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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长年限唐古特大黄中五种蒽醌衍生物的含量比较

曹纬国 陶燕铎 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 重庆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西宁

摘要 目的  探讨唐古特大黄中五种蒽醌衍生物的含量与生长年限的关系 ∀方法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生长年限唐

古特大黄中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酸 !芦荟大黄素 !大黄素甲醚的含量 ∀色谱柱为 ≤ 柱 流动相为甲醇 2 磷酸 Β 流

速为 # 检测波长为 柱温为室温 按外标法定量 ∀结果与结论  唐古特大黄中五种蒽醌衍生物的含量随

生长年限的增加而增加 第 年增长趋势变缓 且两年生唐古特大黄已符合药典要求 ∀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 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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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古特大黄 Ρηευµ τανγυτιχυµ ¬ ¬ 为蓼科

植物 药用部分为干燥根及根茎 为传统药材 具有泻热通

肠 凉血解毒 逐瘀通经等功能 其质量评价指标性成分主要

是蒽醌类衍生物 如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酸 !芦荟大黄素和

大黄素甲醚等 ≈ ∀大黄中蒽醌类衍生物含量测定方法报道

较多 ≈ 2 本实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比较了不同生长年限

唐古特大黄中蒽醌衍生物的含量 研究了蒽醌类化合物的含

量与生长年限的关系 研究唐古特大黄活性成分在不同生长

年限中的动态变化 以此探讨唐古特大黄种植年限的科学性

问题 对控制药用植物原料的质量 !人工栽培和生物资源可

持续利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 ∞高效液相色谱仪 • 紫外检测器

• 数据处理系统 溶剂过滤系统 ∞× ∞

× ∞⁄ 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 ∀

1 2  试药与试剂

大黄素 !大黄酚 !大黄酸 !大黄素甲醚 !芦荟大黄素对照

品 含量测定用 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批号分别

为

甲醇为色谱纯 水为重蒸水 其余所用试剂均为分

析纯 ∀

1 3  样品采集

药材样品的采集时间为 年 月 唐古特大黄根茎

样品采自青海省大武 均为人工栽培品种 分别为一年生 实

生苗 !二年生 !三年生和四年生的四种不同生长年限的根茎

样品 各生长年限采样量不少于 所有样品经中科院西

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潘锦堂研究员鉴定为唐古特大黄 ∀

2  实验方法和结果

2 1  液相色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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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柱 ° ¬ ≤ 柱 ≅

Λ 流动相 甲醇 2 磷酸 Β 检测波长

流速 # 柱温为室温 进样量 Λ 在此条件

下各组分得到良好分离 液相色谱图见图 ∀

图 1  样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2对照品色谱图 2样品样品色谱图 2芦荟大黄素 2大黄酸 2大

黄素 2大黄酚 2大黄素甲醚

Φιγ 1  ≤

2≤ ∏ 2≤ Ρηευµ

τανγυτιχυµ ¬ ¬ 2 2 2 2 2

2

2 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芦荟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

素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分别置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定容 摇匀 作为对照品储备溶液

用时各精密量取 混合即得对照品溶液 ∀

2 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 / 0中配制的大黄素 大黄酸 大黄酚 芦荟

大黄素 大黄素甲醚对照品溶液适量混合 加甲醇制成标准

系列进样测定 ∀以色谱峰面积 Α作为纵坐标 ,对照品溶液浓

度 Χ # 作为横坐标 进行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 各

组分在各自进样量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线性范围 !回归方

程 !回归系数见表 ∀

表 1  标准曲线

Ταβ 1  ≤ ∏√

对照品 线性范围 #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芦荟大黄素 ∗ Α Χ ρ .

大黄酸 . ∗ . Α  Χ ρ .

大黄素 . ∗ . Α Χ ρ .

大黄酚 . ∗ . Α  Χ ρ .

大黄素甲醚 . ∗ . Α  Χ  ρ .

2 4  总蒽醌衍生物的提取 ≈

将唐古特大黄根茎切片晾干后 随机取样品粉碎成细

粉 每生长年限各取 份样品 每份约 精密称取 置具

塞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甲醇 密塞 称定重量 加热回流

冷却至室温 再称定重量 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

匀 滤过 ∀精密量取续滤液 置烧瓶中 挥去溶剂 加

盐酸 超声处理 再加氯仿 加热回流

放冷 移至分液漏斗中 用少量氯仿洗涤容器 并入分液

漏斗中 分取氯仿层 酸液再用用氯仿进行萃取 每次约

重复操作 次 合并氯仿液 以无水硫酸钠脱水 氯仿液

移至烧杯中 挥去氯仿 残渣加甲醇溶解 转移至 量

瓶 加甲醇至刻度 摇匀 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样品溶液 ∀

2 5  样品测定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混合溶液和供试品溶液各 Λ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以外标法计算样品中大黄素 大

