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716　回收率测定: 分别取含量已知的维肝福泰片

细粉 5 份, 每份约 012 g (含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

素分别约为 24, 56 Λg) , 精密称定, 分别加入五味子

甲素、五味子乙素对照品溶液, 使与 012 g 样品所含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的量相当, 依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 进样测定。结果五味子甲素平均回收率为

99139% , R SD 为 0153% , 五味子乙素平均回收率为

98101% , R SD 为 115% (n= 5)。

218　样品测定: 取五味子细粉 3 份, 每份约 012 g,

精密称定, 依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注入液相色谱仪,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 按外标法计算含量, 结

果五味子药材中含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分别为

5151 m gög 和 4148 m gög (n= 3)。

　　取维肝福泰片 3 份, 每份约 014 g, 精密称定, 依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注入液相色谱仪, 按外标法计算

含量, 结果维肝福泰片含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

分别为 12013 Λgög 和 28419 Λgög (n= 3)。

3　讨论

311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均为五味子中所含

的有效成分, 本实验建立了同时测定药材和制剂中

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含量的方法, 对控制五味

子药材和含五味子制剂的内在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12　流动相曾选用文献报道[1 ]的甲醇2四氢呋喃2
水 (76∶4∶20)系统, 发现五味子药材和维肝福泰片

在该流动相系统下五味子甲素和五味子乙素的峰与

其他峰不能完全分开。改变上述流动相比例后, 维肝

福泰片样品中五味子甲素仍与前后其他峰不能完全

分离。改用乙腈2甲醇2水不同比例后, 效果仍不理

想。最后经过多次比例试验, 选择乙腈2水 (70∶30)

时, 五味子药材和维肝福泰片中五味子甲素和五味

子乙素与其他峰能完全分离, 当加入 011% 冰醋酸

时峰形能得到明显改善。

313　据文献报道[2 ] , 五味子甲素、五味子乙素的最

大吸收波长在 254 nm , 本实验选用 254 nm 吸收波

长为测定波长, 可排除干扰, 且灵敏度能达到定量测

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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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龙胆和东北龙胆中龙胆苦苷的积累规律研究

江蔚新, 沈志滨, 薛宝玉Ξ

(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三花龙胆Gen tiana trif lora Pall. 、东北龙胆G.

m anshu rica K itag. 属龙胆科, 为“泻肝火、清湿热、健

胃”的常用中药, 其主要活性成分为龙胆苦苷。本实

验通过对龙胆地上器官和地下器官中不同部位、不

同采收期的龙胆苦苷的含量测定, 探讨龙胆中有效

成分积累的规律, 同时对评价龙胆的质量和生产中

最佳采收期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仪器与材料

W aters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仪 (美 国 ) , W aters

SPD—10A 紫外检测器, 10 ΛL 进样器 (瑞典) ; R 201

旋转薄膜蒸发器 (上海申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龙

胆苦苷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批号:

07702200004) ; 三花龙胆和东北龙胆采自哈尔滨市

郊区, 经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沈志滨副教授鉴定;

甲醇 (色谱纯)。

2　方法与结果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龙胆苦苷 12150

m g, 置 10 mL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

匀, 备用。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称取三花龙胆和东北

龙胆的根、茎、叶、花药材粉末 (60 目, 干燥箱中干燥

2 h)约 014 g, 精密称定, 置 10 mL 量瓶中, 准确加入

甲醇 10 mL , 密封, 室温条件下超声提取 40 m in, 取

出, 滤过, 滤液置 10 mL 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 低

温、避光保存备用。

21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H ypersil C 18柱 (200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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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mm , 5 Λm ) ; 流动相: 甲醇2水 (35∶65) ; 柱温: 室

温; 流速: 017 mL öm in; 检测波长: 271 nm。

21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吸取龙胆苦苷对照品溶液

(1125 m gömL ) 2, 4, 6, 8, 10 ΛL 注入液相色谱仪, 测

定, 以龙胆苦苷的质量为横坐标, 峰面积值为纵坐标

作图, 得到一条直线。该直线方程为 Y = 1138×106

X + 619×104, r= 01999 4。结果表明, 龙胆苦苷在

215～ 1215 Λg 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15　精密度试验: 取龙胆苦苷同一浓度对照品溶

