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杉醇和三尖杉宁碱并未达到完全的基线分离 。循

环 H SCCC 制备的各管中三尖杉宁碱和紫杉醇达到

基线分离。

图 4　常规 HSCCC(A)和循环一次后 HSCCC(B)制

备的各管中紫杉醇和三尖杉宁碱

Fig.4　Paclitaxel and cephalomanine content in each

tube prepared by routine HSCCC(A)

and once recycling HSCCC(B)

　　利用 HPLC 检测了循环 H SCCC 制备的各管

中三尖杉宁碱和紫杉醇的质量分数 ,按面积归一法

计算 ,见图 5。可见 43 ～ 53管的紫杉醇质量分数在

98.2%以上 ,比 HSCCC 制备前提高了 12 倍以上 ,

回收率达到 83.0 %。32 ～ 35管的三尖杉宁碱质量

分数在 98.0%以上 ,回收率为 43.6%。

3　讨论

　　循环 H SCCC 能有效地分离化学类似物 ,理论

上只要循环的次数足够多 ,十分相似的物质都可以

分开 , 但将质量分数较低的样品直接进行循环

H SCCC时 ,循环后目的产物再次出峰时可能与前

t/min

图 5　紫杉醇对照品(A)及循环 HSCCC制备的

紫杉醇样品(B)的 HPLC图谱

Fig.5　HPLC Chromatograms of paclitaxel

reference substance(A)and sample

prepared by recycling HSCCC(B)

面保留时间较长的峰重叠。多维逆流色谱由于采用

两台以上的逆流色谱仪 ,可以将目的产物泵入另一台

主机进行分离 ,能有效避免与杂质峰重叠;在只有一

台仪器时 ,则可先将粗样品进行一次常规 HSCCC制

备 ,收集目标产物后再进行循环 HSCCC 。

　　常规 HSCCC 纯化紫杉醇时 ,由于紫杉醇与前

面的三尖杉宁碱及后面的杂质峰都不能达到基线分

离 ,只能得到少量高质量分数的紫杉醇 ,回收率低;

循环后 ,紫杉醇与三尖杉宁碱及杂质峰很好的分开 ,

提高了回收率及质量分数 ,使制备高回收率 、高质量

分数的紫杉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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