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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不同极性物质成分在石菖蒲全药中所占比例"明确极性较大的水溶性物质在该药中的含量# 方法!水蒸气蒸

馏法提取挥发油"系统溶剂法制备不同极性大小的提取物"计算个组分得率# 结果!石菖蒲的化学成分中极性大的物质居多"

水提物得率最高# 脂溶性高的物质相对较少# 结论!临床上采用汤剂的给药形式"能最大量的获取石菖蒲药材中的物质#

关键词!石菖蒲$极性$系统溶剂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石菖蒲为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石菖蒲

!,-./012323/45.6447-8.22#的干燥根茎$既能芳香化

湿%醒脾健胃$又可化浊祛痰%开窍宁神$是芳香宁

神$涤疲开窍之要药&"'

( 可用于治疗痰浊蒙蔽心窍

而致的癫病等证$即包括西医抑郁症在内等精神疾

患( 现代药理学研究也证实石菖蒲具有广泛中枢神

经系统药理作用&#$%'

( 多年来$人们认为石菖蒲的

主要有效成分是挥发油$

$$$$$$$$$$$$$$$$$$$$$$$$$$$$$$$$$$$$$$$$$$$$$$

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挥

显$!"#值小于 "$#9(

#$)!样品含量测定!取三批桑椹口服液样品$按

#$" 项下的方法制备样品溶液$按照线性关系考察

项下方法测定样品$根据回归方程$得出样品中所含

芦丁的量$结果见表 #(

表 #!三批桑椹口服液中芦丁的含量%$ :%& ;<='<>

?"

编号 含量 平均含量 !"#!9#

" "$#&'

# "$")@ "$#&A "$B'

% "$##*

#$@!桑椹口服液中芦丁的定性鉴别!吸取桑椹口

服液适量$置 '& <>烧瓶中$加无水乙醇适量回流提

取 # 小时$回收乙醇$并将样品溶液在水浴上蒸干$

加甲醇适量溶解$得样品溶液( 取芦丁标准品适量$

加甲醇适量溶解得对照品溶液( 将上述两种溶液分

别用毛细管在聚酰胺薄层板上点样$以 B'9的乙醇

为展开剂$上行展开至适当距离$取出$晾干$用浓硫

酸显色$样品在芦丁标准品的相应位置$显相同颜色

的斑点(

%!讨论

!"#芦丁为桑椹口服液中重要的活性物质$本

文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以芦丁为标准品$检测波长

为 #'B 5<$测定桑椹口服液中总黄酮类化合物的含

量$实验数据重现性好$加样回收率高$相对偏差小$

采用聚酰胺薄层色谱法对口服液中的芦丁进行了定

性鉴别$故该方法可作为桑椹口服液的质量评价方

法之一(

!##黄酮类化合物具有特定的紫外吸收带$其

结构中的肉桂酰环产生的
!

带在 %&& C*&& 5<内$

而由苯甲酰环产生的
"

带在 #*& C#)' 5<内$不同

的黄酮在这两个吸收带的吸收强度不同( 含黄酮类

化合物的原料经一定的方法提取纯化后$可直接于

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定其吸收度$以芦丁为对照品计

算其含量$本实验选择芦丁在
"

带的最大吸收波长

#'B 5<作为紫外光分光光度法的测定波长(

!%#文献报道$采用硝酸铝!氯化铝#比色法来

测定芦丁的含量$但该法的测定易受杂质干扰$定量

测定误差大&"$#'

$本文尝试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

定芦丁的含量$方法简单%快速%准确%重现性好$可

用于控制桑椹口服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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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部分( 也有许多研究资料提示$石菖蒲的非挥

发性成分也有一定药理( 这也与该药临床上常用汤

剂相符( 有必要对其所含成分的极性进行研究$研

究不同极性大小成分在该药中所占比例$明确极性

较大的水溶性物质在该药种所占比例(

"!仪器和材料

石菖蒲药材)购买于浙江中医药大学饮片厂$批

号)#&&B&B"""产地)浙江衢州"采收时间)#&&B 年 B

月"干燥阴凉处保存( 经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

药资源鉴定教研室陈锡林副教授鉴定$为天南星科

植物石菖蒲!,-./012323/45.6447-8.22#的干燥根茎(

性状特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年版!一

部#的要求(

石菖蒲对照药材)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

号)"#"&@)E#&&*&%"规格)"$&& =;瓶( 石油醚!A& C

@&G#)中国石化集团杭州炼油厂$生产批号)

