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础的系统药理学评价是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提

和基础。中药质量控制是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础的

系统药理学评价的先决条件。中药复方药效物质基

础成分复杂 ,其系统药理学评价需要从多水平、多层

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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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SO ,600 M Hz)δ: 1216 ( 1 H , br , 52O H) , 1013

( 1 H , br , 4′2O H ) , 7179 ( 2 H , d , J = 910 Hz ,

H22′,6′) ,6192 (2 H , d , J = 910 Hz , H23′,5′) , 6178

(1 H ,d ,J = 118 Hz , H28) ,6145 (1 H ,d , J = 118 Hz ,

H26) ,5154 (1 H , br , C72O2rha2H21) , 5118 (1 H , br ,

C32O2rha2H21) ,4130 (1 H ,d , J = 718 Hz ,glc2H21) ,

1112 (3 H ,d ,J = 610 Hz ,C72O2rha2CH3 ) ,0191 (3 H ,

d , J = 610 Hz , C32O2rha2CH3 ) 。13 C2NMR (DMSO ,

125 M Hz)δ:15718 (C22) ,13417 (C23) ,17719 (C24) ,

16019 (C25) ,9914 ( C26) , 16117 ( C27) , 9416 ( C28) ,

15611 ( C29) ,10518 ( C210) ,12013 ( C21′) ,13017 ( C2
2′,6′) , 11515 ( C23′, 5′) , 16012 ( C24′) , 10210 (32O2
rha2C21) ,6918 (32O2rha2C22) , 6917 ( 32O2rha2C23) ,

8119 (32O2rha2C24) ,6910 (32O2rha2C25) ,1713 (32O2
rha2C26) ,9814 (72O2rha2C21) , 7011 ( 72O2rha2C22) ,

7012 (72O2rha2C23) ,7116 (72O2rha2C24) ,6918 (72O2
rha2C25) ,1719 (72O2rha2C26) ,10417 ( glc2C21) ,7414

(glc2C22) ,7710 (glc2C23) ,7013 (glc2C24) ,7616 (glc2
C25) ,6110 (glc2C26) 。在 HMBC 谱中可以观察到δ

4130 (glc2H21) 的质子信号与δ8119 (32O2rha2C24)

的碳信号有远程相关 ,δ0191 ( C32O2rha2CH3 ) 的质

子信号与δ8119 (32O2rha2C24)和δ6910 (32O2rha2C2
5) 的碳信号有远程相关 ,δ5118 ( C32O2rha2H21) 的

质子信号与δ13417 (C23)和δ6910 (32O2rha2C25)的

碳信号有远程相关 ,表明葡萄糖连接于 3 位鼠李糖

的 4 位碳上。以上波谱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

致[ 7 ]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山柰酚232O2β2D2葡萄糖基

(1 →4)2α2L2鼠李糖苷272O2α2L2鼠李糖苷 (kaempfer2
ol232O2β2D2glucopyranosyl2(1 →4)2α2L2rhamnopyr2
anosyl272O2α2L2rhamnopyranoside) 。

化合物 10 :黄色结晶。UVλMeO H
max nm :232 ,268 ,

328。IR νKBr
max ( cm - 1 ) : 3 417 , 2 938 , 1 727 , 1 578 ,

1 453 ,1 416 ,1 314 ,1 076 ,1 058 ,1 040 ,846。ESI2
MS m/ z : 763 [ 2M + Na ] + , 393 [ M + Na ] + 。
1 H2NMR ( CD3 OD , 600 M Hz)δ: 7186 ( 1 H , d , J =

910 Hz , H24) ,6193 (1 H , s , H25) ,6120 (1 H , d , J =

910 Hz , H23) ,4193 (1 H , d , J = 718 Hz , glu2H21) ,

3192 ( 3 H , s , OCH3 ) 。13 C2NMR ( CD3 OD , 125

M Hz)δ: 16316 ( C22 ) , 11311 ( C23 ) , 14615 ( C24 ) ,

10612 (C25) ,14517 (C26) ,14715 (C27) ,14413 (C28) ,

13312 ( C29 ) , 11212 ( C210 ) , 5710 ( OCH3 ) , 10611

( glu2C21 ) , 7515 ( glu2C22 ) , 7815 ( glu2C23 ) , 7110

(glu2C24) , 7718 ( glu2C25) , 6212 ( glu2C26 ) 。采用

1D2NO ESY 技术照射δ 6193 ( H25) 处氢 ,发现δ

3192 (OCH3 )以及δ7186 ( H24)处氢有增益 ,所以推

断甲氧基连接于 6 位。以上数据与文献报道基本一

致[8 ] ,故鉴定该化合物为秦皮苷 (f rax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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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竹叶提取物中特征性成分的测定结果( n = 3)

