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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与天然药物·  

 

HPCE 测定夏枯草中迷迭香酸含量 
 

刘伟，郭兴辉 (河南中医学院分析测试中心，郑州 450008) 

 
摘要：目的  建立高效毛细管电泳法测定夏枯草中迷迭香酸的含量。方法  采用毛细管区带电泳法。电泳条件为：石英毛

细管柱(75 µm×60 cm)；运行缓冲液：20 mmol·L-1的硼砂溶液(pH 9.88)；分离电压 18 kV；进样时间为 5 s；温度为 25℃,

检测波长为 330 nm。结果  迷迭香酸在 20.4~163.2 µg·mL-1 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9 4)；平均回收率为 97.7%，RSD 为

1.6%。结论  该方法简便、快速、准确并且专属性强，可用于测定夏枯草中迷迭香酸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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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Rosmarinic Acid in Spica Prunellae by HPCE 
 
LIU Wei , GUO Xinghui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Henan College of TCM, Zhengzhou 45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CE method for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rosmarinic acid in Spica Prunellae. 
METHODS  The separ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an uncoated fused silica capillary (75 μm ×50 cm). The running voltage was 18 
kV. The buffer was 20 mmol·L-1 boric acid (pH 9.88)，and the wavelength was 330 nm. RESULTS  The linear range of the 

calibration curve was 20.4-163.2 µg·mL-1 (ｒ=0.999 4),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7.7%，RSD was 1.6 %.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proved to be simple, rapid, accurate and exclusive, and can be used as a new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osmarinic acid in Spica Prunellae. 
KEY WORDS: Spica prunellae; rosmarinic acid; high performamce capillary electrophoresis 

 

夏枯草(Prunella vulgaris L.)是唇形科夏枯草

属植物。因“此草夏至后即枯”故名，为中医临床

常用的一味中药。夏枯草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下品，其味“苦辛寒，治寒热瘰疬，鼠瘘头痛，

破症，散瘿结气，脚肿湿痹，轻身，一名乃东，生

川谷”。其味苦、性寒、辛，具有清肝、明目、散

结、消肿、止痛之功效。用于目赤肿痛、目珠夜痛、

羞明流泪、头痛眩晕、瘰疬、瘿瘤、乳痈肿痛[1]。

现代临床多用于治疗甲状腺肿大、淋巴结核、乳腺

增生、高血压、肺结核、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等

疾病[2]。迷迭香酸为夏枯草中有效成分之一，它的

含量直接影响夏枯草质量。本试验采用高效毛细管

电泳法测定夏枯草中迷迭香酸的含量，为夏枯草质

量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Beckman coulter 高效毛细管电泳仪(PDA 检测

器)；未涂层石英毛细管柱(75 µm×50 cm，河北永

年光导纤维厂)；32 Karat 色谱工作站。METTLER 

AE240 电子分析天平(德国梅特勒-托利多公司)。

KQ-5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 

1.2  试药 

迷迭香酸对照品(批号：1231-050409, 纯度：

98.0%，中国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试验中所用甲醇为色谱纯，水为双蒸水，其

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试验所用夏枯草样品采自于河南省桐柏县(经

河南中医学院陈随清教授鉴定为夏枯草 Spica 

Prunella)。 

2  方法与结果 

2.1  电泳条件 

缓冲液：20 mmol·L-1 硼砂溶液(pH 9.88)；分离

电压：18 kV；温度：25 ℃；检测波长：330 nm。

进样条件：采用压力进样，3 447.38 Pa，5 s。每次

进样前用 0.1 mol·L-1 氢氧化钠溶液冲洗 2 min，纯

水冲洗 2 min， 后用运行缓冲液冲洗毛细管柱 3 

min，分析结束后用氢氧化钠溶液和水各冲洗5 min。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迷迭香酸对照品 5.10 mg，用甲醇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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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定溶至 25 mL 量瓶中，摇匀，即得每 1 mL 含

迷迭香酸 0.204 mg 的对照品溶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夏枯草样品 60 ℃干燥后粉碎，过 100 目筛。

精密称取生药粉末 0.1 g，精密加入甲醇 10 mL，

称定重量，超声提取 1 h，冷却，再称定重量，用

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滤过，进样前用 0.45 

µm 滤膜滤过即得。 

2.4  线性关系试验   

分别精密量取迷迭香酸对照品储备液(0.204 

mg·mL-1)0.5，1，2，3，4 mL 置 5 mL 量瓶中，用甲

醇稀释至刻度，即为每 1 mL 含迷迭香酸 20.4，40.8，

81.6，122.4，163.2 µg 的溶液，分别进样。以对照品

浓度 (X )为横坐标，峰面积 (Y )为纵坐标进行回归，

得回归方程为：Y=2.87×106X + 1.025 4×106,ｒ= 

0.999 4。结果表明：迷迭香酸在 20.4~ 163.2 µg·mL-1

内线性关系良好。 

2.5  仪器精密度试验 

取迷迭香酸对照品溶液(40.8 µg·mL-1)，重复进

样 5 次，以峰面积计算 RSD 为 1.1%，表明该方法

仪器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夏枯草粉末 0.1 g 共 5 份，精密称定，

按“2.3”项下方法处理，测定迷迭香酸含量的 RSD

值为 1.2%，表明方法可行，重复性好。 

2.7  稳定性试验 

取夏枯草样品溶液，分别于 0，2，4，6，8，10，

12 h 进样，测定迷迭香酸峰面积，结果 RSD 为 1.7%。 

2.8  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夏枯草样品(6.82 mg·g-1)6 份，每

份约 0.05 g，分别加入迷迭香酸对照品 0.34 mg，

按“2.3”项下方法处理，测定回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夏枯草中迷迭香酸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 1  Result for recovery tests of rosmarinic acid in Spica 
Prunellae(n=6) 

