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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同时测定不同产地密蒙花中 4 种化合物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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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 HPLC 同时测定密蒙花中 4 种化合物(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木犀草素)的含量，并对不同产

地的密蒙花进行比较。方法  采用 Waters SunfireTM C18 色谱柱(4.6 mm×250 mm，5 µm)，以乙腈-0.2%磷酸水溶液为流动

相，梯度洗脱；流速 1.0 mL·min1；柱温 30 ℃；检测波长 330 nm(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和 350 nm(木犀草素)。
结果  4 种化合物在各自的范围内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 0)，平均回收率为 97.75%~98.49%，RSD 为 0.7%1.5%。

测得不同产地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木犀草素的含量分别为 21.046 3~42.886 3，8.514 4~17.400 8，0.317 3~1.205 3，

0.030 4~0.145 6 mg·g1。结论  该法稳定可靠，重复性好，可为密蒙花质量评价提供一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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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nents in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from Different Regions b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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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acteoside, linarin, apigenin, 
luteolin in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and to compare the content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from different origins. 
METHODS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Waters SunfireTM C18 analytical column(4.6 mm×250 mm, 5 µm) with the 
gradientelution of acetonitrile-0.05% phosphoric acid solution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330 nm(acteoside, linarin, apigenin) and 350 nm(luteolin). RESULTS  Four constituents 
show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s(r>0.999 0) within their own ranges, whos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7.75%-98.49% with the 
RSDs of 0.7%1.5%. The contents of acteoside, linarin, apigenin, luteolin in samples of different regions were in ranges of 
21.046 342.886 3, 8.514 417.400 8, 0.317 31.205 3, 0.030 40.145 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is reliable, stable 
and reproducible metho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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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蒙花又名小锦花、黄饭花、蒙花、鸡骨头

花等[1]，为马钱科醉鱼草属植物密蒙花 Buddlejae 
officinalis Maxim.的干燥花蕾及花序[2]，广泛分布

于湖南、湖北、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区[3]。春季

花未开放时采收，除去杂质，干燥。密蒙花性甘，

微寒，归肝经，可清热泻火、养肝明目、退翳，

多用于治疗目赤肿痛、视物昏花、肝虚目暗等症[2]。

现代药理作用研究表明，密蒙花有降血糖、抗氧

化、免疫调节、对抗眼部疾病、治疗帕金森病、

抗菌、抗炎等作用[4-5]。密蒙花含有黄酮类、萜类、

苯乙醇苷类、挥发油[6]等多种化学成分，其中蒙花

苷、木犀草素、芹菜素和毛蕊花糖苷为密蒙花中

的主要成分[7]。 
中药材品质取决于所含化学成分量的差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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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区别，遗传基因是形成道地药材的本质，产

地环境影响其遗传基因的表达，遗传基因与产地

环境相互作用决定了其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和积

累[8]。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产地密蒙花的品质差

异，为密蒙花的品质鉴定、化学成分的开发利用、

质量评价以及全面有效建立密蒙花药材质量标准

提供依据，本实验采用 HPLC 同时测定密蒙花中

的 4 个主要组分(蒙花苷、木犀草素、芹菜素、毛

蕊花糖苷)的含量。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U-3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DAD 检测器，美国

Thermo) ； Waters SunfireTM C18 色 谱 柱

(4.6 mm×250 mm，5 µm)；XPE-205 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Mettler-toledo公司，精度 0.001 mg)；FB15065
超声波清洗器(美国 Thermo 公司)。 
1.2  材料 

对照品毛蕊花糖苷(批号：111530-201713；纯

度：92.5%)、蒙花苷(批号：111528-201710；纯度：

96.6%)、芹菜素(批号：111901-201603；纯度：

99.2%)、木犀草素(批号：111520-201605；纯度：

99.6%)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乙腈为色

谱纯(美国 Tedia 有限公司)；水为屈臣氏去离子水；

甲醇、磷酸为分析纯，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17 批密蒙花除 2 批收集于山西大同、

