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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攀西地区五色梅中-榄香烯的含量分析 
 

韦会平，赵牧，李勇，阎妍，任一兵，郑毅(攀枝花学院医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目的  建立五色梅中-榄香烯的含量分析方法，并对四川攀西地区恶性杂草植物五色梅中的-榄香烯含量和分布

规律进行测定分析。方法  采用 HPLC 测定五色梅样品中-榄香烯含量，Eclipse XDB-C18 色谱柱(4.6 mm×150 mm，5 m)，

流动相：乙醇-乙腈-水=70︰10︰20，流速：1.0 mL·min1，检测波长：210 nm，进样量：20 μL，柱温：30 ℃。用 TLC

和紫外光谱对样品中的-榄香烯进行鉴定分析。 结果  HPLC 测-榄香烯含量在 0.007 5～0.120 0 mg·mL1 内线性关系良

好(r=0.999 5)，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9.3%。五色梅叶和花中均含-榄香烯，而以叶中含量 高，鲜叶与花中含量分别为

0.025%和 0.007%。鲜叶和自然晒干叶中-榄香烯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显著高于 60 ℃烘干叶。结论  本法适用

于五色梅中-榄香烯的含量测定，本研究可为开辟新的-榄香烯来源、五色梅的开发利用和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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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on -elemene in Lantana camara Linn in Panxi Area of Sichuan 
 
WEI Huiping, ZHAO Mu, LI Yong, YAN Yan, REN Yibing, ZHENG Yi(Medical School of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to determine and study the content of -elemene in Lantana camara Linn 

in Panxi area of Sichuan. METHODS  The content of -elemene was determined by HPLC with an Eclipse XDB-C18 (4.6 mm

×150 mm，5 m) column, mobile phase EtOH-CAN-H2O (70︰10︰20), flow rate 1.0 mL·min1, and UV detection wavelength 

210 nm.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lemene was conducted by TLC and UV spectrum. RESUALT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at the range of 0.007 50.120 0 mg·mL1(r=0.999 5) was obtained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8.02%. -elemene 

was tested out in leaves and flowers of Lantana camara Linn and not found in their roots, stems and fruits. The fresh leaves and 

naturally dried leaves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which were higher notably than that of 60 ℃ dried leaves. The -elemene 

contents in fresh leaves and flowers were 0.025% and 0.00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othod is suitable for 

-elemene determination of Lantana camara Linn. The experiment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s to find new resource of -elemene 
and utilize Lantana camara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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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梅(Lantana camara Linn.，别名马缨丹、

臭牡丹等)为马鞭草科马缨丹属植物，原产热带美

洲，为一种世界性恶性杂草植物。近年来，该植

物在我国云南、广西、四川攀西地区等地大肆蔓

延，给当地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据我国一些

近现代中药典籍记载，该植物具有“清热泻火，

解毒散结”等多种药用功效[2-4]，并含有马樱丹烯

A、B、石竹烯、α-葎草烯、橙花叔醇、姜黄烯等

多种生物活性成分[5-6]。-榄香烯为我国近年来自

行研发的抗肿瘤新药，已应用于临床，并被列入

国家基本药物和全国医保用药目录[7]。目前，-

榄香烯的分析测定主要采取气相色谱法和

HPLC[8-9]，并主要依赖于从中药莪术中提取，生产

成本极高[10-12]。本试验建立五色梅中-榄香烯的测

定方法，并对四川攀西地区产五色梅中-榄香烯的

含量和分布规律进行系统分析，为进一步寻找-

榄香烯的新来源、降低其原料成本提供依据，并

为五色梅这种恶性杂草植物的治理和开发利用开

辟新的途径。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化学工作站

(美国Agilent公司)；XS205DU 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

琅玕实验设备有限公司)；A88组织 浆捣碎机(江

苏金坛市大地自动化仪器厂)；SHZ-85BS双层旋转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2060503)；攀枝花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项目(2010T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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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浴恒温振荡器(江苏金坛市大地自动化仪器厂)；

RE52-2旋转蒸发器(上海沪西分析仪器厂)；硅胶G

板(自制)。 

1.2  试药 

-榄香烯对照品(批号：100268-200401，纯度：

99.2%)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乙醇和乙腈

为色谱纯，水为重蒸水，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1.3  药材样品 

五色梅样品采自攀枝花公园，经攀枝花学院

韦会平研究员鉴定为五色梅 (Lantana camara 

Linn.)。将新采的五色梅根、茎、叶、花、果实，

自然晾干表面水分，分别用组织 浆捣碎机打碎，

作为鲜样。另将五色梅鲜叶在太阳下自然晒干，

粉碎过60目筛，作为自然晒干样(经测定干燥率为 

33.5%)；将五色梅鲜叶在 60 ℃下恒温干燥至恒

重，粉碎过 60 目筛，作为60 ℃干燥样(测定干燥

率为 30.3%)。 

2  方法与结果 

2.1  -榄香烯的含量测定 

2.1.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榄香烯对照品，用

无水乙醇溶解稀释，分别配成 0.120 0，0.060 0，

0.030 0，0.015 0，0.007 5 mg·mL1 的对照品溶液。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五色梅的根、茎、

