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少卜 心卜,I
“

卜. ~ r . 闷闷卜
.

约俐
.

刁二
目

乙
.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的质量比较△

湖北民族学院 (恩施 4 4 5 0 0 0) 谭远友
辛

摘 要 对野 生何首乌块根 (野生品 )与栽培何首乌块根 (栽培 品 )中的总葱醒 ( I )
、

游离葱醒

( I )
、

结合葱醒 ( l )
、

二苯乙烯昔 (W )
、

磷脂 (v )
、

金属元素 ( VI )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

并对二者的醇

提物质进行了薄层层析比较
。

结果表明
,

野生品与栽培品中 I
、

l
、

l 和 W 的含量基本相同
,

栽培品

中 IV 和 v 的含量稍低于野生品
,

栽培何首乌基本可以代替野生何首乌药用 ; 并应注意药材的采收

期
。

关健词 何首乌 葱酿 二苯乙烯昔 磷脂 金属元素

中药何首乌为寥科植物何首乌 尸。ly
一

质量
、

确定何首乌的最适收获时期
,

我们对各

go nu m m ul t价
。
ru m T h u

nb
.

的干燥块根
。

生 生活期的栽培和野生何首乌块根中的醇提物

用润肠
、

解疮毒
,

制用补肝 肾
、

益精血
、

壮筋 质进行了 T L C 比较
,

并对其主要药效成分含

骨
,

是常用补益抗衰老要药
。

能够保护超氧化 量进行了比较测定
。

物歧化酶
、

抑制脑组织单胺氧化酶
、

调节免疫 1 材料和方法

系统活性
,

具有降血脂
、

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

1
.

1 植物材料
:

野生何首乌采自湖北省恩施

促进肾上腺皮质和保护肝脏等作用
〔1〕。

由于 市三岔区
,

栽培何首乌取材于湖北民族学院

野生资源紧缺
,

我们于 1 9 9 4 年开始对何首乌 实验基地
,

经本院余展深教授鉴定为 尸。ly
-

进行栽培研究
,

现 已基本取得成功
。

g on u m m ul t价or u m T hu nb
.

的块根
,

具体情

何首乌的主要有效成分为葱醒衍生物
、

况见表 1
。

二苯乙烯昔类
、

磷脂类
。

为了解栽培何首乌的

表 1 样品编号
、

类型及采集日期

祥品编号 1 2 3 4 5 6

样品类型 w w w

采集日期 1 99 4一10
一

15 19 95
一

0 1
一

1 5 19 96
一 0 8

一

15 1 995
一

10
一

16 19 9 5
一

12
一

1 6 19 9 6一02
一

16

样品编号 7 8 9 1 0 1 1

祥品类型

采集日期 1 99 6
一 04

一

16 1 9 96
一

0 6
一

1 6 19 96
一

0 8
一

16 1 99 6
一

1 1
一

13 1 99 7
一

0 1
一

22

注
:
w

一

野生
,

产地海拔高度为 1 15 0 m c 一

栽培
,

产地海拔高度为 648 m r 一 2 年
s 一3 年

1
.

2 主要仪器
:
A A 6 70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C r 、

N i
、

Z n 、

Sr O
,

含量均不小于 99 % ; 1
,

8
一

二

计旧 本岛津 )
,

各型空心阴极灯 (日本滨松 ) ;
轻基葱醒

、

白黎芦醇昔
,

均为国产 CP
。

硅胶 G

上皿电子天平
、

石英亚沸蒸馏水器
、

微量进样 预制板系青岛海洋化工厂产品
;
其余试剂均

器
,

全部国产
。

为国产 A R
。

1
,

3 试剂
:
H N O

。
(工业 超纯 )

、

10 % L a 3+
、

1
.

4 样品粉末制备
:

每次将样品采回后
,

洗

C a CO
3 、

M g O
、

KC I
、

N aC I
、

Fe Z
O

3 、

M n 、

C u 、

净
,

切成薄片
,

6 0 ℃下干燥 4 8 h
,

粉碎
,

过 4 0

舟

Ad d r e s s :
T a n Y u a n y o u ,

H u b
e
i N a t io n a lC o lle g

e ,
E n sh i

现在通讯地址
:

西北农业大学基础科学系 96 级博士研究生 邮编 7 1 2 1。。

△ 湖北省教委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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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蜂
,

密封避光保存
。

1
.