Table 2 　Determina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mpounds in bamboo leaves extract ( n = 3)

批　号
绿原酸/

(mg ·g - 1)

咖啡酸/

(mg ·g - 1)

异荭草苷/

(mg ·g - 1)

荭草苷/

(mg ·g - 1)

对香豆酸/

(mg ·g - 1)

牡荆苷/

(mg ·g - 1)

异牡荆苷/

(mg ·g - 1)

阿魏酸/

(mg ·g - 1)

提取物21 081216 31 67 11 70 22150 151 90 6141 2133 51 78 11 94

081226 31 87 11 73 24180 141 43 6130 2134 51 63 21 03

081229 31 51 11 65 22113 151 65 5152 2120 51 72 11 88

提取物22 081201 11 11 01 56 43160 131 19 1126 2120 121 46 11 16

081205 11 08 01 51 40103 171 40 1120 2114 131 22 11 11

081207 11 12 01 58 44119 171 55 1128 2135 131 65 11 20

12绿原酸　22咖啡酸　32异荭草苷　42荭草苷　52对香豆酸

62牡荆苷　72异牡荆苷　82阿魏酸

12chlorogenic acid 　22caffeic acid 　32homoorientin 　42orientin

52p2coumaric acid 　62vitexin 　72isovitexin 　82ferulic acid

图 1 　混和对照品( A) 、竹叶提取物21( B) 和竹叶提取

物22( C) HPLC图谱

Fig11 　HPLC chromatograms of 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 A) , extract21 of bamboo leaves

( B) , and extract22 of bamboo leaves ( C)

物22 却表现出较大的选择性富集 ,其中异荭草苷的

量比粗提物提高了 4153 倍 ,但对香豆酸等酚酸的量

显著降低。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 ,香豆酸、绿原酸、

咖啡酸和阿魏酸属中高极性化合物 ,异荭草苷、荭草

苷、异牡荆苷和牡荆苷为中等极性化合物 ,采用正丁

醇液2液萃取精制时 ,使竹叶粗提物的中等极性部位

均衡地得到富集 ,完整地保留了竹叶提取物中各有

效成分天然存在的比例关系。而当采用大孔树脂吸

附2解吸法精制时 ,在上柱后水洗的过程中 ,脱除了

大量的亲水性的酚酸、多糖和矿物质等 ,并且用

50 %乙醇解吸得到目标产物时 ,丢失了大量的以黄

酮苷元和甲氧基黄酮为代表的低极性物质 ,故虽然

采用这种方法可使制剂精度大大提高 ,但其抗氧化

活性却往往不会同比例增长。因而 ,不同工艺得到

的竹叶提取物有其不同的下游用途及工艺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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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较多的营养物质 ,并且从幼苗期到果熟期 ,气温

