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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药一枝蒿中紫花牡荆素成分的分离制备、鉴定及含量测定 
 

盛萍，乔美玲(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目的  研究维药一枝蒿中指标成分紫花牡荆素的单体制备方法，并建立其含量测定方法。方法  利用 HPD-450 型

大孔树脂吸附法提取富集紫花牡荆素，配合 Sephadex LH-20 柱色谱技术与波谱手段，分离纯化并鉴定其化学结构；含量

测定色谱条件：采用色谱柱为 Agilent HC-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70∶30)；柱温 30 ℃，检测波

长 350 nm，流速 1.0 mL·min1。结果  紫花牡荆素纯度为 99.7%，在 9.42~ 75.36 μg·mL1(r=0.999 6)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平均回收率为 109.2%(RSD=2.12%)。结论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可以获得高纯度紫花牡荆素；建立的含量测定方法简便、

准确、稳定，可以用于维药一枝蒿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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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Elucidation of Casticin from Uighur Medicine Artemisia Rupestris and I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ENG Ping, QIAO Meiling(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isolation and elucidation of casticin from Uighur medicine Artemisia rupestris and i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Casticin was isolated and enriched by HPD-450 macroporous absorption resin with silica gel 
column and Sephadex LH-20 column chromatography. Its structure was elucidated by spectral analysis. HPLC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casticin from Uighur medicine Artemisia rupestris. The Agilent HC-C18(250 mm×4.6 mm, 5 μm) 

column was used with mathnol-warter (70∶30 ) as the mobile phase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350 nm.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RESULTS  The casticin content in purified product was up to 99.7%. 

Casticin was linear over the ranges of 9.4275.36 μg·mL1(r=0.999 6),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was 109.2%, RSD was 
2.12%. CONCLUSION  Highly purified casticin may be obtained effectivly by macroporous absorption resin method. The 
HPLC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the content of casticin is simple, accurate and steady. It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Uighur medicine Artemisia rupestris.  
KEY WORDS: Artemisia rupestris; casticin; macroporous absorption resin; HPLC; Uighur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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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蒿(Artemisia rupestris L.)为菊科蒿属岩蒿

植物，以全草入药，是维吾尔医常用药材。因其野

生品种唯独生长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天山、阿尔泰山

和昆仑山山脉，海拔 1 600~4 500 m 的森林草原带地

区[1]，并在新疆民间沿用已久，故名新疆一枝蒿。维

吾尔药志记载其具有祛风活血、散 消肿、健胃消

食、清热解毒、抗过敏、解蛇毒等功效，其化学成

分主要含有黄酮类、酮酸类、倍半萜类、多糖类、

挥发油化合物[2]，其中紫花牡荆素等黄酮类化合物为

其主要活性成分[3]。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紫花牡荆素

具有明显的体内外抗炎、抗肿瘤等作用[4-7]。目前，

新疆学者对一枝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子萌发[8]、化

学成分[9-10]、药理作用[11-12]等方面，但关于一枝蒿中

指标成分紫花牡荆素的单体制备方法及含量测定方

法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也未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药品标准—维吾尔药分册》。本实验从天然

产物维药一枝蒿中分离富集紫花牡荆素单体化学成

分，并建立其含量测定方法。 

1  材料与仪器 

试验药材 3 批(S1，S2，S3)由新疆维吾尔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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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医院药剂科提供，由新疆医科大学热娜•卡

斯木教授鉴定为一枝蒿(Artemisia rupestris L.)；紫

花牡荆素对照品自制，IR、1H-NMR、和 13C-NMR

数据均符合文献数据要求[13-14]，液相色谱面积归

一化测定其纯度为 99.7%；HPD-450 型树脂(河北

沧 州 宝 恩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 Sephadex LH-20 

(Pharmacia 公司)；200~300 目柱层析硅胶(青岛海

洋化工厂产品)；薄层层析硅胶 G(青岛海洋化工厂

产品)；甲醇为色谱纯；水为重蒸馏水；其他试剂

均为分析纯。 

X4 型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

温度计未校正)；BP211D 电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

公司)；Inova 600 MHZ 型核磁共振仪(美国瓦里安

公司)；RE-52 旋转式蒸发器(上海安亭电子仪器

厂 )；11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Agilent)；

KQ-400D 型数控超声提取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

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紫花牡荆素提取分离 

取一枝蒿药材(过四号筛)455 g，用水煎煮

3 次，每次 30 min，合并提取液，减压回收至生药

含量为 0.04 g·mL1 的样品溶液。样品溶液通过经

预处理的 HPD-450 型大孔吸附树脂柱，静置

30 min，用 2 倍树脂体积的蒸馏水洗脱至洗脱液近

无色，再用 70%乙醇洗脱，减压回收洗脱液，冷

冻干燥得 70%乙醇洗脱物。再对 70%乙醇洗脱物

进行硅胶柱色谱分离，用氯仿-甲醇梯度洗脱收集

含紫花牡荆素部分，再经 Sephadex LH-20 柱色谱，

甲醇 -水纯化，得黄色针状结晶单体化合物 (约

410 mg)，收率为 0.09%，经液相色谱面积归一化测

定其纯度为 99.7%。 

2.2  紫花牡荆素的结构鉴定 

黄色针状结晶，易溶于甲醇、氯仿，熔点为

180~182 ℃。盐酸-镁粉反应阳性，提示该化合物

为黄酮类化合物。EI-MS m/z：374(M+)。UVλmax 

(MeOH)：350，258，231 nm。IR 光谱 3 370 cm1

处 提 示 结 构 中 有 一 羟 基 存 在 。 在 1H-NMR 

(600 MHZ ，CDCl3 )谱中 δ12.7(1H，s)为 5-OH 的信

号；在 δ7.72(1H，d，J=1.5 Hz)、7.01(1H，d，J=8.7 Hz)

