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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扫描法测定不同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的含量

"

!葛慷艳!张群智!!浙江省临海市中医院!临海 &'()))"

摘要!目的!测定不同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的含量" 方法!采用薄层扫描法测定黄芪甲苷的含量" 展开条件!氯仿*甲醇*水#+,

-'+-.$的下层液%')/硫酸乙醇显色%单波长薄层扫描%

!

01&, 23" 结果!方法学考察结果表明%黄芪甲苷的线性范围为

)45)5) 6.75.5

!

8#!0)7999 '$ &同板精密度实验的"#$为 '791/ && 小时内稳定性试验的 "#$为 )7(9/ &重复性试验的

"#$为 &7'&/ &加样回收率为 9979+/%"#$为 +7'(/" 结论!该方法测定结果准确稳定%重现性好&各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

含量间变异较大%其中甘肃产黄芪平均质量较优"

关键词!黄芪甲苷&:;"&"#$%

中图分类号!<9+(7+!!文献标识码!#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8@AB=3C3C?@2@*

DCB=!EF=DG7" HB28CI@?73J28GJAFDB=!HB28C" K

=F@J或膜荚黄芪 #73C3L?@2@DCB=!EF=DG7" HB28C

的干燥根#主要含有皂苷类$多糖$氨基酸和微量元

素等%'&

' 黄芪皂苷是黄芪药效物质基础的重要组

成之一#其中黄芪甲苷!#MN"为活性指标成分#具有

抗衰老$调节免疫功能$保护心肌和大脑缺血等作

用' 目前市售黄芪药材多为栽培#而野生较少#因此

不同来源药材之间黄芪甲苷含量有较显著的差异#

从而影响药材的质量' 曾使用高效液相色谱O紫外

检测法测定黄芪甲苷含量#但由于其仅在 +)) 23处

有弱的末端吸收#因而操作条件十分严格#噪音对结

果影响较大#灵敏度也较差#而 "#$%薄层扫描法

不受紫外下无吸收成分的影响#且重现性好#是一种

良好的黄芪甲苷含量测定方法#本实验采用该法对

不同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含量进行测定#为黄芪药

材质量控制提供实验依据%+&

'

'!仪器"试剂与样品

仪器(瑞士 "#$#%:;"MD@22C?#"#$#%半自

动点样仪'

试剂与样品(硅胶 %薄层预制板!青岛海洋化

工厂"#黄芪甲苷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5'*+)))5")其余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方法与结果

+7'!供试品的制备!精密称取本品内容物 ,7+&(1

8#置圆底烧瓶中#加入甲醇 ,) 3A#5) P回流提取 .

小时#滤过#残渣同法提取 + 小时#滤过#合并滤液#

滤液水浴蒸干#残渣加水 +) 3A使溶解#水溶液用水

饱和的正丁醇萃取 . 次!&)$&)$+)$+) 3A"#合并正

丁醇液#然后用氨试液洗涤 + 次!+)$+) 3A"#再用正

丁醇饱和的水萃取 + 次!+)$+) 3A"#正丁醇挥干#残

渣用甲醇定容至 ') 3A#作为供试品%&&

'

+7+!对照品的制备!精密称取黄芪甲苷对照品

')7') 38#配成 +1 3A#作为对照品溶液'

+7&!色谱分析条件!展开条件(氯仿*甲醇*水!+,-

'+-."的下层液' 喷以 ')/硫酸乙醇#')1 P显色 1

6( 分钟' 反射法锯齿型单波长薄层扫描#

"

01&,

23#扫描速度#') 23Q=>CR#分辨率#+1

!

3'

+7.!空白试验!取不含黄芪的阴性样品#按样品溶

液制备供试品#测定#结果空白无干扰'

+71!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

,$5$')

!

A#分别点于同一个硅胶 %板上#展开#取

出#晾干#喷以 ')/硫酸乙醇溶液显色后进行测定#

以峰面积积分值%为纵坐标#以点样量!

!

8"&为横

坐标作标准曲线(%0'5 1'' S9 )5&&#!0)7999 ''

说明黄芪甲苷在 )75 6.75

!

8范围内线性关系良

好'

+7,!稳定性实验!对同一个对照品斑点#分别在

)$&)$,)$9)$'+)$'1)$'5) 分钟扫描一次#连续 (

次' 样品稳定性"#$0)7(9/(标准品稳定性("#$

0)45(/' 说明本品在 & 小时内稳定

+7(!精密度试验!

