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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翼核果中的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的含量测定方法，对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抗氧化活性进行初步评

价。方法  采用 HPLC 对翼核果药材中的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的含量进行测定，并进行方法学考察；通过测定翼核果

素及翼核果醌-Ⅰ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以半数清除浓度(IC50)值作为评价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的指标。结果  翼

核果药材中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的含量分别为 0.56%，0.10%。2 种成分清除 DPPH 自由基的 IC50 值分别为 1.13，

1.63 mg·mL1。结论  2 种成分的定量分析方法分离度良好，重复性好，抗氧化方法简便、快捷，为翼核果的深入研究提

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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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ventilagolin and ventiloquinone-Ⅰ 

from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 and to evaluate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for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METHODS  HPLC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ventilagolin and ventiloquinone-Ⅰ and methodologically inspected. Taking IC50 as 

the evaluating criterion of scavenging capability by determining the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of ventilagolin and 

ventiloquinone-Ⅰ.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ventilagolin and ventiloquinone-Ⅰ were 0.56% and 0.10%. The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capability of IC50 were 1.13, 1.63 mg·mL1. CONCLUSION  The method has good separation and good 
reproducibility. The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rapid, as well as provide an experimental to intense research of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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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传统瑶药中， 具代表性和民族特色

的是民间传统使用的“五虎、九牛、十八钻、七

十二风”药材，“九牛”包括白九牛、红九牛、花

九牛、青九牛、黄九牛、黑九牛、紫九牛、蓝九

牛[1]。翼核果又名紫九牛，为鼠李科属植物翼核果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的根茎，收载于《全国

中草药汇编》《中国瑶药学》等，别名血风根、血

风藤、红蛇根、青筋藤、铁牛入石、拉牛入石；

瑶医认为紫九牛具有养血祛风、舒筋活络、固肾

益精等功效；用于治疗贫血头晕、月经不调、闭

经、慢性肝炎、肝硬化、风湿筋骨疼痛、风湿性

关节炎、腰肌劳损、四肢麻木、神经痛、跌打损

伤、内伤等疾病[2-3]。现代药理学证明[4]，翼核果

及其提取物具有多重功效，可以减轻乙醇所致小

鼠急性肝损伤的影响，其醇提物能降低乙醇所致

小鼠血清谷丙转氨酶的升高，提高肝脏过氧化氢

酶和总抗氧化能力，且可明显减轻肝组织病理改

变。经查阅文献，从翼核果中分离得到的醌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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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有翼核果醌-K、翼核果醌、翼核果醌-Ⅰ、大

黄素、大黄素甲醚、大黄素-6,8-二甲醚、大黄素

-8-O-β-D-葡萄糖苷、翼核果素、1-羟基-6,7,8-三甲

氧基-3-甲基蒽醌、1,2,4,8-四羟基-3-甲基蒽醌和 1-

羟基蒽醌等[5-9]。笔者前期从瑶药紫九牛中分离得

到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这 2 种成分目前仅在

翼核果中被分离得到，可认为它们是翼核果中具

有特征性的醌类化合物。笔者在建立翼核果素及

翼核果醌-Ⅰ含量测定的基础上，又对其抗氧化活

性进行初步探究，为翼核果药材的质量控制及深

入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LC-10A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 )；

Multiskan Go 全波长酶标仪(赛默飞)。 

DPPH(C18H12N5O6，麦克林公司)；翼核果素

及翼核果醌-Ⅰ对照品为本实验室自制，从翼核果

药材中分离得到，经结构鉴定及 HPLC 归一化法

测得含量≥98%，结构图见图 1；翼核果药材采自

广东深圳，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卢文杰主任药师鉴

定为鼠李科属植物翼核果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的根茎；甲醇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 

 
图 1  结构图 

Fig. 1  Structure diagram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ZORBAX Eclipse XDB-C18 色谱柱(250 mm× 

