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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不同部位总黄酮分布及荷叶黄酮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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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测定荷花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分布并探讨荷叶黄酮最佳提取工艺条件。方法　 采用索氏提取法对荷花五个不
同部位（花瓣、荷叶、叶梗、莲蓬壳、雄蕊）的总黄酮进行提取，利用硝酸铝显色法测定提取总黄酮含量；采用超声波辅助回流法
提取荷叶黄酮并通过正交实验设计进行工艺条件优化。结果　 荷花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分布：莲蓬壳＞荷叶＞雄蕊＞花瓣
＞叶梗；超声波辅助回流法提取荷叶黄酮时用３０倍量６０％乙醇，７０℃超声回流提取９０ ｍｉｎ，其中超声时间为２０ ｍｉｎ为佳。结
论　 荷花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有一定差异；在超声波辅助回流法提取荷叶黄酮实验处理下，不同提取工艺条件对荷叶黄酮提
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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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花又名莲，是被子植物中起源最早的种属之
一。现代莲属植物主要有开粉红花和白花的中国莲
以及开黄花的美国莲二种［１］。荷花含有多种药理
活性物质［２４］，尤其是荷叶，可以入药，国家卫生部曾
将其列入第二批“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单之
中［５］。荷叶中的黄酮类物质主要是荷叶苷，其次是
槲皮素、异槲皮素等［６］。Ｅｌｅｇａｍｉ等［７］从荷叶中分
离出Ｎｙｍｐｈｏｌｉｄｅ Ａ，Ｎｙｍｐｈｏｌｉｄｅ Ｂ和Ｍｙｒｉｃｅｔｉｎ３′Ｏ
（６″ｐｃｏｕｍａｒｏｙｌ）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３种黄酮类物质，田娜
等［８］从荷叶中分离出金丝桃苷（Ｈｙｐｅｒｏｎｓ）、异槲皮
素（Ｉｓｏ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紫云英苷（Ａｓｔｒａｇａｌｉｎ）、槲皮素
（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４种黄酮类物质。荷叶黄酮类化合物具

有抗病毒、抗癌、抗氧化、抗炎、抗衰老等生理和药理
活性，是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天然活性物质［９１３］。

有关文献报道，荷叶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
富［１４１７］，但荷花植株不同部位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
状况目前报道十分有限。同时，在主产地，除花朵以
外大量的荷花其它部分多是废弃处置，未被适当利
用，故对荷花黄酮分布情况及提取工艺条件进行深
入研究具有必要性。在本工作中，我们以荷花的地
上部分为原料，对荷花五个不同部位进行适当处理
后测定总黄酮含量分布，同时，对荷叶黄酮的超声波
辅助回流法提取工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以期
对此价廉易得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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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验仪器和药品
芦丁标准品（纯度≥９５％，华东医药公司，黄酮

含量测定的对照品）；乙醇（ＡＲ）；硝酸铝（ＡＲ）；亚
硝酸钠（ＡＲ）；氢氧化钠（ＡＲ）；浓硫酸（ＡＲ）。

数显恒温水浴锅（ＨＨ４，中国国华电器有限公
司）；索氏提取器；万分之一电子天平（ＡＥＧ２２０Ｇ，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ＵＶ７５００，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ＫＱ２５０ＤＢ型数控超声波发生器（昆山
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ＳＥＮＣＯ Ｒ２０１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ＤＨＧ９１２３Ａ型电热恒温
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２　 实验方法
２． １　 荷花不同部位材料的采集和处理［１８］

足量的新鲜荷花花瓣、荷叶、叶梗、莲蓬壳、雄蕊
均采自浙江林学院东湖水面（８月）。采集的样品材
料阴干后置于烘箱［（５０ ± １）℃］中至完全干燥，粉
碎过筛，干粉末样品装袋保存于干燥皿中待用。
２． ２　 荷花不同部位黄酮定性分析

