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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的积累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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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测定不同采收期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的量，研究其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RP-HPLC
法测定不同采收期（3～12 月份）细柱五加叶中的五加苷元，色谱柱为AT.lichrom ODS-C18柱（250 mm×4.6 mm，5 μm），

以乙腈-水-醋酸（60∶40∶0.1）为流动相，柱温 25 ℃，体积流量 1.0 mL/min，检测波长 214 nm，进样量 10 μL。结果  细
柱五加叶中的五加苷元在秋季时量最高，春季次之，夏季最低。五加苷元量随季节变化明显，10 月份采摘其五加苷元量最

高。结论  建立稳定性好、准确性高，适用于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的定量分析方法，并可用于分析不同采集期细柱五加叶

中的五加苷元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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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柱五加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W. W. 
Smith为五加科五加属植物，其干燥根皮为《中国药

典》2010 年版收录的五加皮，具有祛风除湿、补益肝

肾、强筋壮骨、利水消肿之功效[1]。传统中医药研究

证实，细柱五加的根及根皮为其主要的药用部分，含

有贝壳烯酸、紫丁香苷、刺五加苷BB1、β-谷甾醇、胡

萝卜素、维生素A和B1B 、挥发油等成分[2]。近年研究，

发现细柱五加叶中含有五加苷、五加苷元等多种三

萜类活性成分[3-7]。五加苷元（acankoreagenin）是从

细柱五加叶中分离得到的一个新型羽扇豆烷型三萜

苷元 [4] ，研究证实其在抗高迁移率族蛋白 -1
（HMGB1）的活性试验中表现出良好的抗炎活性[8]。

而近期研究表明，HMGB1 是一种重要的晚期炎症

介质，在重型乙型肝炎、肝衰竭的发展过程中起关

键作用，目前HMGB1 已经成为炎症和感染性疾病

防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靶标，抗HMGB1 药物筛选

具有重要意义[9-11]。为合理利用细柱五加资源，进

一步明确细柱五加叶中具有抗炎活性的五加苷元

等三萜化合物的量及其随生长季节的变化情况，确

定最佳采摘时间，为开发新的抗HMGB1 药物提供

理论基础，本实验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五加

苷元的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定量分析方法，并对不同

采集期的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的量进行分析，研

究其积累动态。 
1  材料 
1.1  仪器 

LC—10AT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配备 SPD—10A
型紫外可见检测器和 CBM—102 型色谱工作站，日

本岛津公司）；2100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莱伯

泰科仪器有限公司）；AUW—120D 高精度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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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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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102 粉碎机（天

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1.2  试药 

细柱五加叶分别于 2010 年 3～12 月份的每月

5、15、25 日采自湖南省长沙市不同地区随机标记

的 50 株实验用野生植株，每次均对标记的 50 株细

柱五加全株随机采样，自然阴干，经韩国庆熙大学

陆 昌 洙 教 授 鉴 定 为 细 柱 五 加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 W. W. Smith 叶，将相同月份不同时间

采集的样品混合均匀，得每月的测定样品；五加苷

元对照品为自制，质量分数≥98%。色谱用甲醇、

乙腈为湖南鸿跃化工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级色谱

纯试剂，甲醇、氯仿、正己烷及醋酸、磷酸、冰醋

酸均为成都科龙化工试剂厂生产的分析纯试剂；水

为双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五加苷元的 RP-HPLC 测定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五加苷元对照

品 50.5 mg，用甲醇定容至 50 mL，超声 10 min，配

制成质量浓度为 1.01 mg/mL 的对照品溶液。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细柱五加叶干

粉约 2.0 g。加 50 mL 甲醇浸泡，25 ℃闪式提取 2
次，每次 3 min，滤过。滤液浓缩至约 30 mL，浓缩

液用等量石油醚萃取，直至石油醚部分无色，甲醇

部分转移至 50 mL 量瓶中，超声 10 min，加甲醇定

容，0.45 μL 微膜滤过，取续滤液，得供试品溶液。 
2.1.3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AT.lichrom ODS-C18柱

