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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芙蓉提取物中金丝桃苷的 HPLC 法测定 

郑  林，刘  毅*，高  洁，危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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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 HPLC 法测定木芙蓉提取物中金丝桃苷的方法，为木芙蓉提取物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色
谱柱为 Diamonsil TM 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0.3%磷酸溶液（18∶82），体积流量 1.0 mL/min，柱温

30 ℃，检测波长 360 nm。结果  金丝桃苷与其他成分分离良好，在 29.2～292.0 ng 线性关系良好，r＝0.999 9，平均回收率

为 98.7%，RSD 为 2.03%。结论  所建立的定量方法简便、准确、专属性好、灵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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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芙蓉来源于锦葵科植物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的新鲜或干燥叶，夏、秋两季采收，鲜

用或晒干，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用药[1]。其性味辛、

微苦，凉，归肾、肝经，具有清热凉血、解毒消肿、

排脓的功效[1-2]。木芙蓉中化学成分较多，主要含有

黄酮类化合物、植物甾醇类、酚类、氨基酸、鞣质、

还原糖等物质，以黄酮类物质为其主要的功效成分，

其中包括黄酮醇苷类化合物金丝桃苷[3]。金丝桃苷

分布广泛，具有抗炎、解痉、利尿、止咳、降压、

降低胆固醇、蛋白同化、局部和中枢镇痛以及对心、

脑血管的保护作用等多种生理活性，是一种重要的

天然产物[4-6]。本实验采用 HPLC 法对木芙蓉提取物

中的金丝桃苷进行定量研究，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Waters 2487 Dual λ Absorbance Detector，威玛

龙 515型色谱工作站（贵州安科公司），UV—2501PC
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DT—2000 型电子

天平（美国双杰），AUY200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

BT124S 电子天平（Sartorius 公司）。金丝桃苷对照

品（批号 111521-200303）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提供。乙腈、甲醇为色谱纯，水为娃哈哈饮用

纯净水，乙醇、甲酸、冰醋酸、醋酸乙酯、磷酸均

为分析纯。 
木芙蓉购于贵阳市花果园药材市场（产地贵

阳），经贵阳中医学院王悦云副教授鉴定为锦葵科植

物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的干燥叶。 
木芙蓉提取物为贵阳中医学院药剂实验室自制

（批号 091108、091109、091110）。取粉碎成粗粉的

木芙蓉叶 150 g 置圆底烧瓶内，用 70%乙醇回流提

取 3 次（1 800 mL 3 h、1 500 mL 2 h、1 200 mL 1.5 
h）；合并 3 次滤液，置 60 ℃水浴旋转蒸发至无醇

味；剩余药液置蒸发皿中于水浴上挥干得稠膏，再

将稠膏置真空干燥箱中，在−0.08 MPa 70 ℃条件下

干燥 24 h，取出，称定质量，得 1 g 提取物相当于

生药 3.88 g 的干膏。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Diamonsil TM 柱（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为乙腈-0.3%磷酸水溶液（18∶82），
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360 nm，柱温 30 ℃。

理论板数按金丝桃苷峰计算大于 3 000。在此色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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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HPLC 法专属性考察结果见图 1。 
 

   
 
 

*金丝桃苷 
*hyperoside 

 
图 1  对照品（A）和木芙蓉提取物（B）的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extract of H. mutabilis (B)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金丝桃苷对照品适量，置 25 mL 量瓶

中，加稀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制成含金丝桃苷

58.4 μg/mL 的对照品储备液，备用。测定时用流动

相稀释成 14.6 μg/mL 的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木芙蓉提取物 1 g（相当于生药 3.88 g），精

密称定，置 50 mL 量瓶中，加甲醇适量，超声 30 min
（功率 250 W，频率 39 kHz）使溶解，加甲醇至刻

度，摇匀，用 0.45 μm 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

即得。 
2.4  线性关系考察 

取对照品储备液适量，配制 29.2、23.36、17.52、
11.68、5.84、2.92 μg/mL 系列对照品溶液，各取 10 
μL，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2×106 X－4 766.8，r＝0.999 9，表明金丝桃苷

在 29.2～292.0 ng 线性关系良好。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 14.6 μg/mL 金丝桃苷对照品溶液 20 
µL，重复进样 5 次，测定峰面积，计算得金丝桃苷

峰面积的 RSD 为 1.43%。 
2.6  稳定性试验 

取批号 091108 的木芙蓉提取物样品制备供试

品溶液，分别于 0、2、4、6、8、12 h 进样测定，

记录峰面积，计算得金丝桃苷峰面积的 RSD 为

2.70%，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12 h 内稳定。 
2.7  重现性试验 

取批号 091108 的木芙蓉提取物样品，平行制备

5 份供试品溶液，分别精密吸取 20 μL 进样分析，

记录峰面积，计算得金丝桃苷质量分数的 RSD 为

1.58%。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批号 091108 的木芙蓉提取物样品 6 份，每份

0.5 g，精密称定，分别置 50 mL 量瓶中，分别精密

加入金丝桃苷对照品溶液适量（相当于提取物中

100%金丝桃苷的量），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

计算金丝桃苷的回收率。结果金丝桃苷的平均回收

率为 98.7%，RSD 为 2.03%。 
2.9  样品测定 

取 3 批（批号 091108、091109、091110）木芙

蓉提取物样品，分别制备供试品溶液，各精密吸取

20 µL 进样测定，外标法计算，结果 3 批样品中金

丝桃苷的量分别为 0.461 5、0.475 5、0.472 5 mg/g。 
3  讨论 

本实验曾比较了流动相分别为甲醇-乙腈-0.3%
磷酸（27∶9∶64）、乙腈-甲醇-四氢呋喃-0.5%冰醋

酸（1∶1∶19.4∶78.6）、甲醇-0.1%冰醋酸（37∶63），
乙腈-0.3%磷酸（18∶82）时，各色谱峰的分离效果，

结果以乙腈-0.3%磷酸（18∶82）为流动相的分离效

果最好，且流动相组成简单。 
黄酮类化合物由于具有交叉共轭体系，所以在

紫外-可见区产生特征性的 2 个吸收峰。本实验选择

检测波长为 360 nm，可获得高灵敏度、良好的峰形。 
木芙蓉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为黄酮类成分，其中

对芦丁的定量研究报道较多，而对金丝桃苷定量的

相关研究较少，本实验以甲醇为溶剂提取木芙蓉提

取物中的金丝桃苷，利用 HPLC 法测定其量，方法

简便、准确、专属性好、灵敏度高，为木芙蓉提取

物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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