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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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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

摘要 本文报道用4 56 分离测定毛粤香茶菜 ∗尸#7 8 ∀9 她 &: 王∀) ‘;二 , 中的二菇化合物
。

总二菇提取物在
<

∀: 7 # = > ? ≅柱上
,

用甲醉
一
水 ∗/Α − ΒΑ, 作流动相

,

毛曹晶 乙
、

毛曹品丙

等五个化合物在.2 分钟内能很好分离
。

以。8 ∀ ∃% ) %∃ 为内标
,

用峰面积比测定各组份的含量
。

结果符合一般含量测定的要求
,

此法可作为香茶莱二菇化合物一类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析 及发

现新二菇化合物的前导性有效筛选手段
。

关健饲 毛粤香茶莱 , 二砧化合物 , 定性和定最分析 , 高效液相色谱

争

香茶菜属 ∗Χ #7 8 ∀9 Δ’# , 植物中的二菇成分具有抗肿瘤等多种生理 活 性
。

该 属 植

物我国约九十余种
,

其中云南省有五十余种之多
,

且资源丰富
。

因此对香茶菜属植物的

二菇成分进行系统研究
,

对开发利用我国
,

特别是我省药用植物资源
,

具有重要的实用

意义和经济价值
。

本文报道 用4 56 技术对毛尊香茶菜中的毛曹甲素
、

毛曹 乙 素〔. 〕
、

∀8 ∀∃ %)%
∃ 、

毛曹晶乙和毛曹晶丙 〔“〕等五个化合物 ∗图 . , 的定性定量分析研究
,

找到

该类化合物分析的较好条件
,

并据此进行了香茶菜植物中二菇成分的微量快速分析的初

步尝试
。

实验结果表明
,

此法可作为香茶菜属植物中二菇成分的分析及发现新二菇化合物的

前导性有效筛选手段
,

对加速香茶菜属植物二菇成分的系统研究
,

发掘新的药物资源具

有一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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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毛曹香茶菜 的五个二蔽化合物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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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毛粤 甲素 ∗& :%∀ &# Ν;= %∃ , , ∗ + , 毛粤乙素 ∗&: %∀ & #Ν;= %∃ !, , ∗ Β , ∀ 8 ∀ ∃ %& %∃ ,

∗ Ο , 毛粤品 乙 ∗Κ # ∀ & &:; 9 # Π !, , ∗ 0 , 毛粤晶丙 ∗Κ # ∀ & &: ;9 # 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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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条件

岛津6 一 Ο 高效液相色谱仪
, 一 Χ Β 数据处理机

Θ 色谱柱 <∀ :
Ρ#

= > ? ≅ Σ刘 Κ Κ =

Ο
Γ

3 Κ Κ , 室温 + Α
> ,

流动相
,

甲醇
一
水 ∗/ Α − Β Α , , 流速

, Α
Γ

3 0 Α ..Τ Κ %。 Θ 压 力
, . Β ∀ Υ Φ

Τ
& Κ “ Θ

检测器
,

≅5? 一 Σ ≅ Θ 波长+ Β Α ∃ Κ Θ 灵敏度
, Α

Γ

Α 0 ς Ε≅
。

+
Γ

样品与试剂

标准样品
− 毛尊甲素

,

毛尊 乙素
, 。 8 ∀ ∃% )% ∃ ,

毛曹晶 乙
,

毛尊晶丙
。

∗ 由本室唇形

科香茶菜属二菇化合物研究组提供 ,
。

试剂
−

甲醇 ∗分析纯
,

成都化学试剂厂生产 , Θ

水
−

二次重蒸水
。

样品
−
采自云南省丽江县蟠龙公社金沙江河谷的毛尊香茶菜叶

。

Β
Γ

方法与结果

∗ . , 定性分析

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甲醉配制的标准样品浓度为
− 毛尊甲素 Α

Γ

+ . + Κ Φ Τ Κ Ν
,

毛粤乙

素 Α
Γ

+ . 3 Κ Φ Τ Κ Ν
, ∀ 8 ∀ ∃ %& %∃ Α

Γ

+ Α Α Κ Φ Τ Κ Ν
, ‘ , Ω Γ

刁
、

,
。 。 。 二 ς 一 。 ,

一
, Ξ Ξ Ξ

Ξ Ξ Ξ Ξ 甘

二
” “ “

’