对所选的荷花花瓣、荷叶、叶梗、莲蓬壳、雄蕊五
种材料进行碱性试剂反应预实验。将同等少量材料
于１０ ｍＬ乙醇中浸提１０ ｍｉｎ，各取数滴于试管中，
加氨水３ ｍＬ，振荡后静置５ ｍｉｎ，观察清液颜色并记
录。然后，在各试管中分别加入３ ｍＬ冰醋酸，振荡
后静置５ ｍｉｎ，观察颜色并记录，根据特征颜色反应
定性说明所取材料中是否含有黄酮类物质［１９］。
２． ３　 荷花总黄酮含量分布测定
２． ３． １　 浸提方法　 分别取定量的样品（荷叶、花瓣、
雄蕊、叶梗、莲蓬壳的干燥粉末）５． ０ ｇ，用两层擦镜
纸、两层滤纸包裹粉末，用６０％乙醇２００ ｍＬ于索氏提
取器中浸提３ ｈ，抽滤至少３次，定容至２５０ ｍＬ。
２． ３． ２　 测定方法　 样品中黄酮化合物的测定方法采
用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 ＮａＯＨ体系络合物化学吸光法，
通过ＵＶ７５０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量。据相关文
献报道［２０］，在亚硝酸盐存在时，Ａｌ（ＮＯ３）３在碱性条件
下与黄酮类化合物形成络合物，在一定波长下有稳定
吸收峰，以此进行比色分析，标准品选用芦丁。
２． ３． ３　 样品中黄酮吸收峰值的测定　 ６０％乙醇配
制０． ２０５ ｍｇ·ｍＬ －１的芦丁标准溶液，取该标准溶液
５ ｍＬ至５０ ｍＬ量瓶，用６０％乙醇稀释至刻度。取稀
释后芦丁标准溶液和样品待测液各５ ｍＬ，各加５％
ＮａＮＯ２ ２． ５ ｍＬ，混匀静置６ ｍｉｎ，加入２． ５ ｍＬ １０％
Ａｌ（ＮＯ３）３，混匀静置６ ｍｉｎ，加入１０ ｍＬ ５％的
ＮａＯＨ，放置１５ ｍｉｎ，于２７０ ～ ６５０ ｎｍ范围测定吸光
度，根据吸收曲线确定最佳吸收波长。

２． ３． ４ 　 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浓度为０ ２０５
ｍｇ·ｍＬ －１的芦丁标准溶液２ ０，４ ０，６ ０，８ ０，１０ ０，
１２ ０ ｍＬ于６支５０ ｍＬ量瓶中，各加６０％乙醇补至
刻度，按上述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 ＮａＯＨ测定黄酮化
合物方法显色并于最佳吸收波长处（５１０ ｎｍ）测定
吸光度Ａ值，以Ａ值为横坐标、标样芦丁含量
（ｍｇ·Ｌ －１）为纵坐标作图得标准曲线。
２ ３ ５　 样品黄酮含量的测定与比较　 取定容提取液
各１０ ｍＬ于５０ ｍＬ量瓶中，按上述ＮａＮＯ２Ａｌ（ＮＯ３）３ 
ＮａＯＨ测定黄酮化合物方法显色并于５１０ ｎｍ处测定
吸光度值，以空白标准液作对照用标准曲线计算提取
液的总黄酮含量。
２． ４　 荷叶黄酮提取工艺实验
２． ４． １　 超声回流提取单因素试验　 准确称取２． ０ ｇ
荷叶干粉末５份，用不同的乙醇浓度、超声条件下
的回流提取温度、料液比、回流提取时间、超声时间
分别进行单因素实验，结束后抽滤初提液，旋转蒸发
仪上（５５ ℃，１００ ｒ·ｍｉｎ －１）蒸至近干，８０ ｍＬ蒸馏水
溶解，２０ ｍＬ石油醚脱色至醚层近乎无色，取水层置
于量瓶中定容至１００ ｍＬ，从中吸取５ ｍＬ，用６０％乙
醇定容至５０ ｍＬ。参照“２． ３． ３”项下方法，测定荷
叶总黄酮在５１０ ｎｍ的吸光度值。
２． ４． ２　 超声回流提取正交优化试验设计　 准确称
取２． ０ ｇ荷叶干粉末，以乙醇浓度、超声时间、料液
比作为考察的３个因素，根据单因素试验的结果各
取３个水平，提取液定容至１００ ｍＬ，测定荷叶总黄
酮在５１０ ｎｍ的吸光度值，选用Ｌ９（３３）正交表进行
试验，见表１、表２。
表１　 正交因子水平表Ｌ９（３３）
Ｔａｂ 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水平 Ａ

乙醇浓度／ ％
Ｂ

料液比／（Ｗ∶ Ｖ）
Ｃ

超声时间／ ｍｉｎ
１ ６０ １∶ １０ ２０
２ ７０ １∶ ２０ ２５
３ ８０ １∶ ３０ ３０

表２　 Ｌ９（３３）正交表
Ｔａｂ ２　 Ｌ９（３３）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ａｂｌｅ

实验号 Ａ Ｂ Ｃ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３ １ ３ ３
４ ２ １ ２
５ ２ ２ ３
６ ２ ３ １
７ ３ １ ３
８ ３ ２ １
９ ３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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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讨论
３． １　 黄酮类化合物的颜色反应

