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草及其制剂中化学成分测定方法进展

沈阳克达制药厂研究所 (0 1 10 1 4 )徐子硕.

摘要 综述近年来国内外果用薄层扫描法
、

高效液相色谱法等测定甘草及其制荆中化学成分含量

方法的进展
。

甘草具有清热解毒
、

止咳祛痰
、

补脾和 胃
、

调和诸药等功效
。

其制剂用于咽喉肿痛
、

咳

嗽
、

心悸
、

院腹虚痛
、

溃疡病
、

疮
、

疡等症
。

为评价药材品质
,

保证药品质量
,

近年来国内

外对甘草及其制剂中的化学成分分离定量方法学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

1 薄层扫描法 ( T L C S )

甘草酸和甘草次酸是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有效成分
,

普遍采用的含量测定方法之一是 T L -

C S
,

又称薄层扫描光密度法 ( T L C D )
,

一般经 C F : “ 薄层板展开
,

在 2 5 4 n m紫外灯下定位
,

然后再进行单
、

双波长扫描定量〔 1一 3 〕
。

将生甘草 ( I )
、

灸 I
、

炒 I 的样品
,

用 乙酸 乙醋 -

3 m ol / L氨水一 95 % 乙醇 ( 5 : 5 : 8 ) 展开
,

双波长锯齿反射法扫描
,

测得甘草酸含 量为生 I

> 炙 I > 炒 I 〔幻
。

银翘解毒片中的甘草酸是经 乙酸提取
,

在高效薄层板上展开
,

反 射 线 性

扫描法测定的 〔5〕
。

T L C S也可测定白虎汤液中的甘草酸含量卿
。

甘草次酸是甘草 酸 的 水 解

产物
,

以石油醚 一苯
一乙酸 乙酷

一
冰醋酸 ( 10 :

20
: 7 : 0

.

5 ) 展开
,

按 外标两点法 计 算
,

测

得甘草饮片中
一

甘草次酸的含量 〔7 〕
。

黄酮类成分的生理活性较强
,

具有止咳
、

祛痰 作 用
,

经

氯仿一甲醇一甲酸不同比例的系统展开
,

双波长反射法线性扫描
,

随行标准品法进行测定
,

可

分别测得甘草中甘草贰和异甘草贰的含量 〔“ ,
, 〕

。

甘草中唯一存在的异黄酮贰
,

芒柄花贰的含

量也可通过 T L C S测得 〔 1 0〕
。

2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 p L c )

H P L C法测定甘草及其制剂中各种有效成分的报道日益增多〔 1 1一 13 〕
。

许多研究者对 H P -

L C法测定时
,

样品前处理方法进行了探讨
,

吕归宝等认为甘草及其制剂经超声波法
,

氨水一

次提取
,

以联苯为内标
,

H P L C 测定的甘草酸含量最高〔 14 〕 。

甘草锌片
、

小柴胡汤片中甘草

酸的含量是在 lC
:

柱上
,

用不同流动相测得的〔 15
,

1的
。

也有选择用 C 。
柱测定人丹中甘草酸

,

获得较好的结果〔 17 〕
。

采用线性梯度流速洗脱程序
,

外标一点法
,

使甘草酸
、

乌拉甘草贰 甲

和 乙 ( u r a l s a p o n i n A
,

B ) 均从基线分离
,

并在 Z om i n 内完成 iff11 定〔 ’ 8〕
。

以水一冰乙酸 ( 9 7 :

31 ) ( A ) 和甲醇 ( B ) 作流动相
,

进行梯度洗脱
,

成功地分离测定了 10 种黄酮类化合物
,

其

中包括薄层层析不易分离的 2对异构体化合物
:

异佛来心贰 ( i so vi ol a nt h in )和佛来心贰 ( vi -

o l a n t h i n
)

,

异夏佛托贰 ( i s o s e h a f t o s i d e ) 和夏佛托贰 (
s e h a f t o s i d e

)
,

该研究成果从

一个侧面为评价 6种甘草属植物提供了有关质量方面的数据〔 19 〕
。

以 乙睛一 3 % 乙酸为流动相
,

柱温 28 一 30 ℃
,

在 3 1 0n m和 3 6 5 n m 2个不同检测波长处
,

可分别测得 5种黄酮类化合物和 4 种

香豆精化合物〔 “ ” 〕
。

还用H P L C法测定了益胃素中甘草查尔酮〔 21 〕
。

也有用离子对色 谱 法 和

离子抑制色谱法测定甘草酸含量〔 “ 2
,

23 〕 ,

笔者以这 2种方法测定了蕾香正气水
、

蕾香正 气 丸

中甘草酸含量
,

并进行 了比较
,

认为离子对色谱法的分离度优于离子抑制色谱法〔 “ 4 〕
。

3 其它方法

3
.

1 比色法
:

大孔吸附树脂是一种不含交换基因
,

有大孔结构的有机共聚体
,

利用 吸 附 树

.

A d d r e s s : X u Z i s h u o ,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h e 五 y a n g K e

d a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F a e t o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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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富集纯化甘草酸
,

然后用香草醛一硫酸比色法测定甘草酸含量〔 “ “ 〕
。

在 5 5 0n m和 5 6 0 n m 波长

处用比色法可分刘测定甘草贰和甘草贰元 2t 6 〕
。

3
.

2 紫外分光光度法 ( U V )
:
聚酞胺对甘草酸具有特异吸附性

,

可将四逆汤滴丸 中甘 草

酸与其它组分分离
,

于 2 5 0n m波长处测定〔 27 〕
。

也可经纸层析或薄层层析后
,

取下斑 点
,

再

用 U v 法测定 胃速康散和王痹冲剂〔 28
,
2 9〕

。

3
.

3 气相色谱洪 ( G C )
:
在甘草中存在着甘草次酸的立体异构体

,
1 s a 一甘草 次 酸 ( 1 s a -

母汤份

G A ) 和 18日一甘草次酸 ( 2 8日
一 G A )

,
1 s a -

G A 的抗炎作用比 18日一 G A 强
,

所以 18 a 一 G

A 含量的多少是评价甘草质量的指标之一
,

以脱氢胆酸为内标的 G C法可分离测定 18 a -

G A和 15日一 G A的含量 t 3 o〕
。

子
.

4 交流示波极谱法
: 以过量的四苯硼钠

与甘草酸按产生沉淀
,

硫酸亚铭 ( T l
:
5 0 `

)

回滴至示波谱图上四苯硼钠切口消失为终点

见图
,

同时作空白试验
,

测定甘草酸 〔 31 〕。

随着分析手段的不断提高
,

甘草及其制剂中

\
`

/户去
、

图 滴定过程中图谱的变化情况
a 一

滴定前 -b 接近终点时

c 一

终点 d
一

终点后
1

、
2
一

四苯硼钠切 口 3
一

四苯硼钠切 口消失
4
一

T l
+

切 口

上述分析方法中
,

色谱技术占有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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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科技函授部中医函授大专班面向全国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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