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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l不同添加剂对水溶液中丹参酚奠B的影响

Table 1 Efleet of salvlanolle眦id B in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addithes

从检测结果看，所用添加剂或多或少都对溶液

中的丹参酚酸B有保护作用，酸性抗氧荆偏重亚硫

酸钠、抗坏血酸、三一半胱氨酸盐酸盐和亚硫酸氢钠

效果明显，丹参酚酸B降低程度不大于5％，其中又

以抗坏血酸为最佳，80℃水浴保温72 h后，丹参酚

酸B未见明显变化。络合剂EDTA一2Na效果稍差一

些，而碱性抗氧剂硫代硫酸钠和亚硫酸钠效果最差。

3讨论

丹参酚酸B是丹参中的量最高的酚酸类成分，

也是丹参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的主要活性成分，但由

于丹参酚酸B的化学稳定性差，所以目前的丹参制

剂多以丹参酚酸B的分解产物丹参素或原儿茶醛

作为主要有效成分或指标成分。因此弄清影响丹参

酚酸B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不但有助于探索以丹参

酚酸B为主要成分的新制荆的研制，而且对目前以

丹参素，原儿茶醛为主成分的丹参翩荆的工艺改进

和质量控制也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不同添加剂在实际应用中的用量并不尽相同，

本实验中为了便于做出定性判断，均采用0．1％的

加入量，结果显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酸性添加剂

对溶液中丹参酚酸B的保护作用明显好于碱性或

中性添加剂，这可能是加入添加剂后引起的pH环

境的改变对丹参酚酸B的稳定性也具有重要作用。

本实验采用80℃水浴保温的加速试验法考察

不同添加剂对丹参酚酸B稳定性的影响，并最长考

察了保温72 h后的丹参酚酸B变化，该时间长度基

本相当于丹参酚酸B制剂的一个生产周期。由于影

响丹参酚酸B稳定的因素有很多，目前已知除添加

剂外，尚有pH、样品浓度等，因此如何保持丹参酚酸

B在水溶液中长期稳定性，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综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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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饮片的质量标准研究

于敏，弥宏，焦连庆，吕清远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21)

中药材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物质，太部分中药材

需炮制后使用。目前市场上中药饮片的质量参差不

齐，直接影响人们的用药安全和中药制剂的质量，所

以中药饮片炮制工艺、质量标准规范研究势在必行。

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西洋参饮片的质量，本实验开展

了西洋参饮片炮制加工规范化及其质量标准研究。

1仪器与试药

UV一1600型紫外光谱仪，北京瑞利公司；Lc一

10ATvp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BP21ID型电

子天平，Sartorius；zF一2型三用紫外灯，上海安亭仪

器厂。人参皂苷Rb，、Re、Rf、Re、Rgt、拟人参皂苷F。。

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翩品检定所。硅胶G，青岛

海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试剂为色谱纯或分析

纯。西洋参饮片由吉林省西洋参集团公司提供。

2方法与结果

2．1 TLC鉴别：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同《中国药

典}2000年版一部西洋参项下方法。另取人参皂昔

Rb。、Rc、Rf、Re、Rg-、拟人参皂苷F，-对照品，加甲醇

制成2 mg／mL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吸取上述

6种溶菠备2止，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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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氯仿一醋酸乙酯一甲醇一水(15 t 40：22；10)5～10