选取的荷花花瓣、荷叶、叶梗、莲蓬壳、雄蕊５种
材料在碱性条件下均呈现黄色到棕红色，结果列于
表３。
表３　 荷花各部位黄酮的定性显色结果
Ｔａｂ 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ｌｏｔｕｓ

荷花部位 氨水 冰醋酸
花瓣 黄色 澄清
荷叶 棕红色 不变
叶梗 棕黄色 澄清
莲蓬壳 棕红色 不变
雄蕊 黄色 澄清

　 　 含有邻二酚羟基或３′、４′二羟基取代黄酮类化
合物在碱性溶液中很快被氧化，由黄色变为深红色
至绿棕色沉淀。二氢黄酮在碱性溶液中易开环转变
成相应的异构体查耳酮类化合物，显橙色至黄色。
而黄酮醇类化合物在碱性溶液中先呈黄色，遇空气
后变为棕色。表３所得结果为实验初提物，参考文
献［１９，２１］初步判断荷花五部分材料含有黄酮类化
合物。
３． ２　 最佳吸收波长选择及实验标准曲线

测试标准品和待测样品溶液的吸收曲线基本一
致，两者均在５１０ ｎｍ处有吸收峰且吸收稳定，吸光
度Ａ值处于理想范围，无漂移现象，结合有关文献，
选择５１０ ｎｍ为最佳吸收峰测定Ａ值。实验绘制的
标准曲线见图１，其中ｙ －芦丁含量（ｍｇ·Ｌ －１）；ｘ －
吸光度Ａ值（５１０ ｎｍ）。结果表明芦丁含量在８． ２ ～
４９． ２ ｍｇ·Ｌ －１内与吸光度值线性关系良好。

图１　 黄酮（芦丁）含量的实验标准曲线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Ｒｕｔ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 ３　 索氏法提取荷花五部位黄酮含量的比较

索氏法提取荷花五部位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分
布见图２。从图中可以看出，莲蓬壳的黄酮含量最
高，其次为荷叶、雄蕊、花瓣，叶梗含量最少。

图２　 索氏法提取荷花五部位材料的黄酮含量棒状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３． ４　 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法单因素试验结果
３． ４． １　 乙醇浓度对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效果的影响
　 ６０ ℃时分别用不同浓度乙醇溶液超声回流提取
荷叶３０ ｍｉｎ，测定提取液吸光度并计算黄酮含量与
乙醇浓度关系。结果显示，提取荷叶总黄酮含量随
乙醇浓度增大而逐渐提高。但当乙醇浓度达到
６０％后，总黄酮含量反而降低，故乙醇浓度为６０％
提取效果最好。
３． ４． ２　 料液比对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效果的影响　
６０ ℃时，不同的料液比用６０％乙醇超声回流提取荷
叶３０ ｍｉｎ，测定提取液吸光度并计算黄酮含量与料
液比关系。结果显示，在其它相同条件下，料液比
大于１∶ ３０时，总黄酮的含量增加较少，而消耗溶剂
的量增加较多，从经济角度考虑，料液比１∶ ３０提取
为宜。
３． ４． ３　 提取温度对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效果的影响
　 不同温度下，料液比为１∶ ３０的６０％乙醇超声回
流提取荷叶３０ ｍｉｎ后，测定提取液吸光度并计算黄
酮含量与温度关系。结果显示，提取荷叶总黄酮的
含量在超声温度７０ ℃时最高，故超声提取以７０ ℃
为宜。
３． ４． ４　 回流提取时间对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效果的
影响　 ７０ ℃时６０％乙醇超声回流提取荷叶不同时
间，测定提取液吸光度并计算黄酮含量与提取时间
关系，其中超声时间为３０ ｍｉｎ。结果显示，回流提取
时间越长，提取荷叶总黄酮类物质的含量越高，但提
取９０ ｍｉｎ后总黄酮含量反而减少，故以提取９０ ｍｉｎ
为宜。
３． ４． ５　 超声时间对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效果的影响
　 ７０ ℃时６０％乙醇超声回流提取荷叶９０ ｍｉ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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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时间不同，测定提取液吸光度并计算黄酮含量
与超声时间关系。结果显示，超声时间越长，提取荷
叶总黄酮的含量越高。但提取２０ ｍｉｎ后总黄酮含
量反而减少，故提取时超声时间以２０ ｍｉｎ为宜。
３． ５　 超声辅助回流提取法正交优化试验结果