5 样品溶液制备
:

准确称取样品粉末各

1 00 0 m g ,

分别于索氏提取器中
,

在水浴上用

95 % 乙醇连续提取 s h
,

常压 回收溶剂至干
,

加入 5
.

0 m L 95 % 乙醇溶解
,

转入具塞试管

中
,

制成 1~ n 号样液
,

冰箱中保存备用
。

1
.

6 T LC 分析
:
T L C 板于 n o ℃下活化 2

h
,

干燥器中保存
,

进样量均为 5 拌L
,

倾斜上

行法展开 20
c m

,

展开剂为 95 %乙醇
一

苯 ~

2
:
8

,

显色为氨熏
,

勾出色斑轮廓
。

1
.

7 蕙醒的含量测定
:

参照姚桂根的方法
〔2〕

略加改进
。

1
.

7
.

1 标准曲线绘制
:

取适量 1 ,

8
一

二经基

葱醒于 10 5 ℃下干燥至恒重
,

准确称取 1
.

0

m g
,

9 5 % 乙醇定容至 50 m L
,

依次吸取 0
.

1
、

0
.

2
、

0
.

4
、

0
.

8
、

1
.

5
、

3
.

0
、

6
.

0
、

1 0
.

0 m L 于 8 支

试管中
,

沸水浴上挥干
,

则每管中 1
,

8
一

二轻

基葱醒的含量顺次为 2
、

4
、

8
、

1 6
、

3 0
、

6 0
、

1 2 0
、

20 0 陀
。

均加入 0
.

5 %醋酸镁甲醇溶液 5 m L
,

混匀显色后
,

于 4 98 n m 处测定 A 值
。

以含量

为横坐标
,

A 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

1
.

7
.

2 总葱醒的含量测定
:

取样液各 。
.

1

m L 分置试管中
,

沸水浴上挥干
,

显色及 A 值

测定同标准曲线项下
,

在标准曲线上查得含

量
,

换算成百分含量
。

1
.

7
.

3 游离葱醒的含量测定
:

取 0
.

1 m L 样

液分置试管中
,

加入 1 m L 苯
,

用 1 m L 水萃

取
,

转人吸量管中分层
,

弃水层
,

苯层入原试

管中
,

重复萃取 3 次
,

挥干苯液
,

余下操作见

标准曲线项下
。

1
.

7
.

4 结合葱醒含量计算
:

总葱醒量减去游

离蕙酉昆量
。

1
.

8 样品中二苯乙烯昔的含量测定
:

用姚桂

根的方法
〔3 , ,

样品液各 0
.

1 m L 均加入 95 %

乙醇 3
.

9 m L 稀释
,

取稀释液 0
.

1 m L 于试管

中并加 95 %乙醇 3
.

9 m L 混匀
,

分别于 31 0
、

3 1 4
、

3 1 8
、

3 2 2
、

3 2 6
、

3 3 0 n m 处测定 A 值
,

求

算成样品的百分含量
。

1. 9 磷脂含量的测定

1. 9. 1 标准 曲线绘制
:

采用马长华 的方

法
〔4〕。

1
.

9
.

2 样品中磷脂含量的测定
:

样品液用量

为 1
·

0 m L
,

余下操作同文献
〔5 , 。

然后直接根

据 A 值在标准曲线上查出磷含量
,

换算成磷

脂含量
。

1
·

10 金属元素的含量测定

L 10
·

1 标准储备液的制备
:

采用支正 良的

方法
〔6〕。

1
·

10
·

2 样品消化液的制备
:

称取样品粉末

各 1 0 00
·

0 m g ,

用高压密封溶样法
〔幻
消化

,

用

1 % H N 0
3

定溶至 10 m L
,

离心
,

取上清液供

测定 C u 、

Z n 、

M n 、

N a 、

C r 、

Fe 、

N i
,

上清液稀释

10 倍
,

供测定 c a
用

,

再稀释 10 倍
,

供测定

K
、

M g 用
。

1. 10
·

3 样 品中金属元素的含量测定
:

工作

参数和测定步骤与文献
“〕
相同

。

—
-

—
洛荆前沿
—

⋯
. . . . . .

⋯ ⋯

图 1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不同时期

块根的 T L C 比较

表 2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中葱醒含t (%
,

以 1
,
8
一

二经荃葱醒计)

样品编号

总葱酿

游合葱酿

结离慈酿

1 0 1 1

0
。

9 2 8 0
。

8 7 5 0
.

3 2 6 0
。

2 7 7 0
。

4 5 6 0
.

4 8 6 0
.

