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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 法测定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刺五加苷 B 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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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的刺五加苷 B 和刺五加苷 E 的方法。方法  采用 RP-HPLC 法，色谱柱为

Lichrom C18（250 mm×4.6 mm，5 μm）柱，柱温 35 ℃，0.1%磷酸水溶液-乙睛梯度洗脱（0→15 min，90∶10；15→30 min，
90∶10→84∶16），检测波长为 220 nm，体积流量 1.0 mL/min。结果  刺五加苷 B 的线性范围为 14.4～72.0 μg/mL（r＝0.999 9），
平均回收率为 98.97%；刺五加苷 E 的线性范围 37.4～187.0 μg/mL（r＝0.999 7），平均回收率为 99.13%。糙叶五加根、茎、

叶中刺五加苷 B 的质量分数分别为：0.463 4、2.452 4、0.016 5 mg/g（n＝3）；刺五加苷 E 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0.143 9、1.375 4、
0.187 7 mg/g（n＝3）。结论  该方法简便快速，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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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五加科五加属植物种类占世界首位，其中

糙叶五加、无梗五加、剌五加、轮伞五加等以根皮

入药，称为五加皮[1]，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

上品[2]。其性温，味辛、苦，归肝、肾经，具有祛

风湿、补肝肾、强筋骨、通瘀血、利水肿、镇痛解

热等功效。研究表明五加皮中的刺五加苷 B 和 E 是

其主要有效成分，但迄今未见对糙叶五加中刺五加

苷 B 和 E 进行系统研究的报道。作为系统研究五加

属植物资源的一部分 [3-4] ，本实验首次采用

RP-HPLC 法对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的刺五加苷 B

和 E 进行测定，以期为糙叶五加的开发利用提供科

学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LC—10AT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

司）；SPD—10A 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

CBM—102 自动进样器（日本岛津公司）；LC—

10AT 双泵（日本岛津公司）；AUW120D 高精度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司），AS3120A 超声波清洗

器（天津奥特塞恩斯仪器有限公司），DZF—6020
型真空干燥箱（上海金鹏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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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用糙叶五加 2009 年 11 月份采集于湖南， 
自然阴干。经韩国庆熙大学陆昌洙教授鉴定为糙叶

五加 Acanthopanax henryi（Oliv.）Harms 的叶、茎

和根皮，标本存于中南大学制药工程系标本室（标

本号：ZNZY096）。 
刺五加苷 B、刺五加苷 E 对照品购于湖南省药

品检验所，甲醇、乙腈为色谱纯，磷酸为分析纯，

水为双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Lichrom C18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 0.1%磷酸水溶液-乙睛梯度洗脱

（0→15 min，90∶10；15→30 min，90∶10→84∶
16），检测波长 220 nm，柱温 35 ℃，体积流量 1.0 
mL/min，进样量 10 μL[5-6]。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刺五加苷 B 对照品 3.60 mg 和刺五加

苷 E 对照品 9.35 mg，混合，甲醇溶解定容至 50 mL，
摇 ，得刺五加苷 B 72.0 μg/mL，刺五加苷 E 187.0 
μg/m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比较超声和回流提取法，确定回流提取法对刺

五加苷 B 和 E 的提取效率较高。精密称取干燥的糙

叶五加根、茎、叶粗粉各 5.0 g，分别用 50 mL 50%
甲醇回流提取 2 h，滤过，减压蒸干，残渣用 50%
甲醇溶解转移至 25 mL 量瓶中，定容至刻度，摇 ，

过 0.45 μm 微孔滤膜，取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 
2.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刺五加苷B和E的混合对照品溶液2、
4、6、8、10 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中，测定峰

面积，以质量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所得刺五加苷 B 的回归方程为

Y＝15 234 560 X－7 881.767，r＝0.999 9。结果表 

明，刺五加苷 B 在 14.4～72.0 μg/mL 与峰面积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刺五加苷 E 的回归方程为