根据“２． ４”项下单因素实验结果，选定料液比、
乙醇浓度、超声时间作为考察因素进行正交实验设
计，试验结果见表４，方差分析见表５。由表４分析
可见，最佳提取工艺为Ａ１Ｂ３Ｃ１，即用３０倍量６０％乙
醇，７０ ℃超声回流提取９０ ｍｉｎ，其中超声时间为２０
ｍｉｎ。由表５可见，考察因素在选取的水平范围内对
总黄酮提取率影响不显著。按最佳工艺条件重复试
验，平均得率为７． ６３‰。
４　 结论

目前的文献资料报道中，针对荷叶的研究逐渐
增多，但荷花其它部位的天然物质研究甚少。从本
文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本地区（浙江临安）荷花中莲
蓬壳和荷叶的黄酮含量比较高，特别是莲蓬壳，在取

表４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实验序号 Ａ Ｂ Ｃ 总黄酮含量／ ‰
１ １ １ １ ５． ０３９

２ １ ２ ２ ６． ４４７

３ １ ３ ３ ７． ５５８

４ ２ １ ２ ４． ９１６

５ ２ ２ ３ ５． １８７

６ ２ ３ １ ６． ６９４

７ ３ １ ３ ４． ５４５

８ ３ ２ １ ６． ４４７

９ ３ ３ ２ ４． ６４４
Ｋ１ １９． ０４４ １４． ５００ １８． １８０
Ｋ２ １６． ７９７ １８． ０８１ １６． ００７
Ｋ３ １５． ６３６ １８． ８９６ １７． ２９０
ｋ１ ６． ３４８ ４． ８３３ ６． ０６０
ｋ２ ５． ５９９ ６． ０２７ ５． ３３６
ｋ３ ５． ２１２ ６． ２９９ ５． ７６３
ＲＫ ３． ４０８ ４． ３９６ ２． １７３
Ｒｋ １． １３６ １． ４６６ ０． ７２４

表５　 方差分析
Ｔａｂ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方差来源 平方和（ｓ） 自由度（ｆ） 均方（ｓ ／ ｆ） Ｆ 临界值 显著性
乙醇浓度（Ａ） ２． ００２ ２ １． ００１ ０． ６９７ Ｆ０． ９９（２，２）＝ ９９． ０ －

料液比（Ｂ） ３． ６４７ ２ １． ８２４ １． ２７１ Ｆ０． ９５（２，２）＝ １９． ０ －

超声时间（Ｃ） ０． ７９６ ２ ０． ３９８ ０． ２７８ Ｆ０． ９０（２，２）＝ ９． ００ －

误差（ｅ） ２． ８７２ ２ １． ４３６

出莲子后就会被废弃，若能对其黄酮类物质的提取
做进一步工艺研究开发，相信是一个可资利用的
资源。

近年来，超声波、微波等物理方法也逐渐引入到
了荷叶有效成分的提取中，本实验在溶剂萃取基础
上融入了超声波辅助提取，超声辅助回流法提取荷
叶黄酮含量可达到７． ６３‰左右，故可以考虑利用此
方法从本地区荷叶中提取得到较多的总黄酮物质，
实验结果也表明可以通过正交实验设计得到相应实
验范围下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本工作对荷花地上
部分不同部位总黄酮分布及荷叶黄酮超声辅助回流
提取进行的相应实验可为荷花的深入开发研究提供
一定借鉴。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ＸＵ Ｄ 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ｔｕｓ （中国莲）［Ｍ］． Ｗｕ Ｈａｎ：Ｗｕｈ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８７：４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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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Ｄ］． Ｎ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７］ ＥＬＥＧＡＭＩ Ａ Ａ，ＢＡＴＥＳ Ｃ，ＧＲＡＹ Ａ Ｉ，ｅｔ ａｌ． Ｔｗｏ ｖｅｒｙ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ｍａｃｒｏｃｙｌｉｃ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ｌｉｌｙｎｙｍｐｈａｃａ ｌｏｔｕｓ ［Ｊ］．
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６３（６）：７２７７３１．

［８］ ＴＩＡＮ 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 Ｃｈａｎｇ Ｓｈａ：
Ｈｕ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９］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Ｅ． Ｐｒｅｎｙｌａｔｅｄ ｉｓｏｆｌａｖａｎ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ａ

ｓｉｇｍｏｉｄｅａ ［Ｊ］． Ｐｈｙｐ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４，３６（４）：１０７４１０７９．
［１０］ＹＩＮ Ａ Ｑ，ＭＵ Ｈ Ｊ，ＪＩＡＮＧ Ｘ Ｘ，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４１２· Ｃｈｉｎ ＪＭＡＰ，２００９ Ｍａｒｃｈ，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３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２６卷第３期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Ｊ］． 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 Ａｆｆ（中国药事），２００５，１９（１１）：
６８９６９２．

