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无显著性, 且两两交互作用影响差异也不显著。

21214　配伍规律: 麻黄汤各组方配伍, 对佐药苦杏

仁的主要效应成分苦杏仁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从表 2 可以看出: 当麻黄与苦杏仁配伍时, 麻黄

可增加汤剂中苦杏仁苷的含量, 但影响不显著, 相应

苦杏仁亦增加麻黄碱的含量[1 ] , 提示麻黄与苦杏仁

的配伍可增强药效, 佐药苦杏仁与君药麻黄配伍是

合理的, 与中医组方理论的相须、相使配伍一致; 当

甘草与苦杏仁配伍时, 甘草可降低汤剂中苦杏仁苷

的含量, 但影响差异不显著, 提示甘草可通过降低苦

杏仁苷的含量而降低苦杏仁的毒性, 从而起到调和

药性, 降低毒性的作用; 而桂枝与苦杏仁配伍, 对苦

杏仁苷几乎没有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麻黄、桂

枝、甘草对麻黄汤中苦杏仁苷含量影响差异没有显

著性, 且两两交互作用不显著。

21215　关于新物质: 在本实验条件下, 各组合配伍

没有发现新物质色谱峰。

3　讨论

311　测定方法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

年版一部采用滴定方法间接测定苦杏仁中苦杏仁苷

含量, 操作烦琐, 灵敏度低。针对中药复方汤剂中成

分复杂的情况, 本实验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有

效地分离了复方中的各成分, 复方中其他成分对苦

杏仁苷测定无干扰, 该法简便、准确、灵敏, 可作为苦

杏仁药材及其制剂的质量监控方法。

312　流动相选择: 曾以不同比例的甲醇2水、乙腈2
水、甲醇2乙腈2水作为流动相, 结果发现流动相中加

入乙腈峰形变差, 而甲醇2水体系中苦杏仁苷的峰形

好, 故选择甲醇2水为流动相。

313　柱温选择: 曾将柱温设置为 25 ℃, 30 ℃, 35

℃, 发现柱温在 25 ℃时, 缺苦杏仁阴性对照溶液干

扰严重, 提高柱温, 可改变苦杏仁苷和干扰成分的选

择性, 当柱温为 35 ℃, 苦杏仁苷和干扰成分可达到

基线分离, 复方中其他成分对苦杏仁苷测定无干扰。

314　药材与取样: 针对中药材粗细大小不一、组份

在药材中含量不均的情况, 本实验除了对药材进行

剪切、捣碎等必要的处理, 鉴于单付处方剂量小, 引

入误差大, 还采用了每次煎煮 3 付药, 增加了取样

量, 降低了药材不匀的误差, 使取样更具代表性, 水

煎液制备的平行性更高, 使测定结果更准确地反映

出配伍因素引起的化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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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黄芪中多糖成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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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阿克苏黄芪中多糖的组份及含量。方法　利用纸色谱分析了多糖组份并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了多糖含量。结果　阿克苏黄芪多糖的组成为葡萄糖, 生药中多糖含量为 2110%。结论　阿克苏黄芪中所含多糖为
葡聚糖。同时测得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51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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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苏黄芪A strag a lus aksuensis Bunge 为豆

科紫云英属植物, 产于我国新疆境内的阿克苏地区,

取其根入药[1 ] , 具有补气固表、托疮生肌等功能。以

往的研究发现它具有一定的抗病毒及增强免疫力作

用[2, 3 ]。本实验研究了其中多糖成分, 测定了阿克苏

黄芪中多糖的含量、相对分子质量, 为阿克苏黄芪的

药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UV —200 紫外分光光度计, UV —1 型三用紫

外分析仪,UV 2501 (PC)。

DN S 溶液 (称取 666 m g 重结晶的 3, 52二硝基

水杨酸溶解于 200 mL 1 mo löL 氢氧化钾溶液) , 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葡萄糖、鼠李糖、岩藻糖、半乳

