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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同时测定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和芹菜素的含量 
 

何冬黎，张晓春，李倩(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药学部，湖北 随州 441300) 
  

摘要：目的  建立 HPLC 同时测定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和芹菜素含量的方法。方法  采用 Diamonsil-C18(4.6 mm× 

250 mm，5 μm)色谱柱，以乙腈-1%冰醋酸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流速：1.0 mL·min1，检测波长：335 nm，柱

温：30 ℃。结果  蒙花苷和芹菜素进样量分别在 0.3~1.5 μg (r=0.999 4)和 0.075~0.375 μg (r=0.999 7)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

线性关系；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99.19%和 99.12%，RSD 分别为 1.27%和 1.26%。结论  该方法操作简便，重复性好，可用

于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和芹菜素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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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Linarin and Apigenin in Cirsii Herba Dispensing Granule b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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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method for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linarin and apigenin in Cirsii Herba Dispensing 

Granule by HPLC. METHODS  The separ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Diamonsil-C18 column (4.6 mm×250 mm，5 μm) under 

gradient elution with acetonitrile-1% glacial acetic as mobile phase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35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maintained at 30 . ℃ RESULTS  There were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sses and the peak areas of linarin and apigenin in the ranges of 0.31.5 μg (r=0.999 4) and 0.0750.375 μg (r=0.999 7),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9.19% and 99.12%, and RSDs were 1.27% and 1.26%.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reli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linarin and apigenin in Cirsii Herba Dispensing Gran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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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蓟为菊科植物刺儿菜 Cirsium setosum 

(Willd.) MB 的干燥地上部分，气微，味微苦，分

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具有凉血止血、祛瘀消肿

的攻效，用于衄血、吐血、便血、尿血、崩漏下

血、外伤出血、痈肿疮毒，为治疗血症要方“小

蓟饮子”之君药。现代研究发现小蓟还具有降血

压、抗菌、抗肿瘤、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1-4]。

中药配方颗粒是以符合炮制规范的优质中药饮片

为原料，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提取浓缩而成的单味

颗粒。其性味、攻效与原生药一致，且具有不需

煎煮、直接冲服、服用量少等优点，已在中医临

床中广泛使用。但至今关于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

标准并未正式颁布，让部分患者在用药时对产品

的质量和疗效产生质疑。现有研究多以蒙花苷为

指标成分对小蓟药材进行质量控制，而对小蓟配

方颗粒的研究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 HPLC 同时

测定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和芹菜素的含量，为

其质量控制和医院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ULTIMATE 30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DIONEX 公司)；Diamonsil-C18(4.6 mm×250 mm，

5 μm)色谱柱；ABBS-S 型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北

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UP5200H 超声波清洗

仪(熊猫集团)。 

1.2  试药   

小蓟配方颗粒(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407205L，412328L，503117L，规格：每袋 1.5 g，

相当于原药材 15 g)；蒙花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批号：11528-201308，含量以 97.5%

计)；芹菜素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

号：111901-201102，纯度≥98.754%)；甲醇、乙

腈为色谱纯；水为三蒸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蒙花苷、芹菜素适量，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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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L 量瓶中，加 80%甲醇溶解制成每 1 mL 含蒙

花苷 100 μg，含芹菜素 25 μg 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小蓟配方颗粒适量，研磨成细粉，精密称

定 0.15 g， 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80%甲醇

50 mL，密塞，称定质量，超声提取 35 min，放冷，

再称定质量，用 80%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

0.22 μm微孔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得供试品溶液。 

2.3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Diamonsil-C18(4.6 mm×250 mm，

5 μm)；流动相：乙腈(A)-1%冰醋酸水溶液(B)；梯

度洗脱：0~10 min，A18%→33%，10~17 min，A 33%

→35%，17~40 min，A35%→55%。检测波长：

335 nm；柱温：30 ℃；流速：1.0 mL·min1；进样

量 20 μL。按蒙花苷和芹菜素计算理论板数均≥

3 500，与相邻色谱峰均基线分离，对称因子符合

要求，色谱图见图 1。 

图 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对照品溶液；B供试品溶液；1蒙花苷；2芹菜素。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sample solution; Bstandard solution; 1linarin; 2apigenin. 

