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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提取3次、每次10倍量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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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对丹参酚酸B水溶液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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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酚酸B是唇形科植物丹参Salvia

miltiorrhiza Bunge中主要的水溶性成分，具有抗心

肌缺血、缺氧[“、改善血液流变性”1等多种药理活

性。其化学组成是二分子丹参素与一分子原紫草酸

缩合而成的四聚咖啡酸类化合物。丹参酚酸B的化

学性质很不稳定。实验中发现水溶液中的丹参酚酸

B在低质量浓度(<o．1 mg／mL)下室温过夜损失接

近30％，其分解产物为丹参索、原儿茶醛等。大多数

丹参制剂均采用丹参酚酸B的分解产物丹参素和

原儿茶醛作为主要有效成分或质量检测指标，但丹

参酚酸B分解过程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制剂质

量的均一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目前人们越来越倾

向于直接以丹参酚酸B作为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

和质量检测指标。以丹参酚酸B为主要成分的制荆

工艺研究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保持其在溶液中

稳定性的问题。常用方法有加人抗氧剂、络合剂等添

加剂和调节溶液pH等。本实验在影响丹参酚酸B水

溶液稳定性的添加剂的筛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1仪器与试剂

Agilent 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一元泵、

柱温箱、手动进样器、VWD检测器、HP—Chem

Station)，恒温水浴锅(上海跃进医药设备厂)}丹参

酚酸B对照品由山东省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现代中药室制备，经uV、IR、1H—HMR和”c—

NMR鉴定并确认结构，质量分数>98％；质量分数

在85％以上的丹参酚酸B样品由山东省天然药物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代中药室制备；甲醇(色谱纯)，

L半胱氨酸盐酸盐(生化试剂，北京化学试剂公
司)、EDTA一2Na(药用，余杭市利人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中所用水为去离

子水。

2方法与结果

2。1色谱条件：色谱柱：Discovery C1。(250 mm×

4．6 mm，5”m)；柱温：35℃；进样量：20 pL；流动

相：甲醇一水一冰醋酸(40；60；2)；检测波长：286

nm}体积流量：0．5 mL／min。理论塔板数以丹参酚

酸B计不低于4 000。

2．2标准曲线的绘制：精密称取丹参酚酸B对照

品25 mg，置25 mL棕色量瓶中，加水溶解并加至刻

度，摇匀，作为丹参酚酸B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

0．01、0．05、0．10、0．50、1．00、5．00 mL于10 mL棕

色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依次吸取丹参酚酸B

系列对照品溶液20乩，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以

丹参酚酸B的峰面积为纵坐标，质量浓度为横坐

标，计算得回归方程为y一63 260 X+444．25，r一

0．999 6，表明丹参酚酸B在0．001～1 mg／mL与峰

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2．3不同添加剂的影响：精密称取相当于100 mg

丹参酚酸B的样品，置250 mL棕色量瓶中，加水溶

解并加至刻度，摇匀。取160 mL，均分成8份，其中

7份中分别加入不同添加剂0．02 g，使其终质量浓

度为0．1％，溶解摇匀。另一份不加任何添加剂作为

空白对照。每份分装成4支5mL西林瓶中，压铝盖

密封，于80℃水浴保温，分别在o、24、48、72 h各取

1支室温放冷后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20止，
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丹参酚酸B峰面积，代入回

归方程计算其质薰浓度，与保温前的数值相比较，计

算溶液中丹参酚酸B的变化率。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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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l不同添加剂对水溶液中丹参酚奠B的影响

Table 1 Efleet of salvlanolle眦id B in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addithes

从检测结果看，所用添加剂或多或少都对溶液

中的丹参酚酸B有保护作用，酸性抗氧荆偏重亚硫

酸钠、抗坏血酸、三一半胱氨酸盐酸盐和亚硫酸氢钠

效果明显，丹参酚酸B降低程度不大于5％，其中又

以抗坏血酸为最佳，80℃水浴保温72 h后，丹参酚

酸B未见明显变化。络合剂EDTA一2Na效果稍差一

些，而碱性抗氧剂硫代硫酸钠和亚硫酸钠效果最差。

3讨论

丹参酚酸B是丹参中的量最高的酚酸类成分，

也是丹参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的主要活性成分，但由

于丹参酚酸B的化学稳定性差，所以目前的丹参制

剂多以丹参酚酸B的分解产物丹参素或原儿茶醛

作为主要有效成分或指标成分。因此弄清影响丹参

酚酸B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不但有助于探索以丹参

酚酸B为主要成分的新制荆的研制，而且对目前以

丹参素，原儿茶醛为主成分的丹参翩荆的工艺改进

和质量控制也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不同添加剂在实际应用中的用量并不尽相同，

本实验中为了便于做出定性判断，均采用0．1％的

加入量，结果显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酸性添加剂

对溶液中丹参酚酸B的保护作用明显好于碱性或

中性添加剂，这可能是加入添加剂后引起的pH环

境的改变对丹参酚酸B的稳定性也具有重要作用。

本实验采用80℃水浴保温的加速试验法考察

不同添加剂对丹参酚酸B稳定性的影响，并最长考

察了保温72 h后的丹参酚酸B变化，该时间长度基

本相当于丹参酚酸B制剂的一个生产周期。由于影

响丹参酚酸B稳定的因素有很多，目前已知除添加

剂外，尚有pH、样品浓度等，因此如何保持丹参酚酸

B在水溶液中长期稳定性，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综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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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饮片的质量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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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21)

中药材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物质，太部分中药材

需炮制后使用。目前市场上中药饮片的质量参差不

齐，直接影响人们的用药安全和中药制剂的质量，所

以中药饮片炮制工艺、质量标准规范研究势在必行。

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西洋参饮片的质量，本实验开展

了西洋参饮片炮制加工规范化及其质量标准研究。

1仪器与试药

UV一1600型紫外光谱仪，北京瑞利公司；Lc一

10ATvp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BP21ID型电

子天平，Sartorius；zF一2型三用紫外灯，上海安亭仪

器厂。人参皂苷Rb，、Re、Rf、Re、Rgt、拟人参皂苷F。。

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生物翩品检定所。硅胶G，青岛

海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试剂为色谱纯或分析

纯。西洋参饮片由吉林省西洋参集团公司提供。

2方法与结果

2．1 TLC鉴别：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同《中国药

典}2000年版一部西洋参项下方法。另取人参皂昔

Rb。、Rc、Rf、Re、Rg-、拟人参皂苷F，-对照品，加甲醇

制成2 mg／mL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吸取上述

6种溶菠备2止，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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