3 8 6 0
.

2 1 2 0
.

0 9 8 0
.

8 54 0
.

7 5 4

0
.

6 5 7 0
.

6 0 9 0
.

0 7 9 0
.

2 0 9 0
.

30 1 0
.

3 1 5 0
。

2 5 5 0
.

0 2 1 0
.

00 6 0
.

5 6 3 0
.

5 4 2

0
.

2 7 1 0
.

2 6 6 0
.

2 4 7 O
。

0 8 6 0
.

1 5 5 0
.

1 7 1 0
.

1 3 1 0
.

1 91 0
.

0 9 2 0
.

2 9 1 0
.

2 1 2

一

3 7 6
.



表 3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中二苯乙烯普的含t (%
,

以白典芦醉普计 )

样品编号 2 3 4 5 6 7 8 9

二苯乙烯昔含童 2
.

09 1
.

97 1
.

6 2 0
.

44 0
.

5 3 0
.

5 0 0
.

4 6 0
.

4 2

1 1

.

0 8

表 4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中磷脂含t (%
,

以卵磷脂计)

样品编号

磷脂含量

4 5 6 7 8

0
.

5 7 0
.

6 5 0
.

5 4 0
.

5 0 0
.

5 1

表 5 野生与栽培何首乌中 n 种金属元素的含t (“g / g )

样品

编号

金 属 元 素

5 8

4 1

O‘
0
八d乙自4
tl尸00口�O‘住0

,立0门11工匕J4
t了�Q110乙n比乙J:J八JQU4

巴J
4乙
�O

,

�巴J匕」0
.

90

1
.

0 3

0
.

7 6

0 1 5

1 3
.

4 1

1 4
.

2 0

9
.

8 7

1 0
.

5 0

1 1
.

10

0
。

62

0
.

8 1

8
.

2 3

6
。

0 7

0
。

5 3

0
.

5 5

7
。

0 0

6
.

2 0

1
.

4 4

1
.

6 5

1
.

3 7

0
.

2 1

0
.

3 8

6
.

2 3

7
.

3 7 6
.

8 7

7
。

5 1

0
.

5 0

0
.

5 8

5
。

0 2

5
。

7 4

1
.

1 7

1
.

1 3

3 7

3 8

0
八乃内O
弓.上连
工,上
0.

⋯⋯
O曰0甲
口

0夕
�
40

11夕11111111111

0
.

3 2

0
.

2 7 5
.

6 1

5
.

0 1

5
.

8 3

4
.

33

9
.

7 2

6
.

3 7

1 0

l 1

0
.

3 7

0
.

8 5

7
.

0 3

11
.

7 3

7
.

30

9
.

0 1

1 2
。

8

1 6
.

4

0
.

4 9 4
.

6 8 1
.

1 6

0
.

4 4 4 0 6 1
.

0 2

0
.

3 8 3
.

5 9 0
.

9 8

0
.

5 2 5
.

1 7 1
.

1 8

0
.

5 8 5
.

8 2 1
.

2 7

1 2 1 4

1 3 0 5

1 0 2 4

9 7 1

8 1 6

8 8 7

7 4 7

7 1 6

6 6 2

8 7 7

9 0 1

4 3

3 9

4 7

5 2

2 总结与讨论
2

.

1 野生何首乌块根与栽培何首乌块根中

各型葱醒
、

二苯乙烯昔
、

磷脂
、

金属元素的含

量分别见表 2 ~ 表 5 ;
其醇提物质的 T LC 图

谱见图 1
。

野生品与栽培品在 T L C 中没有非

共同色斑出现
,

相应时期的斑点数目及斑点

大小也十分相似
,

栽培 3 年后元月份采收的

栽培品与同期采收的野生品的总蕙醒
、

游离

葱醒
、

结合葱醒
、

金属元素含量均基本相同
,

但二苯 乙烯昔和磷脂的含量都还低于野生

品
,

说明栽培 3 年后的栽培品基本可以替代

野生品药用
。

2
.

2 栽培品随栽培年限的增加
,

T L C 斑点

数
、

各型蕙醒
、

二苯乙烯昔
、

磷脂及金属元素

的含量均有相应增加
,

这和 民间认为何首乌

生长年限越长
,

补益作用越强相一致
。

栽培 3

年后元月采收的栽培品中上述各种物质的含

量尚未完全达到野 生品水平
,

表明要保证栽

培品质量
,

栽培年限至少为 3 年
。

2
.

