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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考察了莲心碱及莲心碱高氯酸盐的稳定性 ;并测定了莲子心不同部位 (幼叶和胚根 ) 中莲心碱的含

量。方法　采用反相离子对 HPLC法 ,通过两种不同流动相 ,确证了莲心碱及莲心碱高氯酸盐的纯度并考察了莲心

碱及莲心碱高氯酸盐的稳定性。 采用甲醇 -水 -冰醋酸 -辛烷磺酸钠 -乙酸钠 ( 55∶ 45∶ 0. 6∶ 10 mmo l /L∶ 5

mmo l /L )为流动相 ,以莲心碱高氯酸盐为对照品测定了莲子心不同部位 (幼叶和胚根 )中莲心碱的含量。 结果　

莲心碱在各种条件下均不稳定 ,对光照尤其敏感。而莲心碱高氯酸盐除对光照稍显不稳定外 ,在其他各种条件下均

较稳定。莲子心幼叶中莲心碱的含量约为胚根中莲心碱的含量的 4～ 5倍。结论　在含量测定时应采用莲心碱高氯

酸盐作对照品 ;莲子心幼叶中莲心碱的含量显著高于胚根中莲心碱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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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心碱为白色无定形粉末 ,是中药材莲子心中

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莲心碱高氯酸盐为白色针状结

晶 ,是莲心碱与高氯酸相结合生成的季胺盐衍生物。

早在 60年代赵志远等就从莲子心中分离出莲心

碱 ,其后并得到了其衍生物莲心碱高氯酸盐 ,但两者

的稳定性至今未见报道。为提高中药材莲子心的质

量标准 ,需要测定其中有效成分的含量 ,而获得高纯

度稳定性好的对照品是进行含量测定的必要条件之

一。为此本文在对提取分离获得的莲心碱和莲心碱

高氯酸盐通过四大光谱进行结构确证的基础上 [1 ] ,

采用 RP-HPLC法进行了纯度检查和初步稳定性试

验的考察。此外市售莲子心时 ,有时将幼叶和胚根分

开出售 ,且价格相差较大 ,幼叶的价格高于胚根 ,是

否与其中有效成分含量的高低有关 ,我们采用莲心

碱高氯酸盐做对照品测定了莲子心不同部位主要共

有的有效成分莲心碱的含量。

1　仪器及试剂

1. 1　仪器: Waters高效液相色谱仪 , Waters 2487

紫外可见检测器 , CR-6A积分仪。

1. 2　试剂: 甲醇 (河北廊房兴科化工有限公司 ,优

级纯 ) ,乙腈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色谱

纯 ) ,水为双蒸水 ,其余均为分析纯。

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日本 TO SOH TSK-GEL-ODS-80TM

( 10μm, 4. 6 mm× 250 mm) ;流动相: ( 1) 甲醇 -水-

冰醋酸 -辛烷磺酸钠 -乙酸钠 ( 55∶ 45∶ 0. 6∶ 10

mmol /L∶ 5 mmo l /L) , ( 2)乙腈 -水 -十二烷基磺酸

钠-冰醋酸 ( 55∶ 45∶ 15 mmo l /L∶ 1) ;柱温: 40℃ ;

流速: 1 mL /min;检测波长: 282 nm。

3　实验方法与结果

3. 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 1)精密称取莲心碱对照

品适量 ,加流动相制成 0. 075 mg /mL莲心碱的溶

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 2)精密称取莲心碱高氯酸盐

对照品适量 ,加流动相制成 1. 0 mg /mL莲心碱高

氯酸盐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每 1 mg莲心碱高

氯酸盐相当于 0. 736 5 mg莲心碱 )。

3. 2　纯度测定方法及结果:分别采用流动相 ( 1)

及 ( 2) ,将对照品溶液 ( 1)及 ( 2)各 20μL注入液

相色谱中 ,均获得单一 ,满量程 3倍量的平头峰 ,采

用面积归一化法 ,测定结果: 莲心碱的纯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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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64% ,莲心碱高氯酸盐的纯度为 99. 81%。

3. 3　初步稳定性试验的考察:将上述纯度的莲心碱

和莲心碱高氯酸盐分别置于下列环境中: A. 光照 ,

B. 相对湿度 75% , C. 相对湿度 90% , D. 温度 40

℃ ,分别放置 5 d, 10 d。 取出后 ,按上述对照品溶液

的制备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采用乙腈 -水-十二烷

基磺酸钠 -冰醋酸 ( 55∶ 45∶ 15 mmo l /L∶ 1)为流

动相 ,取供试品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中 ,采用面

积归一化法 ,测定纯度结果 ,如表 1。

3. 4　莲子心不同部位莲心碱含量测定:分别取 7个

产地的样品 ,按拟定的方法 [2 ]采用甲醇-水-冰醋酸-辛

烷磺酸钠-乙酸钠 ( 55∶ 45∶ 0. 6∶ 10 mmol /L∶ 5

mmol /L )为流相 ,以莲心碱高氯酸盐做对照品测定

了莲子心不同部位 (幼叶和胚根 )主要共有的有效成

分为莲心碱含量。结果如表 2。

4　讨论
表 1　稳定性考察结果

名　称 初始值 光照 相对湿度 75% 相对温度 90% 温度 40℃ 避光室温放置 1年

5 d 10 d 5 d 10 d 5 d 10 d 5 d 10 d

莲心碱 (% ) 99. 6 77. 7 64. 5 98. 2 97. 8 98. 1 97. 9 98. 3 97. 5 90. 0

莲心碱高氯酸盐 (% ) 99. 8 98. 6 96. 8 99. 4 99. 6 99. 6 99. 7 99. 7 99. 6 99. 7

表 2　 7个产地莲子心不同部位莲心碱含量 (% )

产 地 建德 白洋淀 湖南 福建 南京 四川 自采 (白洋淀 )

幼叶 1. 55 0. 55 0. 46 1. 42 1. 59 0. 28 1. 33

胚根 0. 37 0. 12 0. 13 0. 28 0. 29 0. 06 0. 38

4. 1　从表 1试验结果不难看出纯品莲心碱在各种

条件下均不太稳定 ,对光照尤其敏感。而莲心碱高氯

酸盐除对光照稍显不稳定外 ,在其他各种条件下均

较稳定。因此在制定质量标准 ,测定莲心碱含量时 ,

从对照品的发放、运输和储存的角度出发 ,应选用莲

心碱高氯酸盐作为对照品。 从莲心碱对光不稳定特

性也得到启示 ,在莲子心晾制过程中 ,为避免有效成

分的破坏 ,应避免爆晒 ,以阴干为好。

4. 2　从表 2试验结果不难看出各地莲子心中莲心

碱的含量相差较大 ,但幼叶中莲心碱的含量约为胚

根中莲心碱的含量的 4～ 5倍是固定的 ,也初步阐明

了幼叶的价格高于胚根的原因 ,因此在实际工业化

生产中 ,可去掉胚根 ,直接采用叶部提取莲心碱 ,具

有省时 ,经济 ,节约试剂等优点 ,对工业生产有一定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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