叶、花、果实鲜样各 6 g，叶的自然晒干样和 60 ℃

干燥样各 2 g，加入无水乙醇 60 mL，40 ℃恒温气

浴振荡(120 r·min1)提取 4 次，每次 4 h。将各样品

的 4 次提取液合并，75 ℃真空旋转蒸发浓缩并定

容至 100 mL，得到各样品的供试品溶液。 

2.1.3  流动相的优化   用 Eclipse XDB-C18(4.6 

mm×150 mm，5 m)，按照流速 1.0 mL·min1、检

测波长 210 nm、进样量 20 L、柱温 30 ℃的色谱

条件，分别用甲醇-水(80︰20)、乙醇-水(80︰20)、

乙腈-水(80︰20)、甲醇-乙腈-水(70︰10︰20)、乙

醇-乙腈-水(70︰10︰20)作为流动相，对五色梅鲜

叶供试品溶液进行进样分析。结果表明，用乙醇-

乙腈-水(70︰10︰20)作为流动相可使样品中-榄

香烯色谱峰和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达到 1.5 以上，

且峰形较好；而用其他流动相均不能使-榄香烯色

谱峰和相邻色谱峰的分离度达到 1.5。 

2.1.4  紫外光谱的测定和检测波长的选择  利用

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在线光谱扫描功

能，分别对对照品溶液和鲜叶样品溶液中的-榄香

烯色谱峰进行紫外扫描，得到它们各自的紫外光

谱，-榄香烯对照品和五色梅样品中-榄香烯色谱

峰的光谱图基本相同，均在 205 nm 处具有 大吸

收。按“2.1.3”项下的色谱条件，分别选择 200，

205，210 nm 作为检测波长，对五色梅鲜叶样品的

供试品溶液进行进样分析。结果表明，以 210 nm

为检测波长，五色梅样品中-榄香烯色谱峰和相邻

色谱峰的分离效果 佳、峰形 好。 

2.1.5  色谱条件的确定  根据“2.1.3”和“2.1.4”

项下的实验结果，确定 佳的色谱条件为：Eclipse 

XDB-C18(4.6 mm×150 mm，5 μm)色谱柱，流动相

为乙醇-乙腈-水(70︰10︰20)，流速：1 mL·min1，

检测波长：210 nm，进样量：20 μL，柱温：30 ℃。

按上述色谱条件，得到的对照品溶液和五色梅鲜

叶供试品溶液的色谱图见图1。 
 

 
 

图 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对照品；B样品；1-榄香烯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reference substance; Bsample; 1-elemene 

2.1.6  线性关系考察  按“2.1.1”项下方法配制

对照品溶液，按“2.1.5”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

以峰面积(Y)为纵坐标、质量浓度 X(mg·mL1)为横

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榄香烯的回归方程：

Y=16 765 X+208.54 ， r=0.999 5 ，线性范围：

0.007 5~0.120 0 mg·mL1。 

2.1.7  仪器适应性试验  取同一对照品溶液，按

“2.1.5”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记录色谱

峰面积，计算-榄香烯峰面积的 RSD 为 1.6%。 

2.1.8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五色梅自然晒干叶

样品 6 份，按“2.1.2”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1.5”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峰面积，计

算得-榄香烯含量的 RSD 为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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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配制后 0，2，4，6，8，10，12 h， 按“2.1.5”

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峰面积，计算得-榄香烯

含量的 RSD 为 0.84%。 

2.1.10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测定含量的自然

晒干叶样品约 2 g，共 3 份(每份 3 个重复样)，精

密称定，分别加入一定量对照品，按“2.1.2”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1.5”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分析，计算得-榄香烯的平均回收率为

99.3%，RSD 为 0. 82%，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3) 

Tab 1  Average recovery of samples(n=3) 

序号 
加入量/ 

mg·mL1 

测得量/ 

mg·mL1 
回收率/% RSD/% 

1 0.500 0.499 99.81 0.88 

2 1.000 0.965 96.52 0.80 

3 1.500 1.523 101.54 0.78 

2.1.11  样品含量测定  按“2.1.2”项下方法制备

各样品的供试品溶液，按“2.1.5”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分析，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各样品中-榄香烯含

量，结果见表 2。 

表 2  样品测定结果(n=5) 

