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 ,置烧杯中 ,加适量蒸馏水煎煮 3次 ( 60, 40, 30

min) ,合并煎煮液 ,于水浴上蒸发至稠膏状物。取各

稠膏适量 ,用 70%乙醇作溶剂 ,超声处理 40 min,滤

过 ,取滤液做供试液。 吸取上述各供试液适量 ( 3

μL)点于同一硅胶 G预制板上 ,用 1. 2. 3项展开剂

展开 ,显色。结果发现 ,群药及有丹参的供试液中 ,均

末检出氧化苦参碱 ,其余各组有氧化苦参碱斑点 ,但

其色斑明显小于苦参碱。 (图 1)

称取山豆根、丹参及群药粉末适量 ,分别加 20

倍量蒸馏水 ,不经煎煮 ,直接用超声波提取 40 min,

同上法处理并进行薄层色谱鉴别。结果均检出氧化

苦参碱。 (图 2)

煎煮:　　 　　　　　　　超声提取:

1-山+ 丹　 2-山+ 木 1-山+ 丹　 2-苦参

碱

3-山+ 黄　 4-苦参碱 3-氧化苦参碱

5-群药　 6-氧化苦参碱 4-群药

图 1　山豆根配伍薄层图

2　讨论

2. 1　薄层扫描含量测定部分 ,经过方法学考察 ,符

合定量要求。 苦参碱的标准曲线未通过原点 , Y=

9 802X+ 542, r= 0. 995,线性范围 0. 48～ 2. 40μg ,

加样回收率 96. 44% (n= 5) , RSD为 2. 68% 。氧化

苦参碱标准曲线未通过原点 ,Y= 10 746 X+ 4 328,

r = 0. 996线性范围 0. 56～ 2. 8μg ,加样回收率

95. 81% (n= 5) , RSD为 2. 93%。

2. 2　通过以上实验研究发现 ,山豆根饮片水煎煮的

提取物中 ,氧化苦参碱含量低于用甲醇提取者 ,苦参

碱含量则高于甲醇提取者。其原因是山豆根中酚性

成分 (如黄酮类 )在水中溶解度较大 ,所以在水煎煮

液中氧化苦参碱能较多地转变为苦参碱。山豆根、丹

参 ,群药加水不煎煮直接超声处理 ,能检出氧化苦参

碱 ,说明氧化苦参碱与还原性物质 (如原儿茶醛、酸

性成分、双键 )在溶液中相互作用时必须要有加热条

件提供能量。

2. 3　氧化苦参碱结构中具有 N→ O配位健 ,当与

醛基、羟基 (醇 OH、酚 OH)、双键类化合物共水煎提

取时 ,会被还原为苦参碱。而上述的醛基 ,羟基、双键

是中药化学成分中普遍存在的基团 ,因此 ,可以预测

复方中苦参碱的含量都会因共存成分及制剂工艺的

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2. 4　建议在含量测定中考察有效成分提取率时 ,首先

测定制剂中苦参碱的含量 ,然后分别测定山豆根药材

中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含量 ,并折合成苦参碱的量。

2. 5　要认真探讨复方的化学成分及其变化 ,深入研究

复方独特疗效的物质基础 ,为合理用药 ,药物剂型的研

究及新药设计、其内在质量评价等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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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益脑片中补骨脂、川芎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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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骨益脑片由鹿茸、红参、川芎、补骨脂等 16味

药材加工制成。 《中国药典》对其中的主要药材进行

了定性鉴别 ,但未对补骨脂、川芎二味药进行质量控

制。 按药品的质量标准的技术要求 ,对本品的川芎、

补骨脂进行了薄层鉴别。

1　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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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品: 补骨脂素、川芎对照药材均为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补肾益脑片为牡丹江回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薄层层析用硅胶为青岛海洋

化工厂生产。 三用紫外分析仪 ,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对照品液制备: 用无水乙醇配制成 1 mg /mL

的补骨脂素溶液。

川芎对照药材液:取川芎对照药材 0. 3 g,加醋

酸乙酯 20 mL,超声提取 15 min,过滤 ,滤液蒸干 ,

残渣加无水乙醇 1 mL溶解 ,做为对照药材溶液。

2. 2　供试品液制备:取本品 10片研细 ,加醋酸乙酯

20 m L超声提取 15 min,过滤 ,滤液蒸干 ,残渣加无

水乙醇 1 mL溶解 ,做为供试品溶液。

2. 3　补骨脂、川芎的 TLC检识: 取供试品溶液、补

骨脂素对照品溶液及川芎对照药材溶液各 5μL,分

别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胶 G

1-补骨素对照　 2-补

肾益脑片　 3-川芎对

照药材

图 1　样品 TLC图

薄层板上 ,以正己烷 -醋酸乙酯 ( 8

∶ 2)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

干 ,置紫外光灯 ( 365 nm )下检

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补

骨脂素色谱及对照药材川芎色

谱相应的位置上 ,分别显相同颜

色的荧光斑点。 结果如图 1。

3　讨论

3. 1　川芎、补骨脂二味药《中国

药典》中均有 TLC鉴别但提取

方法、展开系统均有不同 ,本文

采用醋酸乙酯超声提取 ,用正己

烷-醋酸乙酯 ( 8∶ 2)为展开剂 ,用羧甲基纤维素钠为

粘合剂的硅胶 G板 ,将二味药同时检出 ,结果明显 ,

方法简便 ,可作为补肾益脑片中二味药的质量控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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