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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同时测定蒙药材黄花铁线莲中 4 种黄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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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对蒙药材黄花铁线莲中 4 种黄酮的 HPLC 含量测定，建立黄花铁线莲质量控制方法。方法  采用 YMC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µm)，甲醇-0.04%磷酸水溶液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检测波长 350 nm，柱温 25 ℃，流速

1.0 mL·min1。 结果  木犀草苷、金丝桃苷、芦丁和槲皮素分别在 0.021 37~0.427 4，0.010 85~ 0.217 0，0.021 41~0.428 2，

0.017 46~0.349 2 µg 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良好；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的 RSD 均< 2% ，平均回收率为 97.4%~ 102.3%。

结论  该方法简便、准确、可靠，重复性好，可用于蒙药材黄花铁线莲的质量评价与控制。 

关键词：黄花铁线莲；蒙药材；木犀草苷；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R917.10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7-7693(2017)10-1365-04 
DOI: 10.13748/j.cnki.issn1007-7693.2017.10.001 

引用本文：刘婷, 李红娇, 孙兴姣, 等. HPLC 同时测定蒙药材黄花铁线莲中 4 种黄酮含量[J].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7, 

34(10): 1365-1368.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Four Kinds of Flavonoids in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of Mongolian 
Medicinal Herb by HPLC 

 
LIU Ting1,2, LI Hongjiao1, SUN Xingjiao1, Borjigin Tebuqin1*, LI Xiao1*(1.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110, China; 2.Ulanqab Central Hospital, Ulanqab 01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through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he four kinds of flavonoids in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of Mongolian medicinal herb. METHODS  The HPL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YMC C18 column(4.6 mm×250 mm, 5 µm) with a methanol-0.04 % phosphoric acid solution as the mobile 
phase for gradient e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350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25 . ℃

RESULTS  Luteoloside, hyperoside, rutin and quercetin exhibit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ranges of 0.021 370.427 4, 

0.010 850.217 0, 0.021 410.428 2, 0.017 460.349 2 µg, respectively. The RSD of precision, repeatability and stability tests were 
<2%,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ranged in 97.4%102.3% .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accurate and reliable with food 
repeatability,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of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of Mongolian crued drugs. 
KEY WORDS: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Mongolian medicinal herb; luteoloside; hyperoside; rutin; quercetin; content 
determination;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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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铁线莲(Clematis intricata Bunge)为毛茛科

铁线莲属草本植物，别名狗豆蔓和萝萝蔓，为透骨

草类药材[1]，分布于甘肃、河北、辽宁、内蒙古、

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和蒙古[2-3] 。 

黄花铁线莲在中药、蒙药、藏药[4]中作为一种

重要的药用植物被利用，有抗炎和镇痛活性，且毒

性很小[5-8]，外用主治风湿性关节炎，四肢麻木，拘

挛疼痛，牛皮癣，民间常用鲜草捣烂外敷治疗关节、

软组织肿痛[9]。其作为蒙药“阿拉格-特木尔-敖日

阳古”收载于多部蒙医药书籍中[10-13]。蒙医用其干

燥带花叶枝条入药，治疗寒痞、“吾雅曼”病、疮

疡、寒疾、肿瘤[14]。如在六味光明盐散中，作为主

药与光明盐、蛇床子、荜拨、干姜和诃子等量配伍

用于温中、破痞、治食痞和胃痞[15]。 

现代研究表明，黄花铁线莲含有黄酮类[16-17]、

皂苷类[18]、生物碱、有机酸、甾体化合物、脂肪醇、

香豆素[19-21]等，其中黄酮类化合物中的芦丁、槲皮

素及其苷类、木犀草苷、芹菜素及其苷类和山奈酚

及其苷类为其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

用[17]。另有研究表明，木犀草苷具有止咳、祛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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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喘、杀菌消炎，解热镇痛、抗病毒和保护血管的

功效[22]，金丝桃苷具有抗急性肝损伤、抗抑郁、抗

炎症、抗血栓、抗菌、抗氧化应激和抗细胞凋亡等

药理作用[23]，芦丁具有抗氧化、抗炎、抗高血压、

抗凋亡、抗糖尿病、抗神经变性以及血管保护等功

能[24]，槲皮素具有抗炎、抗病毒、抗氧化、保护心

血管、免疫抑制和降糖降压等生物活性[25]。 

目前，有关蒙药材黄花铁线莲的质量研究仅涉

及到黄花铁线莲中槲皮素的含量测定[26]，并且在

《蒙药质量标准化研究》一书中，仅以槲皮素含量

作为质量标准[27]，难以全面反映其质量情况。因此，

本试验以 4 个黄酮类成分(木犀草苷、金丝桃苷、芦

丁、槲皮素)为指标，建立 HPLC 同时测定蒙药材

黄花铁线莲中这 4 个成分的方法，为进一步完善其

质量控制与品质评价提供依据，同时对内蒙古 8 个

地区的蒙药材黄花铁线莲进行含量测定，为该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仪器与试剂 

日立 L-2000 型高相液相色谱仪(日本日立公

司)，色谱柱为 YMC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 

5 µm)；AL204 型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

限公司)；HH-S2 型数显恒温水浴锅(金坛市医疗仪

器厂)。 

木犀草苷 (批号：MUST-16012405，纯度：

99.77%)、金丝桃苷(批号：MUST-15091408，纯度：

99.41%)、芦丁(批号：MUST-15081407，纯度：

99.69%)、槲皮素(批号：MUST-15090717，纯度：

99.35%)对照品均购自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甲醇(色谱纯，美国 Fisher 公司)；纯净水(杭