［１１］ＷＡＮＧ Ｗ，ＷＡＮＧ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Ｊ］． Ｊ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Ｍｅｄ Ｃｏｌｌ（沈阳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４（２）：１１５１１９．

［１２］ＸＵ Ｌ Ｙ，ＭＡＯ Ｗ Ｌ，ＪＩＡＮＧ Ｘ 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Ｊ］，Ｈｕｂｅｉ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湖北中医杂
志），１９９６，１８（４）：４２４３．

［１３］ＰＥＮＧ 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Ｊ］． Ｊ Ｄａｌｉ Ｍｅｄ Ｃｏｌｌ（大
理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７（４）：５２５４．

［１４］ＬＩＵ Ｓ Ｐ，ＦＡＮ Ｓ Ｙ，ＨＯＵ Ｈ 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ｖｅｓ

［Ｊ］． Ｊ Ｈｅｂｅｉ Ｍｅｄ Ｕｎｉｖ（河北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４）：
２５４２５６．

［１５］ＮＩＥ Ｂ，ＴＯＮＧ Ｌ Ｈ，ＹＵ 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ｖｅｓ ［Ｊ］．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黑龙江医药科学），２００３，２６（４）：５４．

［１６］ＣＨＥＮＧ Ｈ Ｇ，ＹＵ Ｙ Ｇ，ＺＥＮＧ Ｑ 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Ｊ］． Ｆｏｏｄ Ｍａｃｈ（食品与机械），
２００１，８５（５）：１６１７．

［１７］ＹＵ Ｚ Ｌ，ＧＵＡＮ Ｚ Ｓ，ＬＩ Ｊ，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Ｊ］． Ｃｈｉｎ Ａｒｃｈ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中医药学刊），２００３，２１（５）：６６９６７１．

［１８］ＨＵＡＮＧ Ａ Ｇ，ＱＩＡＮ Ｊ Ｙ，ＴＡＮ Ｄ Ｊ，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ｉｎ ｌｏｔｕｓ ｌｅａｆ ［Ｊ］． Ｆｏｏｄ Ｍａｃｈ（食品与机械），２０００，
７９（５）：１４１８．

［１９］ＫＵＡＮＧ Ｈ 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中药化学）［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４６１４９．

［２０］ＹＵＡＮ Ｘ Ｍ，ＪＩＡＮＧ Ｍ Ｗ，ＨＵ Ｚ Ｚ． 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ｉｎ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Ｊ］． Ｆｏｏｄ Ｆ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ｄ
（食品与发酵工业），１９９６，２２ （４）：２７３２．

［２１］ＧＡＯ Ｊ Ｍ． Ｐｌａｎｔ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植物化学）［Ｍ］． Ｂｅｉｇ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６８１６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４２９

作者简介：卢敏，女，高级工程师　 　 Ｔｅｌ：（０５７６）８４２３７２８９　 　 Ｅｍａｉｌ：ｙｎｌｕｍｉｎ＠ １６３． ｃｏｍ

ＨＰＬＣ测定红药片中三七皂苷Ｒ１和人参皂苷Ｒｇ１的含量
卢敏，陈保汉（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台州３１８０２０）

摘要：目的　 建立红药片中三七皂苷Ｒ１和人参皂苷Ｒｇ１的ＨＰＬＣ测定方法。方法　 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１００ ＤＡＤ高效液相色谱仪，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Ｃ１８色谱柱（２５ ｃｍ × ４． ６ ｍｍ，５ μｍ），乙腈０． １％磷酸（２０∶ ８０）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２０３ ｎｍ，流速１ ｍＬ·ｍｉｎ －１。结果
三七皂苷Ｒ１在１． ２１６ ～ ９． ７２８ μｇ（ｒ ＝ ０． ９９９ ５），人参皂苷Ｒｇ１在３． ０３６ ～ １５． １８０ μｇ（ｒ ＝ ０． ９９９ １）内线性关系良好。三七皂苷
Ｒ１平均回收率为９８． ６％，ＲＳＤ ＝ １． ７％；人参皂苷Ｒｇ１平均回收率为１０１． ０％，ＲＳＤ ＝ １． ７％。结论　 该法简便、快速、准确，适
用于红药片中三七皂苷Ｒ１和人参皂苷Ｒｇ１的含量定量测定，有利于控制红药片质量。
关键词：红药片；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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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药片由三七、白芷、当归等组成，具活血止痛、
祛瘀生新作用，用于跌打损伤、瘀血肿痛、风湿麻木

等证。三七为方中君药。其中三七皂苷Ｒ１、人参皂
苷Ｒｇ１为三七的有效成份，为有效控制红药片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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