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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测定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位中槲皮素和山柰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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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位中槲皮素和山柰酚的方法。方法  采用RP-HPLC法，色谱柱为AT.Lichrom 
ODS-C18柱（250 mm×4.6 mm，5 μm），以甲醇–磷酸–水（50︰0.2︰49.8）为流动相，柱温30 ℃，体积流量1.0 mL/min，
检测波长360 nm，进样量10 μL。结果  槲皮素在0.018～0.720 μg线性关系良好（r=0.999 6），加样回收率为98.41%，RSD为

0.91%；山柰酚在0.016～0.640 μg线性关系良好（r=0.999 7），加样回收率为98.06%，RSD为1.39%。槲皮素和山柰酚在叶中

的量 高，其次是茎，根中未检出。结论  对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位槲皮素和山柰酚进行了测定，所建立的HPLC法稳定性

好、准确性高，适用于糙叶五加中槲皮素和山柰酚的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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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Acanthopanax henryi by RP-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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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RP-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Acanthopanax henryi. Methods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an AT.Lichrom ODS-C18 column (250 mm×4.6 mm，5 
μm) with methanol-phosphoric acid-water (50︰0.2︰49.8) as mobile phase．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60 nm. Results  The established method showed good linearity for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over the range of 0.018—0.720 μg (r=0.999 6) and 0.016—0.640 μg (r=0.999 7),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the method for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were 98.41% with the RSD 0.91% and 98.06% with the RSD 1.39%,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content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was in the leaves of A. henryi, followed by stems, and undetected in roots. Conclusion  
Contents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A. henryi are determined. The established HPLC method shows 
good stability and high accuracy,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A. henr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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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叶五加Acanthopanax henryi (Oliv.) Harms为
五加科五加属植物，以根皮入药[1-2]，历代医书记载

其有祛风湿、活血化瘀、壮筋骨等功效，在我国河

南、陕西、甘肃和四川分布较广[3]。糙叶五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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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在抗肿瘤、抗氧化、抗血栓、抗糖尿病及保

护心血管和止泻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4]，山

柰酚具有抗菌、止咳、抗癌、抗氧化等作用。张会

昌等[5]在糙叶五加根皮的正丁醇和醋酸乙酯萃取物

中分离得到了紫丁香苷、紫丁香酚苷、紫丁香树脂

醇、β-谷甾醇等化合物，而对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

位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未见相关报道。笔者前期已

对五加属植物的活性成分作了报道[6-9]，作为系统研

究五加属植物活性成分的一部分，本实验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法对糙叶五加不同部位中的槲皮素和山柰

酚进行了定量分析。 
1  仪器与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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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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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试药  

2009年11月采集于湖南新化的3批糙叶五加根、

茎、叶，批号为091101、091102、09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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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茎、叶；槲

皮素（批号0081-9304，质量分数为99.88%）和山柰

酚（批号0861-200002，质量分数＞99%）对照品均

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甲醇、乙腈为一级

色谱纯，提取用甲醇、氯仿、正己烷及实验用盐酸、

磷酸、冰醋酸均为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生产的分析纯试剂；水为双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T.Lichrom ODS-C18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甲醇–磷酸–水（50︰0.2︰49.8）；
柱温：30 ℃；体积流量：1.0 mL/min；检测波长：360 
nm；进样量：10 μL。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定槲皮素

1.80 mg和山柰酚1.60 mg，置于同一50 mL量瓶中，

甲醇溶解，定容，超声10 min，过0.45 μm滤膜，即

得质量浓度为0.036 mg/mL槲皮素和0.032 mg/mL山
柰酚的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糙叶五加40 ℃干燥

3 h，粉碎，过50目筛备用；取样品1.0 g，用甲醇

闪式提取3 min，抽滤，定容至50 mL量瓶，经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即得。 
2.3  系统适用性 

将配制好的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按色谱条

件进样，记录色谱图，见图1。结果显示槲皮素和山

柰酚的色谱峰的理论塔板数分别不低于6 000、7 000，
且各对照品色谱峰峰形良好，两峰间的分离度大于

1.5。 

 
1-槲皮素  2-山柰酚 

1-quercetin  2-kaempferol 

图1  对照品（A）和糙叶五加叶（B）的HPLC图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of reference substance (A)  

and leaves of A. henryi (B) 

2.4  线性关系考察  
取槲皮素和山柰酚对照品溶液各10 mL于100 

mL量瓶中，定容，得稀释10倍的对照品溶液。按色

谱条件，依次进样稀释10倍的对照品溶液5、10、20 
μL以及原对照品溶液5、10、15、20 μL，进样3次
取其平均值，记录各色谱图。以进样量为横坐标，

色谱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槲皮素的回

归方程：Y=2 857 143 X－4 492.6，r=0.999 6，表明

槲皮素在0.018～0.720 μg线性关系良好；山柰酚回

归方程为Y=3 585 419 X－9712.83，r=0.999 7，表明

样品在0.016～0.640 μg线性关系良好。按信噪比

S/N=3确定槲皮素和山柰酚的 低检测限分别为

0.045、0.053 mg/L，按信噪比S/N=10确定 低定量

限分别为0.15、0.18 mg/L。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槲皮素和山柰酚对照品溶液，按照色

谱条件测定，连续进样6次，每次10 μL，记录峰面

积，结果槲皮素峰面积的RSD为1.40%，山柰酚峰

面积的RSD为1.35%。 
2.6  重现性试验 

取批号091101糙叶五加叶粗粉5份，每份1.0 g，
精密称定，按照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平行制备，

测定槲皮素和山柰酚，结果槲皮素和山柰酚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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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分别为3.277、0.123 mg/g，RSD分别为

1.47%、1.25%。 
2.7  稳定性试验 

取批号为091101的糙叶五加叶粗粉制备供试品

溶液，在室温下放置，分别于0、2、4、8 h进样，

计算得槲皮素和山柰酚峰面积的RSD分别为

0.91%、1.25%，表明供试品溶液在8 h内稳定。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批号为091101糙叶五加叶粗粉9份，每份0.5 g，

精密称量，平均分为3组，分别加入混合对照品溶液

3、6、9 mL，制备供试品溶液，计算回收率，结果

槲皮素的平均回收率为98.41%，RSD为0.91%；山

柰酚的平均回收率为98.06%，RSD为1.39%。 
2.9  样品测定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和糙叶五加不同部位的供试

品溶液各10 μL，测定，每个批次分别进样3次，根

据色谱图峰面积，计算槲皮素和山柰酚的质量分数，

结果见表1。 

表1  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位中槲皮素和山柰酚的测定结果（n=3） 
Table 1  Determination of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in different medicinal parts of A. henryi (n=3) 

槲皮素 山柰酚 
批号 部位 

质量分数/(mg·g−1)    RSD/% 质量分数/(mg·g−1)    RSD/% 

091101 

091102 

091103 

091101 

091102 

091103 

091101 

091102 

091103 

根 

 
 
茎 

 
 
叶 

       －           － 

       －           － 

       －           － 

      0.139           1.327 

0.144           0.893 

0.141           0.943 

3.257           0.752 

3.295           0.901 

3.278           0.857 

           －           － 

           －           － 

           －           － 

           －           － 

           －           － 

           －           － 

            0.124           1.061 

0.124           0.823 

0.123           0.669 

   －：未检出 
   －：undetected 

3  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同时测定糙叶五加不同药用部位

中槲皮素和山柰酚的方法，该法准确性高、线性关

系好、回收率良好，为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糙叶五

加资源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目前，糙叶五加尚未得到有效利用，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在药品、食品和保健品领域将有广泛

的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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