#&&B""&#B"化学纯( 乙酸乙酯)浙江杭州双林化工

试剂厂$生产批号)#&&B"""@"化学纯(

#!实验方法

按照溶剂极性由小到大的顺序制备各提取组

分(

#$"!石油醚%A& C@& G&提取!称取石菖蒲药材

'&& =$置于圆底烧瓶中$加 ) 倍量石油醚$浸泡 # 小

时$AA G时回流提取 " 小时$冷却后取下烧瓶$滤

过$药渣再加 A 倍量石油醚$回流提取 " 小时( 提取

完毕后$冷却至室温$取下烧瓶$滤过$合并滤液( 将

滤液转移至旋转蒸发仪中$于 *' G减压回收石油

醚$再定量转移于已称重的磨口瓶$得到石油醚提取

物$计算石油醚提取物的净重和得率(

#$#!乙酸乙酯提取!将石油醚提取后的药渣挥干

石油醚$加 ) 倍量乙酸乙酯$B) G回流提取 " 小时(

冷却至室温后$取下烧瓶$滤过$再加 A 倍量乙酸乙

酯$回流提取 " 小时( 提取完毕后$冷却至室温$取

下烧瓶$滤过$合并滤液$转移至旋转蒸发仪$于

'A G减压回收乙酸乙酯$定量转移于已称重的磨口

瓶$得到乙酸乙酯提取物$计算乙酸乙酯提取物的净

重和得率(

#$%!正丁醇提取!将乙酸乙酯提取后的药渣挥干

乙酸乙酯$加 ) 倍量正丁醇$"#& G回流提取 " 小

时$冷却至室温后$取下烧瓶$滤过$药渣再加 A 倍量

正丁醇$回流提取 " 小时( 提取完毕后$冷却至室

温$取下烧瓶$滤过$合并滤液( 转移至旋转蒸发仪

中$于 A) G减压回收正丁醇$定量转移至已称重的

磨口瓶$得到正丁醇提取物$计算正丁醇提取物的净

重和得率(

#$*!无水乙醇提取!将正丁醇提取后的药渣挥干

正丁醇$加 ) 倍量乙醇$B) G回流提取 " 小时( 冷

却至室温后$取下烧瓶$滤过$药渣再加 A 倍量乙醇$

回流提取 " 小时( 提取完毕后$冷却至室温$取下烧

瓶$滤过$合并滤液$转移至旋转蒸发仪中$于 A) G

减压回收乙醇$定量转移至已称重的磨口瓶$得到无

水乙醇提取物$计算无水乙醇提取物的净重和得率(

#$'!水提取!将乙醇提取后的药渣挥干乙醇$加 )

倍量蒸馏水$"&& G回流提取 " 小时$冷却至室温

后$取下烧瓶$滤过$药渣再加 A 倍量蒸馏水$回流提

取 " 小时( 提取完毕后$冷却至室温$取下烧瓶$滤

过$合并滤液$药渣弃去( 滤液转移至旋转蒸发仪

中$BA G减压回收溶剂$定量转移至已称重的磨口

瓶$得到水提取物$计算水提取物的净重和得率(

%!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系统溶剂法制备的 ' 个石菖蒲提取物的净重及得率!!;=

提取物种类 药材重量 提取物净重 提取物得率!9#

石油醚提取物 '&&$&& B$*# "$*)

乙酸乙酯提取物 '&&$&& A$@% "$%@

正丁醇提取物 '&&$&& "B$&) %$*#

无水乙醇提取物 '&&$&& '$&' "$&"

水提取物 '&&$&& ""&$@ ##$#

*!结论

根据已知石菖蒲所含化学成分分析$系统溶剂

法制备的石油醚提取物包含有挥发油和其他非挥发

性高脂溶性成分( 本研究采用系统溶剂法提取石菖

蒲$得到 ' 个提取物( 从提取效率来看$石菖蒲的化

学成分中极性大的物质居多$水提物得率最高$脂溶

性高的物质相对较少( 临床上采用汤剂的给药形

式$能提取石菖蒲药材中的大部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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