Y＝34 264 584X－2 380.803；r＝0.999 7。结果表明，

刺五加苷E 在 37.4～187.0 μg/mL 与峰面积呈良好的

线性关系。 
2.5  精密度试验 

取“2.2”项下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色

谱条件连续进样 5 次，测定刺五加苷 B 的峰面积

RSD为 0.52%，刺五加苷E的峰面积RSD为 0.56%。 
2.6  重现性试验 

按“2.3”项下的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制备糙

叶五加叶的供试液 5 份，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

样，测定峰面积，计算刺五加苷 B 的质量分数 RSD
为 2.25%；刺五加苷 E 的质量分数为 2.64%。 
2.7  稳定性试验 

精密移取“2.3”项制备的供试品溶液，在室温

下，分别于 0、2、4、6、8、10 h 按“2.1”项下色

谱条件进样，测定峰面积，刺五加苷 B 的 RSD 为

3.25%；刺五加苷 E 的 RSD 为 1.98%。表明供试品

溶液在 10 h 内稳定。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测定刺五加苷B和E的糙叶五加叶

粗粉 5 份，分别置于 25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加入

含 72.0 μg/mL 刺五加苷 B 和含 187.0 μg/mL 刺五加

苷 E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00 mL，按照“2.3”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移取 2 mL 供试品溶液

置 25 mL 量瓶中，甲醇定容，摇 ，按“2.1”项下

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计算得刺五加苷 B 和 E 的平均

回收率分别为 98.9%和 99.3%。 
2.9  样品测定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 10 μL，进样

分析，分别进样 3 次，测定峰面积，按照外标法计

算刺五加苷 B 和 E 的量，结果见图 1 和表 1。 

 
图 1  对照品（A）和根（B）、茎（C）和叶（D）的 HPLC 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s (A), roots (B), stems (C), and leave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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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刺五加苷 B 和 E 测定结果（n=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eleutheroside B and 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A. henryi (n=3) 
质量分数/(µg·g−1) 

样  品 
刺五加苷 B 刺五加苷 E 

糙叶五加根 0.463 4 0.143 9 

糙叶五加茎 2.452 4 1.375 4 

糙叶五加叶 0.016 5 0.187 7 

3 讨论 
刺五加苷是五加属植物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抗衰老作用，并能明显提高耐

缺氧能力，同时具有促进腺发育、止血等疗效[7-8]。

本实验结果表明，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刺五加苷 B
的量由大到小依次为茎、根、叶；刺五加苷 E 的量

由大到小依次为茎，叶，根；其中糙叶五加茎中刺

五加苷 B 和 E 的量均为最高。由于糙叶五加不同部

位中含有一定量的刺五加苷 B 和 E，比已经作为新

资源食品的短梗五加茎叶高[5]，且资源丰富，因此

糙叶五加将在药品、食品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和巨大的应用前景。 

  比较了甲醇-水、甲醇-磷酸水溶液、乙腈-磷酸

水溶液流动相系统的洗脱情况，因甲醇-水系统下刺

五加苷 B 和 E 与其他成分较难分开，甲醇-磷酸水

溶液系统也不能实现较好的分离。故选择乙腈-磷酸

水溶液系统。比较了 0.1%磷酸水溶液-乙睛（0→25 
min，90∶10→80∶20），0.1%磷酸水溶液-乙睛

（0→15 min，90∶10；15→30 min，90∶10→84∶
16），后者对样品中刺五加苷 B 和 E 的分离效果更

好，故采用其为流动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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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研究策论》简介 

本书根据全军中药研究所所长，解放军第三○二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肖小河教授所发表的专论性和述评性文章编撰

而成，反映了肖教授多年来对中药现代研究关键学科问题所进行的潜心思考与大胆探索，也可从一方面窥见我国中药现代化

发展概貌。 

全书内容广泛，涵盖中药现代科技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各个环节的关键科技问题，涉及中医药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创

新诠释，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战略与对策、道地药材品质辨识与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质量评价与控制模式的创新发

展、中药药性理论与合理用药、中药新药科学创制等。既有理论探索，又有方法创新；既有专题论述，又有系统分析；既有

回顾性研究，又有前瞻性分析。 

本书的出版发行对有志于中医药科技事业的各界朋友将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对中药科技事业可持续发展将产生

一定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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