糖、甘露糖、木糖、阿拉伯糖对照品由华中科技大学

药物研究所提供。阿克苏黄芪采自新疆阿克苏, 经新

疆药物研究所张彦福研究员鉴定系阿克苏黄芪A 1
aksuensis Bunge。 蒙 古 黄 芪 A 1 m em branaceus

(F isch. ) Bge. var. m ong olicus (Bge. ) H siao 由大

同市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提供。

2　多糖的提取分离及纯化

　　取粉碎后的阿克苏黄芪粗粉 10 g, 依次用石油

醚、乙醚脱脂, 晾干, 加水浸泡过夜, 100 ℃水浴, 提

取 3 次 (3×100 mL ) , 合并滤液, 浓缩至药材与药液

质量体积比为 1∶2, 离心, 上清液加 5 倍体积乙醇,

冰箱内静置 24 h, 离心, 沉淀用少量水溶解, 用 Se2
vag 试剂去除游离蛋白, 溶液加 5 倍体积乙醇, 静置

过夜, 滤过, 沉淀用少量水溶解, 经 Sephadex G2200

凝胶柱色谱分离, 检测为单一峰, 收集样品, 真空干

燥, 得一黄白色多糖。

3　多糖鉴定

311　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称取 01100 3 g 多糖放

入试管, 加DN S 溶液 15 mL , 在 65 ℃恒温水浴中保

温 1 h, 并不断搅拌使溶解。冷却至室温后, 将反应

液定量移入 50 mL 量瓶, 用蒸馏水加至刻度, 同时

以DN S 液为空白, 以乳糖为参比物, 于 490 nm 处

测定吸光度[2 ] , 由公式相对分子质量= 多糖质量ö单
位吸光度对应质量计算得其相对分子质量约为

517×104。

312　组成分析: 称取 10 m g 多糖, 溶于 2 mL 110

mo löL 硫酸溶液, 封管, 100 ℃水解 6 h, 切开封管,

用碳酸钡中和, 滤过, 滤液浓缩后供点样用。所得供

试品溶液与葡萄糖、鼠李糖、岩藻糖、半乳糖、甘露

糖、木糖、阿拉伯糖对照品溶液同时进行纸色谱分

离, 展开剂分别为正丁醇2醋酸2水 (4∶1∶5) 和异丙

醇2浓氨水2水 (6∶415∶015) , 以苯胺2邻苯二甲酸

为显色剂。由纸色谱图可看出样品为单一的葡萄糖。

4　多糖含量测定

411　苯酚溶液的制备: 取苯酚 100 g, 加铝片 011 g

和碳酸氢钠 0105 g, 蒸馏, 收集 182 ℃馏份。称取此

馏份 5 g, 加 95 mL 蒸馏水, 置棕色瓶中, 得 5% 苯酚

试液。

412　测定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一定量多糖样品置

小烧杯中, 加水溶解, 定量转移至 100 mL 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混匀。吸取该样品 2 mL 于具塞试管

中, 加 5% 苯酚试液 1 mL , 摇匀, 迅速加 5 mL 浓

H 2SO 4, 振摇后, 置沸水浴加热 15 m in, 取出置冷水

中冷却, 以苯酚2硫酸溶液为空白, 于UV 2501 (PC)

