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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苦E vod ia lep ta (Sp r1) M err1 是芸香科吴

茱萸属植物, 又称三丫苦、三桠苦、三枝枪、小黄散、

鸡骨树、三叉虎, 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至西南各地,

是岭南常用中草药, 始载于《岭南采药录》。性味苦

寒, 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的功效, 主治咽喉肿痛、

疟疾、黄疸型肝炎、风湿骨痛、湿疹、皮炎、疮疡等[1 ]。

三叉苦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基础, 是三九胃泰、

三九感冒灵的君药。笔者首次从国内的三叉苦植物

中分得呋喃喹啉类生物碱[2 ]。本实验采用R P2H PL C

法对其中的吴茱萸春进行了测定, 为三叉苦药材及

其制剂的质量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和试药

Summ it P680A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PDA 100

检测器, Summ it P680A 低压四元泵, 乙腈为色谱

纯, 水为超纯水 (经M illopo r 溶液过滤系统处理) , 甲

醇为分析纯。

三叉苦购自广州市药材公司, 经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药鉴定教研室黄海波副教授鉴定。吴茱萸春对

照品为自制, 经UV、IR、NM R、M S 鉴定, 质量分

数> 98%。

2　方法与结果

211 　色谱条件: K rom asil C 18 柱 ( 250 mm × 416

mm , 5 Λm ) , 流动相: 乙腈2水 (45∶55) , 体积流量:

110 mL öm in, 检测波长: 249 nm , 柱温: 25 ℃。色谱

图见图1。

21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吴茱萸春对照品适

量, 加甲醇配成012 m gömL 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样品 3 g 精密称定,

甲醇超声提取 3 次, 每次 40 mL 提取 10 m in, 滤过,

合并滤液, 滤液水浴蒸干, 残渣用甲醇定容至10 mL

量瓶中, 即得。

214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取吴茱萸春对照品

1010 m g, 置于 50 mL 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并稀释成

系列质量浓度的对照品溶液, 进样10 ΛL , 测定。以进

样量为横坐标, 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

tö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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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吴茱萸春对照品 (A)和三叉苦 (B)的HPLC 色谱图

F ig11　HPLC Chromatogram s of evol itr ine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E 1lep ta (B)

线, 得回归方程: Y = 91458 5 X + 21180 9 ( r =

01999 4)。结果表明: 吴茱萸春在进样量012～ 410 Λg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215　精密度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 重复进样5 次, 测

得吴茱萸春峰面积的R SD 为119%。

21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在室温下放

置, 分别在 0、1、2、4、8、16、24 h 进行测定, 计算得吴

茱萸春的峰面积的R SD 为016%。表明供试品溶液

在24 h 内保持稳定。

217　重现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 平行操作6 份, 制备

供试品溶液, 测得吴茱萸春质量分数的R SD 为210%。

218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含吴茱萸春 01138 m gö

g 的供试品115 g, 共6 份, 分为3 组, 每组2 份。分别

加入2914 ΛgömL 吴茱萸春对照品溶液410、510、610

mL , 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上述试验条件下进行测定,

进样 20 ΛL , 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10411% , R SD 为

1108%。

219　样品测定: 按上述方法, 测定了本品11 批样品

中吴茱萸春的量, 结果见表1。

3　讨论

曾对超声次数进行了考察, 发现超声处理 3 次

后, 吴茱萸春质量分数稳定, 可认为吴茱萸春基本被

提取完全, 故选择超声提取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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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叉苦中吴茱萸春的测定结果 (n= 3)

Table 1　D eterm ination of evol itr ine in E 1lep ta (n= 3)

批号 吴茱萸春ö(m g·g- 1) 批号 吴茱萸春ö(m g·g- 1)

20050701 01138 20060714 01129

20050901 01125 20060801 01138

20051001 01141 20060913 01126

20060305 01133 20060923 01156

20060509 01151 20061012 01113

20060604 01126

　　采用UV —2000 紫外分光光度计对吴茱萸春在

200～ 400 nm 波长进行扫描, 结果在249 nm 波长处

有最大吸收, 故选择249 nm 作为检测波长。

三叉苦化学成分复杂, 用H PL C 法测定吴茱萸

春时, 干扰组分较多。经过反复调整流动相比例, 最

后采用流动相比例为乙腈2水 (45∶55) , 使吴茱萸春

与其他成分达到基线分离, 重现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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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 法测定槲寄生中槲寄生苷甲

韩　冬, 徐雅娟3 , 解生旭, 赵宏峰, 司云珊, 徐东铭Ξ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槲寄生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 V iscum col2
ora tum (Kom ar1) N akai 的干燥带叶茎枝, 具有祛

风湿, 补肝肾, 强筋骨, 安胎功能, 主要用于风湿痹

痛, 腰膝酸软, 胎动不安[1 ]。槲寄生主要有效成分为

黄酮类化合物和一些高分子化合物[2 ] , 其水提取部

分对冠心病引起的心绞痛有较好疗效, 主要成分为

槲寄生苷甲[3 ]。《中国药典》2005 年版收载槲寄生以

齐墩果酸为对照品进行薄层色谱扫描测定。笔者从

槲寄生中分离纯化了槲寄生苷甲, 并作为对照品进

行了纯化, 质量分数达 98% 以上。因此本实验采用

H PL C 法测定槲寄生中槲寄生苷甲的量, 方法简便,

灵敏度高, 重现性好。

1　仪器与试药

1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W aters 600 泵,

美国486 紫外检测器, 7725 手动进样器。

112　试剂与样品: 槲寄生苷甲实验室自制, 质量分

数99152% 以上, 甲醇为色谱纯, 水为纯净水。槲寄生

采自主产区吉林省各地区, 经长春中医药大学邓明

鲁教授鉴定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V 1 colora tum

(Kom ar1) N akai。

2　方法与结果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美国N ovapak C18 (100

mm ×8 mm , 5 Λm ) , 流动相: 甲醇21% 冰醋酸 (35∶

65) , 体积流量: 1 mL öm in, 检测波长为283 nm , 进样

量均为10 ΛL。理论塔板数按槲寄生苷甲计不得少于

1 500。

212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槲寄生苷甲对照品

适量, 加甲醇制成0109 m gömL 对照品溶液。

tö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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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槲寄生苷甲对照品 (A)和槲寄生 (B)的

HPLC 色谱图

F ig11　HPLC Chromatogram s of v iscum side A refer-

ence substance (A) and V 1 colora tum (B)

21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本品5 g, 加甲醇

50 mL , 超声30 m in, 3 次, 合并提取液, 蒸干, 加水30

mL 溶解, 调pH 值为 510～ 515, 用醋酸乙酯提取 6

次, 每次20 mL , 合并提取液, 并回收醋酸乙酯, 甲醇

定容5 mL 量瓶中, 摇匀, 即得。

214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槲寄生苷甲对照品

溶液 8、10、12、14、16 ΛL ,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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