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黄

花铁线莲采自内蒙古 8 个地区，经内蒙古医科大学

药学院李骁副教授鉴定为毛茛科铁线莲属黄花铁

线莲 Clematis intricata Bunge 的干燥全草，粉碎过

60 目筛备用，见表 1。 

表 1  黄芪铁线莲采集情况  

Tab. 1  Collection of Clematis intricate Bunge 
编号 来 源 批号 

1 凉城蛮汉山 20140810 
2 内医大金山校区 20160722 
3 呼市内大宿舍区 20160817 
4 准格尔旗薛家湾 20160820 
5 土左旗牛牛营村 20160919 
6 乌拉特中旗 20161005 
7 兴和县长胜夭村 20161006 
8 乌海市雀儿沟 20161006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木犀草

苷、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对照品适量，分别置

于 25 mL 量瓶中，加 60%甲醇溶解并定容，摇匀，

制成每 1 mL 含木犀草苷 213.7 µg 、金丝桃苷

21.7 µg 、芦丁 142.7 µg 、槲皮素 116.4 µg 的对照

品贮备液。再分别量取 1，5，1.5，1.5 mL，置于

10 mL 量瓶中，60%甲醇定容，摇匀，即得混合对

照品溶液，4 ℃冰箱中保存。 

2.1.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药材粉末约 0.5 g，精

密称定，置平底烧瓶中，精密加入 60%甲醇 20 mL，

称定质量，加热回流 1.5 h，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60%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

即得供试品溶液。 

2.2  色谱条件[26]  

YMC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µm)；流

动相为甲醇(A)-0.04%磷酸水溶液(B)，梯度洗脱

(0~5 min，27%→30% A；5~20 min，30%→36% A；

20~40 min，36%→45% A；40~50 min，45%→49% 

A；50~60 min，49%→60% A；60~70 min，60%→

65% A)；柱温 25 ℃；流速 1.0 mL·min1；检测波

长 350 nm；进样量 20 µL。混合对照品和供试品

色谱图见图 1。 

 
图 1  HPLC 色谱图 
A混合对照品；B黄花铁线莲样品；1木犀草苷；2金丝桃苷；3

芦丁；4槲皮素。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mixed reference substances; Bsamples; 1luteoloside; 2hyperoside; 

3rutin; 4quer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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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1，2，4，6，8，

10，20 µL，按“2.2”项下色谱条件测定。以对照

品的峰面积为纵坐标(Y)，对照品的进样量(µg)为

横坐标(X)，制作标准曲线，进行线性回归。结果

见表 2，表明各成分在相应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表 2  4 种成分的线性关系 

Tab. 2  Linear relationships of four constituents 

成 分 标准曲线 线性范围/µg r 

木犀草苷 Y=5×106 X+391 872 0.021 37~0.427 4 0.999 6

金丝桃苷 Y=9×106 X26 316 0.010 85~0.217 0 0.999 8

芦丁 Y=7×106 X+270 988 0.021 41~0.428 2 0.999 9

槲皮素 Y=1×107X2 410.2 0.017 46~0.349 2 0.999 5

2.4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按“2.2”项下色

谱条件重复进样 6 次，每次 20 µL，测得木犀草苷、

金丝桃苷、芦丁和槲皮素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1.1%，1.8%，0.83%，1.6%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5  稳定性试验 

取供试品溶液，按“2.2”项下色谱条件操作，

于 0，2，4，6，8，12，24 h 进样，测得木犀草

苷、金丝桃苷、芦丁和槲皮素的峰面积 RSD 分

别为 0.97%，1.2%，1.7%，1.5%，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 24 h 内稳定。 

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产地(1号)药材粉末约 0.5 g，精密称定，

平行 6 份，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20 µL，测得木犀草苷、

金丝桃苷、芦丁和槲皮素的峰面积 RSD 分别为

1.2%，1.7%，0.81%，1.1%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

良好。 

2.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 9 份同一产地(1 号)的药材粉末，每份约

0.25 g，精密称定，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按“2.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20 µL ，分

别按含有量的 80%，100%，120%加入对照品溶液，

平行 3 份，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3。 

2.8  样品测定 

取 8 批药材粉末，每批 3 份，每份 0.5 g，精

密称定，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按“2.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20 µL 测定，结果见

