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 !批 !批 !批 相似程度较高 可聚为一类 批 !批

相似程度较低 可明显区分 ∀ 批冬凌草样品的聚类分析结

果与相似度计算结果比较接近 但由于分析方法不完全相

同 在某些结果上还有不同 补充聚类分析以更加精确地判

断 批冬凌草样品间的相似关系与分类状况 ∀

3  讨论

3 1  冬凌草甲素是冬凌草中含有的一种主要的二萜类化合

物 也是冬凌草发挥药理效应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 冬凌草

甲素出峰时间居中 且与其他各峰有较好的分离 因此选择

冬凌草甲素为参照物 ∀

3 2  本实验在考察样品前处理方法时 分别比较了甲醇 !

乙醇和水对冬凌草药材的提取效果 ∀结果表明水提取

液指纹图谱中色谱信息最丰富 因主要有效成分萜类难溶于

水 因此 冬凌草甲素含量非常低 ∀甲醇提取液指纹图谱色

谱信息比较丰富 各色谱峰分离较好 理论塔板数高 且冬凌

草甲素的含量最高 效果最佳 故供试品溶液提取溶剂定为

甲醇 ∀提取方法的考察中 比较了甲醇超声提取

索氏提取 对冬凌草药材的提取效果 ∀结果

表明 甲醇超声提取 溶液中冬凌草甲素的含量最高

最终确定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为甲醇超声处理 ∀

3 3  冬凌草不同部位的考察 冬凌草为地上部分入药 本实

验对其叶和茎分别制备供试品溶液 检测指纹图谱 结果叶

和茎均有 个共有指纹峰 冬凌草甲素及其他各成分 叶的

含量明显高于茎 见图 图 ∀

3 4  本试验建立了冬凌草药材的 ° ≤指纹图谱方法 从结

果分析 多数药材化学成分相对稳定 质量较高 个别药材的

差异与冬凌草的产地 采收 !加工及存放有一定关系 ∀同时说

明单以一个或几个成分含量为主的质量控制方法已不能真正

反映中药材质量 而利用指纹图谱对药材进行综合 !宏观的评

价 可比较全面的反映药材的特性 制定出系统性 !特征性和

稳定性均较好的指纹图谱 为中药材的质量评价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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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麻籽提取物中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二葡萄糖苷含量的测定

黄六仔 颜继忠 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 杭州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杭州

摘要 目的  建立亚麻籽提取物中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二葡萄糖苷 ≥⁄ 含量的 ° ≤测定分析法 ∀方法  色谱条件为

⁄≥ ≤ ≅ Λ 流速 # 柱温 ε 检测波长 用乙腈 2 磷酸溶液作为

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 ∀结果  ≥⁄ 在 ∗ Λ 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ρ ∀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为 ∀结论  本方法精确可靠 可作为亚麻籽提取物质量控制的方法 ∀

关键词 亚麻籽提取物 木脂素 开环异落叶松树脂酚二葡萄糖苷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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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稳定性试验

分别于 吸取同一供试溶液 Λ 进

样测定 ≥⁄ 的峰面积无明显变化 ≥⁄为 ∀

2 8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亚麻籽提取物样品 分别添加一定

量的 ≥⁄ 对照品 按供试品处理方法测定 ≥⁄ 的平均回收

率为 ≥⁄为 结果见表 ∀

表 2  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 ν

Τ αβ 2  ∏ √ ν

编号
取样量 样品中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

2 9  样品测定

取不同生产厂家共 批样品 按供试品处理方法 测定

结果见表 ∀

表 3  亚麻籽提取物中 ≥⁄ 的含量测定结果 ν

Τ αβ 3  ∏ ≥⁄ ƒ ¬ ¬

∏ ∏

生产厂家 批号 ≥⁄

陕西厂家 ≥⁄

陕西厂家 ≥⁄

陕西厂家

湖南厂家 ⁄

湖南厂家

四川厂家 ≠

四川厂家 ≠

四川厂家

浙江厂家

浙江厂家 °

3  讨论

3 1  流动相比例的确定

在上述色谱条件下 本试验对流动相分别选择了磷酸 2

甲醇 !磷酸 2 乙腈和多种梯度条件进行试验 ≥⁄ 与

前面杂质峰都未能有效分离 而流动相选择 磷酸 2乙

腈 ≥⁄ 与杂质分离效果最好 ∀

3 2  目前亚麻籽提取物的出口标准是 的 ≥⁄ 但从测

定结果看出 不同生产厂家不同批号间的 ≥⁄ 含量差异

很大 ∀

3 3  该方法灵敏 !准确可靠 可以作为亚麻籽提取物中 ≥⁄

含量测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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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和南五味子的 ° ≤指纹图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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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五味子和南五味子药材的 ° ≤指纹图谱进行研究 完善五味子质量评价和控制的方法 ∀方法  采用 ° ≤

测定了 批五味子和 批南五味子样品并建立标准对照指纹图谱 对其余 批样品进行测定 ∀色谱条件 ÷

≥ 2≤ ≅ Λ 色谱柱 流动相为甲醇 2水梯度洗脱 流速 # 检测波长为 柱温为 ε ∀结

果  建立的指纹图谱能区别五味子和南五味子 ∀结论  所建立的五味子和南五味子的 ° ≤指纹图谱为科学评价和控制五

味子样品的质量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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