样品含量  

/μg 

加入量  

/μg 

测得量  

/μg 

回收率  

% 

平均值  

/% 

RSD 
/% 

342.2 340.2 675.8 98.1   

342.8 340.2 674.3 97.4   

341.1 340.2 679.5 99.5 97.7 1.6 

340.8 340.2 668.2 96.2   

341.9 340.2 680.1 99.4   

339.8 340.2 665.2 95.6   

2.9  样品含量测定 

分别取 3 批夏枯草药材各 0.1 g，按“2.3”项

下方法处理并测定迷迭香酸含量，结果见表 2。对

照品和供试品色谱图见图 1。 

表 2  含量测定结果(n=3) 

Tab 2  Results of content ditermination(n=3) 
样   品  迷迭香酸含量 /mg·g-1 

桐柏县朱庄乡  3.86 

桐柏县城郊乡  4.01 

桐柏县大河乡  2.97 

 
图 1  迷迭香酸对照品(A)、夏枯草药材(B) 

Fig 1  HPCE chromatograms of rosmarinic acid(A)and 
samples of Spica Prunellae(B) 

3  讨论 

3.1  分离条件的选择 

曾选择 10，15，20，25，30 mmol·L-1的硼砂为

分离缓冲液，随着离子浓度的增大，样品溶液的分

离效果变好，但是当离子浓度到 25 mmol·L-1时，由

于电渗流过大，产生热效应而影响分离，故选择 20 

mmol·L-1 的硼砂做分离缓冲液；同时对分离电压进

行了考察，分别在 10，12，14，16，18，20，22 kV

电压下运行 20 mmol·L-1的硼砂缓冲液，随着电压的

增高，迁移时间变短，考虑到样品溶液的分离度，

选择 18 kV 条件下进行分离，样品分离度良好[3-5]。 

3.2  提取方法的选择 

报道迷迭香酸的提取方法很多，常用的提取溶

剂有甲醇、不同浓度的乙醇，常用的提取方式有超

声提取、回流提取及索氏提取。考虑到乙醇的导电

性差，不利于样品分离，故采用甲醇为提取溶剂，

分别进行超声、加热回流和索氏提取，结果发现加

热回流和索氏提取样品色谱图上杂质较多，且超声

提取与加热回流和索氏提取的提取效率基本相同，

故选择超声提取 1 h 作为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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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哌卡因硬膜外麻醉致神经损伤 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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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1，女，22 岁，血常规，出凝血时间正常，

查体无硬膜外麻醉禁忌症。因难产行剖宫产手术，

上午 6 时硬膜外穿刺一次成功。回抽无回流、沾血。

确认硬膜外腔后置入硬膜外导管，无异常反应。平

卧后注入 1.3%利多卡因和 0.43%罗哌卡因混合液 5 

mL，测平面 T8-S5，两下肢活动自主。5 min 后，

分 2 次各注入 5 mL 的混合液。麻醉效果好，术中

生命体征平稳。术毕安装镇痛泵(0.2%罗哌卡因 200 

mL+芬太尼针 0.4 mg)，术后麻醉效果正常消退。当

晚 10 时，出现左下肢肌力稍差，能活动；右侧下

肢麻痹，尚能动。次日上午 7 时拔除镇痛泵，至上

午 10 时仍未恢复右下肢活动。神经内、外科会诊

后行 MRI 检查，报告提示蛛网膜炎。经抗炎、神经

营养，甘露醇脱水等治疗，并配合针灸，物理康复

等治疗 1 月，恢复情况仍不理想。 

患者 2，女，27 岁，术前诊断：G2PO37+4周 LOA，

活跃期停滞。查体，血压 120/80 mmHg，心率 70

次·min-1，腹膨如孕足月，宫缩明显。实验室检查：

Hb 12.4 g·L-1，PLT 213×109·L-1，PT 11.7 s，APTT 28 

s。心电图正常。符合硬膜外麻醉要求。左侧卧位，

L12 间隙正中入法，穿刺成功，患者无异感，注入

5 mL 0.6%罗哌卡因试验剂量后，再注入 10 mL，麻

醉效果好，手术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术后麻

醉效果正常消退，当晚 9 时后，出现右下肢麻痹，

肌力减退Ⅲ级。 

讨论：局部麻醉药椎管内麻醉致神经损害的报

道已有不少，而罗哌卡因硬膜外麻醉所致的脊神经

损伤报道则比较少见。由于毒性较小，罗哌卡因硬

膜外麻醉已广泛应用于剖宫产手术。 

上述 2 例，穿刺操作正常，未出现有刺入神经

根或神经干内表现的神经剧烈疼痛等现象，可以排

除操作损伤。2 例患者均在麻醉消退后即出现下肢

麻痹，不太可能是细菌感染导致炎症，因为细菌感

染有 3~10 d 的潜伏期，且伴有发热、穿刺部位局部

疼痛等症状。而产妇潜在的疾患和妊娠相关的神经

损伤则难以完全排除。由于其中 1 例应用镇痛泵而

另 1 例未用，因此神经长时间暴露于药物的原因也

难成立。此外所用罗哌卡因浓度也较低。因此笔者

认为，本文 2 例神经损伤可能是局麻药的神经毒性

所致。几乎所有的局麻药都有潜在的脊神经毒，而

已有神经压迫性损害的产妇或敏感个体可能更容

易导致严重的神经损伤。据统计，行硬膜外麻醉的

剖宫产产妇，发生术后严重神经损伤的发生率约为

0.2%，因此加强预防十分有必要，如采用 低有效

浓度的麻醉药；避免使用缩血管药；常规使用试验

剂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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