表 4。 

表 3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Tab. 3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s 

成 分 
含有量/

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RSD/
% 

木犀草苷

0.501 0 0.401 0 0.904 4 100.6 

1.6 

0.499 6 0.401 0 0.916 2 103.9 

0.502 4 0.401 0 0.911 4 102.0 

0.500 4 0.501 6 1.008 5 101.3 

0.501 6 0.501 6 1.014 7 102.3 

0.501 2 0.501 6 1.015 3 102.5 

0.499 6 0.602 0 1.117 9 102.7 

0.499 0 0.602 0 1.099 8 99.8 

0.499 8 0.602 0 1.094 6 98.8 

金丝桃苷

0.111 4 0.088 65 0.202 8 100.2 

1.7 

0.111 1 0.088 65 0.199 5 99.7 

0.111 8 0.088 65 0.200 8 100.4 

0.111 3 0.112 0 0.228 1 102.8 

0.111 6 0.112 0 0.227 0 103.0 

0.111 5 0.112 0 0.222 9 99.5 

0.111 1 0.134 0 0.243 0 98.4 

0.111 0 0.134 0 0.242 2 97.9 

0.111 2 0.134 0 0.244 8 99.7 

芦丁 

0.749 2 0.599 0 1.363 2 102.5 

 0.73

0.747 1 0.599 0 1.364 7 103.1 

0.751 3 0.599 0 1.354 5 100.7 

0.748 3 0.745 6 1.512 5 102.5 

0.750 1 0.745 6 1.516 6 102.8 

0.749 5 0.745 6 1.513 0 102.4 

0.747 1 0.895 8 1.668 9 102.9 

0.746 3 0.895 8 1.657 3 101.7 

0.747 4 0.895 8 1.663 8 102.3 

槲皮素

0.346 9 0.275 2 0.613 3 96.8 

1.3 

0.345 9 0.275 2 0.609 8 95.9 

0.347 8 0.275 2 0.610 3 95.4 

0.346 5 0.346 5 0.688 5 98.7 

0.347 3 0.346 5 0.685 1 97.5 

0.347 0 0.346 5 0.684 8 96.5 

0.345 9 0.415 0 0.752 2 97.9 

0.345 5 0.415 0 0.754 3 98.5 

0.346 1 0.415 0 0.758 2 99.3 

表 4  样品中 4 个化合物的含有量(n=3) 

Tab. 4  Contents of four compounds in samples(n=3) 

                                         mg·g1 
编号 木犀草苷 金丝桃苷 芦丁 槲皮素 总含有量

1 1.995 8 0.443 7 2.984 8 1.382 2 6.806 5 

2 1.123 3 1.133 3 4.904 7 0.049 93 7.211 2 

3 0.478 1 0.646 3 3.420 0 0.045 64 4.590 0 

4 0.744 6 0.137 9 3.167 7 0.159 2 4.209 4 

5 0 0.164 8 0.221 1 0.035 13 0.421 0 

6 0.017 26 0.152 7 0.918 3 0.259 9 0.259 9 

7 0.070 74 0.133 0 1.663 1 0.050 73 1.917 6 

8 0.030 00 0.166 8 0.793 1 0.381 6 1.37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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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的选择 

本试验比较了回流提取法和超声提取法，结

果表明回流提取法提取的 4 种黄酮类成分的总含

量更高。又考察提取溶剂(乙醇、甲醇、50%甲醇、

60%甲醇、70%甲醇、80%甲醇)；溶剂倍数(20，

30，40 倍)；回流提取时间(1，1.5，2 h)。结果表

明，采用 60% 甲醇回流提取 1.5 h，4 种化学成分

提取效率 高。 

3.2  内蒙古地区蒙药材黄花铁线莲的含量测定 

在本试验中，对内蒙古 8 个地区的蒙药材黄

花铁线莲进行了含量测定，以 4 种黄酮类成分的

总含量为指标计算，2 号内医大金山校区黄酮类总

含量 高，其次是凉城蛮汉山、呼市内大宿舍区

和准格尔旗薛家湾。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时间蒙

药材黄花铁线莲中 4 种黄酮的总含量差异明显，

可能由于采收地点与季节的不同，生长过程中光

照、温度、CO2 浓度、矿质营养和土壤水分等有很

大差异，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因素对黄酮类物质的

积累存在一定的影响[28]。 

3.3  小结 

目前，有关蒙药材黄花铁线莲的研究主要有

化学成分的分离鉴定和药理方面的研究，质量研

究仅涉及到槲皮素的含量测定[26-27]，难以全面反

映其质量情况。本试验首次采用 HPLC 建立了同

时测定蒙药材黄花铁线莲中木犀草苷、金丝桃苷、

芦丁和槲皮素含量的方法，该方法简便、准确、

可靠，重复性好，为蒙药材黄花铁线莲质量标准

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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