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0
.

s h
,

氯仿
一

乙酸乙酷
一

甲醇
一

甲酸 (5

2
: 1 )展开

,

点样 3 拌L 一 5 拜L
,

展开 1 2 Cn l ~

15 c m 取出
,

晾干
,

日光下观察
,

结果见图 1
。

口 O

a b e

A
一

金银花 B
一

黄琴
a 一

水提醇沉

b
一

氯原酸
c 一

超滤液 d
一

黄芬昔

图 1 薄层层析图

3 结果及讨论

艾可冲剂方经超滤 后
,

氯原酸的平均 回

收率为 71
.

8 %
,

而醇沉为 5 9
.

2 %
。

超滤后黄

芬 昔的平 均 回收 率 为 70
.

1 %
,

而 醇 沉 为

54
.

9 %
,

从薄层结果看
,

超滤与醇沉斑点无明

显差异
。

可见超滤法较水提醇沉法能有效地

保留有效成分
。

根据以前的实验结果
〔5 〕,

采用 1
.

25 倍体

积超滤以确保完全
。

但超滤后处方金银花中

氯原酸的回收率低于单味药金银花中氯原酸

的回收率
。

因中药成分很复杂
,

颗粒及粘液等

易堵塞膜孔
,

可以采用冷藏
、

离心
、

纸浆过滤

等方法处理药液再超滤
;
在超滤过程中采用

短时反冲可以减少药液在膜上沉积
;
超滤结

束
,

用热水清洗超滤器可达到 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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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叶菊总黄酮含量测定

内蒙古医学院 (呼和浩特 。1 0 0 5 9 ) 乔俊缠
丧

陈 理 刘 涛 管艳艳
‘ ’

摘 要 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线叶菊地上部分及根部的总黄酮含量
,

结果显示地上部分的含量

明显高于根部
。

关键词 线叶菊 分光光度法 总黄酮 含量测定

线叶菊 F il
ifo

li:‘m s ib ir ic u m (I
才 ·

) K i
-

ta m
. ,

又名兔子毛
、

兔毛篙
、

西伯利亚艾菊
、

消疗草等
,

是菊科线叶菊属 植物
,

全草入药
,

可治疗传染病高热
、

疗疮痈肿
、

血疲刺痛等

症
〔‘

,
2〕 。

研究证明该药对金葡萄
、

大肠和痢疾

杆菌均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

并有镇静作用及

其它生理活性
〔3

,
4〕。

据报道
〔5 〕,

线叶菊的抗菌

有效成分为兔毛篙素
、

北美圣草素
、

万寿菊黄

素 3
,

6
一

二 甲醚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

为了给

该药材的进一步研究和合理利用提供基础资

料
,

我们利用分光光度法对线叶菊地上部分

和根部的总黄酮含量进行了测定
。

1 仪器及实验材料

仪器
:
u v

一

1 2 0
一

0 2 型分光光度计
。

A d d r e s s :

Q ia o Ju n e h a n ,

In n e

乔俊缠 男
,

1 9 8 3 年毕业于内
Ia M e d ie a l C o lle g e ,

H u h e h a o t e

生物学系
,

学士学位
。

现任内蒙古医学院药学系中草药教研室讲师
。

多年来一直
从事医药学教育事业

,

并致力于中草药鉴定和药用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参加了《内蒙古植物药志》和《中
成药药理及临床 》的编写工作

,

发表学术论文 10 多篇
,

其许多研究成果和项 目具有系统性
、

实用性
,

受到了药学界的好评和
重视

。

“ 本院 1 9 9 7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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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叶菊采 自内蒙古大青山区
;
对照品芦

丁 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
实验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黄酮的定性检识反应
:

在进行含量测定

之前
,

对线叶菊根和地上部分分别进行了黄

酮 预 示 鉴别
,

结果 H C I
一

M g 反 应
、

A ICI
。

反

应
、

P b (A C )
:

反应均为阳性
。

显示线叶菊根

和地上部分均含有黄酮类化合物
。

2
.