逐步升高 ,这些变化都有利于内生真菌的生长繁殖。

在明党参生长发育的前期主要是进行营养生长 ,植

物体与内生真菌之间存在竞争营养物质的可能 ,而

后期主要进行生殖生长 ,营养物质储备相对充足 ,所

以在明党参的幼苗期种群丰富度较低 ,数量较少 ,而

后期内生真菌种群丰富 ,数量较多。

4. 2 　内生真菌诱导子对明党参悬浮培养细胞生长

及其多糖积累的影响 :近年来 ,研究发现内生真菌能

够产生一类能够引起植物细胞合成和积累次生代谢

产物的活性物质 ,称之为内生真菌诱导子 (elicitor) 。

作为一种特定的化学信号 ,在植物与微生物的相互

作用中 ,它们可以快速、专一和有选择地诱导植物代

谢过程中特定基因的表达 ,促进植物中次生代谢产

物的积累[15 ] 。目前 ,内生真菌诱导子在药用植物中

的应用十分广泛 ,尤其是在细胞悬浮培养和毛状根

培养方面 ,主要集中于真菌诱导子对药用植物生物

碱、萜类、皂苷等天然产物的诱导。如分离于长春花

的内生真菌可诱导长春花碱的合成和积累 ,产量比

对照提高了 2～5 倍[16 ] 。在本研究中 ,发现 5 株内

生真菌诱导子对明党参细胞生长及其多糖积累具有

显著和极显著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 ,将进一步探

讨诱导子的作用效果与诱导子浓度、诱导子加入时

间、诱导时间长短等多种因素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的

诱导机制 ,从而为研究内生真菌诱导子促进明党参

活性成分积累的机制奠定基础 ,也为研究药用植物

次生代谢的调控提供新的思路。

因此 ,通过分析明党参内生真菌种群结构与生态

分布的动态变化规律 ,以期阐明不同内生真菌优势种

群在明党参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作用 ,

从而有助于从内生真菌的角度揭示明党参品质的形

成机制 ,对于明党参野生资源的保护及其药材的优质

高效栽培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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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6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当日配制的供试液

(凯兴)于 0、1、6、12、24 h 分别按 2. 6. 1 项下的色谱

条件进样分析 ,测得香蒲新苷和异鼠李素232O2新橙

皮苷的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 79 %和 1. 02 % ,结

果表明 ,样品供试液 24 h 内稳定性良好。

2. 6. 7 　重现性试验 :取同批样品 (凯兴) 5 份 ,按

2. 6. 3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并按 2. 6. 1 项下

的色谱条件进样分析 ,根据峰面积计算质量分数的

RSD 均小于 2. 00 %。

2. 6. 8 　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量样品 (凯兴) ,定量加入

香蒲新苷和异鼠李素232O2新橙皮苷对照品混合溶

液 ,按 2. 6. 1 项下色谱条件 ,依法测定 ,香蒲新苷的加

样平均回收率为 100. 6 % ,RSD ( n = 6)为1. 25 % ,异鼠

李素232O2新橙皮苷的加样平均回收率为 99. 5 % ,

RSD( n = 6)为 1. 13 % ,表明本方法回收率较好。

2. 6. 9 　定量测定结果 :分别取不同厂家的草蒲黄 ,

按 2. 6. 3 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 2. 6. 1 项

下的色谱条件进样 ,测定峰面积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

样品中香蒲新苷和异鼠李素232O2新橙皮苷的量 ,定

量测定结果见表 1 , HPL C 色谱图见图 3。

3 　讨论

3. 1 　草蒲黄中主要药效部分为花粉 ,花粉直径为

17～29μm ,故能通过 9 号药筛 (75 ±4. 1) μm 者为

花粉。花粉量高者质量上乘。

3. 2 　市售草蒲黄中有将泥沙或其他植物、矿物染色

后混入其中 ,故增加显微鉴定、总灰分和酸不溶性灰

分测定 ,能有效控制其质量。测定的结果对草蒲黄

药材的质量评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并为草蒲黄

的质量控制提供了依据。

　　12香蒲新苷　22异鼠李素232O2新橙皮苷

　　12typhaneoside 　22isorhamnetin232O2neohesperidoside

图 3 　对照品( A)与样品( B)色谱图

Fig. 3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 ( A)

and sample ( B)

3. 3 　薄层色谱法是一种灵敏度较高的鉴别方法。

《中国药典》2005 年版 (一部) 中有蒲黄的薄层鉴别 ,

笔者进行了参考。研究中发现 ,《中国药典》中有多

处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了改进 ,相关研究结果已发

表[4 ] 。该方法专属性强、主斑点清晰、分离度高、节

约试剂 ,而且操作简便 ,为草蒲黄的鉴别提供了一种

准确、有效的新方法。

3. 4 　草蒲黄中香蒲新苷和异鼠李素232O2新橙皮苷

具专属性且量较高 ,采用 HPL C 法测定其量 ,方法

简便、快速、灵敏度高、重现性好 ,可作为草蒲黄药材

的质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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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杂志》及《中国药学杂志》副主编陈新谦、《中草药》杂志执行主编陈常青研究员分别荣获“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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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参考文献 :仅限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最新文献 ,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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