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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天麻中 L-焦谷氨酸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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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 HPLC法对不同来源和加工方法不同的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 中 L -焦谷氨酸成分进行了定

量分析。结果显示 L-焦谷氨酸在天麻中的含量因产地、栽培方法和加工方法的不同而有差异。野生比家种、鲜

品比干品的 L -焦谷氨酸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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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ti ta tiv e analysis of L -py roglutamic acid in Gastrodia elata Bl. collected f rom

di fferent o rigins and prepa red th rough di fferent procedures w ere ca rried out by HPLC. The resul ts

indica ted that the contents of L-pyrog lutamic acid in dif ferent G. elata varied di fferent ly as to thei r

habi tats, cul tiv ation and prepa ra tiv e processes. As an overall resul t , it is clear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L-pyrog lutamic acid in w ild and fresh G. elata a re higher than tha t of the cultiv ated and dried va 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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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是我国著名的中药 ,目

前已普遍种植。有关天麻的药理实验表明具有镇惊、

抗癫痫、镇静、安眠、镇痛等作用
[1, 2 ]
。关于其化学成

分研究的报道 ,多集中于酚类化合物和有机酸类化

合物 [3～ 8 ]。在试图从中寻找环肽化合物的过程中 ,我

们从天麻中分离得到 L -焦谷氨酸。据文献
[ 9]
报道 L-

焦谷氨酸具有抗惊厥等作用 ,因此推测 L-焦谷氨酸

可能是天麻的活性成分之一。

另有文献
[10 ]
报道 ,天然鲜人参中焦谷氨酸的含

量远高于加工品人参 ,不同的品种人参中 L-焦谷氨

酸的含量有显著差异。 因此 ,我们对不同产地、不同

栽培方法、不同加工方法的天麻样品中 L-焦谷氨酸

的含量进行了定量分析 ,测定了不同品种天麻中 L-

焦谷氨酸的含量 ,并探讨了不同加工方法对 L -焦谷

氨酸含量变化的影响。

1　仪器和试剂

仪器: Hew let Packa rd HP1100高效液相色谱

仪。 HP工作站数据处理机 ; HP自动进样器。

试剂:无水乙醇 (优级纯 ) ,超纯水 ,无水醋酸钠

(分析纯 )。

2　样品的制备

不同来源的天麻样品 1～ 7号 (见表 1)经粉碎

后 ,精确称取 10 g粉末 ,分别用 10倍量的无水乙醇

浸泡过夜后 ,用超声波震荡 35 min,过滤。重复提取

3次 ,合并提取液。 提取液减压浓缩至一定的体积

后 ,用无水乙醇定容到 10 mL容量瓶中 ,供定量分

析用。样品 8～ 10号为云南昭通家种新鲜天麻 , 8号

是用鲜品 (含水量为 70. 74% )直接提取 , 9号是用

晒干品 (含水量为 47. 47% )提取 , 10号是用烘干品

( 80℃烘至恒重 )提取 ,提取方法同上。

3　分离条件和测定方法

3. 1　分离条件:经反复试验和比较不同类型的流动

相 ,确定天麻中 L -焦谷氨酸的分离条件如下: 色谱

柱: Selecto sil C18 , 5μ, 250 mm× 4. 60 mm;流动相

5 mmo l /L NaAc水溶液 ;流速 1 mL /min;紫外检测

波长 210 nm;柱温 35℃ ;进样量 5μL;分离效果见

图 1。

3. 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 L-焦谷氨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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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作者从天麻中分离得到 ,纯度为 98%以上 ) 2. 0

mg置于 10 mL容量瓶中 ,用无水乙醇溶解定容 ,取

此溶液分别进样 2. 5, 5. 0, 10. 0μL。 在上述色谱条

件下测定 ,记录峰面积与进样量。 L -焦谷氨酸在

0. 5～ 2. 0μg范围内峰面积 Y与浓度 X的线性关系

良好 , r= 0. 999 98。

3. 3　精密度、回收试验、重复性实验: 称取 10. 00 g 1

号样品各 4份 ,平行测定 L -焦谷氨酸的含量分别为:

0. 009 28% , 0. 009 33% , 0. 009 59% , 0. 009 90% ,

平均为 0. 009 52% ,RSD为 2. 99% 。

重现性实验: 重复进样 1号样品 4份 ,测定 L-

焦谷氨酸的含量分别为: 0. 009 33% 、 0. 009 26% 、

0. 009 53%、 0. 009 64% ,平均为 0. 009 44% ,RSD

为 1. 86% 。

回收率实验:准确称取 102. 0μg对照品 3份 ,

分别加到 5. 0 g的 1号样品中 ,并按上述方法提取 ,

测定。回收率为 100. 93% ,RSD为 3. 52% 。

3. 4　样品的测定:将上述样品 1～ 10号 ,分别进样

5μL,与对照品的相对保留时间比较 ,并用加入法定

量 ,用外标法由数据处理机计算 L -焦谷氨酸的含

量 ,分析结果见表 1。

4　结果与讨论

A-天麻样品 1号　* L -焦谷氨酸　 B-L焦谷氨酸对照品

图 1　样品 HPLC图

表 1　不同品种天麻中 L-焦谷氨酸的含量 (% )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L-焦谷氨酸含量

(% )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L-焦谷氨酸含量

(% )

1 贵州大方野生天麻 0. 009 44 6 云南昭通野生天麻 0. 008 66

2 贵州毕节家种天麻 0. 002 15 7 云南昭通家种天麻 0. 003 58

3 贵州毕节野生天麻 0. 006 13 8 云南昭通家种天麻 (鲜品 ) 0. 018 76

4 贵州毕节野生幼天麻 0. 007 28 9 云南昭通家种天麻 (晒干品 ) 0. 012 51

5 贵州毕节家种幼天麻 0. 001 14 10 云南昭通家种天麻 (烘干品 ) 0. 002 53

　　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以 L-焦谷氨酸为对照品用

外标法定量分析了不同来源和加工方法不同的天麻

样品中 L-焦谷氨酸的含量 ,结果 (见表 1)表明: ( 1)

来自不同产地的天麻中 L-焦谷氨酸的含量不同。

( 2)野生天麻中 L -焦谷氨酸的含量高于家种天麻 ,

这一现象表明 L-焦谷氨的含量与天麻的品质有关。

( 3)不同加工方法对 L -焦谷氨酸的含量有显著影

响 ,鲜品比干品的含量高。 对于同一新鲜样品 , 8号

样品是不经任何处理 ,直接用无水乙醇提取 , L-焦

谷氨酸的含量最高 ; 10号样品是将天麻烘干 ,用同

样方法提取 ,其含量最低 ; 9号样品是晒干后提取 ,

其含量居中。 对于市售天麻通常加工方法是将鲜品

清蒸 ,然后烘干或晒干 ,其含量均低于 8号、 9号样

品。对加工过程影响 L-焦谷氨酸含量变化的机制 ,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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