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 比较见表 1
。

表 1样品不 同脱 色方法对比

样 品

(北京 )
脱色方法

J

总生物碱

含量 ( %)

药典方法用活性炭脱色 0
.

0 3 19

乙酸 乙醋 回 流 7 h

乙 酸乙 醋回 流 0 1h

0
.

7 4 1 1

0
.

4 90 0

4乙 酸乙 醋超声法 0
.

4 85 0

1
.

2
.

2全 国 9 1个 省市 益母 草总碱 含量 测

定
:

除上述脱色方法
,

其余均按照药典方法进

行测定
,

结果见表 2
。

2 结果及讨论

2
.

1 益母草总碱含量测定表明
,

各地区产益

母草 中生物碱含量有很大差别
,

其中以北京
、

新疆
、

辽宁产总碱含量最高
,

而江苏
,

湖北
、

湖

南
、

海南产益母草几乎测不出总碱含量
。

由此

可见
,

不 同产地的益母草品质不同
。

虽然炮制

过程
、

储存可能对总碱含量差异有一定影响
,

但 由于益母草 的炮制只是简单的烘 干切割
,

而且其有效成分生物碱又较为稳定
,

所 以可

以得出产地是决定药材质量的主要原因
。

建

议在选用药材 时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

从而提

高生药质量
,

使之得到更好 的用药效果
。

关于

不 同地区 益母 草的药理作用差异
,

有待进一

步实验
。

表 2 19 个产地益母草 总生物碱含 t

产地 总生物碱含量 X S RS D %

北京 0
.

5 01 9 0
.

48 02 0
.

4 56 4 0
.

50 17 0
.

4 85 0 0
.

0 1 9 3
.

92

新疆 0
.

4 49 0 0
.

45 64 0
.

3 89 9 0
.

39 19 0
.

4 19 3 0
.

0 3 0 7
.

15

辽 宁 0
.

3 0 11 0
.

30 24 0
.

3 24 3 0
.

34 46 0
.

3 18 1 0
.

02 0 6
.

29

河北 0
.

1 86 4 0
.

14 22 0
.

1 4 96 0
.

18 75 0
.

1 66 4 0
.

02 4 14
.

4 2

安徽 0
.

1 8 76 0
.

15 73 0
.

150 1 0
.

14 98 0
.

1 6 12 0
.

01 8 1 1
.

16

天 津 0
.

12 71 0
.

11 25 0
.

104 9 0
.

1 197 0
.

116 0 0
.

00 9 7
.

76

吉林 0
.

120 0 0
.

12 70 0
.

11 74 0
.

09 9 7 0
.

11 60 0
.

01 2 1 0
.

34

陕西 0
.

11 25 0
.

08 98 0
.

0 8 97 0
.

1 12 3 0
.

10 11 0
.

01 3 12
.

85

云南 0
.

0 7 64 0
.

07 32 0
.

0 8 99 0
.

0 71 5 0
.

0 7 78 0
.

00 8 10
.

28

上 海 0
.

0 6 72 0
,

0 6 73 0
.

06 00 0
.

0 7 48 0
.

67 3 0
.

0 06 8
.

9 1

福建 0
.

0 49 2 0
.

0 5 99 0
.

05 9 9 0 05 26 0
.

0 55 4 0
.

0 0 5 9
.

0 3

广东 0
.

0 598 0
.

0 5 26 0
.

05 2 4 0
.

05 25 0
.

0 54 3 0
.

0 04 7
.

36

四川 0
.

0 44 9 0
.

0 5 24 0
.

06 7 2 0
.

05 24 0
.

0 54 2 0
.

0 0 9 16
.

6 0

LIJ 东 0
.

0 49 9 0
.

04 65 0
.

0 56 4 0
.

04 67 0
.

0 49 8 0
.

0 0 5 10
.

14

江西 0
.

0 47 5 0
.

04 99 0
.

0 52 4 0
.

04 48 0
.

0 48 6 0
.

0 0 3 6
.

17

江苏 < 0
·

0 07 5

湖北 < 0
.

0 07 5

湖南 < 0
.

0 07 5

海南 < 0
.

0 07 5

2
.

2 在药典 中
,

测定益母草 中总生物碱含量

采用活性炭脱色
,

经反复试验发现该法使总

碱含量偏低
,

而用乙酸乙醋超声法
,

既简便又

省时
,

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检测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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