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蒋ChineseTraditional andHerbal Drugs第37卷第3期2006年3月

nm)，得到綮外光谱中的特征峰k，一292 rlull。

2．4标准曲线的绘制：分别准确量取0、2、4、6、8、

10 mL对照品溶液于50 m【。量瓶中，以95％乙醇补

充至10 mL，补加0．2％NaOH溶液至刻度，置50

C水浴中反应30 min，流水冷却至室温。x=292 nm

处测吸光度值，得到青蒿素的质量浓度对吸光度值

的直线回归方程为：Y一0．842 7 x+0．001 6，r一

0．999 8(”一5)，青蒿素在0～0．02 mg／mL与吸光

度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2．5精密度试验：取一定浓度标准溶液连续测定其

292 nm处吸光度值5次，其RSD=0．35％，表明仪

器精密度良好。

2．6稳定性试验：取样品测定项下的溶液，在292

nm波长处依前法测定，经0．5、1、2、3 h测定，对照

品及供试品的吸光度值RSD分别为1．10％和

0．96％，表明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在3 h内稳定。

2．7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同批样品5份，按测定

方法进行测定，平均质量分数为5．084％，RSD为

1．8％，表明重现性良好。

2．8 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已知量的样品1．031 0

g，准确加入青蒿素对照品7．1 mg，依前述提取方法

提取并测定样品吸光度值，得到青蒿素回收率

0．986 9％，RSD一1．34％(n=5)。

2．9样品测定：取5批待测样品，分别依上述方法

处理，得到天津地区黄花蒿中青蒿素平均质量分数

为5．037 7 mg／g。

3讨论

3．1验证青蒿素测定方法，结果表明用紫外分光光

度法测定青蒿素，方法简便，易操作，但NaOH溶液

的质量浓度应控制在(o．2土0．02)％，否则292 D．m

处的吸光度值降低，测定结果不准确。

3．2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得天津地区黄花蒿中

青蒿素平均质量分数5．037 7 mg／g，由此可认定天

津地区的黄花蒿资源具有开发利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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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旋覆花中总黄酮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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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科大学新药开发研究室．河北石家庄050017)

欧亚旋覆花为菊科植物欧亚旋覆花^“如bri-

tannica L．的干燥头状花序，是一种传统的中草药，

具有降气、消痰、行水、止咳的功效，收载于《中国药

典》2005年版口]，但无定量测定项。目前报道的欧亚

旋覆花的化学成分主要有黄酮类口’3]、倍半萜内酯和

萜类化合物n]，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生物活性较强

的化合物，据报道欧亚旋覆花的抗氧化活性与其含

有的黄酮有关[5]。但有关欧亚旋覆花总黄酮的量测

定未见报道。本实验对欧亚旋覆花总黄酮迸行了测

定，旨在为欧亚旋覆花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也可用

于欧亚旋覆花的质量控制。

1仪器与试药

Tu一1901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

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电热恒温水浴锅(北

京市长风仪器仪表公司)；BS210S电子天平(北京赛

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芦丁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所提供(批号0080—9504)，其他试剂均为

分析纯。

欧亚旋覆花采购于山西运城、河北安国、江苏、河

南、甘肃、内蒙、新疆等地，经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生

药教研室聂凤提教授鉴定为菊科植物欧亚旋覆花。

2方法与结果

2．1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120、C减压干燥至恒重

的芦丁对照品约10 mg，精密称定，置50 mL量瓶

中，加95％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25 mL，置50 mL量瓶中，加95％乙醇至刻度+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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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即得(含芦丁0．103 mg／mL)。

2．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欧亚旋覆花25 g，粉碎

成细粉。取细粉约0．25 g，精密称定，置100 mL圆

底烧瓶中，加蒸馏水50 mL，回流2 h，滤过，用蒸馏

水洗涤并定容至100 mL量瓶中，摇匀，作为供试品

溶液。

2．3测定波长的选择：分别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

溶液各2 mL，按2．4项下依法操作，在分光光度计

上于400～800 nm扫描，结果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

溶液在510 rim处均有最大吸收，且试剂空白和不

加显色剂的样品溶液在510 nm处均无吸收，故确

定510 nm为检测波长。

2．4 线性关系考察：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0．0、

1．0、2．0、3．0、4．0、5．0 mL，置10 mL量瓶中，分别

加水至5 mL，各精密加5％NaN02溶液0．3 mL，

摇匀，放置6 min；加10％A1(NO。)。溶液0．3 mI。，

摇匀，放置6min；加10％NaOH溶液4．0mL，再加

水至刻度，摇匀，放置15 min。按分光光度法(《中国

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以对照品溶液中0．0

mL的溶液做空白，在51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以溶液质量浓度为横坐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

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Y一12．184 5 X一

0．000 3，r一0．999 9，芦丁在10．3～51．5 pg／mL线

性关系良好。

2．5精密度试验：取一定质量浓度的供试品溶液，

按2．4项显色，连续测定5次，其吸光度的RSD为

0．4％，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稳定性试验：取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按

2．4项显色，于室温分别放置0、15、30、45、60 min，

测定对照品及供试品溶液吸光度，其RSD分别为

0．8％、1．0％。表明对照品及供试品溶液在1 h内

稳定。

2．7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同批样品5份。按2．2

项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9方法测定。供试品的平均

质量分数为8．70％，RSD=1．5％。

2．8回收率试验：精密称取已知量的欧亚旋覆花6

份，分别精密加芦丁对照品适量，按2．9项下方法测

定，平均回收率为99．1％，RSD一1．5％。

2．9样品的测定：照2．2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供试品溶液2mL，置10mL量瓶中，按2．4自“加水

至5 mL”起依法操作，以芦丁为对照品溶液，在51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A。，另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2

mL，置10 mL量瓶中，加蒸馏水至刻度，摇匀，测定

吸光度A：，两次吸光度的差值即为供试品中总黄酮

的吸光度。样品中总黄酮测定结果见表1。

裹1样品总黄酮测定结果抽一5)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in samples(n一5)

3讨论

3．1文献未见有关欧亚旋覆花总黄酮测定的报道，

本试验以芦丁为对照品，建立了比色法测定欧亚旋

覆花总黄酮量的方法，为欧亚旋覆花质量控制提供

依据。

3．2比较了超声提取、回流提取和索氏提取3种不

同的提取方法，结果表明：回流提取的方法最好，提

取量高，耗时不太长；超声提取法虽然简单省时，但

提取率较低，提取不完全；索氏提取法与回流法提取

器提取量相近，提取比较完全，但时间太长，因此选

定回流法提取。

3．3 比较了回流提取的时间，分别回流1、2、3 h，结

果表明回流3 h提取最高，但回流2 h和回流3 h差

别不大，综合考虑最后选择回流2 h作为提取条件。

3．4分别以95％乙醇、60％乙醇、30％乙醇和水为

提取溶剂比较提取效果，结果表明以水为溶剂比醇

为溶剂提取效果较佳，提取完全，可能旋覆花中所含

的某些黄酮成分为黄酮苷，在水中溶解度较大。

3．5 中草药中的总黄酮成分几乎都带有一个以上

羟基，对光和空气中的氧很敏感，稀释液室温久置后

(1 h以上)吸光度下降，因此，供试品液应避光并及

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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