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滤膜过滤,分别吸取 10 L 进样,结果如表 1。

3　讨论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龙胆不同部位中龙胆

表 1　龙胆苦苷的含量

Table 1　Content of gentiopicroside

部位 含量/ %

根 6. 992

地上 0. 398

茎 0. 160

花 0. 132

苦苷含量方法样品处理简单、快捷、方便、精确、稳

定。首次对龙胆不同部位含量进行了测定, 为龙胆地

上部分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试验中发现, 某一

时期地上部分有效成分有向地下输送的趋势, 此现

象正在研究中。

References:

[ 1]　Xu J , Pen g H, Yang W L. Quant itat ive determinat ion of ge-

nt iopicroside in Longdan Xiegan Pil l ( a preparat ion m ode

f rom Chin ese materia medica) by HPLC-ph otoelect ric-diole

m at rix detector [ J] . Chin Trad it H er b Dr ugs ( 中草药 ) ,

1999, 30( 5) , 348-349.

[ 2]　S ak amamoto I. Appl icat ion of hig 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g y and f ield desorp tion m as s spect roscopy to s erra-

t ive analysis of b itt er secoiridoid glucos ides of Sw er tia H er-

ba . [ J] . Chem Phar m B ul l, 1983, 31: 25.

[ 3]　Takion Y. Quant itat ive determinat ion of bit ter com ponents in

Gentianaceous plants [ J] . P lanta M ed, 1980, 38: 334.

[ 4]　Van der slui s W G. S ecoir idoids an d x anthon es in the genu s

Gentaurium. [ J] . P lanta Med, 1981, 41: 225.

不同贮藏条件对地黄中梓醇含量的影响

李俊萍1 ,周福军2,贾建伟1,袁桂玉1

( 1. 天津传染病医院,天津　300192; 　2. 天津药物研究院, 天津　300193)

　　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ia glut inosa

( Gaertn. ) L ibosch. ex Fisch. et M ey. 的块根。临

床上用药分鲜地黄、干地黄及熟地黄 3种, 鲜地黄偏

于寒, 具有清热生津之功效, 干地黄凉血止血,熟地

黄则滋阴补血。鲜地黄与干、熟地黄功效不同, 临床

应用也各异, 临床上经常应用鲜地黄, 但贮藏很困

难,对此我们采用几种方法进行比较,以地黄中所含

有效成分之一梓醇作为指标,应用 HPLC 法对不同

贮藏条件后的地黄中梓醇含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砂

埋方法优于其他几种贮藏方法
[ 1, 2]
。

1　实验材料

1. 1　药材:鲜地黄,天津传染病医院提供, 经鉴定为

玄参科植物地黄 R. glutinosa ( Gaerth. ) L ibo sch.

ex Fisch. et M ey. 的块根。

1. 2　仪器: HP1100液相色谱仪, HP1100 色谱工作

站, G1310泵, G1313A 自动进样器, G1316A 柱温箱,

G1314A 紫外检测器。色谱柱: 4. 6 mm×250 mm 不

锈钢柱,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5 m )。

1. 3　试剂:乙腈为色谱纯, 水为超纯净水。

1. 4　梓醇对照品: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归一化法测定含量> 98%。

2　贮藏方法

( 1) 砂埋:新采挖的地黄摊晾 3 d, 表皮稍干,用

较湿润的河砂埋藏, 一层砂一层鲜地黄排放四层, 堆

高度 35 cm。( 2) 冷藏:鲜地黄洗净,理齐,每袋 1 kg

用聚乙烯薄膜袋封袋,放入冷藏柜内冷藏保存,冷藏

温度 4 ℃～8℃。( 3) 冷冻:鲜地黄洗净,理齐,每袋

1 kg 用聚乙烯薄膜袋封装, 放入冷冻柜内冷冻保

存,冷冻温度- 8℃～- 2 ℃。

3　测定方法和结果 [ 3]

3. 1　对照品的制备: 精密称取梓醇对照品 6 mg ,

置20 mL 量瓶中,加 1%乙腈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 0. 3 mg / mL)。

3. 2　供试品的制备:将砂埋鲜地黄、冷藏鲜地黄和冷

冻鲜地黄进行冷冻干燥,得到干品。再将各种地黄分

别粉碎成细粉,过 80目筛。精密称各样品0. 5 mg ,分

别置 150 mL 三角瓶中,加甲醇 100 mL,精密称定重

要,超声提取 0. 5 h 后, 补足重量, 滤过, 取续滤液适

量,以 0. 45 m 微孔膜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3. 3　色谱条件:色谱柱: 4. 6 mm×250 mm 不锈钢柱;