Tab 2  The results of sample determination (n=5) 
样品 鲜根 鲜茎 鲜叶 鲜花 鲜果 自然晒干叶 60℃烘干叶 

含量/% 未检出 未检出 0.025 0.007 未检出 0.083 0.055 

RSD/%   1.21 2.11  1.23 1.43 

 

2.2  样品中-榄香烯的定性鉴别  

参照中国药典 2010年版二部方法[11]对五色梅

中-榄香烯进行定性鉴别。 

2.2.1  显色反应  取β-榄香烯对照品，加石油醚制

成 2 mg·mL1的对照品溶液；按“2.1.2”项下方法

制备五色梅自然晒干叶供试品溶液，并将供试品

溶液 75 ℃真空旋转蒸发浓缩到约 5 mL。分别取

上述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液各1滴，置点滴板上，

加乙醇 4~5 滴，混 ，加 1%的香草醛硫酸溶液 1 

滴，结果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溶液均显紫堇色；再

分别加水 3~4 滴，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溶液均变粉

红色。 

2.2.2  TLC 分析  分别取“2.2.1”项下所述对照

品溶液和供试品液各 10 L，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

板上，以石油醚为展开剂，展开后，晾干，用碘

蒸汽进行显色。结果表明，五色梅样品和-榄香烯

对照品展开后均含有相同斑点，其 Rf 值为 0.86。 

3  讨论 

-榄香烯对照品和五色梅样品中-榄香烯色

谱峰的光谱图基本相同，均在 205 nm 处具有 大

吸收。-榄香烯对照品和五色梅样品含有保留时间

基本相同的色谱峰。从定性鉴别结果看，五色梅

样品和-榄香烯具有相同的颜色反应，TLC 展开

后含有相同斑点。综上可以认定，五色梅样品中

的确含有榄香烯成分。 

用本试验 HPLC 分析五色梅中-榄香烯含

量，样品中-榄香烯色谱峰峰形好、和相邻色谱

峰的分离效果达到 1.5 以上，并且线性范围较宽，

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加样回收率均能达到

要求。因此，本方法完全可用于五色梅中-榄香

烯含量分析。 

我国药典中对-榄香烯的 TLC 分析以 1%香

草醛硫酸溶液为显色剂[13]。但实验结果表明，以

1% 香草醛硫酸溶液为显色剂不仅操作复杂，且显

色效果不够理想。而本试验中以碘蒸汽来进行显

色，不仅操作简便，而且显色效果更为理想。 

从对五色梅样品中-榄香烯含量的分析结果

可见，五色梅叶和花中均含-榄香烯，而以叶中含

量 高，而根、茎、果中均未检出-榄香烯。鲜叶

和自然晒干叶中-榄香烯含量分别为 0.025%，

0.083%。如果将鲜叶含量按干燥率折算成自然晒

干叶含量，则鲜叶和自然晒干叶间的含量并无显

著差异。自然晒干叶和 60 ℃烘干叶的-榄香烯含

量有极显著差异，60 ℃烘干叶的含量只相当于自

然晒干叶的约 66%。这说明样品采取自然晒干不

会造成-榄香烯的挥发损失，而采取 60 ℃烘干的

方法则会造成大量挥发损失。 

目前，-榄香烯依赖于从中药莪术挥发油中提

取。据分析，中药莪术中挥发油含量约为

1.0~1.5% ，莪术挥发油中 -榄香烯含量约为

1.2~1.8%[8,14]，则中药莪术中-榄香烯含量不会超

过 0.027%。由此可见，四川攀西地区产五色梅鲜

叶中-榄香烯含量与中药莪术大致相当。但莪术为

中药，成本较高；而五色梅为恶性杂草植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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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极低。因此，如能从五色梅中提取-榄香烯，不

仅可大量降低-榄香烯的原料成本，而且可为恶性

杂草植物的治理和开发利用开辟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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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人参中的总糖、还原糖和可溶性多糖含量的比较研究 
 

白雪媛，赵雨*，刘海龙，朱林林，孙敏英(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摘要：目的  检测长白山区不同产地人参中糖类成分的含量，并分析其含量分布规律。方法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长

白山区 15 个不同产地人参中的总糖、还原糖和可溶性多糖的含量分别进行检测。结果  总糖和还原糖均以长白心方子和

长白二道杠的含量 高，以延吉珲春和敦化秋梨沟的含量 低；可溶性多糖以敦化秋梨沟产地的含量 高，以长白心方

子和长白二道杠的含量 低。其余产地的含量也存在一定差别。结论  不同产地人参中总糖、还原糖和可溶性多糖的含

量存在差异，且差异性的大小与产地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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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ent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Sugar, Reducing Sugar and Soluble Polysaccharide in Ginseng from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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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Detection of the sugar content of ginseng from different areas in Changbai Mountain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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