安徽大别山地区产地外，其他样品购自安徽亳州

或产地合作社。密蒙花样品经安徽中医药大学周

建理教授鉴定，均为马钱科植物密蒙花 Buddlejae 
officinalis Maxim.的干燥花蕾及花序，样品信息见

表 1。 

表 1  17 批密蒙花样品信息 
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17 batches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编号 产地 采收时间 来源 编号 产地 采收时间 来源

Y1 四川青川 不明 收购 Y10 陕西旬阳 2018.03 收购

Y2 四川青川 不明 收购 Y11 陕西旬阳 2018.03 收购

Y3 四川青川 不明 收购 Y12 陕西旬阳 2018.03 收购

Y4 四川金堂 不明 收购 Y13 云南姚安 不明 收购

Y5 四川金堂 不明 收购 Y14 云南姚安 不明 收购

Y6 四川金堂 不明 收购 Y15 云南姚安 不明 收购

Y7 湖北五峰 2018.03 收购 Y16 山西大同 2018.03 采集

Y8 湖北五峰 2018.03 收购 Y17 安徽大别山

地区 
2018.03 采集

Y9 湖北五峰 2018.03 收购     

2  方法 
2.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密蒙花干燥粉末(过三号筛)约 0.50 g，精密

称定，置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25 mL，称重，

置 85 ℃水浴中加热回流 1 h，放冷至室温，再称

重，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量，摇匀，滤过，取续滤

液，即得。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木

犀草素对照品适量(按对照品标示纯度折算)，置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配制成浓度分别为

1.299，0.771，0.601，0.159 mg·mL1 的混合对照

品储备液。 
2.3  色谱条件 

色谱柱：Waters SunfireTM C18(4.6 mm×250 mm，

5 µm)；流动相：乙腈-0.2%磷酸水溶液梯度洗脱，

流速 1.0 mL·min1，柱温 30 ℃，波长 330，350 nm；

进样量 10 μL，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2，色谱图见图 1。 

表 2  梯度洗脱程序 
Tab. 2  Program of the linear gradient elution 

时间/min 乙腈/% 0.2%磷酸水溶液/% 
0~3 10→18 90→82 
3~25 18→19 82→81 
25~32 19→20 81→80 
32~60 20→38 80→62 
60~75 38→100 62→0 
75~80 100 0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线性关系、检出限及定量限试验  分别精

密吸取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0.5，1.0 mL 置 200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混匀，另精密吸取

混合对照品储备液 1.0，2.0 mL 置 100 mL 量瓶中，

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混匀，再精密吸取混合对照

品储备液 2.5，5.0 mL 置 5 mL 量瓶中，用甲醇稀

释至刻度，混匀，得到一系列浓度不同的混合对

照品溶液。按“2.3”项下色谱条件进样，以峰面

积 Y 为纵坐标，以对照品溶液浓度 X 为横坐标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并以 3 倍和 10 倍信噪比(S/N)
确定方法的检出限(LOD)和定量限(LOQ)。结果见

表 3。 

2.4.2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混合对照

品溶液 10.0 μL，按“2.3”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

6 次，测得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木犀草

素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36%，0.69%，0.88%，

0.57%，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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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混合对照品(330 nm)；B混合对照品(350 nm)；C供试品(330 nm)；D供试品(350 nm)；1毛蕊花糖苷；2蒙花苷；3木犀草素；4芹菜素。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mixed reference(330 nm); Bmixed reference(350 nm); Csample(330 nm); Dsample(350 nm); 1acteoside; 2linarin; 3luteolin; 4apigenin. 

