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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花药材HPLC指纹图谱研究

马英丽，胡 冰，田振坤，苏连杰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摘要：目的建立金莲花药材的HPLC指纹图谱。方法 以荭草苷为内标物，采用HPLC法分析10个不词产地

金莲花样品的黄酮苷，并进行相似度计算。色谱条件：Hypersil C-s柱(200 mm×4．6 mm，5“m)，流动相为甲醇一水

梯度洗脱，体积流量为1．0 mL／min，检测波长340 nm，柱温45℃。结果 本研究建立的分析方法有较好的重复

性．不同产地的金莲花药材色谱峰面积比值有一定的差异。结论本法操作简便，重现性好，可用于不同产地药材

的指纹图谱的测定和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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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花为毛茛科植物金莲花Trollius chinensis

Bunge的干燥花，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和内蒙

古地区。近年来研究结果表明，金莲花有抑菌和抗病

毒的作用，其有效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1]。文献报道

金莲花药材以总黄酮为定量指标，也有人使用薄层

扫描、高效液相色谱法通过测定荭草苷和牡荆苷的

量来控制金莲花药材的质量[2矗]。在大部活性成分尚

不清楚的情况下，而测定总成分或是一两个化学成

分的量还不能真正反映原药材质量的稳定性。指纹

图谱能够为科学评价与有效控制金莲花质量提供新

方法，因此笔者在多年对金莲花化学成分和提取工

艺研究的基础上，用HPLC法研究了不同产地金莲

花药材的指纹图谱。这一研究将有助于金莲花药材

以及提取物和制剂的质量控制。

1实验材料

1．1 仪器试剂：日本岛津LC一2010A液相色谱

仪；日本岛津化学工作站；SPD一10A检测器；

AB204一N型1／10万电子分析天平；甲醇(色谱试

剂，美国DIMA公司)；磷酸(色谱试剂，天津市科

密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

1．2 供试样品：荭草苷样品为自制，经结构鉴定、

HPLC分析，质量分数为98．3％；金莲花样品共10

批，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生药学教研室苏连杰教授

鉴定为毛茛科植物金莲花Trollius chinensis Bunge

的干燥花，见表1。

表1金莲花样品来源

Table 1 Sample sources of Flos Trollii

样品号 样品来源 样品号 样品来源

1 河北围场 6 黑龙江东宁

2 黑龙江塔河 7 河北廊坊

3 内蒙牙克石 8 河北石家庄

4 内蒙赤峰 9 黑龙江黑河

5 河北沽源 lo 内蒙古根河

2方法与结果

2．1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荭草苷对照品适

量，用甲醇配制成0．2 mg／mL的溶液。

2．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金莲花样品3．0

g，置于具塞三角瓶中，加入50 mL甲醇，浸泡24 h，

称质量，超声提取40 rain后再称质量，损失部分用

甲醇补足，滤过，滤液定容于50 mL量瓶中，过

0．45弘m微孔滤膜，备用。

2．3 色谱条件：Hypersil C18柱(200 mm×4．6

mm，5肛m)(大连依利特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流动

相为水(A)一甲醇(B)，采用线性梯度洗脱程序：o～

30 rain(8％B～15％B)，30～70 rain(15％B～

19％B)，70～130 rain(19％B～45％B)，体积流量

为1．0 mL／min，检测波长340 nm，柱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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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方法学考察

2．4．1精密度试验：精密称取1号样品，按供试品

溶液制备方法操作，连续进样6次，记录指纹图谱。

结果表明，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其相对峰面

积比值基本一致，RSD为1．3％～2．8％，符合指纹

图谱要求。

2．4．2重现性试验：精密称取1号样品6份，按供

试品溶液制备方法操作，分别进样，记录指纹图谱。

结果表明，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其相对峰面

积比值基本一致，RSD为1．7％～4．6％，符合指纹

图谱要求。

2．4．3稳定性试验：精密称取1号样品，按供试品

溶液制备方法操作，分别在0、4、8、12、24 h测定，记

录指纹图谱。结果表明，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

其相对峰面积比值基本一致，RSD为1．2％～

3．9％，符合指纹图谱要求。

2．5金莲花的指纹图谱：以1号药材为样品，按确

定条件测定其指纹图谱，共获得21个色谱峰(图

1)。测定了10个不同产地的金莲花样品，且10个样

品的共有峰面积均在90％以上。其相对保留时间

见表2，典型色谱图见图2。其中7号峰为金莲花主

要指标成分荭草苷，将其作为内参比峰。以其色谱峰

对内参比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定性，按下式计算各色

谱峰相对于其内参比峰的峰面积比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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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荭草苷(A)和金莲花样品(B)指纹图谱