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0.1%磷酸水溶液

(2∶1)；流速为 1.0 mL·min1；柱温为 25 ℃；进样

量为 20 μL；测定波长为 282 nm。翼核果素和翼核

果醌-Ⅰ对照品及翼核果药材的 HPLC 色谱图见

图 2。 

 
图 2  高效液相色谱图  
A对照品溶液；B供试品溶液；1翼核果醌-Ⅰ；2翼核果素。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Astandard solution; Bsample solution; 1ventiloquinone-Ⅰ; 2ventilagolin.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翼核果素、翼核果醌-Ⅰ对照品

60，20 mg，用甲醇分别定容于 100 mL 量瓶中，

得到 600，200 μg·mL1 的对照品贮备液。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翼核果药材 1.0 g，加 20 mL 70%乙

醇回流 50 min，蒸干溶剂后，用甲醇定容于 50 mL

量瓶中，滤过。 

2.4  标准曲线的绘制 

配置一系列不同浓度的混合品对照品工作

液，翼核果素浓度为 37.5， 75， 150， 300，

600 μg·mL1，翼核果醌-Ⅰ浓度为 1.25，2.5，5，

10，20 μg·mL1。进样测定，以浓度为横坐标，峰

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翼核果素在 37.5~ 

600 μg·mL1 的回归方程为 y=49 364x124 552 

(r=0.998 5)；翼核果醌-Ⅰ在 1.25~20 μg·mL1 的回

归方程为 y=29 854x+24 280 (r=0.997 4)。 

2.5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20 μL，按“2.1”项

下色谱条件重复进样 6 次，结果翼核果素及翼核

果醌-Ⅰ峰保留时间的 RSD 分别为 1.2%，1.3%，

峰面积的 RSD 均为 1.8%。 

2.6  重复性试验 

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平行制

备 5 份，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结果

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峰保留时间的 RSD 分别

为 1.5%，1.4%，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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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稳定性试验 

各取同一浓度混合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

1 份，室温下放置，分别于 0，2，4，8，12，24 h

进样分析，结果表明混合对照品溶液翼核果素及

翼核果醌-Ⅰ峰保留时间的 RSD 均为 1.8%，峰面

积 RSD 分别为 2.1%，1.7%；供试品中翼核果素及

翼核果醌-Ⅰ峰保留时间的 RSD 均为 1.7%，峰面

积 RSD 分别为 1.8%，1.6%。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含量的 9 份翼

核果药材粉末 1.0 g，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

品溶液，加入适量不同浓度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

Ⅰ对照品，测定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的含量，

每个浓度各测定 3 次，分别计算翼核果素及翼核

果醌-Ⅰ的平均回收率，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Tab. 1  Recoveries of the assay 

成分 
样品量/ 

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平均测 

得量/mg

回收率/

% 

翼核果素 

5.60  6.72  12.42  

12.40 101.195.60  6.72  12.38  

5.60  6.72  12.40  

5.60  5.60  11.21  

11.24 100.715.60  5.60  11.25  

5.60  5.60  11.26  

5.60  4.48  10.13  

10.11 100.675.60  4.48  10.09  

5.60  4.48  10.11  

翼核果醌-Ⅰ 

1.00  1.20  2.23  

 2.22 101.671.00  1.20  2.24  

1.00  1.20  2.19  

1.00  1.00  1.98  

 2.03 103.001.00  1.00  2.03  

1.00  1.00  2.05  

1.00  0.80  1.83  

 1.82 102.501.00  0.80  1.81  

1.00  0.80  1.82  

2.9  含量测定 

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1”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含

量。药材中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的含量分别为

0.56%，0.10%。 

2.10  抗氧化活性的测定[10] 

