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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法同时测定翠菊不同部位中 5 种黄酮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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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利用 HPLC 法对翠菊不同部位中的 5 种黄酮类成分同步检测。方法  色谱柱为 XUnion C18（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为乙腈（A）-水（B），梯度洗脱，0～65 min，13%～45%A；体积流量 1 mL/min；柱温 25 ℃；检测波长 210 
nm；进样量 20 μL，测定翠菊花瓣、花托、花杆 75%乙醇提取物，醋酸乙酯萃取部位中芹菜素、大波斯菊苷、山柰酚、金丝

桃苷、木犀草素的量。结果  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木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色谱分离良好，均在 2.5～200 mg/L 线性

关系良好， r 均大于 0.999 0，加样回收率为 95%～105%。结论  方法快速、准确，可为翠菊不同部位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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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ive flavonnid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Callistephus chinensis. Methods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tion was performed on an XUnion C18 column (250 mm × 4.6 
mm, 5 μm) with a gradient of acetonitrile and water, at a flow rate of 1 mL/min, and detected at 210 nm. Results  The calibration curve 
was linear within 2.5—200 mg/L for hyperoside, apigenin-7-O-β-D-glucopyranoside, luteolin, apigenin, and kaempferol, respectively, 
with the correlation r ＞ 0.999 0. The extraction recoveries varied from 95% to 105%.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accurate and 
selective,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different parts of C. chinensis. 
Key words: Callistephus chinensis (L.) Nees; flavonoids; HPLC; hyperoside; apigenin-7-O-β-D-glucopyranoside; luteolin; apigenin; 
kaempferol  
 

菊花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菊花的头状花序，

原产于我国中部河南等地，栽培历史悠久，距今已

有 3 000 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菊花

品种繁多，全世界至今已有上万个品种。《礼记》中

有“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的记载。晋人傅玄，亦

曾作赋，称菊花“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1]。

菊花是我国常用中药，具有疏风、清热、明目、解

毒之功效，主要治疗头痛、眩晕、目赤、心胸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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疔疮、肿毒等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菊花主要

含有挥发油、黄酮类、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2]，

具有抗炎、治疗冠心病、降低血压、预防高血脂、

抗菌、抗病毒、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3-5]。李英

霞等[6]对不同产地菊花挥发油的抑菌作用进行了

研究，发现不同产地菊花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白葡菌、变形杆菌等菌种有抑制作用，其中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最明显。谈宇武等[7]

研究发现，鲜菊花可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抑

制毛细血管通透性而具有抗炎作用。张尔贤等[8]

研究了菊花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发现菊花提取

物对卵黄脂蛋白 LPO、连苯三酚-luminol 发光体

系、TBAS 生成都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证明菊

花提取物具有抗氧化活性，并且其活性与所含黄

酮类化合物的量直接相关。有研究显示，菊花的

总提取物对离体心脏、心肌细胞均显示具有正性

肌力作用，杭白菊具有抗乌头碱诱发的大鼠心律

失常，以及抗氯仿诱发的小鼠心律失常的作用[4]。 
翠菊 Callistephus chinensis (L.) Nees 又名江西腊、

七月菊，为菊科翠菊属唯一种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

日本、朝鲜。其味苦，性平，主治目赤肿痛、昏花不

明，以全花入药。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翠菊中含

有大量的黄酮类成分。黄酮类化合物对心血管和免疫

系统疾病以及肿瘤的形成等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

黄酮类化合物抗癌作用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已发现

具有抗癌作用的黄酮类化合物比较多，主要有芹菜

素、山柰酚、槲皮素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黄酮

类化合物主要通过清除自由基、直接抑制癌细胞生长

和抗致癌因子生成这 3 种途径来达到抗癌、抗肿瘤的

目的[9-10]。翠菊含有的黄酮类成分中芹菜素、大波斯

菊苷、山柰酚、金丝桃苷、木犀草素等是比较有代

表性的黄酮类衍生物，其生物活性极为广泛，如芹

菜素和山柰酚具有显著的抗癌、抗菌和预防糖尿病

等作用[11-16]。金丝桃苷和木犀草素则具有镇痛、免疫

调节和保肝等作用[17-21]。因此，本实验对翠菊不同部

位中的 5 种黄酮类成分进行了测定，为确定翠菊的药

用部位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LC30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北京创新通恒），

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公司），芹菜素、大

波斯菊苷、山柰酚、金丝桃苷、木犀草素对照品（均

为自制，HPLC 峰面积归一化法质量分数大于

98%），纯净水（杭州娃哈哈集团），乙腈（色谱纯，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甲醇（色谱纯，天津

市康科德科技有限公司），其他所用试剂（分析纯，

市售）。样品均由内蒙古赤峰民益花青素有限公司提

供，原药材经沈阳药科大学中药学院路金才教授鉴

定为翠菊 Callistephus chinensis (L.) Nees 的花瓣、花

托、花杆。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XUnion C18 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A）-水（B），梯度洗脱，0～
65 min，13%～45% A；体积流量为 1 mL/min；柱

温 25 ℃；检测波长 210 nm；进样量 20 μL。在上

述色谱条件下，各成分色谱峰与相邻峰的分离度均

大于 1.5，理论塔板数按色谱峰计算不低于 3 000。
色谱图见图 1。 
2.2  溶液的制备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芹菜

