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种有代表性的桑白皮药材以及药材市场易混淆的

品种 ,计 42个样品的研究结果证明 ,红外光谱指纹

谱是反映中药材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官能团的特征吸

收峰群 ,特别是指纹区的指纹谱 ,可以作为鉴别不同

来源 ,不同品种药材的方法。

3. 3　本法采用相对透射率比值 ( T r= Ti /Ts) 作为

鉴别比较依据之一 ,为光谱信息的数据化及利用电

脑技术提供方便 ,为中药走向世界提供了具有更高

的可信性和可比性的简易的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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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柬龙牌”血竭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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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两种“柬龙牌”血竭进行鉴别。方法　 T LC、 UV和 HP LC色谱进行分析。结果　两种“柬龙牌”血

竭的化学成分具有显著不同。 结论　 T L C、 U V和 HP LC法可作为龙血竭的真伪鉴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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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two “ JIANLONGPAI” Dragon 's Blood
HU Ying -qing , ZHANG Jing -ze, LIU Dai-lin, ZHOU Yun-chou, Zo ng Ning, ZHAN G Jia n-qiang

　　 ( Depa rtment o f Phar macy, M edical Colleg e o f Chinese Peo ple 's Armed Po lice Fo rces, Tianjin 300162, China )

Abstract: Object　 To identify tw o“ JIAN LONGPAI” Drago n 's Blo od. Methods　 The chemical con-

sti tuents of tw o sam ples w ere a nalysed by TLC, UV and HPLC. Results　 The chemical consti tuents of

tw o “ JI ANLON GPAI” Drago n 's Blood w ere g reat ly di fferernt.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TLC, UV a nd

HPLC co uld be used fo r identification of Drago n 's Blood true o r false.

Key words: Drago n 's Bloo d; TLC; UV; HPLC

　　血竭具有活血散瘀、消炎止痛、收敛止血、生肌

敛疮等功效 ,为名贵中药材之一 ,我国中医药学中的

记载和应用已有 1 500余年的历史。 1999年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国家标准中收载了国产 (广

西 )血竭 ,并定名为“龙血竭”。龙血竭为百合科龙血

树属植物剑叶龙血树 Dracaena cochinchinensis

( Lo ur. ) S. C. Chen的含脂木材提取物 ,目前龙血

竭的原料生产厂家主要有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生产

的“芒果牌”广西血竭和中国科学院版纳华胜制药厂

生产的“柬龙牌”血竭等。现发现在安国药材市场上

出现冠以中国科学院版纳华胜制药厂生产的“柬龙

牌”血竭伪品 ,我们对市场上两种“柬龙牌”血竭进行

鉴别。

1　材料和仪器

1. 1　材料: “柬龙牌”血竭正品 ,购自亳州药材公司 ,

为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剑叶龙血树 Dracaena

cochinchinensis ( Lour. ) S. C. Chen的树脂提取

物。“柬龙牌”血竭伪品 ,购自安国药材市场 (由胡迎

庆鉴定 )。

1. 2　仪器与试剂: 日本岛津 -1601紫外分光光度

仪。日本岛津 LC-10AT高效液相色谱仪 , SPD-10A

紫外检测仪 , C-R8A记录仪 , C TO-10AS柱箱。剑叶

龙血树 C、 7, 4′-二羟基黄酮、 7-羟基-4′-甲氧基黄烷

和龙血素 A、龙血素 B、紫檀 、白藜芦醇对照品自

剑叶龙血树木材中提取分离 (自制 ,经峰面积归一

化法测得纯度为 98. 0% 以上 )。 GF254薄层层析硅

胶 ,青岛海洋化工厂。所用试剂为分析纯或色谱纯。

2　薄层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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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血竭的化学成分研究表明 ,剑叶龙血素 C
[1 ]、

7, 4′-二羟基黄酮、龙血素 A、龙血素 B、 7-羟基-4′-

甲氧基黄烷、紫檀 和白藜芦醇为其主要化学成

分 [2, 3 ] ,我们选择这些化合物作为对照品进行鉴别。

2. 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柬龙牌”血竭正品和伪

品各 10 mg ,加甲醇 1 m L溶解 ,制成每毫升含 10

m g的溶液 ,作为供试品溶液。

2.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剑叶龙血素 C
[ 1]
、 7, 4′-

二羟基黄酮、龙血素 A、龙血素 B、 7-羟基 -4′-甲氧基

黄烷、紫檀 和白藜芦醇对照品 ,制成每毫升含 1

m g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2. 3　薄层色谱

2. 3. 1　分别吸取上述供试品溶液和剑叶龙血素 C

对照品溶液各 2μL,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

粘合剂的硅胶 GF254薄层板上 ,以石油醚为展开剂 ,

展开 ,展距 10 cm,取出 ,晾干 ,置紫外灯 ( 254 nm )

下检视 ,“柬龙牌”血竭正品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照

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伪品供试品

色谱中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无荧光斑点

(图 1-Ⅰ )。

2. 3. 2　分别吸取上述供试品溶液和龙血素 A、龙

血素 B、 7-羟基 -4′-甲氧基黄烷、紫檀 对照品溶液

各 2μL,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

胶 GF254薄层板上 ,以石油醚 -甲苯 ( 8∶ 1) 为展开

剂 ,展开 ,展距 10 cm ,取出 ,晾干 ,置紫外灯 ( 254

nm ) 下检视 ,“柬龙牌”血竭正品供试品色谱中 ,在

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伪品

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无荧光

斑点 (图 1-Ⅱ )