2.4  线性关系的考察    

取“2.1”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吸

取 3，6，9，12，15 μL 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

以进样量 X(μg)为横坐标，峰面积 Y 为纵坐标，绘

制标准曲线，得蒙花苷和芹菜素的标准曲线回归

方程分别为：Y=30.191 4X+0.427 4，r=0.999 4；

Y=53.447 2X+0.106 9，r=0.999 7。 

结果表明，蒙花苷和芹菜素的进样量分别在

0.3~1.5 μg 和 0.075~0.375 μg 内与其峰面积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 

2.5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20 μL，连续进样 6

次，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结果显

示，蒙花苷、芹菜素峰面积的 RSD(n=6)分别为

0.52%和 0.84%，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4，8，12，

24 h 进样，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

结果蒙花苷、芹菜素峰面积的 RSD(n=6)分别为

0.57%和 0.76%，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7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批号；407205L)小蓟配方颗粒，按

“2.2”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6 份，依法测定含量，

结果显示样品中蒙花苷、芹菜素含量的 RSD(n=6)

分别为 1.04%和 1.56%，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5-6]   

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号小蓟配方颗粒(批号：

407205L，含蒙花苷 1.56%，含芹菜素 0.48%)9 份，

每份 0.07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分别

精密加入蒙花苷对照品 0.585，1.17，1.755 mg，

芹菜素对照品 0.18，0.36，0.54 mg，按“2.2”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3”项下色谱条件

测定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9) 

Tab. 1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s(n=9) 

成分 
样品含量/

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RSD/
% 

蒙花苷

1.1684 0.5851 1.7492  99.26 

99.19 1.27

1.1668 0.5849 1.7419  98.32 

1.1715 0.5852 1.7516  99.13 

1.1700 1.1701 2.3080  97.26 

1.1668 1.1703 2.3243  98.91 

1.1731 1.1700 2.3611 101.54 

1.1715 1.7551 2.9226  99.77 

1.1746 1.7550 2.9351 100.31 

1.1653 1.7553 2.8892  98.21 

芹菜素

0.3595 0.1802 0.5381  99.11 

99.12 1.26

0.3590 0.1803 0.5366  98.56 

0.3604 0.1800 0.5426 101.22 

0.3600 0.3601 0.7157  98.78 

0.3590 0.3600 0.7183  99.80 

0.3609 0.3604 0.7116  97.31 

0.3604 0.5400 0.9022 100.33 

0.3614 0.5403 0.8982  99.35 

0.3585 0.5401 0.8856  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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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样品测定   

取 3 批(批号：407205L，412328L，503117L)

小蓟配方颗粒各 0.15 g，依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每

批平行制备 3 份，按“2.3”项下色谱条件测定，

用外标法计算样品中蒙花苷和芹菜素的含量，结

果测得蒙花苷的含量分别为 1.56%，1.52%和 1.58%；

芹菜素的含量分别为 0.48%，0.49%和 0.41%。 

3  讨论 

3.1  指标成分的选择    

现代研究发现小蓟中含有黄酮类、三萜类和

有机酸类等成分，其中黄酮类成分为其止血、抗

炎的主要活性成分[7-8]。蒙花苷和芹菜素为小蓟中

黄酮类化合物，且蒙花苷含量较高，芹菜素性质

稳定，具有降血压、抗菌、抗氧化等多方面的药

理活性[9]。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小蓟配方颗粒的质

量，本实验选择同时测定这 2 个成分的含量作为

质量控制的指标。 

3.2  检测波长的选择   

根据文献报道，蒙花苷和芹菜素紫外光谱

大吸收波长分别为 334 nm[10]和 337 nm[11]，将样品

在 300~360 nm 内进行紫外扫描，在 335 nm 处得

到的图谱较为稳定，故确定检测波长为 335 nm。 

3.3  流动相的选择   

蒙花苷和芹菜素极性相差较大，采用梯度洗

脱，能使色谱峰分离度较好，曾对甲醇-水、乙腈-

水、0.05%磷酸水溶液-甲醇等流动相进行考察，采

用乙腈-1%冰醋酸水溶液进行梯度洗脱时，蒙花苷

和芹菜素峰易分离且峰形好。 

本实验测定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的含

量>1.5%，符合小蓟质量标准研究中蒙花苷的含量

应≥1%的要求[10]，表明小蓟经现代高新技术提取

浓缩后，其主要成分的含量并未受到影响。本研

究采用 HPLC 对小蓟配方颗粒中蒙花苷和芹菜素

同时测定，该方法操作简便，重复性和稳定性好，

可作为其质量控制的依据，并为将来配方颗粒质

量标准的建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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