3 野生品的化学成分随采挖时期的不同

《中草药》1 9 98 年第 2 9 卷第 6 期

而异
。

T L C 斑点数 1 月最多
,

8 月最少
,

色斑

大小也有变化
; 总葱醒

、

游离葱醒
、

结合葱醒
、

二苯乙烯昔
、

磷脂
、

金属元素的含量都发生变

化
,

其变动幅度各不相同
,

但变化规律基本一

致
,

n 月最高
、

8 月最低
,

1 月仅次于 10 月
。

1

月采挖的野生品 比 10 月的多两个 T L C 色

斑
,

暗示何首乌块根中的成分随季节变化而

变动
,

表明春
、

秋两季采挖何首乌的传统是合

理的
。

2
.

4 同一生长年限的栽培品中各种化学成

分及其含量也随季节变动而大幅度变化
。

n

月
、

1 月采收的栽培品分别与 10 月
、

2 月采挖

的野生品相当
,

推测是野生品产地与栽培品

产地海拔高度不同所致
。

实际上
,

野生品采挖

地 10 月的温度正好与栽培品采收地 n 月的

温度相当
,

看来
,

栽培地点海拔高度不同
,

采

收季节要作相应调整
。

如在恩施海拔 46 0 m

左右区域栽培
,

采收期以元月为宜
。

2
.

5 本文测定的各型 葱醒含量与多数文献

记载接近
,

但显著高于姚桂根等 1 9 8 3 年的测
.

3 7 7
.



定结果
〔7〕 ;
二苯乙烯昔的含量则高出一般文

献记载
,

而低于刘成基等的报道
〔幻 ;
磷脂含量

也低于报道
〔
气 金属元素含量低于支正 良的

结果而与卢成英等报道的基本一致
〔“

,

9 , 。

上述

差异可能由于各人检测的药材其产地不同
、

采挖时期不同
、

或生长年限不同而使各种成

分的含量产生差异
。

栽培何首乌中各型葱醒
、

二苯乙烯昔
、

磷脂
、

金属元素的含量测定目前

尚未见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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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 e a n thr a q u in o n e s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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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n d e d a n -

th r a q u in o n e s ( 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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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o sp h a tid e s ( V ) a n d m e t a l e le m e n ts ( VI ) in b o t h w ild R a dix P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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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 lt价
o

o m (W R PM ) a n d th e e u ltiv a t e d v a rie ty (C R PM ) w e r e d e te r m in e d
.

T h e a le o ho l e x tra et s fr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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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C R PM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b y T L C

.

T he r e s u lt s s h o w e d th a t th e ir e o n te n ts o f l
,

I
,

1 a n d 矶 w e r e

5 im ila r t o e a e h o th e r a n d 5 0 did th e ir T L C g r a p h s
.

O n ly th e e o n te n ts o f W a n d V in C R PM w e r e s lig h t ly le s s

t ha n th o se in W R PM
.

T h u s ,

C R PM
e o u ld b e u se d in st e a d o f W R PM in e lin ie a l P r a e tie es

.

()n th e o th e r h a n d
,

th e e o n te n t s o f a ll t he s u b s ta n e e s v a r ie d w ith t he tim e o f e o lle et io n
.

K e y W o r d s R a dix P o
ly g o n u m m u lt价

o r u m a n th r a q u in o n e s s t ilb e n e s ph o s p h a tid e s m e ta l e le
-

In e n ts

薄层扫描法测定凤乳通颗粒中黄蔑甲昔的含量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济南 2 5 0 0 14)

山东省金泰集团

刘善新
辛

刘宁克

贾元印 王永刚

摘 要 应用薄层扫描法测定了凤乳通颗粒中黄蔑 甲昔的含量
,

加样回收率为 9 5
.

6写
,

R S D 为

2. 82 %
。

该法可控制本制剂的质量
。

关键词 凤乳通颗粒 黄蔑甲昔 薄层扫描法

凤乳通颗粒是由黄茂
、

当归
、

熟地
、

王不

留行等十多味中药组成
,

具有益气养血
、

滋阴

生津
、

通经下乳的功效
。

黄蔑是处方中的主要

药物
,

所含黄蔑甲昔又是该药材的主要有效

成分
,

因此
,

笔者以黄茂甲昔为指标
,

测定并

建立了本品的含量测定方法
。

1 实验材料

1
.

1 仪器与试药
:
C S

一

9 20 型薄层扫描仪
,

定

A d d r e s s :
L iu S ha n x in

,

S h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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