#

同点精密度!仪器精密度"对

同一斑点连续扫描 1 次#分别测定峰面积#"#$为

)7(+/'

$

同板精密度 取样品溶液#在同一薄层板上点

样 1 次#分别测定峰面积#"#$为 '791/'

%

异板精密度 在 1 块不同板上点同样量同一

浓度的对照品#测定其峰面积#"#$为 +71+/'

+75!重现性实验!吸取 , 份供试品溶液 .

!

A#分别

点于同一硅胶%薄层板上#依法测定含量#"#$为

*,(*

!'()*+&(',-"*). ,/0")$(0(,*). 12(*3#3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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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 博士达药业

中西医对围手术期大肠癌免疫影响的治疗近况

"

!彭成!指导!李夏鲁!!广西中医学院 +)), 级硕士研究生!南宁 1&)))'"

关键词!大肠癌围手术期&免疫&中西医疗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大肠癌是包括自盲肠至直肠的整个肠段的癌

肿#是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古代中医典籍描述中#类

似于+肠覃,$+脏毒,$+锁肛痔,$+下血,$+下痢,$

+滞下,等疾病' 大肠癌由于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

早期诊断率较低#到临床症状明显时#已多属中晚

期' 大肠癌的治疗#目前仍以手术切除为首选和化

疗$放疗$生物治疗' 大肠癌手术切除率和治愈率有

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有 1)/患者发生转移和复

发#术后发生肝转移率为 1)/#死于肝转移者达

,)/ 69)/' 美国癌症联合会!#T"""根据第 1 版

结肠癌分期标准#统计 ''9&,& 例结肠癌
&

$

'

$

(

$

)

期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9&7+/$5+71/$1971/$

54'/' 由于手术及麻醉均能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

紊乱#出现免疫功能抑制%'&

' 手术打击可以加深免

疫抑制#所以围手术期提高患者免疫力可以尽快解

除免疫抑制' 尽早实行化疗$放疗等其他治疗希望

有助于减少转移和复发#延长患者生存期' 笔者复

习相关文献#探讨当前中西医治疗提高大肠癌免疫

力的现状和研究思路'

'!

%%%%%%%%%%%%%%%%%%%%%%%%%%%%%%%%%%%%%%%%%%%%%%

影响围手术期大肠癌免疫的因素

&7'&/'

+79!回收率试验!见表 ''

表 '!已知含量样品的回收试验!Q38

编号 样品含量 加入量 测得量
回收率

/

平均值
/

"#$

/

' )7+&. )7. )7,+9. )7955,

+ )7++5 )7. )7,+( 1 )7995 5

& )7+&. )7. )7,.( 9 '7)&.5 9979+ +7'(

. )7+&. )7. )7,+. ( )79(, 5

1 )7+&& )7. )7,&' 9 )799( &

+7')!样品的测定!取不同产地的药材#按照供试

品液制备项下方法操作#得供试品溶液#分别精密吸

取供试品溶液 +

!

A#按照上述条件分析测定#结果见

表 +'

表 +!不同产地黄芪样品中黄芪甲苷的含量#5 0&$

编号 样品来源 品种 产地 黄芪甲苷含量38Q8

' 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 膜荚黄芪 甘肃 '7+&

+ 河北安国药材市场 膜荚黄芪 甘肃 '7&1

& 安徽毫州药材市场 膜荚黄芪 甘肃 '715

. 河北安国药材市场 蒙古黄芪 内蒙古 '7.&

1 成都荷花池药材市场 蒙古黄芪 内蒙古 )7,&

, 安徽毫州药材市场 膜荚黄芪 山西 '7'.

( 台州某大药房 膜荚黄芪 山西 )71.

5 台州某大药房 膜荚黄芪 河北 '7+,

&!讨论

笔者曾经按-中国药典.+))1 年版中黄芪药材

中黄芪甲苷的提取$纯化方法#但比较繁琐%&&

#用

KU;"的方法进行了黄芪甲苷的含量测定#结果噪

声比较大#测出的结果重现性差#因此本研究对样品

制备方法进行了改进#不使用 V')' 大孔树脂进行

分离#反而黄芪甲苷的含量要高出 ')/左右#说明

用大孔树脂进行分离过程中会使一部分有效成分损

失' 因此本研究采用改进后方法对不同产地的黄芪

进行考察#简化了药材的前处理过程#使得药材的分

析速度加快#同时也减少黄芪甲苷的损失' 通过对

不同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的含量进行比较#结果表

明不同产地黄芪中黄芪甲苷的含量有一定的差异#

其中甘肃产黄芪平均质量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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