表 3  4 个成分回归方程、相关系数、线性范围、检测限(LOD)和定量限(LOQ) 
Tab. 3  Regression equati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linear ranges and limits of detection(LOD),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LOQ) 
of 4 components 

化合物 线性关系 r 线性范围/mg·mL1 LOD/μg·kg1 LOQ/μg·kg1 

毛蕊花糖苷 Y=126.76X0.376 1 0.999 8 0.003 2~1.299 0 2.9 9.7 

蒙花苷 Y=162.19X0.110 2 0.999 9 0.001 9~0.771 0 2.5 8.3 

芹菜素 Y=330.63X0.157 8 0.999 9 0.001 5~0.601 0 2.2 7.3 

木犀草素 Y=1 243X0.223 4 0.999 9 0.000 4~0.159 0 1.6 5.3 

 
2.4.3  稳定性试验  取密蒙花供试品溶液(Y1)，按
“2.3”项下色谱条件分别于 0，4，8，12，18，
24 h 进样，测得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

木犀草素峰面积的 RSD 分别为 0.64%，0.31%，

0.83%，0.95%，表明密蒙花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

稳定性较好。 

2.4.4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Y1)粉末 6 份，

分别按“2.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2.3”
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样测定，测得密蒙花中 4 种

待测成分含量平均值(n=6)的 RSD 分别为 0.87%，

1.08%，0.51%，0.91%，表明样品重复性较好。 
2.4.5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 6
份，每份约 0.25 g，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混合

对照品储备液 1.0 mL，按“2.1”项下方法制备供

试品溶液，按“2.3”项下色谱条件分别进行测定，

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4。 

2.5  含量测定 
取 17 批密蒙花样品，按“2.1”项下方法制备

成供试品溶液，按“2.3”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

测定 4 种待测化合物的峰面积，参照对照品的峰

面积用外标法计算密蒙花中毛蕊花糖苷、蒙花苷

等 4 个化合物的含量，结果见表 5。 
2.6  质控标准 

采用 HPLC 对 17 批密蒙花样品中的毛蕊花糖

苷进行含量测定，结果平均值为 32.06 mg·g1，

大值为 42.886 mg·g1， 小值 21.046 mg·g1；根

据测定结果由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µ 为限度值； x 为平均值=32.06；t 为分

布临界表值=2.583；s 为标准偏差=6.845 6；n 为

17；MU 为平均值与扩展不确定度的乘积=32.06× 
0.0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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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密蒙花中 4 个化合物加样回收率试验 
Tab. 4  Sampling recovery rate of 4 components in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成

分 
样品量/ 

g 
样品中 
含量/mg 

加入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RSD/

% 

毛

蕊

花

糖

苷 

0.251 2 10.734 10.312 20.714 96.77 

98.00 1.4 

0.250 6 10.709 10.312 21.049 100.27 

0.250 7 10.713 10.312 20.700 96.84 

0.250 4 10.700 10.312 20.884 98.75 

0.251 6 10.752 10.312 20.888 98.29 

0.251 1 10.730 10.312 20.740 97.07 

蒙

花

苷 

0.251 2 3.737 3.563 7.277 99.36 

98.49 0.7 

0.250 6 3.728 3.563 7.244 98.68 

0.250 7 3.730 3.563 7.227 98.16 

0.250 4 3.725 3.563 7.256 99.11 

0.251 6 3.743 3.563 7.232 97.92 

0.251 1 3.736 3.563 7.217 97.72 

木

犀

草

素 

0.251 2 0.084 0.092 0.174 98.35 

97.75 1.1 

0.250 6 0.083 0.092 0.172 96.72 

0.250 7 0.084 0.092 0.173 97.45 

0.250 4 0.083 0.092 0.172 96.72 

0.251 6 0.084 0.092 0.174 97.77 

0.251 1 0.084 0.092 0.175 99.44 

芹

菜

素 

0.251 2 0.012 5 0.014 0.026 97.74 

98.18 1.5 

0.250 6 0.012 5 0.014 0.026 98.81 

0.250 7 0.012 5 0.014 0.026 99.06 

0.250 4 0.012 5 0.014 0.026 97.04 

0.251 6 0.012 5 0.014 0.026 96.29 

0.251 1 0.012 5 0.014 0.026 100.13 

表 5  17 批密蒙花样品中 4 个化合物含量测定结果 
Tab. 5  Results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4 compounds in 
17 batches of Buddleja officinalis Maxim.         mg·g1 
编号 产地 毛蕊花糖苷 蒙花苷 芹菜素 木犀草素

