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 %"$ $
&’()# !"#" !"#$%&% ’()*$+, (- !"*(.+/(0*+1"2 $"! & $"’

研究论文 *+,：#" $ (’!$ - ./$ 0$ ##!( $ !"#" $ ""$"!

!通讯联系人：刘训红，教授 $ 1234)#：#)56578#)*)+ 9"85$ :"3$
基金项目：江苏省中药炮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项目（%"$ ;</;""’）$
收稿日期：!"") 2") 2#!

非水毛细管电泳测定黄连饮片中 ! 种生物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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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一种非水毛细管电泳（%&=1）同 时 测 定 黄 连 饮 片 生 品 与 炮 制 品 中 小 檗 碱、巴 马 汀、药 根 碱、木 兰 碱 和

黄连碱含量的方法。分别考察了非水溶剂、缓冲液体 系 及 其 浓 度 和 ’>、运 行 电 压、运 行 温 度 和 检 测 波 长 等 条 件 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选择非水毛细管电泳分离模式，以 $" 33"# - ? 乙酸钠 2$" 33"# - ? 乙酸铵

的无水甲醇缓冲溶液（’> *- %）为电泳介质，未涂渍标准熔融石英毛细管（.$- * :3 / ’* !3，有效长度 *. :3）为分

离通道，检测波长为 !*$ 73，分离电压为 !* @!，压力进样（* @/4 / . 9），柱温为 !" A 。结果显示，* 种生物碱在 !"
3)7 内可实现基线分离，加标回收率 为 )%- (’B & #"#- "(B。该 方 法 简 单、准 确，重 现 性 较 好，可 用 于 黄 连 饮 片 内 在

质量的评价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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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连为历版药典收载的常用中药，系毛茛科植

物黄 连 3.@,%+ 64%#)#+%+ I(47:8$ 、三 角 叶 黄 连 3A
1)2,.%1)" =$ <$ =8H7C HJ >9)4" 或 云 连 3A ,)),"

U4##$ 的干燥根茎［#］，具有清热燥湿、泻 火 解 毒 之 功

效，临床上常用的有生黄连、酒黄连及姜黄连等［!］。

其中生黄连由黄连药材净洗、切片制成；酒黄连及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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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分别由生黄连用酒或醋拌、润、炒制成。中医认

