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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法测定鲜地黄中梓醇和桃叶珊瑚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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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 HPLC 法测定鲜地黄中梓醇及桃叶珊瑚苷的方法，对鲜地黄进行质量控制。方法  采用 HPLC 法对鲜

地黄中梓醇及桃叶珊瑚苷进行定量测定。结果  线性回归方程分别为梓醇 Y＝43 800 X＋2 849.2，r＝0.999 9；桃叶珊瑚苷 Y＝76 163 
X＋1 676.1，r＝0.999 9；梓醇和桃叶珊瑚苷线性范围分别为 0.19～2.375 μg、0.152～1.90 μg，回收率分别为 99.00%和 99.38%。

结论  该方法准确、重现性好，可以作为鲜地黄的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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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人类医药的起源，人类最早应用于防治疾

病、保障健康的药物是自然界生长的鲜活植物，就

是所说的“鲜药”。鲜药一般指的是未经任何改变或

损失，在采收后即行使用的中药原料，在国内外均

有悠久的药用历史。鲜药具有活性成分丰富、质量

好、疗效快等特点。但由于不易保存，限制了其在

临床上广泛应用。鲜药材具有不同于其炮制品的独

特药性与疗效，所以对于鲜药材的开发利用将成为

中药开发的热点之一。 
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 的块根，根据炮制方法的不同，分鲜地

黄、生地黄和熟地黄[1-3]。地黄中主要降糖活性成

分为环烯醚萜类成分，梓醇及桃叶珊瑚苷为其代

表性成分 [4]。此类化合物结构类似，极性较大，

易溶于水，热稳定性较差。研究发现地黄从鲜品

加工成生地及熟地，梓醇量下降 1/10，甚至更低[5]。

桃叶珊瑚苷热敏性更强，极易分解而发生变化[6]。

目前，对于地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炮制品上，

而对于鲜地黄中主要活性成分的控制尚无报道。

本实验采用 HPLC 法测定鲜地黄中梓醇及桃叶珊

瑚苷的量，结果可靠准确，可作为鲜地黄药材质

量控制的定量方法。 
1  仪器与材料 

Lab Alliance 高效液相色谱仪，SeriesⅡ二元泵

系统，Lab Alliance色谱工作站；Diamonol C18柱（200 
mm×4.6 mm，5 μm）。 

Sartovius 电子天平（十万分之一天平）；Mettler 
Toledo 电子天平（万分之一天平）（Mettler Toledo
公司）。Autoscience（AS3120）超声仪（奥特宝恩

斯仪器有限公司）。 
鲜地黄药材购自河南怀庆、山东菏泽、河北安

国，经天津药物研究院张铁军研究员鉴定为

Rehmannia glutinosa Libosch.的新鲜块根。 
梓醇及桃叶珊瑚苷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

品检定所，质量分数为 99%。甲醇、乙腈均为色谱

纯，乙醇、磷酸均为分析纯，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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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2.1.1  梓醇测定的色谱条件  Diomonsil C18 柱（20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1%磷酸水

（1∶99），检测波长为 210 nm，体积流量 1 mL/min，
柱温 35 ℃。理论塔板数按梓醇峰计不少于 4 000。
色谱图见图 1。 
2.1.2  桃叶珊瑚苷测定的色谱条件  Diomonsil C18

柱（20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

（5∶95），检测波长为 205 nm，体积流量 1 mL/min，
柱温 25 ℃。理论塔板数按桃叶珊瑚苷计不少于

5 000。色谱图见图 2。 

 
﹡梓醇 
﹡catalpol 

图 1  梓醇对照品（A）及样品（B）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catalpol refernce 

substance (A) and sample (B) 

 

﹡桃叶珊瑚苷 
﹡aucubin 

图 2  桃叶珊瑚苷对照品（A）及样品（B）HPLC 色谱图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of aucubin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sample (B)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梓醇及桃叶珊瑚苷对照品适量，

