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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黄色素中主要成分的含量测定 
 

梁颖，裴瑾*，万德光(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材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都 610075) 

 
摘要：目的  对药食两用天然色素红花黄色素进行质量控制。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以总黄色

素和羟基红花黄色素 A 为指标，对红花黄色素中主要化学成分进行含量测定。结果  自制红花黄色素与市售红花黄色素

(色价 E=150)的总黄色素含量均＞99%，自制红花黄色素的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含量最高，达 20.21%，为市售红花黄色素

的 2~3 倍。结论  市售红花黄色素的总黄色素含量随色价的增大而显著提高，不同的红花黄色素样品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含量也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为红花黄色素的质量分析控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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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Main Ingredients in Safflower Yellow 
 
LIANG Ying, PEI Jin*, WAN Deguang(Education Ministry Key Laboratory for Standardization of TC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quality of safflower yellow preliminarily which was medicine and food of natural 
pigments. METHODS  The content of the total safflower yellow and the hydroxy safflower yellow A in the safflower yellow 
were determined by UV and HPLC. RESULTS  The total content of the homemade safflower yellow and the safflower yellow 
(E=150) sold in the market were more than 99%. The content of hydroxyl safflower yellow A extracted from homemade 

safflower yellow was much higher, reached 20.21%, 23 times of the sold. CONCLUSION  The content of safflower yellow 
increases remarkably with increase of the colourity, and the content of hydroxy safflower yellow A varies in different samples of 
safflower yellow. The research sets up a base for the analysis and the control of safflower yellow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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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药红花活血化瘀作用的有效组分为红

花黄色素，其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A 为黄色素中含

量最高的成分。红花黄色素集药用、食用于一体，

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红花黄色素已作为食

用天然色素广泛使用，以红花黄色素为主要成分

的成方制剂的研发也越来越多。本研究对自制红

花黄色素和市售红花黄色素的总黄色素含量和羟

基红花黄色素 A 含量进行了测定，为红花黄色素

的质量研究奠定基础。 

1  材料与仪器 

自制红花黄色素 201001；市售红花黄色素

201002(色价 E=50)、201003(色价 E =150)、201004 

(色价 E =150) (珠海锦田天然色素有限公司、云南

通海杨氏天然产物有限公司)；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对照品(经 HPLC 检测，纯度≥99%)；甲醇、乙腈

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UV110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上海天美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LC-10AT SPD-10 岛津高效液相

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320 紫外检测器(美国

Varian 公司)。 

2  方法 

2.1  总黄色素的含量测定 

2.1.1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确称取羟基红花黄色

素 A 对照品 1.76 mg 于 10 mL 量瓶中，加蒸馏水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精密量取羟基

红花黄色素 A 对照品溶液 0.5，0.8，1.0，1.3，1.6，

2.0 mL 于 5 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即得。以蒸馏水为空白，按照分光光度法[1]在 403 

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为横坐标，羟

基红花黄色素 A 浓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得羟基红花黄色素 A 浓度和吸光度的回归方程：

y=0.082 9x0.003 6，r=0.999 5，在 0.017 6~0.070 4 

mg·mL1 内线性关系良好。 

2.1.2  样品溶液的制备和测定  分别称取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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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201003，201004 号样品 0. 003 12，0.00 330，

0.002 47，0.002 89 g 溶解于 10 mL 量瓶中，加水

稀释，摇匀，作为红花黄色素待测定样品溶液。

分别精密量取样品溶液 1.0 mL 置于 50 mL 量瓶

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以蒸馏水为空

白对照，按照分光光度法[1]在 403 nm 的波长处测

定吸光度。 

2.2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含量测定 

2.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Penomenex Gemini C18

柱(4.6 mm×250 mm，5 μm)；以甲醇-乙腈-0.7%磷

酸(26∶2∶72)为流动相；流速 1.0 mL·min1，检测

波长 403 nm，理论板数按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峰计

算应不低于 3 000[1]。 

2.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确称取羟基红花黄色

素 A 对照品 10 mg 于 25 mL 量瓶中，加蒸馏水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对照品贮备液。分别精密量取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对照品贮备液 1.0，2.5，4.0，5.0，7.5 mL 于 1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

液。分别精密吸取各对照品溶液 10 μL 进样，测定

峰面积。以峰面积为横坐标，羟基红花黄色素 A

浓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羟基红花黄色

素 A 浓度和峰面积的回归方程：y=0.001 5x+0.019 3，

r=0.999 5，在 0.04~0.3 mg·mL1 内线性关系良好。 

2.2.3  样品溶液的制备和测定  分别称取 201001，

201002，201003，201004 号样品 0.008 45，0.007 59，

0.007 38，0.008 31 g，溶解于 10 mL 量瓶中，加水

稀释至刻度，摇匀，再用 0.45 μm 滤膜过滤，作为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待测定样品溶液。分别吸取样

品溶液 10 μL 进样，测定峰面积，计算样品含量。 

3  结果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自制红花黄色素与市售

红花黄色素 (色价  E=150)的总黄色素含量均

>99%；自制红花黄色素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含

量最高，为市售红花黄色素的 2~3 倍。 

表 1  红花黄色素含量测定结果(n=3) 

Tab 1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sult of safflower yellow 
(n=3) 

