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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同一产地蔓荆子5份，

每份1 g，依2．2项下方法操作并测定紫花牡荆素

的质量分数，结果RSD为1．59％，表明该方法重现

性较好。

2．6稳定性试验：精密称取蔓荆子粉末1 g，依照

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每隔2 h进样一次，

共进样5次，结果紫花牡荆素的峰面积RSD为

2．77％，表明样品溶液在8 h内稳定。

2．7 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已测知含量的样品5

份，每份0．5 g，分别精密加入紫花牡荆素对照品溶

液0．5 mL(质量浓度为1．036 mg／mL)，按2．2项

下方法测定，结果紫花牡荆素的平均回收率为

99．23％，RSD为2．12％。

2．8样品测定：称取各产地的蔓荆子药材粉末，每

份1 g，按2．2项下方法处理，精密吸取10肛L进样

测定，结果见表1。

3讨论

3．1 紫花牡荆素的紫外吸收光谱图分别在210、

258、350 nm处有吸收峰，350 nm吸收峰峰域宽，吸

收值较高，且干扰少，故选择在350 nm处进行蔓荆

子中紫花牡荆素的测定。

3．2本实验考察了索氏提取、水浴回流提取、超声

表1不同产地蔓荆子中紫花牡荆素测定结果(一一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casticin in Fructus Vitici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n一3)

序号来源等竺 序号来源器冀
1江西星子 1．84 7安徽安庆 1．27

2 山东日照 1．97 8山东青岛 2．72

3山东崂山 1．85 9福建莆田0．78

4 河北任县0．59 10浙江青田0．76

5 湖南湘阴 1．35 11辽宁大连 1．99

6 山东牟平 1．12 12江西都昌0．75

提取、冷浸提取4种提取方法，结果以回流提取效

果好，供试品中紫花牡荆素质量分数高。

3．3在以水浴回流为提取方法的基础上，考察了提

取溶剂和提取时间，结果以甲醇为溶剂，水浴回流提

取2 h，可将样品中紫花牡荆素提取完全。

3．4 在实验过程中，试用了甲醇一水、乙腈一水不同

比例为流动相系统，结果以甲醇一水(62：38)系统

分离效果好，具有出峰快，分析时间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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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花Trollius chinensis Bunge为毛茛科金莲

花属植物，其花具有明显的清热解毒作用，民间用以

治疗扁桃体炎、急性中耳炎、急性结膜炎、急性淋巴

管炎等，近代药理研究表明，金莲花对绿脓杆菌、痢

疾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

金莲花传统药用部位是花，其他部位还未被开发利

用，但花产量低，如能将茎叶一起应用，能充分利用

和扩大药物资源，在肯定了金莲花茎叶有明显的抑

菌活性后[2]，本研究对金莲花茎叶不同生长期总黄

酮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其总黄酮质量分数从5～

8月呈递减趋势，在5月中旬至6月上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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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仪器与试药

日本岛津UV一260自动扫描可见紫外分光光

度计。芦丁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亚硝

酸钠、氢氧化钠、硝酸铝均为分析纯；金莲花茎叶采

于大兴安岭，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教研室

于加宾教授鉴定为金莲花T．chinensis Bunge。

2方法和结果

2．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不

同生长期金莲花茎叶2．5 g，于索氏提取器中，加乙

醚脱酯后，用甲醇回流提取至无色，提取液浓缩后定

容于50 mL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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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芦

丁对照品20 mg，于50 mL量瓶中，加甲醇少许，温

热使溶解，放冷，用甲醇定容至刻度。精密量取25

mL于50 mL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

2．3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0．0、

1．0、2．0、3．0、4．0、5．0、6．0、7．0 mL，分别置于25

mL量瓶中，加适量甲醇，摇匀，先加5％NaNO：溶

液1 mL，摇匀，放置6 min；加10％Al(N03)3 1

mL，摇匀，放置6 min；再加4％NaOH 10 mL，用甲

醇稀释至刻度，放置15 min，用第一管作空白对照，

在500 nm处测吸光度，以吸光度(A)为横坐标、浓

度(C)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其回归方程为：c一

68．50 A+0．693，r一0．999 9。线性范围为0．2～

1．4 mg。

2．4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1 mL，

重复测定6次，结果总黄酮的RSD为0．50％。

2．5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1 mL，每2

h测定一次吸光度，共测定6次，结果总黄酮的RSD

为0．78％，表明供试品溶液在10 h内基本无变化。

2．6重现性试验：取同一样品5份，制备供试品溶

液，按测定方法测定总黄酮质量分数，RSD为

1．18％。

2．7 回收率测定：精密吸取已知含量的供试品溶液

5份，分别置25 mL容量瓶中，加入不同量的芦丁对

照品，按样品测定项下方法测定，依回归方程计算质

量分数，结果平均回收率为99．89％，RSD一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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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样品测定：将不同生长期金莲花供试品溶液滤

过并分别精密吸取续滤液0．5～3 mL于25 mL量

瓶中，测定。依标准曲线计算茎叶总黄酮的质量分

数，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生长期金莲花茎叶总黄酮含量(n一5)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anoids in T．chinensis

stem and leaf at various growing periods(n一5)

3讨论

金莲花在大兴安岭资源十分丰富，在肯定了其

茎叶具有明显抑菌作用的基础上，考察了其不同采

收期总黄酮的变化规律，实验结果表明金莲花茎叶

总黄酮在5月中下旬较高，达6．656％，从而为金莲

花茎叶合理的采收和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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