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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骨藤总苷 H 中 C21甾体苷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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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乌骨藤总苷 H 中 C21 甾体苷的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茴香醛硫酸显色比色法测定乌骨藤总苷 H 中 C21

甾体苷的量。结果  选定检测波长 432 nm；通光藤苷B 在 5.05～65.65 μg/mL 与吸光度呈良好线性关系，回归方程 Y＝0.012 9 X＋
0.017 8，R2＝0.999 3；平均回收率为 99.3%，RSD 为 2.16%。结论  该方法简便、灵敏、准确、重现性好，可用于乌骨藤总

苷 H 中 C21甾体苷的测定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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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甾体苷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萝藦科植物中的

化合物[1-3]，研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抗肿瘤、免疫调

节、抗生育、抗癫痫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和药理作

用，因此对 C21 甾体苷的分离、结构鉴定及其药理

作用的研究日益被各国学者所关注。 
乌骨藤，又名通光藤，系萝藦科植物乌骨藤

Marsdenia tenocissima (Roxb) Wight et Arn.的藤茎。

具有清热解毒、化痰软坚之功效。文献报道从通光

藤中分离得到几十个 C21 甾体苷——通光藤苷 A～

E[4]，F～I[5]，marsdenoside I～K[6]等。以乌骨藤单

味药制成的制剂“消癌平片”和“消癌平注射液”

临床用于治疗食道癌、胃癌、肺癌、肝癌，取得较

好的疗效，但存在提取工艺有待改进，质量控制技

术落后，有效成分有待确证等问题。因此十分有必

要对乌骨藤的抗癌作用进行二次研究与开发，阐明

其中的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 终开发成中药一类

或二类新药。 
鉴于此，本课题组进行了乌骨藤抗肿瘤药效物

质基础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主要药效部位为乌骨藤

总苷 H，对乌骨藤总苷 H 进行 HPLC-MS/MS 分析，

共发现 18 个 C21 甾体苷类化合物[7]，对其中含量较

高的化合物进行了分离与纯化，共得到 6 个 C21 甾

体苷，并对它们的结构进行了鉴定。为进一步控制

其质量，本实验拟建立乌骨藤总苷 H 中的主要成分

C21 甾体苷的测定方法。 
1  仪器与材料 

W501 恒温水浴锅（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BP211D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TU—1800 型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北京普析通用仪器公司）。 
通光藤苷 B 对照品（自制，质量分数 98%）。

乌骨藤总苷 H（自制，批号 20050524、20070805、
20071017）。硫酸、茴香醛、乙醇、甲醇均为分析纯。 

茴香醛硫酸显色剂的配制：量取茴香醛 0.2 mL
与硫酸 2.0 mL，加无水乙醇 37.8 mL 混匀，即得[8]。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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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称取干燥至恒定的通光藤苷 B 对照品 5.05 
mg，置 10 mL 量瓶中，加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通光藤苷 B 质量浓度为 0.505 mg/mL 的

对照品溶液[7]。 
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乌骨藤总苷 H 12 mg，用乙醇定容至

10 mL 量瓶中，摇匀，即得乌骨藤总苷 H 质量浓度

为 1.2 mg/mL 的供试品溶液。 
2.3  检测波长的选择 

精密量取 0.5 mL 对照品溶液、0.5 mL 供试品

溶液分别至具塞试管中，挥干溶剂，各加入 0.5 mL
茴香醛硫酸显示剂于 100 ℃下反应 15 min，冰水浴

10 min 终止反应，精密加入 10 mL 甲醇，分别在

400～600 nm 扫描。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均在

432 nm 处有 大吸收，因此选择检测波长 432 nm。 
2.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1、0.2、0.3、0.4、0.5、
0.6、0.7、0.8、0.9、1.1、1.3 mL 置具塞试管中，按

“2.3”项下操作并测定 432 nm 处吸光度值。以吸光

度值为纵坐标，通光藤苷 B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进行

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0.012 9 X＋0.017 8，R2＝

0.999 3，表明通光藤苷 B 在 5.05～65.65 μg/mL 与

吸光度值线性关系良好。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0.5 mL 至具塞试管中，按

“2.3”项下操作并测定 432 nm 处吸光度值。连续测

定 6 次，计算得吸光度值的 RSD 为 0.05%。 
2.6  稳定性试验 

精密量取 0.5 mL 供试品溶液置具塞试管中，按

“2.3”项下操作，分别于 0、5、10、15、20、30 min
测定 432 nm 处吸光度值。计算得吸光度值的 RSD
为 1.1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30 min 内稳定。 
2.7  重现性试验 

按“2.2”项方法制备 6 份供试品溶液，分别精

密吸取样品液 0.5 mL 置具塞试管中，按“2.3”项

下操作并测定 432 nm 处吸光度值，外标法计算得

C21 甾体苷质量分数的 RSD 为 1.63%。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乌骨藤总苷 H 约 6 mg，6 份，置 10 mL
量瓶中，各精密加入 5.1 mg 通光藤苷 B 对照品，

甲醇定容，混匀。分别精密吸取 0.5 mL 置具塞试管

中，按“2.3”项下操作并测定 432 nm 处吸光度值，

计算回收率，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99.3%，RSD 为

2.16%。 
2.9  样品测定 

取 3批次（批号 20050524、20070805、20071017）
乌骨藤总苷 H，各样品测定 3 次，得 C21 甾体苷的

质量分数分别为 83.47%、85.03%、81.95%。 
3  讨论 

C21 甾体苷类化合物除了萝藦科黑鳗藤属的少

数化合物因为含有 N-甲基邻氨基苯甲酰基而在 360 
nm 左右有强烈荧光外[9-10]，基本上都没有紫外吸

收。从乌骨藤总苷 H 中分离到的 C21甾体苷就属于

没有紫外吸收的。本实验选用茴香醛硫酸法对乌骨

藤总苷 H 中的 C21 甾体苷进行测定，方法简单，有

一定的专一性，可用于控制乌骨藤总苷 H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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