以总黄色素计 以羟基红花黄色素 A 计 
编号 

均值/% RSD/% 均值/% RSD/% 

201001 99.57 1.02 20.21 2.98 

201002 28.91 1.94 6.40 2.58 

201003 99.71 0.29 8.74 1.10 

201004 99.68 0.12 9.28 1.79 

4  讨论 

红花的化学成分主要为黄酮和脂肪油 2 大类，

其中查尔酮类化合物红花黄色素为主要有效成分[2]。

近几年来，国内外对红花黄色素的提取纯化及药

理研究较多，但红花黄色素的化学分析研究却很

少。据文献[2-3]报道，红花黄色素主要含有羟基

红花黄色素 A、红花黄色素 A、红花黄色素 B、红

花黄色素 C、槲皮素、山奈酚、山奈酚-3-葡萄糖

苷、槲皮素-3-葡萄糖苷、槲皮素-7-葡萄糖苷、山

奈酚-3-芸香糖苷等化学成分，其中羟基红花黄色

素 A 为主要成分。赵明波等[4]采用 HPLC 测定了

26 个不同来源的红花中羟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含

量，为 0.60%~2.65%。刘月庆等[5]以香草酸为内标

物，用 HPLC 测得 4 个不同产地红花中红花黄色

素 A 的含量，为 1.04%~1.25%。本试验自制红花

黄色素所用原料药材红花中总黄色素的含量为

22.62%，羟基红花黄色素 A 含量为 1.28%，经提

取纯化所得红花黄色素的总黄色素含量＞99%，羟

基红花黄色素 A 的含量约为原药材的 15.79 倍。 

红花黄色素作为天然食品色素添加剂已广泛

使用。对于天然食品色素添加剂的染色力，国际

上通常以色价这一指标来评价，色价又称为比吸

光值，指单位质量原料的提取物的吸光度，即

100 mL 溶液中含有 1.0 g 着色剂，在对应的波长

下，光程为 1 cm 时的吸光值，计算方法为：色价

(E)=Af/100m，A 为实测试样的吸光度，f 为稀释

倍数，m 为试样质量。天然食品色素生产厂家主

要看重产品的着色力，即色价，并不看重主要成

分的含量。实验结果表明：市售红花黄色素的总

黄色素含量随色价的增大而明显提高，羟基红花

黄色素 A 含量的提高率则相对较小，可见红花黄

色素的色价主要与总黄色素含量相关。 

“三聚氰胺事件”使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

世人关注的焦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成为主要

焦点。在《食品安全法》中，提出对食品添加剂

实施许可制度，但并未作详细表述。2010 年国家

大力改进食品添加剂安全管理工作。国家质检总

局直接负责食品添加剂生产环节监督管理工作，

并公布《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于 2010

年 6 月 1 日实施。该规定要求生产者应当对出厂

销售的食品添加剂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销

售，但不同厂家的质量控制存在差异。目前我国

天然食品色素添加剂统一的质量控制指标仅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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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卫生指标，未对主要成分进行分析。化学成

分与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密切相关，同时化学成分

的未知性也直接影响着食品添加剂其他价值的开

发利用。在普通食品中添加某些功能性配料的功

能食品，已成为近年世界食品工业新的增长点，

也是食品添加剂的发展动向。食品添加剂的化学

成分分析及检验技术尤为重要。红花黄色素作为

天然食用色素、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系统具

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亦可作为功能性食品添加剂。

因此为进一步开发利用红花黄色素，主要成分的

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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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测定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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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 HPLC 测定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中硫酸沙丁胺醇含量的方法，以控制该制剂的质量。方法  采用

VARIAN C18 色谱柱，磷酸盐缓冲液-甲醇(80∶2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 276 nm。结果  硫酸沙丁胺醇标准曲线在 25~ 

400 μg·mL1 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 9)。结论  本方法简单、快速、结果准确，适用于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的

含量测定。 

关键词：硫酸沙丁胺醇；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917.10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7693(2011)13-1351-03 

 

硫酸沙丁胺醇是一种选择性 β2 受体激动剂，

主要作用于支气管 β2 肾上腺受体，松驰平滑肌，

其机制为激活腺甘酸环化酶，促进环磷腺苷(cAMP)

生成。由于吸入剂使用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首过

效应，吸入本品作用时间可持续 3~6 h，t1/2为 3.8 h，

一次 0.1~0.2 mg，4~6 h·次1，虽用药次数多，但

不易发生不良反应。临床主要用于治疗支气管哮

喘、喘息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的支气管痉挛

等。目前，该药的片剂、注射液、缓释胶囊剂等，

中国药典 2010 年版均采用 HPLC 测定含量[1]，而

吸入性溶液未采用 HPLC 测定含量。本试验建立

了用 HPLC 测定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的含量，

该方法简便、实用、省时、结果准确，能满足吸

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质量控制的要求。 

1  仪器与试剂 

VARIAN prostar 色谱仪，VARIAN C18 色谱柱

(250 mm×4.5 mm，5 μm)，VARIAN 325 紫外检测

器(美国 VARIAN 公司)；吸入用硫酸沙丁胺醇溶液

[商品名：万托林(Ventolin)，葛兰素史克，规格：

100 mg·(20 mL)1 或 5 mg·mL1，批号：C381142，

C391822，C465105]；硫酸沙丁胺醇对照品(中国

生物制品检定所，规格：50 mg·瓶 1，批号：

100328-200502)；甲醇(色谱纯，美国 TEDIA 公司)；

水为超纯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VARIAN C18 色谱柱，以 0.08 mol·L1 磷酸二

氢钠溶液(用磷酸调节 pH 值至 3.10±0.05)-甲醇 

(80 20)∶ 为流动相，流速 1.0 mL·min1，检测波长

为 276 nm，进样量为 20 μL。 

2.2  专属性试验 

取硫酸沙丁胺醇对照品适量，加流动相配制

成浓度为 100 μg·mL1 的对照品溶液，按“2.1”色

谱条件进行测定，结果硫酸沙丁胺醇保留时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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