上 400～ 800 nm 扫描, 结果选择测定波长 488 nm。

413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称定 105 ℃干燥至恒重

的葡萄糖 25 m g 于小烧杯中, 加水溶解并定量移至

100 mL 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混匀, 得 0125 m gömL

的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该溶液 110, 210, 310,

410, 510, 610 mL 于 50 mL 量瓶中, 加蒸馏水至刻

度, 得到一系列浓度的对照品溶液。分别吸取上述对

照品溶液各 2 mL 于具塞试管中, 加 5% 苯酚试液 1

mL , 摇匀, 迅速加浓硫酸 5 mL , 振摇后, 放置于沸水

浴中加热 15 m in, 取出置冷水中冷却。以苯酚2硫酸

溶液为空白, 于 488 nm 处测吸光度, 经回归得线性

方程A = 01006 344 2C - 01001 302 3, r= 01998 8,

线性范围 1125～ 715 ΛgömL。

414　换算因素的测定[4 ]: 精密称取多糖 5 m g 于 10

mL 量瓶中, 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精密吸取该溶

液 2 mL 置 50 mL 量瓶中, 按标准曲线项下自“吸取

溶液 2 mL 于具塞试管中”起测定吸光度, 按下式计

算换算因素, 测得换算因素 f = 11089。
　　f = m öC

　　m 为多糖质量 (Λg) , C 为多糖溶液中葡萄糖的量 (Λg)

415　样品中多糖的含量测定: 精密量取 20 mL 样

品定量转移至 100 mL 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 混

匀, 得供试品溶液。吸取该溶液 210 mL 于 100 mL

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吸取该溶液 2 mL 于具塞试管

中, 按标准曲线项下方法操作, 以苯酚2硫酸溶液为

空白, 在 490 nm 处进行测定, 按下式计算多糖含

量, 结果见表 1。同法测定了蒙古黄芪中多糖, 含量

为 4101% (n= 3)。
　　多糖含量= f C ödm ×100%

　　f 为换算因素, C 为供试品溶液中葡萄糖含量, m 为供

试品质量, d 为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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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阿克苏黄芪中黄芪多糖含量测定结果 (n= 3)

Table 1　Con ten t of polysacchar ide in A. aksuens is (n= 3)

样　品 多糖含量ö%

1 2. 29

2 2. 27

3 2. 31

4 2. 26

5 2. 27

5　讨论

511　本实验采用端基法来测定样品中所含可测端

基数, 由质量计算出样品的相对分子质量。

512　本实验中所提取的阿克苏黄芪多糖, 经检定为

葡聚糖, 含量仅 2128% (n= 3) , 显著低于蒙古黄芪

中多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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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萜类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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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建立茯苓三萜化合物的指纹图谱。方法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结果　道地药材茯苓及不同地区收
集的市场商品具有相当稳定的、相似程度很高的指纹图谱。结论　可利用液相色谱的特征峰控制茯苓及其制剂的
质量。
关键词: 茯苓; 高效液相色谱; 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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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f ingerpr in t of terpeno id in P or ia cocos b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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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苓为多孔菌科植物茯苓 P oria cocos (Schw. )

W o lf 的干燥菌核, 具有渗湿利尿、和胃健脾、宁心安

神、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功效。其主要化学成分为多

糖、三萜、脂肪酸、甾醇、酶等。中外学者对茯苓的化

学成分及生物活性进行研究, 发现其所含的大量三

萜类物质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拮抗醛固酮, 诱导

分化白血病细胞系HL 260 等很好的药理活性[1～ 4 ]。

建立茯苓三萜类的分析测定体系对于茯苓药材内在

质量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但鉴定单一的化学成分

不能代表其特有的功效, 也不能全面地反映其内在

质量。研究表明, 其甲醇提取物具有很好的药理活

性。本实验着重对不同产地茯苓的甲醇提取物进行

了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的比较研究, 以探求其呈现的

特征峰群, 为茯苓中药材的鉴定和质量控制提供科

学依据。

1　材料与仪器

茯苓药材为安徽、湖北、河南、四川、浙江等市场

商品, 共 9 个样品, 经鉴定均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 cocos (Schw. ) W o lf 的干燥菌核。

W ater 1100 型液相色谱仪, DAD 检测器, 数据

处理工作站。

2　方法

21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T SKgel OD S—80 C18 (150

mm ×4 mm , 415 Λm ) ; 流动相: 甲醇水溶液进行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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