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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热炎宁胶囊、半枝莲药材中野黄芩苷的

测定结果(n--5)

Table 1 Scuteilarin in Reyanning Capsula

and S．baraata(n一5)

热炎宁胶囊 野黄芩苷／RSD／ 半枝莲野黄芩苷／RSD／

批号(mg·粒_1) ％ 批号(mg·91) ％

040907 1．88 0．2 01 8，33 0．2

050302 1．90 0．3 02 8．43 0．4

050401 1．91 0．4 03 8．35 0．8

乙醇、70％甲醇、70％乙醇、50％甲醇、50％乙醇、

30％甲醇、30％乙醇和水)进行了考察。由于野黄芩

苷在甲醇中的溶解性较好，结果制剂与药材中均以

70％甲醇回流30 min提取最完全。

3．2检测波长的选择：选择了野黄芩苷对照品的最

大紫外吸收波长335 nm，检测灵敏度高、专属性强。

3．3流动相系统的选择：分别用甲醇一水、甲醇一水一

冰醋酸、甲醇一水一冰醋酸一四氢呋喃、乙腈一水、乙腈一

水一冰醋酸以不同比例进行考察，结果表明乙腈一水一

冰醋酸这一流动相系统色谱峰峰形好，柱效高，可达

到理想的分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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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乳薄层色谱法鉴别甘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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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现代分析技术及中药标准化重点实验室，山东青岛266061)

甘草为重要的常用中药，素有“国老”之称，具止

咳化痰、解毒清热、缓急止痛及调和诸药等作用，俗

称“十方九草”，在临床上有大量的应用。《中国药

典92005年版收录的甘草药材有3种：乌拉尔甘草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G．inflata

Bat．和光果甘草G．glabra L．不同种类的甘草成

分有一定的区别[1]，而采用现有的药典方法并不能

区分不同种类的甘草[2]。微乳薄层色谱是近几年发

展的薄层色谱新方法[3~5]，处于方法的初创阶段。笔

者所在的课题组对微乳薄层色谱进行了系统的理论

和应用研究，本实验研究微乳薄层色谱应用于3种

甘草药材的鉴别。

1仪器与材料

GAMAG Linomat 5半自动点样仪，CAMAG

ReproStar 3薄层色谱数码成像系统；聚酰胺薄膜

(浙江台州四青生化材料厂)；Grant XBl4超声波

清洗机；滤膜(美国Millipor Corporation，孔径

0．45 um)。

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为分析纯

(Bio．Basic．Inc．)。正丁醇、甲酸、正庚烷和甲醇皆

为分析纯，国产试剂。水为超纯水。对照品甘草苷

(质量分数为96．4％)由厦门大学傅博强博士制备，

甘草查耳酮甲(质量分数为99．1％)由厦门大学王

巧娥博士制备。

甘草药材由中国亿利资源集团公司提供，由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林寿全教授鉴定品种。

2方法与结果

2．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将甘草生药适当粉碎后过

60目筛。精密称取甘草药材粉末0．4 g，加入50％甲

醇溶液40 mL，冷浸10 h后超声提取30 min，离心。

上清液挥干，加2 mL甲醇定容，过0．45|um滤膜，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和2．0 mg／mL的甘草苷对照

品溶液和2．0 mg／mL的甘草苷对照品溶液。

2．2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以甲醇为溶剂，配制2．0

mg／mL的甘草查耳酮甲对照品溶液。

2．3微乳展开剂的配制：笔者对甘草的微乳展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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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优化(具体过程和方法另文发表)，最佳微乳

组成：0．23 mol／L SDS+16％正丁醇+11％甲醇+

2．4％正庚烷。按照上面的微乳配方把一定量的SDS

溶解于适量水中，然后加入正庚烷、正丁醇和甲酸等，

搅拌混匀，定容，超声30 min即得澄清透明的微乳

液。该微乳展开剂在室温下可稳定4个月以上。

2．4薄层色谱试验条件：每个药材供试品溶液(或

对照品溶液)用CAMAG Linomat 5半自动点样仪

带状点样1．5 pL于聚酰胺薄膜上，点样后即展开，

上行方式展开，展距为95 mm。待溶剂前沿到达指

定位置后，取出薄层板，晾干。进行366 rim荧光数

码摄像，Wincats软件自动进行数据处理。

2．5不同种类甘草的微乳薄层色谱荧光图像：3个

不同种类甘草(乌拉尔甘草、胀果甘草、光果甘草)用

微乳做流动相的荧光图像(见图1)。可以看出，微乳

色谱结果斑点清晰、集中、不扩散、不拖尾，荧光明

亮。乌拉尔甘草、胀果甘草和光果甘草样品中都有绿

色的甘草苷荧光斑点，可以作为鉴别甘草的基本特

征，而甘草不同种类的微乳薄层色谱荧光图像区别

亦很明显。化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唯有胀果甘草中

含有甘草查耳酮甲[1]，这和微乳薄层色谱图像的结

果一致。

表1甘草样品来源

Table 1 Sources of Radix Glycyrrhizae

各轨道样品1～12顺序同表1样品编号，13轨道为甘草查耳酮甲

Sequence(1—12)of sample 012 track is same to sample number

in Table 1，track 13 is marker licochalcone A

圈2不同产地甘草的366 nm荧光圈像

Fig．2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Radix

Glycyrrhizae from various habitats using

microemulsion TLC fingerprint image

under UV light 366 nm

的甘草查耳酮甲；而不同产地的乌拉尔甘草亦表现

出相同的特征，即在Rf值为0．28和0．48有两个强

烈的蓝色荧光斑点。这些特征可以区别这两种甘草。

另外，不同产地的胀果甘草中甘草查尔酮甲斑点强

弱不等，表明不同产地样品的差异。乌拉尔甘草除在

图1甘草的微乳薄层色谱荧光图像
Rf值为0·28和0·48有两个共同的蓝色荧光斑点

Fig．1 MicmemuIsion TLC fluorescent image 外，不同产地的荧光图像有所不同，内蒙产乌拉尔甘

of Radix Glycyrrhiz口口 草有更多的荧光斑点，是否可根据这个特征鉴别不

2．6不同产地胀果甘草和乌拉尔甘草的鉴别：甘草 同产地的乌拉尔甘草，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试验样本

