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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提黄连解毒 汤

5
一

水煎提取黄连解毒 汤

2
一

单味药提取后合并黄连解毒汤 3
一

东洋黄连解毒汤 4 一

津村 黄连解毒汤

6
一
6 0% 乙 醇提黄连解毒汤 7一黄荃生药 8

一

缺黄等 阴性对 照

图 1 含黄岑昔提取物及 日本汉方制剂色谱图 ( ,
为黄岑普 )

所 占百分 比较高
,

但黄荃昔含量并不高
。

新工

艺 的黄荃昔含量高于东洋
,

可 以认为新工艺

提取物 的化学成分更接近于水煎
,

并可较大

量地富集其他有效成分
。

6
.

4 单味 中药分别提取后合并的样品中黄

琴昔含量最低
,

证 明复方 中药合提时各组分

之间互溶共溶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浸 出
。

6
.

5 本实验各 固体样 品制备成供试液后应

在 1一 Z d 内进行测定
,

否则其黄琴昔将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
。

致谢
:

本 实验所用 日本 汉方制剂 东洋黄

连解毒汤
、

津村黄连解毒 汤 为 日本的 阿部胜

利及李颂华 医生惠赠
,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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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干物质和化学成分含量动态变化规律研究△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 院 (上海 2 0 0 4 33) 郭美丽
牵

张芝玉 张汉明 苏中武

摘 要 红花干物质和 黄色素 动态积 累规律符合 Y ~ a + b X + c X Z
的一 元二次 方程

,

而腺昔含量

的动态 变化规律在前 3 d 内符合 Y ~ ae bx 的指数方程
,
3 d 后则呈直线下 降

。

根据 干物质和化学成分

的动态 变化规律得 知
:

红 花在开 花后第 3 天的早晨 6 :

06 ~ 8 :

30 的时间 内采收 最佳
,

其 时间的两

个端点分别是黄色素和腺昔量最高的时间
。

关键词 红花 干 物质 黄色 素 腺昔 积累 动态

红花 Ca rt h a m u : tl’nc to ri u : L
.

是传统的

活血化癖 中药
,

在现代 医学 中是预防和治疗

冠心病
、

心肌梗死 和脑血栓等 中老年常见病

的重要中药
。

研究表明
,

红花 中起活血化痛作

用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红 花黄色素 (s af n o w 盯

y e llo w )和腺昔 (a d e n o s元n e )〔
‘一 ’〕

。

本研究在对

夸
A d d r e s s :

G u o M eili
,

C o lle g e o f Pha r m a ey ,

S e e o n d M ilit a r y M e d ie al U n iv e r s it y
,

S h a n g lla i

郭美丽 1 9 8 7 年山西农 业大学农学系获硕士学位
,

留校从事药用植物栽培教学和科研 工作
。

1 9 9 6

学 系获博士学位后 留校 承担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教学 工作
。

主要从事红花栽培及其资源评 价研 究工作
,

△ 国家 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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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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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花 干物 质 积累 动 态研 究 的基 础上
,

采 用

U V
、

H P LC 法测定 了红花中上二种成分的动

态积累规律
,

旨在保证药 品红花最佳采收期

的确立及其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
四川简 阳红花

,

栽培于我院药 圃
。

播种期
: 1 9 9 4 年 1 0 月 3 1 日

,

出苗期
:
1 9 9 4 年

1 1 月 8 日
,

开花期
: 1 9 9 5 年 5 月 2 4 日

,

果实

成熟期
:
1 9 9 5 年 6 月 1 9 日

。

1
.

2 药材采集方法
:

在红花开花期
,

对 当天

所开的花进行记时
,

并从 当天开始 至花后第

4 天
,

于每 天早晨 8
:

30 左 右采 集花 冠
,

阴

干
,

精密称定千朵花冠干重
。

1
.

3 黄色素及腺昔含量测定
:

黄色素含量用

U V 法
,

腺昔含量用 H PL C 法
。

仪器
、

试剂
、

标

准液制备及标准 曲线绘制
、

样 品液制备及测

定方法
、

加样 回收率测定均 同文献
〔4 〕。

2 结果和分析

2
.