Fig．1 Fingerprint of orientin(A)and Flos Trollii(B)

X=A。／Aisw，，A州第i个样品第J个组分的峰面

积，Ais：第i个样品的参比峰面积，W，：样品质量(g)。

表2 10批金莲花药材共有指纹峰的相对保留时间

Table 2 Relative retention time of common peaks for ten batches of Flos Trol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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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0批金莲花样品指纹图谱

Fig．2 Fingerprint of ten batches of Flos Trollii

2．6相似度分析：指纹图谱表征的是样品整体的特

征，进行指纹图谱比较，可以反映样品间的亲疏程

度，但是单纯的直观比较指纹图谱的峰的多少和面

积的大小，只是定性比较，而且又带有个人的主观

性。相似度可以定量地描述指纹图谱，本实验用相似

度分析对样品进行了比较，可以定量地、客观地对样

品进行评价[4]。用沈阳药科大学计算机中心编制的

“指纹图谱相似度计算软件”以夹角余弦、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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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氏距离作为测度，分别计算各样本的相似度，结

果见表3。可知相似度在0．90～1．00的3、4、5、7、8

号样品相似性较好，可评价为质量较好的一类。

表3相似度计算结果

Table 3 Similarity degree of samples

样品号欧氏距离夹角余弦相关系数 样品号欧氏距离夹角余弦相关系数

1 0．86 0．94 0．93 6 0．74 0．83 0．87

2 0．82 0．91 O．92 7 1．00 0．99 0．99

3 0．94 0．96 0．95 8 0．99 1．00 1．OO

4 0．92 O．94 0．94 9 0．88 0．93 0．95

5 0．98 1．00 0．99 10 0．86 0．94 0．95

3讨论

3．1供试品提取溶剂及提取方法的考察：试验中笔

者考察了水、60％乙醇、95％乙醇、甲醇4种提取溶

剂，水煎煮、索氏提取、超声提取3种提取方法，最后

选定使用甲醇作为提取溶剂进行超声提取的方法，

该法所得色谱峰较多，且分离度较好。

3．2流动相的确定：金莲花药材的成分较复杂，主

要为黄酮类化合物，选择单一的流动相无法分离，采

用梯度洗脱可以在整个分析时间内(130 min)，各

色谱峰的峰型、分离效果均好。本实验过程中选择了

甲醇一水(H。PO。调至不同pH)、乙腈一水(H。PO。调

至不同pH)、甲醇一乙腈一水(H。PO。调至不同pH)、

甲醇一水、乙腈一水、甲醇一乙腈一水6种流动相系统，

结果甲醇一水系统分离效果最好。

3．3参照物的确定：金莲花中含有的有效成分为黄

酮苷类化合物。鉴于指纹图谱的目的是鉴别药材和

成药的质量，选定金莲花活性成分中量较高的荭草

苷作为本指纹图谱技术要求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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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花秦艽的生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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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中医药大学生药学教研室，上海201203；2．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研究所，上海201203)

摘要：目的对甘肃秦艽习用品——管花秦艽Gentiana siphonantha进行生药学研究。方法形态学、组织学及

理化鉴定方法。结果管花秦艽的叶较窄，子房、果实有柄，可与其近缘种秦艽G．macrophylla相区别；其根的组织

结构中出现中柱裂分现象；理化特征与麻花艽G．straminea十分相似。结论可为管花秦艽药材的研究及秦艽新

资源的开发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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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规定，秦艽原植物来源为龙胆科植

物秦艽Gentiana macrophylla Pall．、麻花艽G．

straminea Maxim．、粗茎秦艽G．crassicaulis Duthie

ex Burk．或小秦艽G．dahurica Fisch．，其根入药，

具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之功效‘1|。秦艽为常用中

药，临床应用广泛。但长期以来的过度采挖，以及生

收稿日期：2006—02—16
作者简介：赵志礼(】956一)，男，甘肃兰州人，理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学与中药品质评价研究。

Tel：(021)51322202 E—mail：zhilzhao@sohu．eom
*2006届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