为，一般治心火生用，上焦火酒制，中焦火姜制。现

代研究证明，黄连具有抗菌、抗病毒、抗原虫、抗腹泻

及利胆等作用，其主要活性成分为小檗碱、黄连碱、

药根碱、巴马汀和木兰碱等多种生物碱［$ % #］。目前，

对黄连药材或饮片的质量评价，在质量控制指标上

主要集中在总生物碱［&］和小檗碱［’ % (］上，而 对 其 他

几种生物碱（ 黄连碱、巴马亭、药根碱、表小檗碱等）

的研究较少［)*，))］，因此，建立简单、准确的生物碱检

测方法对黄连生品及其炮制品的质量评价具有重要

的意义。

! ! 目前，对黄连饮片质量评价的分析方法以紫外

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与高效液相

色谱法（’($%）等 报 道 较 多，其 中 又 以 ’($% 最 为

常用。毛细管电泳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分析技术，兼

有电泳和色 谱 技 术 的 双 重 特 点，因 而 具 有 高 效、高

速、高 灵 敏 度 和 高 自 动 化 等 一 系 列 优 点［)+］。 与

’($% 相比，毛细管电泳是以毛细管为分离通道，容

易清洗，不存在污染问题，同时样品预处理简单，进

样体积小，化学试剂用量少，分析成本低廉。此外，

生物碱在结构上以含有氮原子为特点，所以对于生

物碱的分析 而 言，’($% 使 用 的 固 定 相 填 料 表 面 上

的残余 %&)%*’ 基 团 可 与 生 物 碱 中 的 + 原 子 结 合

而造成峰拖尾，使分离度变差。毛细管电泳方法能

够分析带有一定电荷的物质，因而使其在生物碱类

成分的分析中广泛应用［)$ % )&］。

! ! 本文建立非水毛细管电泳（+,%-）同时测定黄

连饮片生品与炮制品中小檗碱、巴马汀、药根碱、木

兰碱、黄连碱含量的方法，该法分离效果好，结果令

人满意，可为黄连饮片内在质量的综合评价和全面

控制提供可靠的检测方法。

!" 实验部分

! ! !" 仪器与试剂

! ! .)&** /,0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 美国 ,1)2345 公

司），配 惠 普 化 学 工 作 站、二 极 管 阵 列 检 测 器

（6,6）、自 动 进 样 器；7859:9;8< 7/$ 旋 转 蒸 发 仪

（ 瑞士 =!%’> 公司）；;’&/$% 型 ;’ 计（ 上 海 康 仪

仪器有限 公 司）；?@/#**- 型 超 声 波 清 洗 器（ 昆 山

市超声仪 器 有 限 公 司）。硼 砂、乙 酸 钠、氢 氧 化 钠、

乙酸铵、甲醇、无水乙醇、盐酸、乙酸为分析纯，均购

自南京药业股份公司，水均为重蒸馏水。

! ! 对 照 品：小 檗 碱（ A3<A3<)43，批 号：))*’)$ /
+**&*( ）、巴 马 汀 （ ;92B95)43，批 号：))*’$+ /
+**#*&）、药 根 碱（ C95<8<<D)E)43，批 号：’$$ /(+*$）购

于中国 药 品 生 物 制 品 检 定 所；木 兰 碱（ B9148F28/
<)43，批号：*(*+)(）购 于 上 海 融 禾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黄连碱（G8;5)H)43，批号：*(*)*(，纯度 ((I）购于

上海顺勃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 样 品：毛 茛 科 植 物 黄 连（ !"#$%& ’(%)*)&%&
J<94GDK ）的干燥根茎样品均产自四川各地，编号分

别为：&)（ 批 号：L*,*,*$），&+（ 批 号：*,*()+），&$
（ 批 号：*,*’+$ ），&"（ 批 号：*,)+*) ），&#（ 批 号：

*’)**)），&&（ 批 号：*(*+)$），&’（ 批 号：***#+)），

&,（ 批号：*(*,)"），&(（ 批号：*(*#*)），&)*（ 批号：

*(*"+*），&))（ 姜黄连，批号：L*,*,*$），&)+（ 酒黄

连，批号：*,*,*$）。&))、&)+ 为 按 +**# 年 版《 中 国

药典》加工制得的炮制品，相对应的生品为 &)。

! ! #" 电泳条件

! ! 未 涂 渍 标 准 熔 融 石 英 毛 细 管（&"- # GB . ’#
!B，有效长度 #& GB，美国 ,1)2345 公 司）；运 行 缓

冲液："* BB82 M $ 乙 酸 钠/"* BB82 M $ 乙 酸 铵/甲 醇

（;’ #- ,）；检测 波 长：+#" 4B；分 离 电 压：+# N"；压

力进样：# N(9 . & H；毛细管温度：+* O。毛细管使

用前依次用 *- ) BB82 M $ 氢 氧 化 钠 溶 液、重 蒸 馏 水

和运行缓冲液压力冲洗 #、)*、# B)4，样品分析间隔

用缓冲液 平 衡 # B)4。 上 述 试 剂 使 用 前 均 经 *- "#
!B 滤膜过滤，并超声脱气。

! ! $" 溶液的制备

! ! 混 合 对 照 品 储 备 溶 液：分 别 准 确 称 取 黄 连 碱

&- &+ B1、小檗碱 ,- )) B1、巴马汀 "- ") B1、药根碱

$- )# B1 和木兰 碱 +- )+ B1，均 置 于 同 一 个 )* B$
容量瓶中，用盐酸/甲醇溶液（ 体积比为 ) / )**）溶解

并定容至刻度，使上述 # 种生物碱的质量浓度分别

为 &&+、,))、"")、$)#、+)+ B1 M $。

! ! 样品溶液：精密称重 *- + 1 经 #* O 干燥 + D 后

的样品粉末（ 过 &* 目筛），加入 ,* B$ #*I（ 体积分

数）乙 醇 超 声 提 取 + D，抽 滤，滤 液 浓 缩 至 约 + B$，

用 "* B$ 盐酸/甲醇溶液（ 体积比为 ) / )**）溶 解 并

转移至 #* B$ 量 瓶 中，超 声 提 取 ) D，用 盐 酸/甲 醇

溶液（ 体 积 比 为 ) / )**）定 容，用 *- "# !B 滤 膜 过

滤，滤液供 +,%- 分析。

#" 结果与讨论

# ! !" 电泳条件的优化

! ! 非 水 溶 剂 的 选 择：在 +,%- 紫 外 检 测 中，应 选

用在紫外区有较低背景吸收的有机溶剂配制电解质

溶液。=C8<4HP855)< 等［)’］和 %D3<N98Q) 等［),］认 为

甲醇的背景吸收值低，是理想的有机溶剂。本实验

考察了甲醇以及其与水组成的混合溶液对样品中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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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组分分离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甲醇与水组成

