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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多为复方制剂
,

且所含成分复杂
,

给分

析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

高效液相色谱法是 60 年代末

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
,

具有分离效能高
,

准确性

好
,

分析速度快等优点
。

随着 H PL C 技术的不断发

展
,

在中药分析研究方面的应用也 日益广泛
,

并为中

药分析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

近些年
,
H PI .C 在中药

研究中的应用综合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H PL C 在中药制剂分析研究中的应用

中药制剂的质量
,

直接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

密切

关系着病人的安危
,

应确保中药制剂
、

中成药的质

量
。

但由于中药成分复杂
,

特别是复方制剂
,

除被测

定的活性成分外
,

还含有其他许多成分
,

给中药的分

析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

使大多数中成药无理想的

分析及质量控制方法
。

H PI .C 技术在这方面占有很

大优势
,

此法灵敏度高
,

选择性强
,

有效成分与杂质

往往能得到较好的分离
。

近几年
,

H PI 尤 技术已用于

中药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分离
、

含量测定
、

稳定性 及

中成药质量控制等方面
。

H PI C 法测定的色谱条件
:

色谱柱普遍采用 C 1 8

和 C S
柱

,

流动相多为甲醇
一

水或乙睛
一

水
。

近几年常

用的制剂分析方法见表
。

2 H P LC 在中药材方面的应用

中药材中成分复杂
,

除被测定的活性成分外
,

往

往还有大量蛋白质
、

粘液质
、

糖类
、

鞭质等大分子化

合物
,

分离比较困难
。

近年来
,

H PL C 法在中药材有

效成分的分离
、

质量评价及开发应用等方面有了较

大发展
。

2
.

1 在中药材资源开发方面的应用
:

车前为常见中

药
,

目前临床多以种子入药
,

郭 月秋等
〔‘5〕以 H PI 尤

法分别测定地下
、

地上部分和 种子中活性成分桃叶

珊瑚贰含量
,

发现地下和地上部分含量较高
,

因此认

为车前应以全草入药更为合理
,

此研究扩大了药用

植物资源
。

丹参是重要的药材
,

其需求量正 日益增

加
,

张瑞等
〔‘的 以 H P LC 法测 定了丹参培养细胞中 3

种丹参酮的含量
,

结果表明
:

培养物与其他植体中成

分相似
,

为开发丹参资源开拓了前景
。

2
.

2 在中药材有效成分的分离
、

含量测定中的应

用
:

补骨脂为常用中药
,

近些年药理研究表明
,

其抗

衰老作用具有独特之处
.

郭戎等(l7 〕
以 H P LC 法测定

其含磷脂酞胆碱的 含量
,

此研究为补益中药的质量

控制提供了方法
。

还有以 H PL C 法测定陈皮中橙皮

贰的含量
,

括楼根中葫芦素的含量
; H P LC 测定木通

中马兜铃酸的含量
,

贝母中贝母辛的含量等
,

这些研

究为中药材有效成分的分离
、

含量测定及中药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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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常用制剂的 H P LC 分析方法

制剂名称

人参蜂王浆

蛇胆川 贝液

速效救心丸

侧定成分

山 梨酸

胆酸

川芍嗦

色谱柱

C 15

YW G
一
C 比

YW G
一
C ls

流飞劝相 检测波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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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一

醋酸(70
,

30
, 2 )

甲醇
一

水(8 0
,
20 )

甲醇
一

水
一 0

.

lm ol /l
·

醋酸钠(1 5 0
: 1 5 0 , 5 0 )

:::

注射用丹参粉

针
‘

木香顺气丸
二仙汤 日服液

补气养汀心主射液

消遥 丸

丹参素 C 15 水
一

甲醇
一

二甲基甲酞胺
一

冰醋酸

2 9 2

2 8 1

(9 0
: 4 : 4 : 2 )

C is

O D S

C 18

〔)D S

:):

:;:

910n12独活寄生丸

厚朴酚

淫羊蕾试

阿魏酸

芍药贰

甘草酸

芍药成 O D S

乙睛
一

水(6
:

4)

甲醇
一

水
一

醋酸(60
:

40
: 0

.

5)

1 0% 醋酸
一

甲醇 (5 5
: 4 5 )

甲醇
一

水(0
.

ol m ol /I
,

磷酸二氢

钾 ) (4 0
:
60 )

水
一
乙睛(8 5 :

巧 ) 2 3 0

降脂液 绿原酸 C 一s 甲醇
一

水
一

乙睛
一

冰醋酸

(9 5
:
1 0

:
5

: 2 )
0

.

Zm o l/ I
_ K H ZPO 4 一乙睛 (z

:
1 )

。
.

5% 磷酸
一

甲醇
一

二 甲基 甲酞胺

(1 3
: 1 2 : 1 )

氯仿
一

甲醇(9
,

l)

甲醇
一

水
一

冰醋酸

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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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W G
一
C I。

(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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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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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 S

()I〕S ;::
开发利用提供了方法

。

3 H P LC 在体内中药活性成分分析中的应用

H P LC 用于体内药物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
,

为

药代动力学
、

临床药理等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

促进

了临床合理用药
。

青藤碱是从毛青藤中提取出来 的
,

临床用 于风

湿性关节炎的治疗
。

杨广德等
〔18j 建立了 R P

一

H PL C

测定血浆中青藤碱的方法
。

芍药贰是芍药的主要成

分
,

多种中成药
、

中药制剂中含有芍药
,

蒋学华等以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浆中芍药贰的含量(19
〕。

阿魏酸是活血化癖中药当归
、

川芍的有效成分
,

燕福

生等
〔20j 以 H PL C 法测定了血样中阿魏酸含量

。

H PL C 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发展为中药材的开

发及质量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

使中药制剂的研

究及质量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

体内活性成分的分析

测定也为合理使用中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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