与 7.61(1H，dd，J 邻= 8.7 Hz，J 间=1.5 Hz)处出现的

峰分别为 B 环上 H-2′、H-5′、H-6′的信号；δ6.51(1H，

s)为 H-8 的信号；δ3.99(3H，s)、3.97(3H，s)、3.93(3H，

s)、3.86(3H，s)为 3、6、7、4′位上取代的甲氧基信

号峰。 13C-NMR(CDCl3)， δppm： 178.8(C=O)，

155.9(C-2)，138.5(C-3)，152.6(C-5)，132.1(C-6)，

158.1(C-7)，90.3(C-8)，152.2(C-9)，106.4(C-10)，

122.5(C-1′)，114.5(C-2′)，146.6(C-3′)，148.3(C-4′)，

110.8(C-5′)，122.2(C-6′)，56.3、56.0、60.8、60.1(4

个 OCH3 )。经 UV、IR、1H-NMR、13C-NMR 谱的

综合分析，上述数据与文献[13-14]一致，故确定该化

合物结构为 3,6,7,4’-四甲氧基-5,3’-二羟基黄酮

(3,6,7,4’-tetramethoxy-5,3’- dihydroxy flavone)，即紫花

牡荆素。结构式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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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紫花牡荆素化学结构式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 of casticin 

2.3  紫花牡荆素含量测定 

2.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Agilent HC-C18 (250 mm× 

4.6 mm，5 μm)柱；流动相：甲醇-水(70∶30)；检

测波长：350 nm；柱温：30 ℃；流速：1.0 mL·min1。

样品中紫花牡荆素峰与其他峰分离度>1.5，理论板

数≥5 000。对照品及供试品色谱图见图 2。 

 
图 2  HPLC 色谱图 
A对照品；B供试品；1紫花牡荆素。 

Fig. 2  HPLC chromatograms 
Astandard solution; Bsample solution; 1 casticin. 

2.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紫花牡荆素

对照品 23.55 mg，置 25 mL 量瓶中，用甲醇定容，

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2.3.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一枝蒿药材

粉末 0.50 g，置 25 mL 量瓶中，加 60%的甲醇

20 mL，浸泡 30 min，超声提取 30 min，放置至室

温，加 60%的甲醇至刻度，微孔滤膜(0.45 μm)滤

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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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1，0.2，0.4，0.6，0.8 mL，置 10 mL 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摇匀。按“2.3.1”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进样量为 1 μL，以色谱峰面积为纵坐标，

对照品进样量(μg)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

归方程 A=2.518 511 97C0.984 591 7，r=0.999 6，

表明紫花牡荆素在 9.42~75.36 μg·mL1 内线性关

系良好。 

2.3.5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 9.42 μg·mL1

紫花牡荆素对照品溶液 1 μL，连续进样 5 次，峰

面积分别为 20.801，21.102，20.201，20.001，20.602，

峰面积的 RSD 为 2.18%。  

2.3.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0，2，4，6，8，24，48 h 进样，记录峰面积为 53.941，

53.910，54.411，54.922，52.622，54.781，53.001，

RSD 为 1.73%，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48 h 内稳定。 

2.3.7  重复性试验  同一批药材(S1)取样 5 份，按

“2.3.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测定紫花牡

荆素含量，RSD 为 1.43%，表明此方法的重复性

良好。 

2.3.8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样品粉末 0.25 g，共

6 份，置 25 mL 量瓶中，分别加入 9.42 μg·mL1

的紫花牡荆素对照品溶液，按供试品溶液制备法

操作，记录峰面积，计算回收率，结果显示平均

回收率为 109.2%，RSD 为 2.12%。 

2.3.9  含量测定  取 3 批样品分别按“2.3.3”项下

方法制备样品溶液。外标法计算一枝蒿中紫花牡荆

素的含量，平均含量为 0.108%，RSD 为 1.23%(n=5)。 

3  讨论 

在分离制备紫花牡荆素单体成分实验过程中，

本研究首次利用大孔吸附树脂、硅胶柱色谱、葡聚

糖凝胶(Sephadex LH-20)柱色谱，对一枝蒿药材水

煎液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提取、分离、富集。由

于一枝蒿水煎液中所含的成分极性较大，经筛选确

定 HPD-450 型大孔吸附树脂为分离纯化一枝蒿总

黄酮的 佳树脂，同时考察了 HPD-450 型大孔吸附

树脂富集一枝蒿总黄酮的 佳工艺参数[15]。在上述

样品纯化条件下，分离纯化的一枝蒿总黄酮含量和

回收率均 高。由于黄酮类化合物多具羟基，有的

母核上连有数量不等的糖，极性较强，因此单纯使

用硅胶柱色谱分离效果不理想，结合采用葡聚糖凝

胶 Sephadex LH-20 柱色谱进行分离纯化，分离制备

的紫花牡荆素效率高，收率 0.09%，纯度 99.7%。 

在建立紫花牡荆素含量测定实验过程中，试用

了甲醇-水、乙腈-水不同比例为流动相系统，结果

以甲醇-水(70∶30)系统分离效果好，此时的保留时

间为 7.47 min，理论板数、分离度、脱尾因子、不

对称度均符合中国药典的规定要求。同时在供试品

溶液制备中考察了水浴回流提取、超声提取 2 种方

法，结果以超声提取效果较好。在以超声提取为提

取方法的基础上，对不同浓度的甲醇作为提取溶

剂、提取时间进行考察，结果以 60%甲醇提取

30 min 为宜，提取较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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