乙 了

一
’

今∗
俄 .了,

毛尊晶乙∀
Γ

+ + > :∃ 只Τ Κ Ν
,

毛曹晶丙 Α
Γ

+Α + Κ Φ

加 .
。

分别吸取毛曹甲素 .
Γ

0 Κ Ν
,

毛曹晶丙

.
Γ

0 Κ Ψ
,

毛曹乙素 + Κ Ν
, ∀ 8 ∀ ∃ %& %∃ Σ Κ Ν

,

毛尊晶乙 Β Κ Ν混合而成
,

置于 .Α Κ Ν容量瓶

中
,

作为标准溶液
。

峰面积与浓度的线性关系 在定量测定

范围内
,

五种二菇组份的浓度与峰面积均呈

线性关系 ∗图 + ,
。

分离条件的选择 改变流动相的组成
,

当水 的比例从 +Α Ζ一 ΒΑ Ζ
,

流速从 Α
Γ

Ο Κ ΝΤ

Κ %∃增为Α
Γ

3 0 Κ ΝΤ Κ %∃ 时
,

分离也随之改善
,

五种成分均能完全分 离 ∗图 Β , 〔Ο 〕
。

当水

为+ Α Ζ时
, 。 8 ∀ ∃% ) %∃ 与毛尊晶乙分 离 不 完

全 Θ 水为+0 Ζ时
,

两者略有重叠
,

毛粤甲素

与毛曹晶乙分离也无 明显改善 Θ 当水为 ΒΑ Ζ

时
, 。8 ∀ ∃% ) %∃ 与毛曹晶乙分离良好

,

而毛曹

甲素与毛粤晶丙分离不完全
,

看来主要是标

样纯度不够之故
。

∗ + , 定量分析

内标校正因子的测定 以。 8 ∀ ∃% ∀ %∃ 为内标
,

‘ 9

貌

。 + 云 后
’

Φ 一 角 飞+面杯矽,

图 + 校 正曲线

Ε .1 +
Γ # Ν%Δ, : #  %∀ ∃ ( : ϑ &

& :%∀ &# Ν; = %∃ , + & : %∀ & # Ν; = %∃ ! Θ

∀ 8 ∀ ∃ %&%∃ , Ο Κ # ∀ & & : ;9 # Ν ! Θ

Κ # ∀ & & : ϑ9七# .
。

测得峰面积重量校正因子 ∗表 + ,
。

样品溶液的配制与含量测定 用0Α 万分之一感量天秤称取毛粤香茶菜叶的总二菇成

分 . Α
Γ

+ 0 Κ Φ ,

溶于 .Α Κ Ν容量瓶中
,

用甲醇稀释至刻度
,

微量注射器进样 0 川
,

数据处

理机计算出总二菇中毛尊甲素
,

毛曹乙素
, 。

8∀ ∃% ) %∃
,

毛粤晶乙
,

毛尊晶丙的 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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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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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图见图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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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Β 不 同流动相比 例的标准样品色 %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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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Β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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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

溶剂 9 ∗,Πϑ ∀ ∃ ΝΘ 公
Γ

毛筹 甲素 & : %∀ & #Ν;= %∃ , Β
Γ

毛芬 晶丙 Κ # ∀ && :;9 # . , Ο
Γ

毛粤乙 素 & : %∀ & # Ν;= %∃ ! Θ

0
Γ

∀ 8 ∀ ∃ %& %∃ , 3
Γ

毛尊晶乙 Κ # ∀ & & :;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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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标准样品色谱数据

Η # 7Ν& .
Γ

≅ # ∃ 8 # :8 9# Κ Λ Ν& &Ρ : ∀ Κ #  ∀ Φ : #5Ρ%& 8 #  #
Γ

Λ & # Υ ⊥ ∀
Γ

样 品名称 9 # Κ ΛΜ& ∃ # Κ &
保留时间 : &  & ∃  %∀ ∃  %Κ & ∗Κ %∃ , _ ,

Α
。

2 2 Α

.
。

+ .Β

.
。

1 2 0

Β
。

Β Α Α

Β 。

3 + Ο

Χ 9

毛曹 甲素 &:%∀ &# Ν;= %∃

毛曹 晶丙 Κ # ∀ & & :;9 # Ν

毛曹 乙素 & :%∀ & # Ν; = %∃ !