的混合溶液配制电解质溶液时，随着甲醇浓度的增

大，待测组分间的分离度明显提高，甲醇分离效果最

好。因此选择甲醇作为电泳缓冲液的溶剂。

# # 缓冲液体系的选择：实验考察了硼砂!甲醇、乙

酸钠!甲醇和乙酸钠!乙酸铵!甲醇不同体系的缓冲溶

液对分离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硼砂或硼砂!甲醇缓

冲液对 $ 种生物碱分离效果相对较差。选用乙酸钠

体系后，对生物碱的分离效果有所改进，但仍不能获

得全部组分的基线分离。当将乙酸钠和乙酸铵两者

以 %& % 的浓度比混合使用时，分离效果比较好。经

反复实验，确 定 了 在 乙 酸 钠!乙 酸 铵!甲 醇 的 缓 冲 体

系中 $ 种生物碱的分离效果最好，故选择乙酸钠!乙
酸铵!甲醇的缓冲体系。

# # 缓冲液浓度的选择：缓冲液浓度是影响分析物

迁移时间和分离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缓冲

液的浓度决定了溶液的黏度系数、溶质的扩散系数

以及毛 细 管 内 壁 的 ! 电 位。 实 验 考 察 了 !’ ( )’
""#$ % & 的乙酸钠与乙酸铵缓冲溶液对分离度的影

响。结果表明：分析物的迁移时间随着缓冲液浓度

的升 高 而 延 长，当 两 者 缓 冲 盐 的 浓 度 均 为 *’
""#$ % & 时分析物 的 分 离 度 最 好（ 见 图 %），故 选 择

缓冲液中乙酸钠和乙酸铵的浓度均为 *’ ""#$ % &。

图 !" 缓冲液的浓度对分析物迁移时间的影响

!"#$ !" %&&’()* +& ,-&&’. (+/(’/).0)"+/ +/ )1’
2"#.0)"+/ )"2’ +& )1’ 0/034)’*

# % ’ (#)*+,+-.；! ’ /.0/.0+-.；+ ’ )1$"1*+-.；* ’ 21*0#003+4+-.；

$ ’ "15-#6$#0+-.’

# # 缓冲液 )7 的选择：缓冲液的 )7 直接影响毛细

管表面的 ! 电势，从而影响电渗流的方向和速度，同

时它也决定待测组分分子的表面电荷数，从而影响

待测组分的迁移时间和分离度。实验考察了缓冲液

的 )7 在 *, " ( -, ’（ 用醋酸调 )7）范围内与迁移时

间的关系，发现随着 )7 值的增大，各组分的迁移时

间延长；当 )7 为 $, " 时各组分可达到基线分离，且

分离最好（ 见图 !），故选择 )7 为 $, "。

图 #" 缓冲液的 56 对分析物迁移时间的影响

!"#$ #" %&&’()* +& ,-&&’. 56 +/ )1’ 2"#.0)"+/
)"2’ +& )1’ 0/034)’*

# % ’ (#)*+,+-.；! ’ /.0/.0+-.；+ ’ )1$"1*+-.；* ’ 21*0#003+4+-.；

$ ’ "15-#6$#0+-.’

# # 运行电压的选择：在毛细管长度一定的前提下，

分离电压决定了电场的强度，而电场强度会影响电

渗流速度和带电物质的迁移速率，进而决定分析物

的迁移时间。实验考察了分离电压在 %’ ( !" 89 范

围内对各组分迁移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分离电

压过小，不能达到很好的分离；当分离电压为 !$ 89
时，$ 种生物碱可以达 到 基 线 分 离，分 离 度 最 好（ 见

图 +），故选择分离电压为 !$ 89。

图 $" 分离电压对分析物迁移时间的影响

!"#$ $" %&&’()* +& *’50.0)"+/ 7+3)0#’ +/ )1’
2"#.0)"+/ )"2’ +& )1’ 0/034)’*

# % ’ (#)*+,+-.；! ’ /.0/.0+-.；+ ’ )1$"1*+-.；* ’ 21*0#003+4+-.；

$ ’ "15-#6$#0+-.’

