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1  超声波提取时间的选择

取新鲜芒果叶 烘干 粉碎 ∀称取芒果叶粉末约 加

乙醇 在 ε ! ∗ 范围进行超声波 超声工作频

率 提取时间的考察 ∀结果表明 最佳的超声波提取

时间为 故选择超声提取时间为 ∀

2 2  总黄酮成分提取

取新鲜芒果叶 烘干 粉碎 ∀称取芒果叶粉末 加

乙醇 在 ε 下超声波 超声工作频率 提

取 抽滤 ∀滤渣再加 乙醇 在 ε 下超声波

超声工作频率 提取 抽滤 合并两次滤液 减

压回收乙醇至滤液仅剩 ∗ 为止 放置 量瓶中

用 乙醇稀释至刻度 得样品液 提取率为 ∀对照

实验 分别用 乙醇 ε !石油醚 ε 和水 ε 作

溶剂参照上述方法以非超声波提取芒果叶总黄酮 提取率分

别为 ! 和 ∀由此可见 超声波提取的效

率最高 ∀

2 3  定量实验 ) 总黄酮的含量测定

2 3 1  波长的选择  取样品液适量 在 亚硝酸

钠溶液存在的碱性条件下 经硝酸铝显色后 以试剂为空白

参比液在 ∗ 波长范围测定络合物的吸光度 络合

物于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故测定时选用此波长 ∀

2 3 2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密吸取芦丁对照液

于

量瓶中 分别加入 亚硝酸钠溶液 摇匀 静置

再加 硝酸铝溶液 摇匀 静置 再加

氢氧化钠溶液 用 乙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静

置 以试剂作空白 于 处测吸光度 ∀回归方程

Α . ≅ . Χ, ρ ∀

2 3 3  提取物含量的测定  精密吸取样品液 置

量瓶进行稀释 再精密吸取样品液 按标准

曲线的制备方法测定吸光度 根据回归方程

≅ ≤ 计算样品中总黄酮的含量 ≤

∀

2 3 4  回收实验  精密量取样品液 加入芦丁对照

品 同前样品测定操作方法测定吸光

度 求出回收率为 ∀

3  讨论

3 1  结果表明 本实验方法工艺简单 回收率为 利

用本实验所提供的超声波提取 !纯化方法而得到的黄酮类物

质其纯度较高 ∀超声波可以强化乙醇浸提法 达到省时 !高

效 !节能的目的 此方法采用全物理过程 无任何污染 是一

条理想的提取黄酮类物质的途径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3 2  我国是芒果主要生产国之一 芒果生产分布于台湾 !广

东 !广西 !海南以及福建 !云南 !四川等省 !自治区 因此 芒果

叶药材资源非常丰富 且具有分布地域广 原料易得 价格低

廉 甚至四季可采等优点 ≈ ∀但目前利用芒果叶开发的制剂

品种为数甚少 剂型单一 更加限制其临床应用 ∀如何充分 !

合理开发芒果叶资源 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充分的药学 !药理

学依据 还有待在系统的药效学 !药代动力学 !分子药理学和

制剂学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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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地产药材空心柴胡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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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和评价不同产地空心柴胡的质量 ∀方法  测定 个不同产地野生空心柴胡根中总浸出物 !总皂苷 !柴胡皂苷

!挥发油 ∀结果  不同产地空心柴胡中有效成分含量有明显差异 ∀结论  此研究将为柴胡的药用和资源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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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δψ τηε θυαλιτψ οφ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ϖαρ. φρανχηετιι φροµ διφφερεντ αρεασ

• ƒ∏2¬ ≠ 2 ° ÷ ( . Γανσυ Χολλεγε οφ Τραδιτιοναλ 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ινε, Λανζηου

, Χηινα; . Γανσυ ∆ινγξι Ινστιτυτε φορ∆ρυγ Χοντρολ, ∆ινγξι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 ¬⁄≤ √

∏ √ ΜΕΤΗΟ∆ Σ  × ¬ √ 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ΚΕΨ Ω ΟΡ ∆ Σ: 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 ¬⁄≤ √ φρανχηετιι ∏ ∏