液, 连续进样 5 次, 测定龙胆苦苷峰面积, 求得R SD

为 1126% (n= 5)。

216　稳定性试验: 精密称取三花龙胆根供试品溶液

一份, 每隔 20 m in 进样测定一次, 结果 100 m in 内

溶液稳定[2 ] , 龙胆苦苷峰面积R SD 为 1116%。

217　回收率试验[3 ]: 精密称取已测知含量的三花龙

胆地上部分粉末 0150 g, 共 5 份, 制备供试品溶液,

加入一定量龙胆苦苷对照品, 测定含量, 结果平均回

收率为 97116% , R SD 为 1129% (n= 5)。

218　样品测定[4 ]: 分别吸取不同月份的三花龙胆根

的提取液 1 mL 于 10 mL 量瓶内, 加甲醇至刻度。

茎、叶、花保持原浓度。015 Λm 膜滤过, 进样测定, 结

果见表 1。东北龙胆同法操作, 结果见表 2。
表 1　不同部位、不同采收期的三花龙胆中

龙胆苦苷的含量 (n= 5) %

Table 1　Gen tiop icroside in d ifferen t parts of G.

tr if lora at d ifferen t per iods (n= 5) %

采收期
根

含量 RSD

茎

含量 RSD

叶

含量 RSD

花

含量 RSD

4 月 17. 34 0. 90 1. 06 0. 85 0. 87 0. 86

5 月 11. 38 0. 86 1. 51 0. 90 1. 08 0. 78

6 月 10. 90 0. 67 1. 81 0. 78 1. 26 0. 82

7 月 13. 19 0. 73 2. 51 0. 87 1. 76 0. 85 1. 15 0. 76

8 月 9. 45 0. 81 3. 60 0. 91 2. 23 0. 72 0. 92 0. 83

9 月 11. 40 0. 75 4. 01 0. 75 1. 90 0. 69 1. 03 0. 91

3　结论

　　三花龙胆中龙胆苦苷积累规律: 7月以前根、

　　　　表 2　不同部位、不同采收期的东北龙胆中

龙胆苦苷的含量 (n= 5) %

Table 2　Gen tiop icroside in d ifferen t parts of G. m unshu iua

at d ifferen t per iods (n= 5) %

采收期
根

含量 RSD

茎

含量 RSD

叶

含量 RSD

花

含量 RSD

8 月 10 日 6. 09 0. 91 0. 91 0. 89 0. 14 0. 87

8 月 28 日 6. 92 0. 86 0. 36 0. 92 0. 34 0. 64 0. 34 0. 85

9 月 8 日 7. 89 0. 65 0. 18 0. 91 0. 23 0. 78 0. 23 0. 90

9 月 18 日 8. 75 0. 74 0. 50 0. 74 0. 22 0. 80 0. 17 0. 91

10 月 15 日 8. 70 0. 84

10 月 28 日 10. 29 0. 72

11 月 7 日 9. 12 0. 92

茎、叶中龙胆苦苷的含量逐渐上升; 在 7 月—8 月,

根中龙胆苦苷的含量逐渐降低, 茎、叶、花中龙胆苦

苷的含量升高; 8 月—9 月, 叶、花中龙胆苦苷的含量

逐渐降低, 根、茎中龙胆苦苷的含量逐渐升高; 东北

龙胆中龙胆苦苷积累规律为: 8 月以后, 根中龙胆苦

苷的含量上升; 8 月—9 月, 茎中龙胆苦苷含量降低

时, 叶中含量升高; 茎中龙胆苦苷含量升高时, 叶和

花中龙胆苦苷含量降低; 8 月—9 月, 三花龙胆叶中

有效成分含量下降, 东北龙胆叶中有效成分含量上

升; 其余器官成分积累趋势一致; 以上变化可能与生

长期和花期有关: 生长期时有效成分的含量逐渐升

高, 花期时有效成分向上输送, 花期后有效成分向下

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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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密度、浓度计　　总有一款适合您
　　我厂专业生产多种型号的溶液密度计、电导率仪和溶液浓度计, 可广泛地适用于工
业、医药生产过程中, 包括酒精、中药提取液在内的多种溶液的密度或浓度的自动在线检
测。还有供室内使用的台式密度计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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