对称 拖尾因子 ×1  ×  1和保留时间

的天内精密度 ≥⁄ 1  均符合分析要求 ∀

ƒ  °≤∞  

     ≤   

°√

  标准曲线及线性范围  精密称取吗啡和磷酸可

待因对照品约  盐酸罂粟碱对照品约 1 

于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定容 ∀分别吸取对

照品溶液 1 1 1 1 1 1 于  

量瓶中 甲醇定容 制成 个浓度梯度的标准溶液 ∀

经 1 Λ微孔滤膜过滤后 与同法已滤缓冲溶液

 # ≥⁄≥ )  #硼砂硼酸溶液 

 1 Β混合 超声  依次进样 1 进

行 °≤∞分析 ∀以峰面积对浓度进行回归处理 ∀

表 的数据表明 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种生物碱

对照品的峰面积与浓度均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Ταβ 3  Ηιγη περφορµανχε χαπιλλαρψ ελεχτροπηορεσισ

(ΗΠΧΕ) δατα φορ χαλιβρατιον γραπησ

   ∏ Χ



Λ# 

  Ψ     ≅       Ξ     ∗  

≤ Ψ     ≅       Ξ     ∗  

 

°√ Ψ     ≅       Ξ     ∗  

 

  精密度  精密称取罂粟壳上海 样品粉末 

按  提取方案制备样品液 与已滤缓冲溶液

# ≥⁄≥ )  # #硼砂硼酸

溶液  1 Β混合 超声  进行 °≤∞测

定 ∀分别考察天内及天间精密度 ∀结果均符合中药

含量测定方法 ≥⁄   的要求 ∀

  加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罂粟壳上海 样品粉

末约  份 精密加入一定量甲醇与对照品储

备液 使 1 溶剂中分别含有储备液  1 

1 1 1 1 按/提取条件优化0制备样品

液 与已滤缓冲溶液  # ≥⁄≥ ) 

#硼砂硼酸溶液  1 Β混合 超声 

进行 °≤∞测定 ∀结果回收率 ν  吗啡为

1    ≥⁄ 1   可待因为 1    ≥⁄

1   罂粟碱为 1   ≥⁄ 1   ∀

2 .3  样品分析

按照/提取条件优化0平行制备样品液各 份 

进行 °≤∞分析 测定了 种不同来源罂粟壳样品

中 种生物碱的含量 结果见表  ∀样品谱图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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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αβ 4  Αλκαλοιδ χοντεντσ ιν Περιχαρπιυµ Παπαϖερισ

δετερµινεδ βψ ΗΠΧΕ ( ν = 3)

≥∏



≤

 

 ≥⁄

 

≤

≤

 

 ≥⁄

 

°√

≤

 

 ≥⁄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ƒ   °≤∞  

°∏ °√   

≤ °√

讨 论

本文用 °≤ 和 °≤∞两种方法分别对罂粟

壳中  种生物碱进行了分离与含量测定 ∀其中

°≤ 法系首次报道 ∀ °≤∞法使用的是胶束电动

毛细管电泳分析法 缓冲溶液的选择有所改进 与文

献≈比较 生物碱的峰形与分离度均较理想 可同

时测定 种生物碱 且方法的考察均符合分析的要

求 ∀

本实验样品均以超声为提取手段 并通过正交

试验比较了样品提取率中 个主要因素对提取率的

影响 降低了摸索样品最佳提取方案的盲目性 ∀

°≤含量测定结果显示 罂粟壳中吗啡的含

量为 1  ∗ 1  可待因的含量为 1  ∗

1  罂粟碱的含量为 1  ∗ 1  ∀

°≤∞含量测定结果显示 罂粟壳中吗啡的含量为

1  ∗ 1  可待因的含量为 1  ∗

1  罂粟碱的含量约为 1  ∗ 1  ∀两

种方法对罂粟壳中 种生物碱的含量测定结果基本

一致 ∀不同来源的罂粟壳样品的生物碱含量存在一

定的差异 这可能与生长环境和采收方法等多种因

素有关 ∀

根据本文样品分析的结果 初步提出罂粟壳质

量评价的指标 建议罂粟壳中吗啡含量不低于

1  可待因含量不低于 1 以及罂粟碱含量

不低于 1 为宜 ∀此两种方法的建立及由含量

测定结果提出的罂粟壳质量评价的建议 可供药典

委员会和药品检验部门参考 ∀

此外 还对罂粟属其他  种植物虞美人

Παπαϖερ ρηοενσ !重瓣罂粟 Π. σοµ νιφερυ µ 

√ παεονιαεφλορυ µ 和野罂粟 Π. νυδιχαυλε

的果实同法进行了含量测定 结果 种生物碱均

未检出 ∀
致谢  上海市药检所季申等提供样品 香港科大化学系

马翠英 蔡晓芸 段金廒等协助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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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ΤΕΡ ΜΙΝΑΤΙΟΝ ΟΦ3 ΒΙΟ2ΑΧΤΙς Ε ΑΛΚΑΛΟΙ∆Σ ΙΝ ΤΗΕ ΧΗΙΝΕΣΕ

∆ΡΥΓ ΠΕΡΙΧΑΡΠΙΥΜΠΑΠΑς ΕΡΙΣ ΒΨ ΗΠΛΧ ΑΝ∆ ΗΠΧΕ

 ∏¬≥∏ ±

≠∏≠∏∏≤∏



( Σχηοολοφ Πηαρµ αχψ, Σηανγηαι Μεδιχαλ Υνιϖερσιτψ, Σηανγηαι 200032 ; 1 Σηανγηαι Μεδιχαλ Χολλεγ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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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ΣΤΡΑΧΤ  ΑΙΜ: ×  °≤  °≤∞   2√

√≤∏°∏ °√√∏∏ 

∏ΜΕΤΗΟ∆Σ: °≤ ∏⁄≥∏1 ∏ )   )
ΒΒ ∂  °≤∞∏ Λ ⁄ ≅   √

1 # 
≥⁄≥ )  # 

¬1 # 
∏

 1 )   ∂    ΡΕΣΥΛΤΣ : ƒ  2√
 °∏ °√∏∏ ≤∏°∏ °√

∏ √ 1 1 1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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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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