Y1 四川青川 34.080 16.698 0.782 0.064 

Y2 四川青川 42.886 15.964 0.417 0.085 

Y3 四川青川 39.254 15.536 0.572 0.054 

Y4 四川金堂 36.649 14.201 0.386 0.030 

Y5 四川金堂 42.799 14.798 0.328 0.050 

Y6 四川金堂 40.170 15.582 0.382 0.039 

Y7 湖北五峰 24.969 10.115 0.387 0.079 

Y8 湖北五峰 27.166  8.514 0.317 0.060 

Y9 湖北五峰 21.046  9.460 0.512 0.052 

Y10 陕西旬阳 30.520 14.417 0.500 0.072 

Y11 陕西旬阳 30.129 13.085 0.538 0.111 

Y12 陕西旬阳 26.156 11.902 0.616 0.084 

Y13 云南姚安 25.420 10.280 0.483 0.046 

Y14 云南姚安 26.212 10.181 0.539 0.044 

Y15 云南姚安 26.894 11.719 0.472 0.084 

Y16 山西大同 40.747 11.205 0.428 0.053 

Y17 安徽大别山 29.935 17.401 1.205 0.146 

计算得 µ=26.9，根据测定结果，拟订密蒙花

中毛蕊花糖苷限度≥25.0 mg·g1。 
根据 17 批密蒙花样品含量测定结果，并采用

上述计算方法，拟订密蒙花中蒙花苷限度≥

10.0 mg·g1，芹菜素≥0.4 mg·g1，木犀草素≥

0.05 mg·g1，总黄酮(以蒙花苷、芹菜素、木犀草

素总量计)≥10.5 mg·g1。 
3  讨论 
3.1  色谱条件的确立 

对色谱条件进行优化，对不同波长 (190~ 
700 nm)进行考察，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

木犀草素的 大吸收波长分别是 330，330，338，
350 nm，实验中发现在波长 330，338 nm 下，毛

蕊花糖苷、蒙花苷、芹菜素峰面积变化均较小，

故选择波长 330 nm 测定毛蕊花糖苷、蒙花苷、芹

菜素含量，选择波长 350 nm 测定木犀草素含量。

并对不同提取溶剂进行考察，比较不同比例甲醇

-0.1%磷酸水[1]、乙腈-0.1%磷酸水[3]、乙腈-0.2%磷

酸水等流动相，以乙腈-0.2%磷酸水流动相梯度洗

脱峰形对称、分离度好。 
3.2  结果分析 

密蒙花中蒙花苷与芹菜素、木犀草素同属黄

酮类，实验发现其含量具有正相关性。蒙花苷含

量较高，稳定性较好，芹菜素、木犀草素含量较

低，故参照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采用蒙花苷

作为密蒙花的质控标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

中药药效物质的“叠加作用”“显效形式”“毒性

分散效应”假说，中药药效可能是由一类化合物

共同作用产生的[9-10]。未来是否可以采取蒙花苷为

代表测定总黄酮含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

密蒙花中毛蕊花糖苷含量较高。由于毛蕊花糖苷

具有降血糖、免疫调节、抗菌等生物活性，故建

议增加毛蕊花糖苷作为质控指标。中药质量评价

应采用多维评价，以往的质量标准多集中于单指

标含量测定，并不能很好反映密蒙花的质量状况。 
综上所述，密蒙花在我国分布广泛，受地域

分布和采收时间的影响较大，密蒙花成分的含量

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国药典 2015 年版仅以单一

成分蒙花苷为指标，并不能全面地反映药材的品

质。本实验采用 HPLC 同时测定了密蒙花中的 4
个主要组分(蒙花苷、木犀草素、芹菜素、毛蕊花

糖苷)的含量，为确保密蒙花用药安全、有效提供

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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