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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茶菜属二菇化合物的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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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香茶菜属四种类型八个二菇化合物的 5 67+ 定性分析
,

测定了它们

的保留时间,8
,

容量因子9
尸 ,

分离系数 / ,

分离度 8 : 。

实验结果表明
,

此法对香茶莱属植物

的有效成份分析及其二菇化合物系统研究提供了前导性筛选手段
。

方法简便
、

微量
、

快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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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凌草甲素等二菇化合物是从唇形科香茶菜属 刀/ ;< .: 犷/! 植物中分离到的一系列

具抗癌活性的成份
,

临床 已用于治疗食道癌
、

肝癌等有较好疗效 〔# 〕
。

为了对香茶菜属

植物中有效成份的分析
、

二菇成份的系统研究提供前导性筛选手段及微量快速分析进行

初步尝试
,

本研究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5 67 + ! 选择了分属四个类型的八个二菇化合

物 结构见图 # !
,

进行了不 同流动相与保留时间关系和对其分离度影响的观察
,

探讨了

色谱行为与固定相
、

流动相性质的关系
,

选择 出最佳分离条件并作了验证
,

表明此法简

便
、

微量
、

快速
。

。

布
∀弓

、

沙
#=

图 # 八个香茶菜二菇化合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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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Μ Ε1 Φ /<  4 7 +一 Ι ∗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

+ 一8 &∗ 数据处理机
,

Μ 6Σ Τ

Ρ∗ Μ可变波长紫外检测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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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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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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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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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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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所植化室唇形科香茶菜属二菇化合物研究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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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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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相配比的选择 室温∋ ∃. + ,

流速∃
≅

( #川加 10
,

改变甲醇和水的比例
,

当Ξ 。

. 5 ∀ 5
Ρ
. Κ )(

∀ &(
,

流速为 ∃
≅

Ι Φ ΒΨ Φ 10 时
,

各组份分离尚好
,

但分析时间较长
,

保

留时间较长的组份其谱带偏宽
,

峰形较钝
ς 当甲醇 ∀ 水 Κ )

∀ & ∋ ,

流速为 ∃
≅

( Φ ΒΨ Φ 10

时
, ∋ ∋分钟内卢 氏冬凌草甲素与冬凌草乙素

,
Ν / Φ + ; / Ν /Β , Χ 10 与冬凌草 甲素略有重迭

,

其他组份均能完全分离
。

Ι
。

测定结果

# ! Ψ Ν个二菇组份的色谱图 图 ∋ ! 和色谱数据表 # !
。

∋ ! 冬凌草总二菇中冬凌草甲素和乙素检测

在相同条件下
,

将河南济源县产的冬凌草总二菇吸取 & 州进行分析
,

检测结果见图

& 和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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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标准样品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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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

在恒定条件下
,

选择合适的流动

相及其配比
,

用保留时间定性
,

可作为

判断香茶菜属二菇化合物是否存在的依

据
。

此 法微量
、

快速
、

简便
。

∋
≅

5 67 +分离分析的各个因素是

相互制约的
。

本实验 中
, 、

当 流 速 一 定

时
,

增大水的比例
,

分离将得到改善
,

但谱带展宽
,

分析时间加长
,

柱压明显

增加
。

在一定流动相配比条件下
,

加大

流速
,

组份的保留时间相应缩短
,

但柱

压也相应加大
。

&
≅

用 5 67 + 法
,

在已知标样的基

础上
,

可以对化学分离过程中间产物进

行监测
。

从图 & 和表 ∋ 分析可看出
,

总

二菇中冬凌草乙素含量不高
,

而冬凌草

甲素则分离提纯较易
。

值得注意的是
,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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