2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

以 60 %乙醇为

溶剂
,

N aN O
: 、

A I(N O
3
)

3 、

N a OH 为显色剂
,

分别作线叶菊地上部分和根以及标准品芦丁

的吸收曲线
,

三者均 在 50 0 n m 处有一强吸

收
,

故选择 50 0 n m 为测定波长
。

2
.

3 标准曲线的制备
:

精密称取在 12 0 ℃减

压干燥至恒重的芦丁标准品 19
.

6 m g 置 1 00

m L 容量瓶中
,

加 60 % 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
,

摇匀
。

吸取上述溶液 0
.

0
、

1
.

0
、

2
.

0
、

3
.

0
、

4
.

0
、

5
.

0
、

6
.

0
、

7
.

0
、

8
.

0 m L 分别置于 2 5 m L

容量瓶中
,

各加入 5 %的 N a N O
Z

溶液 1 m L

摇 匀
,

放置 6 m in
,

加 1 0 %A I(N O
3
)
。

溶液 1

m L
,

摇匀
,

放置 6 m in
,

加 4 % N a OH 溶液 1 0

m L ,

然后 用 60 % 乙醇稀释至刻度
,

摇匀
,

放

置 1 5 m in
。

以 。号作空白
,

分别在 5 0 0 n m 处

测定吸收度
,

绘制标准曲线
,

得 回归方程 C -

2
·

1 6 4 7A 一 o
·

0 1 2 0 2
, r = 0

.

9 9 9 8
。

表明芦丁含

量在 0
.

0 0 7 8 4 m g / m L 一 0
.

0 6 2 7 2 m g / m L 之

间与吸收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2
.

4 样品含量测定
:

取线叶菊地上部分和根

的粗粉 (4 0 目)各约 1 9 于 6 o C干燥 6 h
,

精

密称定
,

分别用 40 m L 70 % 乙醇浸泡 12 h
,

加热回流 3 次
,

每次 Z h
,

抽滤
,

合并滤液
,

并

用少量 70 % 乙醇洗涤容器
,

洗液并入滤液

中
,

在水浴上减压蒸馏
,

除去醇液
。

提取液用

石油醚脱脂 3 次
,

水液浓缩至浆状液
,

用适量

6 0 % 乙醇溶解
,

过滤至 1 00 m L 容量瓶中
,

洗

涤
,

合并滤液与洗液
,

用 60 %乙醇定容至刻

度
,

摇匀
。

取地上部分的样品液 4 m L 置于 25

m L 容量瓶 中
,

用 60 % 乙醇稀释至刻度
,

摇

匀
。

精密量取此样液 s m L
,

根的样 品液 4

m L
,

分别置于 25 m L 容量瓶中
,

按标准 曲线

制备项下 自
“

各加入 5 %的 N a N O
Z

溶液
”

起
,

依法测定吸收度
。

结果线叶菊地上部分总黄

酮平均含量为 14
.

62 %
,

根为 2
.

05 %
。

2. 5 加样 回收率的测定
:

取线叶菊地上部分

的样 品液 4 m l
才

置于 25 m L 容量瓶中
,

用

6 0 % 乙醇稀释至刻度
,

摇匀
。

取此样液和根的

样品液各 6 份
,

每份 Z m L
,

分别置于 25 m L

容量瓶中
,

各加入标准品溶液 2 m L
,

然后 自
“

各加入 5 %的 N a N O
Z

溶液 1 m L ”

起与标准

曲线制备相 同测 定吸收度
,

求得地上部分的

平均 回收率为 98
.

85 %
,

R s D 一 1
.

26 % (n -

6 ) ;
根 的平 均 回 收 率 为 9 8

.

7 5%
,

R S D =

1
.

0 2 % (n = 6 )

3 讨论

3
.

1 实验结果表明
,

线叶菊的抗菌有效成分

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地上部分
,

根部含

量较少
,

这就给文献报道的 其根 无抑 菌作

用
〔3〕
提供了根据

。

3
.

2 传统使用线叶菊一直是根和地上部分

一起入药
〔‘〕 ,

在采挖过程中对线叶菊草原的

破坏性极大
。

为了保护植被和药物资源
,

防止

土地荒漠化
,

因此建议在 以后只使用其地上

部分而不用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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