素、大波斯菊苷、山柰酚、金丝桃苷、木犀草素各

2 mg，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 
 

 
1-金丝桃苷  2-大波斯菊苷  3-木犀草素  4-芹菜素  5-山柰酚 

1-hyperoside  2-apigenin-7-O-β-D-glucopyranoside  3-luteolin  4-apigenin  5-kaempferol 

图 1  对照品溶液 (A) 和翠菊花瓣 (B)、花托 (C)、花杆 (D) 的样品 HPLC 图 
Fig. 1  HPLC of refrence solution (A) and petal (B), receptacle (C), and flower rank (D) of C. ch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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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摇匀，制成 200 mg/L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翠菊花杆 10 g、
翠菊花瓣 5 g和翠菊花托 5 g，精密称定。置 1 000 mL
圆底烧瓶中，分别加入 10 倍量 75%乙醇溶液超声

提取 2 次，每次 1 h。取出，冷却至室温，滤过。合

并滤液，减压浓缩后，用纯净水溶解并转移至分液

漏斗中，用醋酸乙酯萃取 2 次，取醋酸乙酯层，合

并萃取液，减压浓缩。提取物用甲醇溶解，摇匀，

花瓣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2 g/L 的溶液，花托和花杆

配制成 10 g/L 的溶液。溶液经 0.45 μm 微孔滤膜滤

过，即得供试品溶液。 
2.3  方法学考察 
2.3.1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量取“2.2.1”项对照品

溶液适量，以甲醇依次稀释配成质量浓度为 200、
100、50、25、10、2.5 mg/L 的对照品溶液。分别精

密吸取 20 μL，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在“2.1”项下

测定，记录色谱图。以对照品峰面积为纵坐标（Y），
对照品溶液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X），绘制标准曲线，

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1。结果表明 5 个被测化合物在标

准曲线范围内质量浓度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 

表 1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regression equations 

   化合物 回归方程 r 线性范围/(mg·L−1) 

  金丝桃苷 Y＝55 839 X＋34 746 0.999 1 2.5～200 

    大波斯菊苷 Y＝61 518 X＋48 644 0.999 2 2.5～200 

  木犀草素 Y＝61 068 X＋31 247 0.999 2 2.5～200 

芹菜素 Y＝98 893 X－24 447 0.999 6 2.5～200 

山柰酚 Y＝50 780 X－21 472 0.999 4 2.5～200 
 
2.3.2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 20 
μL，在“2.1”项下色谱条件下重复进样 6 次，记录

峰面积，计算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木犀草素、

芹菜素、山柰酚峰面积的RSD值分别为1.3%、0.9%、

1.2%、0.8%、1.5%，结果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3.3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翠菊花瓣样品，按

“2.2.2”项方法平行制备 6 份，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

行分析，计算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木犀草素、

芹菜素、山柰酚质量分数的 RSD 值分别为 1.0%、

1.9%、1.5%、2.1%、1.4%，均小于 3%，结果表明

方法重复性良好。 
2.3.4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翠菊花瓣样品，分别于

0、2、4、8、12 h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样分析，金

丝桃苷、大波斯菊苷、木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

的色谱峰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为 2.0%、1.3%、

1.0%、1.7%、1.4%，均小于 3%，结果表明供试品

溶液在 12 h 内稳定性良好。 
2.3.5  回收率试验  取已测定的翠菊花瓣样品 3
份，每份约 0.25 g，精密称定，分别加入适量对照

品溶液，按“2.2.2”项方法操作，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进样分析，计算回收率。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

木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回收率均在 95%～105%
内，且 RSD 值小于 2.1%，表明本方法具有良好的

准确度。 

2.4  定量测定 
取翠菊不同部位样品，按“2.2.2”项方法制备

供试品溶液，在“2.1”项色谱条件下测定。采用外

标法计算翠菊不同部位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木

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的量，测定结果见表 2。 

表 2  样品测定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samples determination  

质量分数/(mg·g−1) 
部位

金丝桃苷 大波斯菊苷 木犀草素 芹菜素 山柰酚

花瓣 2.371 4.219 1.287 1.144 0.059

花托 0.151 0.020 0.164 0.050 未检到

花杆 0.080 0.080 未检到 未检到 0.041
 

3  讨论 
本实验采用乙腈（A）-水（B）为洗脱系统对

翠菊样品进行梯度洗脱，结果显示，翠菊花瓣中含

有 5 种黄酮类成分质量分数较高，翠菊花托和花杆

中只检测出部分成分，翠菊花托中未检测出山柰酚

或量过低没有达到检测限，翠菊花杆中未检测出木

犀草素和芹菜素或质量分数较低没有达到检测限。

翠菊花瓣、花托和花杆中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

木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的量均不相同，翠菊花

瓣中 5 种成分的量均最高，分别为 2.371、4.219、
1.287、1.144、0.059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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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首次建立了 HPLC-UV 法定性鉴别和定

量分析翠菊不同部位（花瓣、花托、花杆）中 5 种

成分的量。方法学考察表明，方法重复性好，结果

准确，可用于翠菊不同部位金丝桃苷、大波斯菊苷、

木犀草素、芹菜素和山柰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翠菊是菊科翠菊属的唯一种植物，具有资源量

大、分布广泛、易栽培等特点。翠菊中富含黄酮类

成分，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值得人们进行开发利用。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翠菊的研究很少，尤其是关于翠

菊的化学成分以及定量测定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是

对翠菊这一优良资源的极大浪费。本实验基于此情

况，对翠菊中含有的黄酮类成分进行了测定，对确

定翠菊的有效药用部位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翠

菊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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