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流动相定容，摇匀，得对照

品溶液，梓醇为 0.19 mg/mL，桃叶珊瑚苷为 0.152 
mg/mL。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鲜地黄药材洗净擦干表面水分，去除须根后

切成 2～4 mm 细丝。精密称定上述鲜地黄细丝 2.0 g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20%乙醇 25 mL，称

质量，超声提取 30 min，用 20%乙醇补足减失质量，

取提取液经 0.45 μm 滤膜滤过，即为供试品溶液。 
2.4  线性关系的考察 

取梓醇及桃叶珊瑚苷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吸

取 1、2.5、5、7.5、10、12.5 μL 按上述色谱条件

进样，以梓醇及桃叶珊瑚苷的峰面积值为纵坐标

（Y），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得

梓醇回归方程 Y＝43 800 X＋2 849.2，r＝0.999 9，
线性范围为 0.19～2.375 μg；桃叶珊瑚苷回归方程

为 Y＝76 163 X＋1 676.1，r＝0.999 9，线性范围为

0.152～1.90 μg。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梓醇及桃叶珊瑚苷对照品溶液，重复

进样 6 次，梓醇 10 μL、桃叶珊瑚苷 2.5 μL，分别

测定峰面积积分值，结果梓醇峰面积的 RSD 为

1.28%，桃叶珊瑚苷峰面积的 RSD 为 1.77%。 
2.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分别在配制后 0、2、4、8、
12、24 h 进样，记录峰面积积分值，结果梓醇峰面

积的 RSD 为 2.91%，桃叶珊瑚苷峰面积的 RSD 为

1.55%，结果表明样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7  重现性试验 

取同一鲜地黄药材，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平

行制备 6 份，分别进样测定，计算其质量分数，求

得梓醇和桃叶珊瑚苷的 RSD 分别为 1.28%和

2.23%。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2.8.1  梓醇加样回收率试验  平行取含梓醇 4.0%（按

干质量计）的鲜地黄药材 1.00 g 6 份，精密加入梓醇

对照品 10.00 mg，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对照

品进样 10 μL，样品进样 5 μL，计算其平均回收率为

99.00%，RSD 为 1.55%。 
2.8.2  桃叶珊瑚苷加样回收率试验  平行取含桃叶

珊瑚苷量为 0.15%（按干质量计）的鲜地黄药材 1.00 
g 6 份，精密加入桃叶珊瑚苷对照品 0.325 mg，按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对照品进样 2.5 μL，样

品进样 20 μL，计算其平均回收率为 99.38%，RSD
为 1.70%。 
2.9  样品测定 

取 3 个产地，6 批药材制备供试品溶液，分别

进样 5 μL 和 20 μL，测得梓醇及桃叶珊瑚苷的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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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计算梓醇及桃叶珊瑚苷的质量分数（按干质量

计）。见表 1。 
表 1  样品测定结果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samples 

批号 产地 梓醇/% 桃叶珊瑚苷/% 

101115 河南怀庆 4.01 0.15 

101116 山东菏泽 4.24 0.18 

101117 河北安国 4.18 0.16 

110409 河南怀庆 3.58 0.13 

110410 山东菏泽 3.86 0.16 

110411 河北安国 3.67 0.17 

3  讨论 
  梓醇及桃叶珊瑚苷均为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

极易溶于水，但易受酶和温度的影响。在供试品制 
备过程中，考察了水和 20%、50%、70%乙醇 4 种溶

剂进行超声提取，提取液滤过，作为供试品溶液，

进样测定梓醇及桃叶珊瑚苷的峰面积，结果 20%乙

醇提取效果最佳，故采用本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由于 2010 版《中国药典》仅有关于鲜地黄药材

的性状标准，并没有其活性成分的定量测定方法，

无法控制鲜地黄药材的内在质量。本实验对鲜地黄

中环烯醚萜苷类主要活性成分梓醇及桃叶珊瑚苷进

行了定量测定，所建立的方法简单、准确，可作为

鲜地黄药材质量控制的定量测定方法，为进一步开

发鲜地黄的成药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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