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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薄层色谱法鉴别西洋参的真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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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洋参!薄层色谱法!鉴别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薄层方法鉴别西洋参的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 #&-. 年版

一部$ 在执行该质量标准时发现其薄层色谱项存在着一些

问题%我们通过反复试验%发现方法改进后可以更好地鉴别

西洋参及人参%克服了按中国药典方法鉴别西洋参一定要配

制各种标准品的缺点%对硅胶和展开剂反复调配%此方法操

作简单&快速&结果容易判断$

"!仪器与药品

西洋参'天津格斯宝西洋参制药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人参皂苷*/0&*10&*2&拟人参皂 3"" 苷均为中国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硅胶 4'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

制造%批号'#&&)""$&"氧化铝'上海市五四农场化学试剂厂%

批号'#&&)"&"'"展开剂'5" 系统'氯仿6甲醇6水!"$7+7## 5#

系统'三氯甲烷6乙酸乙脂6甲醇6水!".7)&7##7"&#$ 实验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层析缸%薄层板" 索氏提取器$

#!实验方法与结果

#%"!中国药典 #&&. 版中的鉴别方法

按照 &. 版药典一部方法%使用展开剂 5# 系统 "& 8以

下放置的下层溶液为展开剂%经实验%斑点显色清晰后%置日

光下检视(")

%结果见图 "

(#)

$

图 "!西洋参薄层鉴别色谱图

!温度'"(8 湿度''#9#" 为阴性对照 #&$&) 为供试品溶液%批号为'

#&&)&'#. %. 为对照药 '&+&:&( 为人参皂苷*/"&*2&*1" 拟人参皂苷

3""

#%#!改进后实验方法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西洋参粉末 "%. 1%加甲醇 #&

;<%索氏提取器 # 小时%滤过%滤液置水浴上蒸至约 . ;<时%

加入层析用氧化铝 "& 1%拌匀%低温干燥后%置 "%. =;层析柱

中%用甲醇 $& ;<洗涤%弃去洗液%再用 "&& ;<'&9甲醇分

两次洗涤!每次 .& ;"#%合并洗液于蒸发皿中%置水浴上蒸

干%残渣加水 ". ;<分次洗人分液漏斗中%用水饱和的正丁

醇提取两次%每次 ". ;<%合并正丁醇液%加水 ". ;<洗涤%静

置%分取正丁醇液蒸干%加甲醇 " ;<溶解$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人参皂苷 */"&*1"&*2和拟

人参皂苷3"" 各 " ;1%加甲醇 " 溶解$

#%#%$!薄层色谱条件及结果!薄层硅胶4板%"&. 8活化 "

小时%展开剂'5" 系统的下层溶液 . >"& 8放置 "# 小时$ 显

色剂'"&9硫酸乙醇溶液$ 点样量'供试品各 .

!

<%对照品各

$

!

<$ 展距'( =;$ 展开晾干后置 "&. 8烘至斑点清晰%在

日光下检视%见图 #$

图 #!西洋参薄层鉴别色谱图

!温度湿度同图 "# " 西洋参 # 人参皂苷*1$ 人参皂苷*/" ) 人参皂

苷*2.%拟人参皂苷3""

#%#%)!特异斑点的稳定性考察!将显色后的薄层板暴露于

空气中%连续观察%+# 小时后西洋参的樱红色特异斑点消

失$ 该色斑消失后%若适当吹以热风%斑点的颜色则可重现"

将显色后的薄层板置干燥器中保存%每天观察一次%$ 个月内

特异斑点的颜色不褪$

#%#%.!灵敏度试验!取人参和西洋参粉末%以 #&7"混合%按

上述方法测定%结果西洋参的特征斑点仍清晰可见$

$!讨论

按药典方法操作萃取所得点样液粘稠度较大杂质较多%

*"'*

江西中医药 #&&( 年 + 月第 + 期总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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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复方维生素咀嚼片中维生素
,

"

!,

#

及 ,

'

的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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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江西中医学院!南

昌 $$&&&'#

关键词!维生素,

"

!维生素,

#

!维生素,

'

!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复方维生素咀嚼片主要成分为对维生素 @&维

生素,

"

&维生素 ,

#

&维生素 ,

'

&<6半胱氨酸&葡萄糖

酸锌&中药提取物等%具有促进排铅作用$ 目前维生

素,

"

&维生素,

#

及维生素,

'

的测定方法分别采用

荧光分光光度法及微生物法%操作过程繁琐&费时%

不利于生产过程中产品的质量控制$ 笔者研究并建

立了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该产品中维生素

,

"

&维生素,

#

及维生素,

'

三种成分的含量%方法简

使&快捷%结果准确&可靠$

"!仪器与试药

高效液相色谱仪'A1B02CD"#&&"维生素,

"

&维生

素,

#

及维生素,

'

对照品由 5B1;E公司提供"试剂'

甲醇%色谱纯%其余均为分析纯"复方维生素咀嚼片

样品%由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方法与结果

#%"!色谱条件!色谱仪'A1B02CD"#&& 型"色谱柱'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 ;;F".&

;;"检测波长'#:& C;"流速'"?& ;<G;BC"流动相'

甲醇6&?&$9戊烷磺酸钠与 &?&$9已烷磺酸钠混合

溶液!内含 "9乙酸# H$&7+&$

#%#!测定方法!取本品 "& 片%研细%精密称取细粉

约 &?$ 1%置 .& ;<量瓶中%加入甲醇6"9乙酸!$&7

+&#溶液%超声溶解%冷却到室温%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

!

<%注入液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另取经 "&. 8干燥至恒重的维生素

,

"

&维生素,

#

&维生素,

'

对照品%同法测定%按外标

法%以其相对应的峰面积计算三组分的含量$

#%$!线性关系的考察!取维生素 ,

"

对照品溶液

!浓度为 $?#''&'?.$#&(?+(:&"$?&')&"'?$$&

!

1G

;<#"维生素,

#

对照品溶液!浓度为 "?':#&$?$')&

.?&)'&'?+#:&:?)"&

!

1G;<#%维生素 ,

'

对照品溶

液!浓度为 $?:$&&'?"#:&+?''&&(?"(#&""?+(&

!

1G

;<#%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

标%各自对应的峰面积为纵坐标作线性回归%维生素

,

"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H$(?:&+"I"?&$&)%#H

&?((( (%线性范围为 $?#'' >"'?$$&

!

1G;<"维生素

,

#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H)'?))"I&?':":%#H

&?((( (%线性范围为 "?':# >:?)"&

!

1G;<"维生素

,

'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H$(?+'""J$?#&# "%#H

&?((( (%线性范围为 $?:$& >""?+(&

!

1G;<$

#%)!重复性试验!取维生素,

"

&维生素,

#

&维生素

,

'

同一对照液%连续进样 . 次%每次 #&

!

<%维生素

,

"

峰面积测量值的 $%&为 &?"$9%维生素 ,

#

峰面

积测量值的$%&为 &?.)9%维生素,

'

##############################################

峰面积测量

致使薄层板上色谱斑点拖尾较明显$ 改进后方法延长加热

回流时间%使西洋参中皂苷类成分在甲醇中溶出更充分%采

取氧化铝吸附色谱的方法%去除水溶性和糖类杂质$ 使皂苷

类成分更趋纯净$ 改用羧甲基纤维素钠硅胶 4薄层板%使

展开剂极性更适合于各成分的分离%最终得到色谱斑点清

晰%利于准确判断结果%此方法特别适合于大&中型医药零售

连锁公司% 为鉴别不同条件下生长的西洋参和简化供试液

配制方法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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