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参及其制剂中有效成分测定方法的研究进展

广西柳州市药品检验所 ( 5 45。。l) 崔艳萍
.

摘 要 综述国内近 0 1年来
,

采用光谱和色谱技术测定丹参及其制剂中水溶性和脂溶性两大类

有效成分方法的研究进展
。

关祖词 丹参及其制剂 有效成分 测定方法

丹参 S a l v i a m i lt i o
rr h i z a B g e

.

为
.

常用中

药
。

具有活血化癖
,

消肿止痛
,

养血安神之功

效
。

科学研究表明
,

丹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水

溶性酚酸类和脂溶性二菇类
。

因此
,

测定这两

类成分的含量
,

是评价丹参及其制剂质量的

重要指标
。

本文综述了近 10 年的研究进展
。

1 光谱法

1
.

1 吸收度法
:

主要是利用丹参中的水溶性

酚酸类在紫外区 28 1士 3n m 波长处有最大吸

收
,

脂溶性隐丹参酮在 4 42 ~ 4 5 2n m 波长处

有最大吸收的特性
,

通过测定丹参药材或制

剂的吸收值来控制药品质量
。

李立振等
` , ,
在

2 8 3n m 波长处测定 了 10 批复方丹参片的吸

收值
,

最大为 。
.

6 7 6
、

最小为 0
.

14 5
。

陆洪斌

等川对 6 个 不同产地
、

2 个不同品种 的丹参

(丹参和褐王丹参 )
,

在相同条件下分别提取

后
,

在 Z s l n m 和 4 4 8 n m 波长处
,

分别测定水

溶性酚酸类和隐丹参酮的吸收值
,

结果前者

最 高为 1
.

2 14
,

最 低为 0
.

2 68 ; 后 者最高为

。
.

2 90
,

最低为 0
.

0 1 7
。

实验表明
,

两类成分之

间在药材中的积累贮藏无一定的内在联系
。

王宜详等
〔3 〕

在 2 8 2 n m 波长处
,

测定比较了 10

批复方丹参片与复方丹参胶囊的释放度
,

结

果表明
,

胶囊剂的体外释放度明显优于片剂
。

1
.

2 比色法
:

多用于丹参及其制剂中水溶性

总酚酸类和脂溶性总丹参酮类的测定
,

具有

快速简便
,

结果较准确的特点
。

黎若喜等
〔4 ,

利

用丹参酮 的菲酿拨基与 2
,

4
一

二硝基苯饼试

液反应呈橙色
,

在 4 2 o n 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的特性
,

测定了复方丹参片中总丹参酮的含

量
。

因丹参中水溶性酚酸类为邻苯二经基类

化合物
,

袁璐等
` 5 ,
利用邻苯二经基类化合物

的显色反应
,

在 5 2 5 n m 波长处测定了 4 个不

同厂家的复方丹参注射液中水溶性总成分的

含 量
。

结 果 最高 为 6
.

l7 m g /m l
,

最 低 为

2
.

03 m g /ml
。

王胜春等
〔。 利用丹参水溶性酚

酸类的酚轻基所其有的还原性
,

能与铁氰化

钾
一

三氯化铁显色
,

在 7 3 0n m 波长处测定了

五灵丸中丹参总酚性成分的含量
。

1
.

3 紫外分光光度法
:

多用于丹参液体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测定
,

具有操作简便
,

结果较准

确
,

重现性好的特点
。

赵仁泰等明采用双波长

紫外分光光度法
,

用原儿茶醛作对照品
,

在碗

一 28 1 n m
,

从 ~ 2 6 4 n m
,

测定了丹参注射液中

水溶性总成分的含量
。

周文惠等
〔“

,

们采用直接

紫外分光光度法
,

前者用原儿茶醛作对照品
,

在 281 士 3n m 波长处
,

测定了丹参 口服液中

水溶性总酚酸类的含量
。

后者用丹参酮 I
A

作对照品
,

在 2 70 士 nI m 波长处
,

测定了复方

丹参 口服液中脂溶性总丹参酮类的含量
。

周

亚球等
〔 , 。〕
利用薄层

一

紫外分光光度法
,

采用

硅胶 G 板
,

以苯
一

乙 酸 乙酷 (1 9 :

1) 为展开

剂
,

丹参酮 I A
作对照品

,

在 2 7 0n m 波长处
,

测定了复方丹参冲剂中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2 色谱法

2
.