2. 3. 3　分别吸取上述供试品溶液和白藜芦醇、 7,

4′-二羟基黄酮对照品溶液各 2μL,点于同一以羧甲

基纤维素钠为粘合剂的硅胶 GF254薄层板上 ,以氯

仿 -甲醇 ( 8∶ 1)为展开剂 ,展开 ,展距 10 cm ,取出 ,

晾干 ,置紫外灯 ( 254 nm和 365 nm )下检视 ,“柬龙

牌”血竭正品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

置上显相同的荧光斑点 ;伪品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

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无荧光斑点 (图 -Ⅲ )。

3　紫外光谱

取“柬龙牌”血竭正品和伪品各 15 mg ,置 25

m L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吸取该溶液

过滤 ,滤液 1 m L,置 25 m L量瓶中 ,加甲醇稀释至

刻度 ,在 220～ 450 nm范围内进行扫描 ,记录紫外

吸收光谱 ,结果见图 2。

4　高效液相色谱

A-“柬龙牌”血竭伪品　 B-“柬龙牌”血竭正品　 1-剑叶龙血

素 C　 2-紫檀 　 3-7-羟基 -4′-甲氧基黄烷　 4-龙血素 A 5-

龙血素 B　 6-7, 4′-二羟基黄酮　 7-白藜芦醇

图 1　“柬龙牌”血竭的薄层色谱

图 2　正品与伪品龙血竭紫外吸收光谱图

4. 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柬龙牌”血竭正品和伪

品各 50 m g,置 25 m L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 ,用 0. 45μm滤膜滤过 ,作为供试品溶液。

4. 2　色谱条件

4. 2. 1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 ;乙腈-

1% 冰醋酸溶液 ( 24∶ 76)为流动相 ;室温 24℃ ,流

速为 1 m L /min,检测波长为 330 nm。分别吸取“柬

龙牌”血竭正品和伪品供试品溶液各 20μL,注入液

相色谱仪 ,记录 HPLC色谱图 (图 3, 4)。

4. 2. 2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 ;乙腈-

1% 冰醋酸溶液 ( 34∶ 66)流动相 ;室温 24℃ ,流速

为 1. 5 m L /min,检测波长为 280 nm。分别吸取“柬

龙牌”血竭正品和伪品供试品溶液各 20μL,注入液

相色谱仪 ,记录 HPLC色谱图 (图 5, 6)。

5　结果

薄层色谱表明 ,正品“柬龙牌”血竭与伪品在化

学成分上具有显著差异 ;正品“柬龙牌”血竭含黄酮、

黄烷、二氢查耳酮和 类等化合物 ,薄层色谱上具有

明显斑点 ,而伪品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却无

荧光斑点 ,说明伪品“柬龙牌”血竭不含黄酮、黄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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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查耳酮和 类等化合物。

紫外光谱中 ,正品“柬龙牌”血竭在 284 nm有

最大吸收并在 330 nm处有一肩峰 , 280 nm和 330

nm左右为黄酮、黄烷、二氢查耳酮和 类的特征吸

收 ,伪品血竭中不含这类化合物 ,故紫外光谱中不显

示各类化合物的特征吸收。

图 3　正品龙血竭 330 nm HPLC图谱

图 4　伪品龙血竭 330 nm HPLC图谱

高效液相色谱图中 ,在 330 nm检测时可见正品

血竭的黄酮类、 类化合物的色谱峰 ,伪品在 330 nm

处的吸收趋于零 ,未见有龙血竭黄酮类、 类化合物

的特征色谱峰 , 330 nm时与紫外光谱相吻合; 280

nm有龙血竭的二氢查耳酮类等化合物的特征色谱

峰 ,伪品血竭未见特征色谱峰与 280 nm检测时与紫

外光谱和薄层色谱一致 ;以上结果为鉴别龙血竭的

真伪提供了依据。

图 5　正品龙血竭 280 nm HPLC图谱

图 6　伪品龙血竭 280 nm HPLC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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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CO CH3接在 C-25(δ78. 8, s) ;δ6. 50( H-23)→

δ79. 4( s) ,δ2. 5( 1H, d, J= 7 Hz, H-17)→δ58. 1( d,

C-17) ,δ2. 5( H-17)→δ79. 4( s)提示δ79. 4属于 C→

20,说明 C-20上有一羟基取代 ;δ4. 44 ( 1H, dd,

J= 6, 2. 9 Hz)→δ71. 6( d) ,δ4. 44→ C-3提示 δ71. 6

(d)归属于 C-2,提示 C-2上有一羟基取代 ;δ4. 38

( 1H, t )→δ71. 2( d) ,δ4. 38→ C-20提示δ71. 2( d)归

属于 C-16,也说明 C-16上有一羟基取代。化合物Ⅶ

的
13

CNM R, mp与胡芦素 B
[ 9]
的数据一致。故化合物

Ⅶ 为胡芦素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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