填料为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5 m) ; 流动相: 2%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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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雷等通过建立胰岛素抵抗狗动脉损伤模型,进行了复

方丹参滴丸在胰岛素抵抗条件下对胰岛素抵抗保护作用的

动物实验,并通过形态学、组织化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初步

研究复方丹参滴丸对血管保护作用的机制。研究发现: ( 1)复

方丹参滴丸在胰岛素抵抗条件下具有血管保护作用; ( 2)可

能是通过抑制血管中膜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过度凋亡的作

用机制来达到血管保护的目的。对复方丹参滴丸血管保护作

用, 如在胰岛素抵抗条件下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的影响等

方面的深入研究, 仍在进行之中。

4　复方丹参滴丸模拟和加强缺血预适应的机制

　　张伯礼等[ 3]针对心绞痛患者存在的心肌缺血预适应

( IPC) ,进行了复方丹参滴丸模拟和加强心肌缺血和预适应

保护作用的研究。该试验通过建立经典大鼠冠脉结扎, 缺血

5 min, 反复循环 3 次的缺血性预适应模型, 以及缺血 30

min, 再灌 2 h 的单纯缺血再灌注模型, 以坏死区占缺血区的

百分比、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心肌酶、自由基为评价指

标, 观察复方丹参滴丸模拟或加强缺血预适应的效应。结果

显示: ( 1)复方丹参滴丸可模拟和加强心肌预缺血的效应, 但

对早期心肌缺血适应的效果不及缺血预处理组,而晚期心肌

缺血预适应效果不及复方丹参滴丸预处理组; ( 2)复方丹参

滴丸治疗心肌缺血的机制主要是通过促进内源性保持物质

的释放, 达到抗心肌缺血的作用。它可模拟和协同 IPC 使心

肌梗死这一指标得到改善,且心肌酶释放减少; ( 3)复方丹参

滴丸可以激活蛋白激酶 C( PKC )蛋白,使其发生转位, 促进

其蛋白、mRNA 表达水平增高。这可能是复方丹参滴丸模拟

和加强 IPC 的主要机制之一; ( 4)复方丹参滴丸可以增加

SOD 的活力, 降低 M DA 的含量,这也是复方丹参滴丸抗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机制之一。PKC 激活后发生磷酸化并

参与心肌细胞保护作用的蛋白质的种类,以及复方丹参滴丸

激活了 PKC 的亚型, 仍在研究之中。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复方丹参滴丸基础研

究的逐步深入, 复方丹参滴丸的作用机制将得到进一步

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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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速: 1 mL/ m in;检测波长: 210 nm; 柱温: 35 ℃。

3. 4　线性考察: 取适量对照品, 用甲醇配制成浓度

为 0. 3 mg / mL 的标准溶液,按上述色谱条件,在进

样量为 0. 3～2. 5 g 时,峰面积和进样量呈线性关

系,回归方程: Y= 16 740 X - 2 103, r= 0. 999 8。

3. 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重复

进样 5次,梓醇峰面积积分值 RSD= 1. 37%。

3. 6　回收率试验:在已知含量的样品中加入梓醇对

照品,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处理, 平行实验 4次,

结果平均回收率 98%。

3. 7　样品测定: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5 L, 供

试品溶液各10 L,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按外标法

计算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贮藏时间、条件下梓醇的含量

Table 1　Contents of catalpol in dif ferent store time and condition

贮藏时间 (月)

贮藏条件 0 3 6

外　观 含量/ % 外　观 含量/% 外　观 含量/ %

砂埋鲜地黄 光滑,黄色 2. 63 皱缩,黄色 2. 47 皱缩,黄色 2. 35

冷藏鲜地黄 光滑,黄色 2. 69 部分腐烂,黄色 2. 56 大部分腐烂,黄色 2. 11

冷冻鲜地黄 光滑,黄色 2. 54 光滑,黄白色 1. 39 光滑,黄白色 0. 85

4　小结

从本实验结果来看,鲜地黄经砂埋后梓醇含量

没有明显下降,只是外观有些皱缩,经冷藏贮藏后含

量虽未下降, 但大部分已经腐烂,而冷冻后梓醇含量

明显下降,所以认为砂埋是贮藏鲜地黄较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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