  柴胡为常用中药 中国药典自 年版规定来源仅为

柴胡 Βυπλευρυµ χηινενσε ⁄≤ 和狭叶柴胡 Βυπλευρυµ σχορζονερ2

ιφδιυµ • ∀但柴胡属植物自古药用较多 各地区仍按历史

习惯自产自销或民间入药 形成区域药用柴胡 较常用的有

余种 含变种 变型 植物 主要在品种 药用部位 资源多

寡及临床用药等均存在差异 空心柴胡 Βυπλευρυµ λονγιχαυλε

• ¬⁄≤ √ φρανχηετιι 为我省的习用药材之一 ≈

有关空心柴胡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 为此笔者对不同产地空

心柴胡的质量进行了研究 以期为研究空心柴胡的药用价

值 扩大药用资源 提供参考依据 ∀

1  仪器 !试剂与材料

≥° 高效液相色谱仪 !≥° 检测器 !≥° 数据处

理仪 美国光谱物理公司 对照品柴胡皂苷 供含量测定

用 由中国药品生物生物制品鉴定所提供 乙腈 !甲醇为色谱

纯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样品均经原兰州医学院药学院赵

汝能教授鉴定 ∀

2  方法与结果

2 1  醇浸出物的测定

称取柴胡根 粉碎 以乙醇为溶剂 按醇溶性浸出物

测定法项下热浸法 中国药典 年版附录 ÷ 测定 计算

醇浸出物含量 结果见表 ν ≥⁄ ∗ ∀

2 2  总皂苷测定

称取柴胡粗粉 按文献 ≈ 条件 置园底烧瓶中 加

乙醇 回流提取 次 每次 滤过 滤渣用

乙醇 分 次洗涤 合并洗液定容至 备用 ∀

精密量取上述滤液 置蒸发皿中 水浴上蒸干 残渣

加热水 溶解 滤过 水不溶的残渣用热水洗 次 每次

合并滤液 置分液漏斗中 先用乙醚 提取 次 弃

去乙醚层 水层用水饱和的正丁醇提取 次 每次用量分别

为 合并正丁醇液 再用

反萃取 次 分取上层液 置 ε 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

中 减压回收乙醇至干 残渣于 ε 干燥 取出置干燥器

中放置 称定重量 计算总皂苷的含量 结果见表 ν

≥⁄ ∗ ∀

2 3  挥发油测定

称取柴胡根粗粉 置圆底烧瓶中 采用水蒸汽蒸馏

法 ≈ 收集初滤液 初滤液再蒸馏 收集重蒸馏液近

加丙二醇 摇匀 加水定容至 量瓶中 精密吸取

上述蒸馏液 两份 一份置 量瓶中 加水至刻

度 摇匀 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一份置蒸发皿中 水浴上蒸干

残渣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 量瓶中 摇匀 作为空白

对照溶液 在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以吸收度大小来衡

量样品中挥发油的高低 结果见表 ∀

表 1  地产药材空心柴胡的测定结果 ν

Ταβ 1  ⁄ ∏ ν

产地

醇浸出物 ≈

药材

根

总皂苷

药材

根

挥发油 吸收度

吸收度

根

柴胡皂苷

含量

根

漳县

岷县

渭源

2 4  柴胡皂苷 的含量测定

2 4 1  色谱条件  ⁄≥2≤ 色谱柱 Λ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流动相 甲醇 Β乙腈 Β水

Β Β 检测波长 流速 # 柱温

室温 ∀理论板数 按柴胡皂苷 计不低于 ∀在此条

件下 样品中柴胡皂苷 与其他相关峰均能达到基线分离

柴胡皂苷 色谱峰的保留时间为 左右 ∀

2 4 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柴胡药材粗粉约 精密称定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甲醇 回流提取至无色 滤过 滤液

置水浴上蒸干 加水 溶解 用乙醚萃取两次

弃去乙醚液 再用正丁醇提取三次

合并正丁醇液 静置 取上清液置水浴上蒸干 残渣用甲醇

溶解 放冷 通过 ⁄ 型大孔吸附树脂柱 内径

长 用甲醇 洗脱 收集洗脱液 置水浴上蒸干

残渣用甲醇溶解 并转移至 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 摇

匀 经微孔滤膜 Λ 滤过 即得 ∀

2 4 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称取经五氧化二磷减压干燥器

中干燥 的柴胡皂苷 对照品 置 量瓶中 加

甲醇制成每 含 的对照品溶液 摇匀 即得 ∀分别

精密吸取该液 Λ 进样 按色谱条件测定 以对照

品峰面积 Ψ 对进样量 Ξ Λ 进行线性回归 其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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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Ψ Ξ , ρ . ∀表明柴胡皂苷

在 ∗ Λ 之间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2 4 4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Λ 重复进样

次 计算柴胡皂苷 色谱峰面积的 ≥⁄为 ∀

2 4 5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Λ 分别于

进行测定 以柴胡皂苷 的色谱峰面积进

行考察 测得 ≥⁄为 表明样品至少在 内稳定 ∀

2 4 6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柴胡皂苷 含量的柴胡样品粗

粉约 精密称定 份 分别精密加入柴胡皂苷 含量为

# 的对照品溶液 各 份 按

/ 0项下方法制备供试液 进样测定 记录色谱图 计算回

收率 结果见表 ∀

表 2  柴胡皂苷 回收率试验结果

Ταβ 2  ∏ √

样品号
样品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

2 4 7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柴胡药材样品 按 / 0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份 分别精密吸取上述溶液 Λ 进

样测定 以柴胡皂苷 的色谱峰面积进行计算 测得 ≥⁄为

∀

2 4 8  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收集的样品 批 按 / 0项

下方法制成供试品溶液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Λ 及

供试品溶液 Λ 按外标两点法 以干燥品计算柴胡皂

苷 的百分含量 结果见表 ∀

3  讨论

3 1  空心柴胡为我省习用药材之一 但对其质量的研究未

见报道 笔者对不同产地的空心柴胡质量进行了研究 ∀选择

醇浸出物和总灰分以及有效部位挥发油和总皂苷等 ≈ 为指

标 综合考察和评价了不同产地空心柴胡的质量 为空心柴

胡的药用和资源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

3 2  通过对甘肃地产药材空心柴胡的质量研究 以及西北

地区 特别是甘肃省多年来的用药习惯 空心柴胡可作为中

药柴胡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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