1 薄层扫描法 ( T L C s )
:

多用于丹参药材

及其复方制剂中单一有效成分的测定
,

具有

操作简便
,

分离效果好
,

结果准确的特点
。

水

溶性成分一般采用水
、

乙醇或乙酸乙醋作溶

剂提取样品
,

脂溶性成分多采用氯仿
、

乙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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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水 乙醉 作溶剂 提 取 样 品
,

然 后 在 硅胶

( G F 25 ;
)薄层板上展开

,

进行扫描测定
。

.2 L I 水溶性成分测定
:

李静等
〔 111 以展开

系统 A
:

氯仿
一

乙酸乙醋
一

苯
一

甲酸 (2
.

4 : 2 : 1

, 0
.

6) 分离原儿茶醛
,

以 B
:

氯仿
一

乙酸乙酷
-

苯
一

甲酸
一

甲醇 ( 1
.

5 : 2 : 1 : l : 0
.

1 )分离咖

啡酸
、

迷迭香酸及其 甲酷
、

丹酚酸 A 和 C 等 6

种成分
,

然后采用双波长反射线性扫描法
,

在

入s
= 3 o o n m

,

入R
= 2 4o n m

,

测定 T 上述 7 种成

分的含量
。

郝淑清等
〔 , ” 用上述同法

,

对丹参

水煎液 (不同煎煮时间 )中上述 7 种成分的含

量进行测定
,

找出了丹参水溶性成分的最佳

提取时间为 1
.

h5 与 1
.

h0 组合为最高
。

倪坤

仪等
〔 , ,

·
,` ,
利用展开系统 A

,

以 5 : 6 : 3 : 1的

混合液为展开剂
,

采用双波长锯齿扫描法
,

在

入s
一 2 8 o n m

,

入R
= 4 0 o n m

,

测 定了 9 批丹参注

射液和 3 批复方丹参注射液中丹参素
、

原儿

茶醛和原儿茶酸的含量
; 以 20

:

24
:

12
: 3

的混合液为展开剂
,

采用双波长反射曲折形

扫描 法
,

在 入s
= 2 9 o n m

,

入R
= 3 7 0 n m

,

测定 了

不同生产厂家的 8 批复方丹参片中原儿茶醛

的含量
。

李明关
` , 5〕以甲苯

一

乙酸乙醋
一

甲酸 (8
, 5 , .0 8) 为展开剂

,

采用双波长锯齿扫描

法
,

在 戈 = 3 2 o n m
, 入R

= 4 2 o n m
,

测定了复方

丹参冲剂中原儿茶醛的含量
。

刘燕等
〔 , ` ,
分别

以氯仿
一

丙酮
一

甲酸 (8
: 1 :

l) 和 l( 0 : 4 :

1
.

6) 为展开剂
,

采用双波长锯齿扫描
,

在 入s
一

4 00
n m

,

从一 7 O0n m
,

测定 了丹参及复方丹参

片中原儿茶醛和丹参素的含量
。

么 .1 2 脂溶性成分测定
:

倪坤仪等 l(4 , 以氯

仿
一

乙酸乙酷
一

苯
一

甲酸 (2 0 :

24
:

12
:

3) 为展

开剂
,

用双波长反射曲折形 扫描法
,

在 犯 ~

2 6 5 n m
,

从一 3 7 o n m
,

测定了不同生产厂家的

复方丹参片中隐丹参酮的含量
。

刘燕等
( “ ,

以

石油醚 ( 60 一 90 ℃ )
一

乙酸 乙酷 ( 8 :

2) 为展开

剂
,

用双 波长锯齿扫描法
,

在 凡 ~ 4 5 0n m
,

从

一 7 o o n m
,

测定了丹参药材及复方丹参片中

丹参酮 I
A

和隐丹参酮的含量
。

于金凤等 l7[ 〕

以苯
一

乙酸乙酷 ( 19
.

5 : 0
.

5) 为展开剂
,

采用

单波长锯齿扫描法
,

在 4 7 0n m 波长处
,

测定
·

5 0 4
·

了脑血栓片中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刘建明
〔1幻

用上述系统 ( 1 9 :

l) 的混合液为展开剂
,

用双

波长反射锯齿扫描法
,

在 碗一 2 7 5n m
,

入, ~

3 5 0 n m
,

测 定了健脑益智冲剂 中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王隶书等
〔`蛇以甲苯

一

丙酮 ( 95
:

5) 为

展开剂
,

用双波长反射锯齿扫描法
,

在 碗 ~

2 7 7 n m
,

从一 3 3 o n m
,

测定了复方丹参气雾剂

中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肖伟等
〔
0)Z 以苯

一

甲醇 (9
,

1) 为展开剂
,

用双波长反射锯齿扫描法
,

在

碗 = 2 6 8 n m
,

从 = 3 7 9 n m
,

测定了 1 0 批复方丹

参颗粒剂中丹参酮 I A

和
,

隐丹参酮的含量
,

最高为 0
.