℃放置12 h的下层溶液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

干，喷以10％硫酸乙醇溶液，105℃加热至斑点显色

清晰。分别置目光及紫外灯(365 nm)下检视。供试

品色谱中，在与人参皂苷Rb，、Rc、Re、Rg-、拟人参

皂苷F。，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分别显相同颜色

的斑点或荧光斑点，而在人参皂苷Rf对照品色谱相

应的位置上，则不应有对应斑点。见图1。

1一人参皂苷Rc 3一人参皂苷Rf 5一拟人参皂苷Fu

7一人参皂苷Rbl 8-人参皂苷Rgl、Re 2．4，6西洋参

1一ginsenoside Rc 3-ginsenoslde Rf 5-pseudo ginsenoside F xt

7-ginsenoslde Rb,8-ginsenside Rgl，Re 2t4，6一Radix

Panacis Quinquefolii

圈1薄层色谱图

Fig-1 TLC chromatograms

2．2人参皂苷Rg。、Re的HPLC测定

2．2．1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人参皂苷Rg．

4 mg、人参皂苷Re 20 mg，加甲醇制成含人参皂苷

R91 0．08 mg／mL、人参皂苷Re 0．4 mg／mI。溶液。

2．2．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同《中国药典}2000版

一部西洋参测定项下方法。

2．2．3色谱条件：Diamonsil C18色谱柱(250 mm×

4．6 mm，5 pm)，检测波长为203 nm，柱温40℃，

乙腈一0．05％磷酸溶液(20 t 80)为流动相，体积流量

为1．0mL／min。色谱图见图2。

1一人参皂苷Rgl 2人参皂苷Re

1 ginsenoside Rgl 2-ginsenoside Re

圉2对照品(A)和西洋参(B)的HPLC圈

Fig．2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

(A)and Radix Panaeis卿inquefolii(B)

2．2．4线性关系考察：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2．5、5．0、10．0、1 5．0、20．0 pL，进样。以进样量为横

坐标，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人参皂

苷R91回归方程：Y=一6 564．979+205 598．912

x，r一0．999 0，人参皂苷R91在0．21～1．68 gg与

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人参皂苷Re回归方程：

Y一18 554．03+1 35 224．99 X，r=0．999 4，人参皂

苷Re在1．005 8．04 pg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

2．2．5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进样10

pL，重复测定5次，人参皂苷Rg，、Re峰面积值的

RSD分别为1．56％、1．34％。

z．2．6稳定性试验：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0、

2、4、6、24 h测定，结果人参皂苷Rg，、Re峰面积值

的RSD分别为1．58％、2．0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内稳定。

2．2．7重现性试验：取同一批样品5份．制备供试

品溶液，测定，结果人参皂苷Rg。、Re的质量分数的

RSD分别为1．93％、2．83％。

2．2．8 回收率试验：取西洋参饮片(批号：

20020101，含人参皂苷Rg，0．103％，含人参皂苷Re

0．805％)粉末0．25 g，精密称定，置250 mL圆底烧

瓶中，分别加入人参皂苷Rgz、Re对照品0．312、

2．05 mg，制备回收率试验供试品溶液，测定，计算

回收率。结果人参皂苷Rg。的平均回收率为

97．18％，RSD为1．82％h一5)，人参皂苷Re的平

均回收率为99．22％，RSD为1．61％(n一5)。

2．2．9样品测定：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供试

品溶液各10止，进样，测定，5批西洋参饮片样品中

人参皂苷Rg。测定结果分别为0．111％、0．118％、

0．109％、0．106％、0．126％白一3)；人参皂苷Re测

定结果分别为1．057％、1．050％、0．805％、

0．959％、0．998％(n=3)。

3讨论

3．1西洋参、人参同属于五加科植物，化学成分相

似。《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西洋参鉴别项下以人

参皂苷Rb，、Re、Rg．、拟人参皂苷F。，及西洋参对照

药材及人参对照药材为对照品进行鉴别，需要进行

2次薄层色谱分离，操作烦琐。西洋参、人参化学成

分上的主要区别是西洋参中含有拟人参皂苷F¨，人

参中不含有}人参中含有人参皂苷Rf，而西洋参中

不含有，故在西洋参饮片鉴别试验中增加人参皂苷

Rf、Rc对照品，以增加鉴别试验的准确性及专属性，

且操作简便。

3．2《中国药典》2000年一部西洋参项下，对人参

皂苷Rb，进行了测定，为了更好地控制西洋参质

量，本实验对西洋参中人参皂苷Rg。、Re进行测定，

并进行了方法学考察。在进行提取及纯化方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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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时，曾采用《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人参测定