1 药材干物质动态积累规律
:

天数为 自变

量 (X )
,

千朵花冠干重为因变量 (Y
l
)

,

对干物

质动态积累规律进行 曲线拟合
,

得 回归方程

为
:
Y

l
= 0

.

7 7 2 8 6 + 0
.

7 3 2 3 8X 一 0
.

1 2 7 7 1X
2 , r

一 0
.

9 9 8 8
。

表明干物质累积规律极显著符合

上述数学模型
。

对 回归方程求一阶导数
,

得 X

一 2
.

9 (d )
,

此时
,

干物质累积达到极大值
,

将

X 一 2
.

9 代入 回归方 程
,

得 Yl
。大 ~ 1

.

8 22 9 /

千金花冠重
。

千朵花冠干重是影响药材产量

的主要因素之一
,

从药材产量角度考虑
,

于花

后第 3 天早晨 6 :

06 左右采花最为适宜
。

药

材干物质动态积累规律的回归曲线见 图 1
。

2
.

2 药材 中黄色素动态变化规律
:

红花黄色

素含量变化规律与干物质累积规律相似
,

符

合 一元 二 次方 程
:
Y

:
一 21

.

35 4 + 8
.

8 16 X 一

1
.

55 OX
“ , r 一 0

.

9 9 9 7
。

对上述回归方程求一

阶导数得
:

X 一 2
.

8 (d)
,

Y
Z极大一 33

.

89 (% )
。

表

明在 开花 2
.

s d 以前
,

红花 黄色 素含量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
,

2
.

s d 时黄色素含量达

最高值
。

红花黄色素含量的动态变化 回归曲

线见图 2
。

2
.

3 药材中腺昔动态变化规律
:

对红花腺昔

含量进行 曲线拟合的结果表 明
,

红花腺昔动

态变化规律
,

在 3d 以前符合 Y 一 a e 从的指数

增长规律
,

3 d 后则呈直线下降
。

分段拟合回

归 方 程 Y
:
= 0

.

7 7 1 8 e ,
·

5 , , 6 x
X [ o

,

3〕
, r =

0
.

9 9 7 2
。

由回归方程的信息可知
,

红花开花当

天
,

腺昔含量为 0
.

7 7 1 8 拌g / g
,

根据 X 的定义

域
,

可知腺昔含量在第 3 天时达到最大值
,

理

论值为 72
.

37 拼g / g
。

所以在第 3 天 8 :

30 采

收时
,

腺昔含量最高 (图 3 )
。

t
,
几.

,

、
几‘,
1

‘、
,,. ‘., ‘.吸、.、, ‘, .、

.

,‘

807060

50402030�.、盆�喇如

�承�喇如( .)帆十

r = 0
,

9 9 72

0 1 2 3 4

时间 t ( d )

图 1 红花干物质累积 回归 图 2 红花黄色素动态变化 图 3 红花腺昔动态变化 回

曲线 回归 曲线 归 曲线

2
.

4 药材适宜采收期的确立 2
.

4
.

1 以采收黄色素为 目的的采收期
:

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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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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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冠黄色素量是 干重与含量 (% )的乘积
,

即

甲
l
一 Y

, X Y
:

W
,

为黄色素量 (g )
。

根据干

重 与黄色素含量的 回归方程
,

求得黄色素量

的回归方程为
:

W
l
= 0

.

1 6 5 0 4 + 0
.

2 2 4 5 3X +

0
.

0 2 5 3 2X
2

一 0
.

0 2 2 6 1X
3

+ 0
.

0 0 1 5 8X
4 , r -

0
.

9 9 7 9
。

根 据 函数 极 值 的 运 算 法 则
,

求 得

W
l极大 = o

·

6 1 7 7 9
,

X ~ 2
·

9 (d )
,

即在开花第 3

天早晨 6 :

06 分采收时
,

黄色素量最高
,

超过

此时间
,

黄色素量 已经开始降低
。

2
.

