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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离姜黄素的柱色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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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一种提取与分离姜黄素的方法 ∀方法  用醇提法从姜黄中提取姜黄素 用柱色谱法把姜黄素从醇提物中与其

它杂质分离 ∀结果  得到了纯度为 的姜黄素样品 ∀结论  醇提法和柱色谱法结合进行姜黄素的提取和分离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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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黄色素通常称为姜黄素 ≈ 主要来源于姜科姜黄属植

物姜黄的根茎 ∀姜黄属植物主要包含挥发油和姜黄素类 后

者为二苯基庚烃类 有酚性与非酚性之分 ∀其中 姜黄素

∏ ∏ 是中药姜黄的主要成分 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广

泛的药理作用 如抗氧化 !抗炎 !抗菌 !抗病毒 !抗动脉粥样硬

化 !抗溃疡 !促进微循环 !降血脂等 ∀目前 利用姜黄提制姜

黄色素的方法有多种 ∀常用的姜黄色素的提取方法主要有

三种 有机溶剂提取法 ≈ !水提取法 ≈ !酶解法 ≈ ∀本实验

采用有机溶剂提取法提取姜黄素粗提物 然后进行柱色谱

以期得到浓度较高的姜黄素产品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药材  川姜黄 重庆星光药材公司 片姜黄 杭州胡

庆余堂大药房 ∀

1 1 2  试剂  乙腈 色谱纯 上海陆都化学试剂厂 冰醋酸

分析纯 浙江兰溪试剂厂 水 纯净水 娃哈哈纯净水 乙醇

分析纯 安徽特酒总厂 二氯甲烷 分析纯 杭州双林化工试

剂厂 正己烷 分析纯 硅胶 上海五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姜

黄素标准品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所 ∀

1 1 3  仪器  挥发油收集仪 上海玻璃厂 色谱柱 上海玻

璃厂 紫外检测仪 ≥°⁄) 日本岛津 ≥ ⁄ 流

动泵 ≤ ) ≥ 日本岛津 控制器 ≥≤ ) 日本岛

津 柱温箱 ≤× ) 日本岛津 数据处理软件 色

谱工作站 ∀

1 2  方法

1 2 1  姜黄素的初提取  称取 姜黄粉末 以 Β的比例

加入蒸馏水 搭好挥发油收集装置 电炉直接加热 先用挥

发油收集器收集挥发油 得到挥发油 倒人棕色瓶中

放入冰箱中保存 另用 ∀然后用旋转蒸发仪把烧瓶中水蒸

干 ∀再加入 的无水乙醇 用回流法热提取姜黄素

∀冷却至室温 用布氏漏斗减压过滤 收集滤液 旋转

蒸发仪回收乙醇 ε 真空度 得到姜黄素浸膏 ∀

1 2 2  姜黄素的粗品的脱油处理 ≈  根据姜黄素微溶于水

和正己烷的特点 将姜黄素浸膏 先用 蒸馏水浸泡

以去除那些水溶性的有机物 倒出水溶液 保留固体 再

用 的正己烷浸泡 可以除掉一部分杂质 有利于下

一步的分离纯化 回收正己烷 ∀用 二氯甲烷与甲醇

Β 的混合液溶解剩余的固体 得到红色的溶液 倒入棕

色瓶子 放入冰箱中保存 待用 ∀

1 2 3  姜黄素的分离  采用硅胶做为吸附剂 称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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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下一步重新做层析 只是收集洗脱液时 每管收集

作好标记 共收集 管 ∀将试管放在 ε 的水浴锅里

小心蒸干 由于用无水乙醇溶解后 做液相时 会出现一个很

高的溶剂峰 给积分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里采用流动相

来做溶剂 这样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溶剂峰 减少积分的误

差 ∀得到的数据见表 ∀

表 2  洗脱液各管中所含的姜黄素含量 每管

Ταβ 2  ≤∏ ∏ √ ∏ ∏ √ ∏

管号 峰面积

  从表 可以看出 姜黄素主要集中在 ∗ 号管中 也就

是在第 ∗ 中 尤其是第 ∗ 管较多 因此下一步的收

集 ∗ 三管 经干燥得到一定纯度姜黄素的样品 并计算其

纯度 ∀

2 4  姜黄素纯度的计算

收集第 ∗ 管的姜黄素 合并共 取 经在

水浴锅里 ε 干燥 用 流动相溶解 测得其浓度为

Λ 将洗脱液蒸干 测得其重为 ∀

姜黄素的纯度 浓度 ≅体积 重量 ≅

≅ ≅ ≅

2 5  讨论

本实验是利用硅胶的极性吸附原理来分离姜黄素 粗品

中的物质由弱到强依次被洗脱下来 ∀用一定比例的二氯甲

烷与丙酮的混合液 Β Β Β 进行实验 发现二氯甲

烷 2丙酮 Β的洗脱效果较好 ∀

用乙醇热提取姜黄素时 会有很多淀粉被乙醇溶解出

来 虽然经过减压过滤 但是过滤之后还有大量的淀粉通过

滤纸间隙而进入滤液 ∀用二氯甲烷与甲醇溶解后 瓶壁上还

有很多的固体没有溶解 可能就是淀粉 ∀

用乙醇提取物直接做液相时 要用 Λ 有机膜过滤

两次 防止色谱柱被堵住 ∀

色谱柱的制作也可以用湿柱法 石油醚浸泡 因石油醚

极易挥发 安全性不好 ∀用干柱法的好处是制作方便 !减少

有机溶剂消耗 提高安全性 ∀

3  结论

本实验所得的姜黄素样品的纯度为 如果再深入

做下去 相信可以得到更高纯度的姜黄素 这有待下一步实

验来证实 ∀本实验证明用醇提法从姜黄中提取姜黄素 用柱

层析法把姜黄素从醇提物中与其它杂质分离 从而达到一定

纯度的姜黄素样品 是切实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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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陆英中乌索酸和齐墩果酸含量

邹盛勤 刘传安 宜春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江西  宜春 宜春学院理学院 江西  宜春

摘要 目的  建立陆英药材中乌索酸和齐墩果酸含量的测定方法 ∀方法  选用 ≥ ≤ ≅ Λ 色谱柱

流动相甲醇 2水 Β 检测波长 流速 柱温 ε ∀结果  乌索酸的线性范围 ∗ Λ ρ

齐墩果酸的线性范围 ∗ Λ ρ ∀乌索酸和齐墩果酸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为 和

≥⁄为 ∀结论  本法可同时测定乌索酸和齐墩果酸含量 具有准确 !灵敏 !数据可靠的优点 可用于陆英药

材的质量控制 ∀

## ≤ ° ∏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