项下的方法，但其人参皂苷Rg，、Re提取率较本法

低，故未采用。本实验所用西洋参中人参皂苷Re的

量很高，约占1％左右，人参皂苷Rg，的量为0．1％

左右，两者之和远大于《中国药典))2000年版一部人

参中人参皂苷Rg，、Re之和0．25％的限度。

醋延胡索炮制工艺的研究

马家骅1，杨 明1，许润春1，贺福元“2，谭承佳1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611731I 2，湖南中医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延胡索为罂粟科植物延胡索Corydalis

yanhusuo W．T．Wang的干燥块茎，味辛、苦、温，

归肝脾经，活血、利气、止痛，用于胸痛、脘腹疼痛、经

闭痛经、产后瘀阻、跌打肿痛。延胡索含多种生物碱。

药理实验证明，延胡索总生物碱、延胡索甲素、乙素、

丑素均有较强的镇痛作用，尤以乙素镇痛作用最强。

但游离生物碱难溶于水，经醋炙后，其生物碱与醋酸

结合成易溶于水的醋酸盐，煎煮时易于溶出，从而更

好的发挥药效。这也与传统认为醋制入肝经，增强其

疏肝止痛作用相吻合，故处方多用醋制品。但其炮制

方法与工艺在全国各地有较大不同，不利于饮片质

量的控制。因此，本实验就醋延胡索的炮制工艺及条

件进行了研究，以便规范醋延胡索饮片的炮制工艺。

1仪器与试药

LC--10ATvp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律)；

FAll04型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延胡索乙素由中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批号0726—200208)f

延胡索药材购自成都五块石药市；甲醇为色谱纯，水

为重蒸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实验方法

2．1醋制方法的研究：各地现行的延胡索醋制方法

主要有：醋炙、醋煮、醋蒸、醋浸后烘干。对这4种常

用的醋制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即每100 g延胡索

加20 g醋拌匀、闷润，或炙、或蒸、或烘干、或加一定

量水一起煮至“药透水尽”。由于延胡索所含主要成

分为生物碱，其有一定的临床作用，易溶于氯仿，故

以氯仿浸出物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又因延胡索乙素

为镇痛的主要药教成分，故将延胡索乙素作为另一

评价指标，以确定最佳的醋制方法。

2．1．1色谱条件“]：色谱柱为DiamonsllTM C19(250

mm×4．6mlTl，5 pm)，流动相为甲醇一0．1“磷酸溶

液(用三乙胺调节pH值为6，2)(65：35)，体积流

量为1 mL／min，检测波长为280 nm，进样量为10

pL，结果见图1。

二一』jk一一．6 J。k．．从8
o 5 10 15 20 25 0 5 10 15 20 25

，／rdin

*一延胡幂乙曩

-一tetrahydropalmatine

圈1珏胡蠢乙素对照品(A)和延胡素醋炙

品(B)的HPLC田谱

Fig·1 HPLC chromatograms of tetrehydorpMmatine

FefeFence substance(A)end P咄igorna

Corydalis fried by vinegar(B)

2．1．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延胡索乙索对照

品适量，加甲醇溶解制成0．20 mg／mL溶液，即得。

2．】．3供试晶溶液的制各：称取醋延胡索饮片粉末

(过二号筛)z g(同时另取本品粉末测定水分)，精

密称定，置100 mL锥形瓶中，加入甲醇20 mL，水

浴回流提取o．5 h，残渣用适量相应溶剂洗涤，滤

过，滤液水浴上挥千后，用甲醇一水(65 t 35)定容至

5mL。即得。

2．1．4线性关系考察：分别精密吸取延胡索乙素对

照品溶液6、8、10、12、14 p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上

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以蜂面积(y)为纵坐标，进

样量(x)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y一

945 734 x+4 552，r一0．999 3。结果表明．在上述

色谱条件下，延胡索乙素在1．2～2．8,ug时，样品迸

样量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1．5醋制方法的考察：醋炙法：取净延胡索薄片，

加20％食用醋，拌匀、闷润至醋吸尽，文火炒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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