在全球有29种6变种。其中我国产17一--18种3、变 及做这些斑点的化学成分鉴别。

种。乌拉尔甘草是中药甘草的主要品种，主产于内蒙 3讨论

古、甘肃、新疆等地。胀果甘草与光果甘草主产于新 在正相微乳薄层色谱中，展开剂为极性很大的

疆和甘肃。在进行样品收集时，发现市场上流通的光 微乳水溶液。随着展开距离的增大，会出现两个“溶

果甘草很少，只在新疆库尔勒市收集到光果甘草，这 剂前沿”：第一溶剂前沿是水、盐等组成的溶剂前沿，

说明，在中国，乌拉尔甘草和胀果甘草这两个品种是 第二溶剂前沿是含表面活性剂微乳的前沿。这样，样

主流品种。笔者采用微乳薄层色谱法对不同产地的 品中的糖类、氨基酸等亲水性物质多数迁移较快，多

胀果甘草和乌拉尔甘草进行了鉴别。见表l和图2。 集中在第一溶剂前沿和第二溶剂前沿之间，而中药

从图2可以看出，不同产地的胀果甘草都表现 有效成分多在原点和第二溶剂前沿之间进行分离。

出相似的特征，即在Rf为0．3左右都有显绿色荧光 在甘草的微乳薄层色谱中，供试液的制备只需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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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溶液提取，省却了传统薄层色谱法中的不同极性

溶剂提取分离、多次萃取等繁琐“清洗”步骤，而所得

薄层图像明亮清晰，各成分分离很好。因此可大胆推

测，由于微乳溶液的组成特点，决定了微乳薄层色谱

可省略多数供试液的前处理“清洗”步骤，大大节省

实验时间和提高结果的重现性。

薄层色谱有别于其他色谱技术，除了都有固定

’相和流动相外，还存在气相。气相会对分离结果产生

显著影响。常规薄层色谱多采用几种有机溶剂组成

的混合溶剂，各种有机溶剂的挥发性不同，使得展开

过程更加复杂。在甘草微乳薄层展开过程中，进行了

单槽和双槽展开缸、未饱和与饱和30～80 min的比

较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展开室的形状和饱和情况对

甘草各成分的分离几乎没有影响。关于甘草微乳薄

层色谱展开特点的原因探究，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

微乳作为展开剂时，主要成分为水，表面活性剂形成

的微乳挥发性不大，微乳展开剂长期放置亦可保持

成分稳定。而展开过程亦因为展开剂成分的稳定，所

以展开室的形状和饱和情况对分离效果没有什么影

响。另外，也考察了温度和湿度对展开效果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30％～90％相对湿度的分离效果几

乎没有差异。这一特点和微乳展开剂大量水分组成

相联系，亦可以很容易得到鳃释。温度考察在15～30

℃进行，设置了4个温度水平：15、20、25、30℃，结

果显示温度对甘草微乳薄层影响不大。

微乳薄层色谱具有明显的荧光增强增稳效

应岛3，而色彩鲜明的荧光信息对薄层色谱具有特别

突出的意义。在甘草的微乳薄层鉴别中，由于微乳的

荧光增强效应，无需衍生即可根据丰富的荧光信息

进行鉴别。而甘草的传统薄层色谱则需要硫酸乙醇

喷雾、加热等步骤才能得到荧光图像。’

综上所述，微乳薄层色谱由于在供试品制备、展

开、衍生等步骤所表现出来的优于传统薄层色谱的

优点，使其重现性大大提高。微乳薄层色谱用于不同

种类的甘草鉴别，方法简单经济，图像形象直观，无

需衍生即可区分《中国药典》收录的3种甘草药材。

本研究样品收集得到厦门大学一开元区高新技

术研究开发基地王文慎经理的帮助，以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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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不同提取工艺的研究

于沈晶，殷文广，修志龙’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系，辽宁大连 116024)

丹参是唇形科鼠尾草植物丹参Salvia miltior-

rhiza Bunge的于燥根和根茎，具有祛瘀止痛、活血

通经、清心除烦之功效，主治冠心病、心绞痛、心烦不

眠、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等症[1]。丹参中主要含有以

丹参酮和丹参醌为主的脂溶性二萜类化合物和以丹

参酚酸为主的水溶性多聚酚酸类化合物。现有的丹

参有效成分提取工艺，如水醇法、蒸馏法、石硫醇法、

透析法、离子交换法，往往只注重考察某种单一成分

的量，忽略了多种成分的复合作用。本研究考察了不

同的提取方法对丹参提取液体外抗氧化作用和体内

耐缺氧能力的影响，希望能为丹参提取工艺的选择

提供一些参考。

1材料与仪器

丹参药材购于大连美罗大药房(产地：安徽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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