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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下部分粉末分别制备供试品溶液，取2弘L进

样作HPLC分析，其测定结果见表1。

表1不同产地侧金盏花样品中铃兰毒苷(露一5)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convallatoxin of A．amurensis

from variOUS habitats

3讨论

侧金盏花中强心苷量最高的时期为花期，因而

选取花期为特征性指标对不同地区的侧金盏花进行

测定。测定结果表明辽宁省千山地区侧金盏花中铃

兰毒苷的量略高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区，高于黑龙江

省伊春地区。由此可推断各地由于气候、土壤等地理

条件的不同，其有效成分的量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在

人工栽培时应考虑这些必要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栽

培地点，为高量药材的栽培提供有利的条件。同时本

实验也为选取道地药材、主产区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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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Gynostemma pentaphyllum(Thunb．)

Makino系葫芦科绞股蓝属草质藤本植物，产于亚

洲热带和东亚，我国主要分布于秦岭及长江以南15

个省，野生资源极为丰富。药理学研究证明，绞股蓝

具有明显的强壮作用和抗疲劳作用，延长细胞寿命，

调节血脂、降低血糖水平，增强肌体免疫等功能。

1976年，日本植物化学家竹本常松从甘茶蔓(甜昧

型绞股蓝G．pentaph3，llum Sweet)中分析得到人

参含有的5种皂苷以来，在中国各地(主要在长江以

南各省)掀起了研究绞股蓝的热潮，研究工作做得尤

其多的是绞股蓝中皂苷和总苷的量。然而，对其中的

另一类活性成分黄酮却极少有人研究。在中国东南

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福建等5个省，据研究调

查存在5种绞股蓝：绞股蓝G．pentaphyUum、小果

绞股蓝G．zhejiangense X．J．Xue，sp．nOV L1J、白脉

绞股蓝G．pallidinerve Z．Zhang，sp．nOVL2]、喙果

绞股蓝G．yixingense(Z．P．Wang．et Q．Z．Xie)

C．Y．Wu et S．K．Chen和疏花绞股蓝G．

1axiflDmm C．Y．Wu et S．K．Chen。其中分布在

安徽的疏花绞股蓝现已无法找到。笔者对其他4种

绞股蓝的黄酮成分进行了检测，分析其差异。

1仪器与试样

日本岛津UV一3000紫外分光光度计。对照

品：芦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药材

来源：绞股蓝，采自浙江杭州龙井；小果绞股蓝，采自

浙江杭州玉皇山；白脉绞股蓝，采自浙江建德林科

所；喙果绞股蓝，采自浙江杭州赤山埠。4种绞股蓝

的原植物均由浙江大学薛祥骥教授鉴定。氯仿、甲

醇、丁酮试剂均为分析纯。

2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于120℃干燥

至恒重的芦丁对照品6 mg，置于100 mL量瓶中，

加乙醇溶解、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质量浓度为

0．06 mg／mL的芦丁对照品溶液。

2．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称取4种样品粗粉各约5

g，准确称定，分别置于索氏提取器中，用60％乙醇

加热回流提取3次(1．5、1、1 h)，合并提取液，滤过

并回收乙醇至干，用少量热水溶解后，滤过并用乙醚

脱脂至醚层近无色，分取水层，蒸干水液，残渣用

95％乙醇溶解，滤过，于50 mL量瓶中定容，摇匀，

即分别得绞股蓝、小果绞股蓝、白脉绞股蓝和喙果绞

股蓝供试品溶液。

2．3标准曲线绘制：精密吸取“2．1”项下对照品溶

液0．5、1．0、1．5、2．0、2．5 mL，分别置于干燥试管

中，各加乙醇稀释至5．0 mL(另取5．0 mL乙醇液

为空白对照)，精密加入0．1 mol／L A1C1。乙醇液

3．0 mL及1 mol／L KAc乙醇液5．0 mL，摇匀，放

置40 rain，滤过，滤液在42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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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A为纵坐标，质量浓度(C)为横坐标，绘制

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A一2．448 1 C+0．020 1，

，．一0．999 9(咒一5)。线性范围为0．002 3～0．012

mg／mL。

2．4稳定性试验：分别精密吸取5．0 mL上述供试

品溶液，按“2．3”项下方法操作，每隔30 min测定其

A值，结果表明在2 h内，4种供试品溶液其A值

RSD分别为2．56％、1．26％、0．86％、0．98％。

2．5精密度试验：分别精密吸取5．0 mL上述供试

品溶液各5份，按“2．3”项下方法操作，测定A值。

结果表明其A值RSD分别为1．46％、1．78％、

1．95％、1．32％。

2．6回收率试验：分别精密吸取5．0 mL上述供试

品溶液，分别精密加入已知质量浓度的芦丁对照品

溶液适量，按实验方法操作测定A值，计算得平均

回收率分别为102．07％、103．56％、100．08％、

107．58％，RSD分别为2．10％、1．75％、1．84％、

2．52％(咒一5)。

2．7样品测定：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2．0 mL，加乙

醇稀释至5．0 mL，按“2．3”项下的方法测定A值，

由标准曲线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黄酮的量。4种绞

股蓝总黄酮测定结果见表

表1 4种绞股蓝总黄酮量测定结果(一一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flavonoids in four kinds

of plants of Gynostemma BI．(露一3)

3讨论

从表1可知各种绞股蓝黄酮总量的变化规律。

(1)小果绞股蓝和白脉绞股蓝黄酮量较高，分别为

(O．342±0．024)％和(0．331±0．024)％；以喙果

绞股蓝为最低(O．231土0．026)％。(2)小果绞股蓝

和白脉绞股蓝黄酮量在6月份最高，分别达到

0．372 oA和0．361％。绞股蓝和喙果绞股蓝黄酮量在

5月份最高，分别达到0．269 o／g和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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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第八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

征 文 通 知

为推动我国药物分析事业的发展，促进药物分析技术的交流，在中国药学会支持下，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本

刊和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曾先后于1992、1995、1997、1999、2001、2003、2005年7次分别在北京、苏州、西安联合举办

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该会议已成为药物分析界的品牌会议。2007年适逢中国药学会成立

百年之际，决定举办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第八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征文通知如下。

1征文内容

近几年国内外药物分析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药物分析的方法学研究；现代分析手段和检测技术在中药分析

中的应用；新药质量标准的建立和要求；新剂型或基因工程药物的质控研究；药物血药浓度监测、药代动力学、生物利用度和

溶出度的研究；分析仪器的应用研究；药物快速分析检定新方法、新技术；毒物快速分析检定；药物分析中的新发现、新发明和

新改进；计算机和数学在药物分析领域中的应用；药物分析技术在打假中的应用。

2征文要求

要求未公开发表及未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过，有一定创新性和指导意义；论文体例、格式请参见本刊2007第1期稿约。

3其他事宜

本次会议通过论文交流后将由国内著名药物分析专家组成评委会，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3名(每名奖金3000元)、二等

奖6名(每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10名(每名奖金1000元)。获得一、二等奖的论文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将在《中国药学杂志》

上发表。征文截止时间；2007年5月30日(以邮戳为准)。稿件及信封请注明“岛津征文”字样并附单位介绍信。同时将电子文

件发至：zgyxzz@cpa．org．ca}zgyxzz@yahoo．com．cn(注明岛津征文)。

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地址：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4号建外SOH0九号楼1803室(邮编：100022)。电话：010—58699275／

80转835／829i传真：010一58699295。
1

会议时间及地点：2007年6月(暂定)。地点：武汉市(暂定)。

应征论文被录用后，将通知作者，论文录用与否，一律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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