采用清除 DPPH 自由基的方法测定成分的抗

氧化能力。称取 25.4 mg 的 DPPH，使用无水乙醇

溶解，定容于 100 mL 量瓶，备用，使用时稀释 10

倍；样品浓度设置为 5 个梯度(翼核果提取物浓度

为 1，2，4，6，8 mg·mL1；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

-Ⅰ的浓度分别为 0.25，0.5，1，1.5，2 mg·mL1)，

将每种供试品溶液分别取 20 μL加样到 96孔板中，

再在每个孔中平行加入 180 μL DPPH 溶液。同时

设立对照组、空白组。充分混匀，将 96 孔板放置

在避光环境下反应 30 min。在 515 nm 处测吸光度

(A)。 

清除率=[1(AiAj)/A0]100% 

其中：A0 为加入 180 μL DPPH 和 20 μL 供试

品溶剂混匀后测得的吸光度；Ai 为 180 μL DPPH

和 20 μL 供试品溶液混匀后测得的吸光度；Aj 为

180 μL 无水乙醇和 20 μL 供试品混匀后测定的吸

光度值。 

以样品浓度为横坐标，清除率为纵坐标作图，

结果显示，在测定的浓度范围内，2 组抗氧化活性

均随着试样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增强，呈现良好的

剂量依赖性，结果见图 3~4。 

 
图 3  翼核果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Fig. 3  Scavenging activity of free radical in DPPH of 
extract from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 

 
图 4  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 

Fig. 4  Scavenging activity of free radical in DPPH of 

ventilagolin and ventiloquinone-Ⅰ 

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到回归方程：翼核果提

取物为 y=10.181x+30.847(r=0.931 9)，计算得 IC50

值为 1.88 mg·mL1；翼核果素为 y=47.952x4.362 2 

(r=0.954 1)，计算得 IC50 值为 1.13 mg·mL1；翼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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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醌-Ⅰ为 y=22.19x+13.829(r=0.991 2)，计算得 IC50

值为 1.63 mg·mL1。 

3  讨论 

通过 Scifinder 的检索，翼核果素为一个新的

1,4-萘醌类化合物，其母核在 SCIfinder 上搜索，

暂时没检索到此类结构的化合物。翼核果素及

翼核果醌-Ⅰ目前仅在翼核果中被分离得到，为翼

核果药材中的特征成分，为其今后的质量控制提

供依据。 

采用紫外全波长扫描对 佳检测波长进行比

较研究，由翼核果素、翼核果醌-Ⅰ对照品溶液的

紫外吸收光谱可知，在 342，282 nm 附近均有较

大吸收，但在 342 nm 波长下基线漂移较严重，因

此确定 282 nm 作为测定波长。 

实验考察了甲醇-水、乙腈-水、甲醇-磷酸-水

溶液、乙腈-磷酸-水溶液等不同流动相系统，均未

取得理想效果。以乙腈为有机相，分离度较差；

以甲醇-水为流动相时，未达到基线分离，且峰型

较宽，后将水相改为 0.1%磷酸水溶液，当甲醇与

0.1%磷酸水溶液的比例为 2∶1 时，这 2 种成分能

排除其他成分的干扰，得到良好的分离效果。 

DPPH 是一种很稳定的以氮为中心的自由基，

当有抗氧化剂存在时，其吸收消失或减弱，且吸

光度变小的程度与自由基被清除的程度呈定量关

系，因而可通过检测其吸光度来评价样品的抗氧

化性[11]。从化合物结构看出：在醌类结构中，酚

羟基的间位有个取代基会增加其抗氧自由基活

性，且该基团的吸电子能力越强，其抗氧自由基

的作用越强[12]。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翼核果

提取物具有抗氧化活性，由于翼核果素的抗氧化

活性和含量均大于翼核果醌-Ⅰ，可以推测翼核果

素为翼核果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的主要贡献者。据

《中国瑶药学》[3]记载，民间可用于治疗慢性肝炎

以及肝硬化，抗氧化能力是有效反映肝损伤与肝

再生失衡状态评价的重要因素，翼核果中的特征

成分翼核果素及翼核果醌-Ⅰ具有一定的清除自由

基能力，是否也与该抗氧化功效相关仍需进一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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