4
.

2 以采收腺昔为 目的的采收期 的确立
:

腺昔量是花冠干重与腺昔含量 (% )的乘积
,

根据 干重 与腺昔含量 的回归方程
,

求得腺昔

量的回归方程为
:

W
Z
一 (0

.

5 9 4 9 + 0
.

5 6 5 2 5 一

0
.

0 9 8 5 7X
2
) x e ‘

·

5 ‘3 6
,

X ,

X = 〔o
,

3〕
, r = 0

.

9 9 6 0

鉴于上述回归方程 的性质及其 自变量的的定

义域
,

显见只有当 X 一 3
.

0 时
,

即开花第 3 天

上 午 8
:

30 采 收
,

腺 昔 量 达最 高
,

W
Z极大 -

1 3 1
.

7 4 拌g
。

2
.

4
.

3 红花适宜采收期
:

根据红花干物质累

积规律 以及有效成分的动态变化规律
,

我们

确立红花适宜采收期为开花第 3 天早晨 6 ,

。6一 8 , 3 0
,

其时 间范围的两个端点
,

分别是

黄色素与腺昔量最高时间
。

3 结论和讨论

3
.

1 红花 干物质累积规律以及黄色素和腺

昔的动态变化规律
,

均符合一定的数学模型
。

干物质 累积及黄色素含量变化符合 Y 一 a +

b X 十 c X
Z

的一元二次方程 ;腺昔含量在开花

第 3 天 以前 符合 Y ~ ae bx 的指数增 长规律
,

在开花第 3 天后
,

则呈直线下降
。

这些变化规

律的发现
,

对于红花采收期的确立
,

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3
.

2 确立药材采收期
,

须对其干物质累积及

化学成分变化规律进行综合考虑
,

特别是 当

干物质累积与含量变化规律不一致时
。

采收

黄色素为目的的采收期是干重与黄色素含量

相乘 时的最大值所对应的时间
;采收腺昔为

目的的采收期是干重与腺昔含量的乘积的最

大值所对应的时间
。

我们 的研究表明
,

红花适

宜采收期在开花第 3 天早晨 6 ,

06 ~ 8
,

30

的时间范围内
,

其时间的两个端点
,

分别是黄

色素量和腺昔量最高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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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总黄酮的含量测定

徐州 市医学科学研究所 (2 2 1 0 0 6 )

徐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秦孟根

舒 伟

蔷薇科 植物刺 梨 尺o sa r o x 吞u嗒人ii f
,

n o

rm
a lis

R e h d et W il s
.

产于云 贵山 区及江渐丘陵地带
,

民间

有生食
、

熬糖等 习惯
。

我所生产刺梨制剂对 于 I
、

I

期高血压 有较好降压作 用
,

为控 制其质量
,

我们 以分

光光度法 测定 了其总 黄酮含量
。

1 仪器与材料

75 1 型 紫外分光光度计
,

乙醇
、

三 氯化 铝
、

醋酸

钾等均为 市售 A R 级试 剂
,

对 照品芦 丁购于南 京康

华科技 实业公 司 ;刺梨采自本 市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

1 0 6
-

园
,

经 浙江自然博物馆鉴定
,

风干后打成粗粉备用
。

2 实验部分

2
.

1 标准曲线制作
:

取经 12 0 ℃恒重之芦丁对照 品

约 1 5 m g
,

精密称定
,

置 于 25 m L 容量 瓶中
,

以 少量

乙醇微热溶解后
,

乙醇定容
。

精密 吸取 10 m L
,

再次

以 乙醇定容 于 2 5 m L
,

精密 吸取 0
.

5
、

1
.

0
、

1
,

5
、

2
.

0
、

2
.

5 m L 置于具塞试管 中
,

分别加 乙醇使成 5 m L
,

精

密加人 2
.

5 % A IC1
3
溶液 3 m L 及 10 % K A c

溶液 5

m L
,

摇 匀后 室温 放置 4 0 m in
,

随行 空 白
,

于 4 2 0 n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