（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乙腈-水-醋酸

（60∶40∶0.1）；柱温 25 ℃；体积流量 1.0 mL/min；
检测波长 214 nm；进样量 10 μL。 
2.1.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 1.00、
2.00、4.00、8.00、10.00 μL，进样测定，记录色谱

图。以五加苷元对照品进样量为横坐标（X），色谱

峰峰面积为纵坐标（Y）绘制标准曲线，得其回归

方程为 Y＝35 771 X－328.8（r＝0.999 8，n＝6），表

明五加苷元在 1.01～10.10 μg 内线性线性良好。 
2.1.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按照

“2.1.3”项色谱条件测定，连续进样 6 次，每次 10 μL，
得五加苷元的峰面积的 RSD 为 0.78%。 
2.1.6  重复性试验  取 6 月份采集的细柱五加叶干

粉 5 份，每份 2.0 g，精密称定，按照“2.1.2”项下

方法平行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 10 μL，测定五加

苷元峰面积，计算五加苷元质量分数的 RSD 为

0.65%。 
2.1.7  稳定性试验  取 6 月份采集的细柱五加叶，

制备供试品溶液，在 25 ℃下放置，在“2.1.3”项色

谱条件下分别于 0、2、4、6、8、10 h 进样，每次

10 μL，测定五加苷元的峰面积的 RSD 为 0.26%。 
2.1.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 6 月份采集的细柱五加

叶粉 6 份，每份 1.0 g，精密称定。分别加入对照品

溶液 3.0、3.0、7.0、7.0、10.0、10.0 mL，按“2.1.2”
项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 10 μL，记录色谱峰参数，

五加苷元低、中、高 3 种加入量的回收率（n＝3）
分别为 98.51%（RSD＝0.64%）、97.62%（RSD＝

1.10%）、97.41%（RSD＝0.76%），平均回收率为

97.85%，RSD 为 0.83%。 
2.2  不同采收期细柱五加叶五加苷元的测定 

按照“2.1.1”项及“2.1.2”项方法制备对照品

及 3 份供试品，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与不同采集期细

柱五加叶供试品溶液 10 μL，在“2.1.3”项下进行

定量分析，分别进样 3 次，测定峰面积，色谱图见

图 1。根据标准曲线计算五加苷元的量，具体结果

见表 1。不同月份细柱五加叶的测定结果显示，春

秋季节细柱五加叶中的五加苷元量较高，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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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五加苷元对照品 (A) 和细柱五加叶样品 (B) 的 
HPLC 色谱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acankoreanogenin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sampl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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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采集期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测定结果 (n＝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acankoreanogenin in leaves of A. 

gracilistylus collected at different harvesting time 
(n＝3) 

采收期 五加苷元 / (mg·g−1) 采收期 五加苷元 / (mg·g−1)
3 月 7.456 7 8 月 6.415 5 
4 月 10.610 8 9 月 9.378 2 
5 月 13.420 4 10 月 16.046 3 
6 月 7.655 7 11 月 13.083 6 
7 月 8.383 0 12 月 12.019 4 

采摘细柱五加叶可以获得更多的五加苷元，以 10
月份为最高可达 1.6%，而夏季则偏低。 
3  讨论 

本研究建立的五加苷元定量分析方法，经方法

学验证，仪器精密度、试验稳定性、方法重现性及

加样回收率均达到 HPLC 分析要求，结果证明该方

法简便快捷，准确性高，适用于细柱五加叶中五加

苷元的定量分析，为扩大利用细柱五加资源提供可

参考的质量控制指标和方法。 
对不同采收期细柱五加叶中五加苷元测定结果

表明，春秋季采收细柱五加叶可获得较高量的五加

苷元。影响细柱五加叶中二次代谢产物五加苷元的

因素可从光照、温度、水分等方面进行分析，光照

强度过强和温度过高，均会对细柱五加叶中三萜类

物质积累量产生消极影响，而其生物合成和积累需

要充足的雨水作为保障，干旱胁迫会对其产生消极

影响。进一步说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量变化是一种

生物学适应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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