# # 运行温度的选择：在非水毛细管电泳分离中，运

行温度也会影响电场的强度，从而影响电渗流速度

和带电物质的迁移速率，进而影响分析物的迁移时

间。实验考察了运行温度在 %$ ( +’ : 范围内对各

待测组分迁移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运行温度越

高，各待测组分 的 迁 移 时 间 越 短；当 运 行 温 度 为 !’
: 时，各待测 组 分 的 分 离 度 最 好（ 见 图 *），故 选 择

!’ : 为运行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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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运行温度对分析物迁移时间的影响

!"#$ !" %&&’()* +& ,-..".# )’/0’,1)-,’ +.
)2’ /"#,1)"+. )"/’ +& )2’ 1.134)’*

! $ ! "#$%&’&()；% ! *)+*)+&()；& ! $,-.,%&()；" ! /,%+#++0&1&()；

# ! .,2(#3-#+&()!

! ! 检 测 波 长 的 选 择：参 照 文 献［ $’，%(］并 采 用

454 对检测波长进行考察，记录并比较不同检测波

长下的电 泳 谱 图。 根 据 分 析 物 的 紫 外 吸 收 特 征，#
种待测组分 在 %#" (. 波 长 下 均 有 较 好 的 吸 收，故

选择 %#" (. 为检测波长。

! ! 按上述优化的电泳条件分析，典型的毛细管电

泳谱图见图 #。

# $ #" 方法学考察

# $ # $ $" 标准曲线、检出限与定量限

! !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 %#，() #，$，$) %#，

%) # .6，用 盐 酸7甲 醇（ 体 积 比 为 $ * $(( ）定 容 于

# .6 容量瓶中，制备系列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液，

图 %" （1）混合对照品和（5）样品的 678% 谱图

!"#$ %" 678% ’3’(),+02’,+#,1/* +&（1）/"9’:
*)1.:1,:* 1.:（5）1 *1/03’

! $ ! "#$%&’&()；% ! *)+*)+&()；& ! $,-.,%&()；" ! /,%+#++0&1&()；

# ! .,2(#3-#+&()!

然后按 $) % 节所述的电泳条件进样测定，以对照品

的质量浓度（!，.2 8 6）为 横 坐 标、峰 面 积（ "）为 纵

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其线性范围、线性方程、相关系

数、检出限（ 信噪比（" # $）为 &）、定量限（" # $ + $(）

列于表 $。

表 $" % 种生物碱的线性关系、检出限（;<=）与定量限（;<>）

?153’ $" ;".’1, ’@-1)"+.*，(+,,’31)"+. (+’&&"("’.)*（ !），3"/")* +& :’)’()"+.（;<=）1.:
3"/")* +& @-1.)"&"(1)"+.（;<>）+& % 13A13+":*

5(,-9%) 6&(),+ +,(2) 8（.2 8 6） 6&(),+ ):;,%&#($） % 6<4%）8（.2 8 6） 6<=&）8（.2 8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 ! ’%! 1 -" ! 0" ( ! ’’’& 0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0&1&() $# ! / , $#- ! # " + / ! ’#! . 00 ! "$ ( ! ’’’" " ! 0% $# ! "&
B,2(#3-#+&() $( !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0"

! $）"：$),C ,+),；!：.,’’ "#(")(%+,%&#(（.2 8 6）! %）6<4：" # $ + & ! &）6<=：" # $ + $( !