黄酸 大黄酚 芦荟大黄素 大黄素甲醚的含量 结果见表 ∀

表 2  样品测定结果

Ταβ 2  ∏

生长年限 年
芦荟大黄素

#

大黄酸

#

大黄素

#

大黄酚

#

大黄素甲醚

#

蒽醌衍生物总量

#

3  分析讨论

用 ≥°≥≥ 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唐古特大黄中蒽醌衍

生物的含量与生长年限的关系 唐古特大黄中蒽醌衍生物随

生长年限的变化趋势见图 ∀

图 2  不同生长年限唐古特大黄中蒽醌衍生物的含量变化

π 2总蒽醌 υ 2大黄酸 σ 2大黄酚 ω 2大黄素 ∀ 2芦荟大黄素 3 2大

黄素甲醚

Φιγ 2  ∂

Ρηευµ τανγυτιχυµ ¬ ¬

π 2 ∏ υ 2 σ 2 ω 2 ∀ 2 2

3 2

  从图 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不同生长年限大黄药材中

蒽醌衍生物的含量差异较大 随着生长年限的增加 唐古特

大黄中五种蒽醌衍生物的含量均呈现增加趋势 且增加趋势

显著 ∀但是也有例外 大黄素甲醚的含量在 ∗ 年生长阶

段呈增加趋势 但在第 年却有所降低 ∀其次从图中可以明

显看出 唐古特大黄中五种蒽醌衍生物的含量在 ∗ 年的

生长期增加迅速 其中第 年增加尤为迅速 进入第 个生

长年则增速减缓 ∀本实验样品处理及测定方法与 版药

典一部大黄项下相同 版药典一部规定 大黄干燥品中

五种蒽醌衍生物的总量不得少于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年生的唐古特大黄已经符合药典标准 ∀

药材个体发育的特征是与种质相关的特性 !不同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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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有不同的最佳栽培年限有关 通常考虑的是产量和质量

的问题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达到高产 ∀唐古特大黄是一种

特殊的多年生植物 由其个体发育中有三个阶段 实生苗阶

段 为生长的第 年 通常生 ∗ 片叶 叶簇期 ∗ 年期

此阶段植株仅为叶簇 无地上茎 成年期为 年以上的植株

开始生地上茎 ∀通常唐古特大黄 ∗ 年不生花茎 植株仅

为一基生叶簇 第 年生苔 花茎 后 唐古特大黄地下部分

虚糠 引起产量下降 ∀

因此 在保证产量和质量的前提下 唐古特大黄的最佳

栽培年限是三年 ∀由于唐古特大黄野生资源日渐枯竭 现使

用唐古特大黄主要为人工栽培 本研究结果可以对唐古特大

黄的规范化种植提供一定的参考 ∀

Ρ ΕΦΕΡ ΕΝΧΕ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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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痘洗面奶制剂工艺的研究

王志萍 张庆华 韦慧鲜 申文慧 广西中医学院药学院 南宁

摘要 目的  筛选消痘洗面奶的最佳提取工艺及成型工艺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 以干膏率和芍药苷提取率作考察指标

考察加水量 !煎煮时间及煎煮次数对干膏率和芍药苷提取的影响 按照 ± × 标准 考察乳化温度和载药量对洗面

奶制备工艺的影响 ∀结果  最佳提取工艺是加 倍量的水 煎 次 每次 制备洗面奶的最佳条件 乳化温度为 ε

∗ ε 载药量为 ∀结论  该工艺合理可行 ∀

关键词 消痘 洗面奶 制剂工艺 正交试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Στυδψ ον τηε Πρεπαρινγ Τεχηνολογψ οφ Χλεανσινγ ΦαχιαλΜιλκ φορ Τρεατινγ Αχνε

• 2 ± 2 ∏ • ∞ ∏2¬ ≥ ∞ • 2 ∏ (Φαχυλτψ οφ Πηαρµ αχψ, Γυανγξι ΤραδιτιοναλΧηινεσε

ΜεδιχαλΥνιϖερσιτψ, Ναννινγ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ƒ

ΜΕΤΗΟ∆ Σ ¬ ° ∏ ¬

√ ∏ 2 ¬ 2 ¬ ∏ ∏

¬ × ∏ ≤ ƒ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ε ε ΧΟΝΧΛΥΣΙΟΝ  ×

ΚΕΨ Ω ΟΡ ∆ Σ: 2 ≤ ƒ

  痤疮是一种多发性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 西

医主要以外用抗生素 !雌激素等西药治疗 其治疗效果虽然显

著 但不良反应大 !复发率高 ∀据报道 ≈ 2 传统中药治疗痤疮

具有疗效好 !不良反应少等优点 ∀近年来有关中药治疗痤疮

的报道较多 但很有效的制剂不多 ∀本院有一经验方 ) ) ) 消

痘中药洗面汤剂 多年来一直都是以汤剂外洗的形式用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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