62 %
,

最低为 0
.

28 %
。

王晓娟等
〔 2lj

以苯
一

氯仿
一

丙酮 (5
: 4 : 0

.

5) 为展开剂
,

用双

波长反射锯齿扫 描法
,

在 耘一 2 2 4n m
,

入,
-

31 0n m
,

测定了五灵丸中丹参酮 l
*

的含量
。

许保军等
〔2 2

·

23) 采用单波长薄层扫描法
,

测定

了养血止痛 丸
,

乌鸡 白凤丸中丹参酮 l 、 和

隐丹参酮的含量
,

为传统大蜜丸的质量检验

提供了科学依据
。

2
.

2 高效液相色谱法 ( H P L C )
:

多用于丹参

药材及其制剂中单一有效成分的测定
。

具有

分析精度高
,

测定结果准确的特点
。

样品的处

理多为溶剂直接提取
,

也有用柱层析分离和

超声波提取等方法
。

2
.

2
.

1 水溶性成分测定
:

王杰民等 2t’ ,
采用

Y W G
一

C
I。
反相色谱柱

,

用甲醇和 0
.

25 %的醋

酸溶液分别为流动相
,

检测波长为 2 8 0n m
,

对经基苯甲酸为内标物
,

用梯度洗脱测定了

丹参药材和饮片中丹参素和原儿茶醛的含

量
。

盛景芬等
〔 , 5〕
采用 L i

一

C h r o s o r b 反相色谱

柱
,

以甲醇
一

0
.

5%醋酸 ( 10
, 7 0) 为流动相

,

检

测波长为 2 8I n m
,

对轻基苯 甲酸为 内标物
,

直接测定了丹参注射液中原儿茶醛和丹参素

的含量
。

倪坤仪等
〔26) 采用离子抑制技术

,

用

Y W G
一

C
l ,

反相色谱柱
,

以水
一

甲醇
一

冰醋酸 (8 0

: 1 9 : 1 ) 为流动相
,

用 2 8 0 n m 和 2石Z n m 为

检测波长
,

外标法
,

分别测定了丹参和复方丹

参注射液中丹参素
、

原儿茶醛和原儿茶酸 3

种成分的含量
。

杨梦玉
〔 27j 采用 O D s 色谱柱

,

以 甲醇
一

乙睛
一

1%冰醋酸 ( 10
: 2 : 9 0) 为流动



相
,

检测波长为 2 8 0n m
,

外标法
,

测定了参桂

冲剂原儿茶醛的含量
。

关大卫
〔
28J 采用离子抑

制技术
,

用 Y W G
一

C
l 。

H
37

色谱柱
,

以水
一

甲醇
-

二 甲替甲酞胺
一

冰醋酸 (9 o : 4 : 4 :

2) 为流动

相
,

检测波长为 2 8 nI m
,

外标法
,

测定了注射

用丹参粉针剂中丹参素的含量
。

.2 .2 2 脂溶性成分 测 定
:

张瑞等
〔川 采 用

N u e l e o s i l C
l 。
反相色谱柱

,

甲醇
一

水 ( 4 : 1 ) 为

流动相
,

检测波长为 2 6 2n m
,

外标法
,

测定了

丹参培养细胞中丹参酮 l * 、

丹参酮 I 和隐丹

参酮的含量
。

陆锦芳等
〔 30) 采用 Y w G

一

C
l o

H 37

反相色谱柱
,

80 % 甲醇溶液 为流 动相
,

外标

法
,

以峰面积为定量基础
,

采用绝对校正曲线

法
,

测定 了丹参药材和饮片中丹参酮 I A

的

含量
。

结果表明
,

饮片中的含量均在不同程度

上低于原药材的含量
,

提示了饮片生产过程

中有效成分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

胡绍茵等
〔3` ,

采用 C 18色谱柱
,

甲醇
一

水 ( 6 :

4) 为流动相
,

检

测波长为 2 5 4 n m
,

外标法
,

测定了丹参药材

中丹参酮 l *

的含量
。

田 明等
〔 321 用 S G E

-

1叉〕5 2
一

8 / 5 C
I。

色谱柱
,

以甲醇
一

水 ( 8 5 : 1 5 )为

流动相
,

检测波长为 2 7 0n m
,

外标法
,

测定了

祛斑面膜中丹参酮 I
A

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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