# $ # $ #" 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

! ! 取 混 合 对 照 品 溶 液（ 黄 连 碱、小 檗 碱、巴 马 汀、

药根 碱、木 兰 碱 的 质 量 浓 度 分 别 为 $0#) #、%(% ! /、

$$( ! &、-/ ! /、#& ! ( .2 8 6），重复进样 # 次，计算对照

品中 # 种生物碱的平均迁移时间和峰面积的相对标

准偏差（DE4）；取 样 品（ E$）溶 液，分 别 在 $，"，/，

$0，%"，"/，-% 0 进样 - 次，计算 # 种生物碱的平均

迁移 时 间 和 峰 面 积 的 DE4；精 密 称 取 样 品（ E$）#
份，每份 () % 2，分别按 $) & 节所述的样品溶液制备

方法制备样品溶液并进行测定，计算 # 种生物碱的

平均迁移时间和峰面积的 DE4。上述结果见表 %。

# $ # $ &" 回收率试验

! ! 精密称取 # 份已知含量的样品（E$）() $ 2，分别

加入一定量的黄连碱、小檗碱、巴马汀、药根碱及木

兰碱对照品，按 $) & 节所述方法制备用于加标回收

率测定的样品液，并按 $) % 节所述的电泳条件进行

测定，回收率及其精密度（ 以 DE4 计）结果见表 &。

# $ &" 样品分析

! ! 采用建立的方法对样品进行测定，样品中黄连

碱、小檗碱、巴马汀、药根碱、木兰碱的含量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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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种生物碱的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

!"#$% !" &%’($)’ *+ ,-%./’/*0’，’)"#/$/)/%’ "01 -%,-*1(./#/$/)/%’（&23’）*+ # "$4"$*/1’ !

"#$%&’(
)*(+,-,.#
（! # $）

"%）
/ #!）

0’$1,%,’&
2#’*$34$&（! # $）

"/ #
2#’(*34$&（! # &）

"/ #

5(6*.47+,1,%,’&
（! # $）

"/ #
8.6’,-,#(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1(*,#(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 ：/,?*$’,.# ’,/(；!）#：6($A $*($9

表 $" # 种生物碱的加标回收率及其精密度（! % #）

!"#$% $" &%.*5%-/%’ "01 ,-%./’/*0’ *+ # "$4"$*/1’（! % #）

"#$%&’( :$+A?*.7#4 B /? "44(4 B /? C.7#4 B /? 5(+.D(*& B ! 50E B !
8.6’,-,#( $ 9 $!$$ $ 9 $!(’ %% 9 ’()$ )" 9 &+ ! 9 "’
:(*1(*,#(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 % 9 ’$)) % 9 ’!+" ! 9 ’"++ )" 9 )( & 9 (*

表 &" 黄连生品及其炮制品中 # 种生物碱的含量（! % &）

!"#$% &" 6*0)%0)’ *+ +/5% "$4"$*/1’ /0 "#$%&’( )&*+$,$-（! % &） !

0$/6%(
8.6’,-,#(

, C.7#4! 50E
:(*1(*,#(

C.7#4 50E
)$%/$’,#(

C.7#4 50E
;$’*.**<,=,#(

C.7#4 50E
>$?#.@%.*,#(

C.7#4 50E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0%!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9 %)

, ! >$-- 6(*+(#’$?(9

, , 实验结果表明，不同产地、不同批次的黄连中 $
种生物碱的含量有所差异，$ 种生物碱的总量以 0!
较高。黄连生 品（ 0%）与 相 应 炮 制 品 中 生 物 碱 的 含

量有所变化，姜黄连（0%%）中黄连碱、小檗碱和木兰

碱的含量显著高于生品中的含量，巴马汀的含量略

有增减，而药 根 碱 的 含 量 较 生 品 显 著 降 低；酒 黄 连

（0%!）中黄连 碱 的 含 量 显 著 高 于 生 品 中 的 含 量，小

檗碱、巴马汀和木兰碱的含量较生品略有增加，而药

根碱的含量较生品显著降低，其 $ 种生物碱的含量

变化规律仍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探讨。黄连炮制前后

$ 种生物碱的 比 值 变 化 较 大，黄 连 碱、小 檗 碱、巴 马

汀、药根碱和木兰碱含量的比值：生黄连为 % - %. %’ -
’. () - ’. $& - ’. %)，姜 黄 连 为 % - %. !& - ’. ($ - ’. !! -
’. !%，酒黄连为 %- ’. )’ - ’. (* - ’. !$ - ’. %*，若以此作

为饮片质量评价的一项指标，仍有待于药效学试验

的进一步探讨。

$" 结语

, , 本实验建立了非水毛细管电泳同时测定黄连生

品及其炮制品中黄连碱、小檗碱、巴马汀、药根碱及

木兰碱含量 的 方 法。在 优 化 的 条 件 下，$ 种 成 分 在

!’ /,# 内实现基线分离，$ 种生物碱的峰面积与质

量浓度的线性关系良好（ $ / ’. ))) %）；加标回收率

为 )". &+! 0 %’%.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该 方 法 简

单、快速、准确，重现性好，可用于黄连饮片内在质量

的评价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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