∀ 8 ∀ ∃ %&%∃

毛粤 晶乙 Κ # ∀ && :;9 # Ν !

3
。

1 Ο 0

2
。

.2 3

. .
。

Α Ο +

. 0
。

1 Α 3

. /
。

. Α 3

Β
。

+ Ο 3

.
。

Β / Α

Ν
。

3 Β 3

.
。

3 3 +

.
。

Α1 2

Ο
。

1 1 Α

.
。

+ Ο .

.
。

1 Α Ο

Β
。

+ ΟΒ

Α
。

1 Α +

Γ

色谱数据均为三 次平均值

表 + 毛曹香茶菜二枯化合物内标校正因子

Η # 7Ν∀ +
Γ

Χ & 9Λ ∀ ∃ 9& Ι# &  ∀ : ∀ Ι 8 % &: Λ &∃ ∀ Μ8 9 Ι: ∀ Κ Χ # 78 ∀ 9 Ι# & :Ι∀ &# Ν; 劣 %∃ %∃  &: ∃ # Ν 9 # ∃ 8 # :8 Κ & Ρ∀ 8

样 品名称

9 # Κ Λ Ν& ∃ # Κ &

毛粤 甲素 &:%∀ & # Ν;= %∃

毛尊 晶丙 Κ # ∀ && :;9 # Ν

毛尊 乙素 &:%∀ ∀ # Ν;= %∃ !

∀ ∗. ∀ ∃ %& %∃

毛芬 品乙 Κ # ∀ & & :;9 ⎯#Ν !

保 留时间 校正因子

: &Ν& ∃  %∀ ∃  %Κ & ∗Κ %∃ , : & 9Λ ∀ ∃ 9& Ι# & ∀ : : &Ν#  %ϑ &

相对标准偏差

9 # ∃ 8 # :8 8 & ϑ %#  %∀ ∃

>ς一7∃山>‘

−
∃∀,.

3
。

1Ο Ο

2
。

. 2 Ο

. .
。

Α Ο +

. 0
。

1 Α /

. /
。

. Α Ο

Α
。

2 / / /Α

Α
。

/Β 3 ΑΑ

Α
。

2 0 / + Α

.
。

Β 2 Β /+

Α
。

/+ 30 0

+
。

0 Α

.
。

Β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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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Β 毛菩香茶菜总二菇含量测定结果

Η # 7Ν& Β
Γ

∀∃  &∃  ∀ Ι & ∀Κ 5∀ ∃ & ∃  9 %∃  Ρ &

 ∀  # Ν 8 % &:Λ &∃ ∀ %8 9

样品名称 在总二格 中的
含量 ∗Ζ ,

& ∀ ∃  & ∃  ∗Ζ ,

变异系数

9 # Κ Λ Ν& ∃ # Κ &

& :%∀ &# Ν;= %∃

Κ # ∀ && :;9 # Ν

&:%∀ & # Ν;= %∃ !

∀ 8 ∀ ∃ %& %∃

Κ # ∀ & & :;9 # Ν !

α ∗Ζ ,

+
。

Β 0

+
。

1 .

Β
。

+ Ο

2
。

2 3

Ο Β
。

Ο /

Β
。

0 /

1
。

0 2

Ο 2

Α +

讨 论

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直接测定毛普香

茶菜总二菇中的毛粤甲素
,

毛 尊 乙 素
,

。
8∀ ∃% )% ∃ ,

毛曹晶乙
,

毛尊晶丙的含量
,

方法简便
,

快速
、

微量
。

结果符合一般含

量测定 的要求
。

标样的纯度直接影响含量测定的准确

度
。

毛普甲素与毛粤晶丙的纯度较差
,

测

得的变异系数较大
。

毛尊 乙素
, ∀ 8 ∀ ΝΝ% ) %∃

,

毛筹晶丙的纯度较佳
,

其变异系数较小
,

结果 较 为 满意
。

应 用4 56 技术
,

作为 &∃  一Υ #盯 & ∃ ∀% 8

二菇化合物一类生物活性物质分析研究的

新方法
,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

+ Α Κ %Γ】 套

Ε ΜΦ 理
Γ

.
Γ

图Ο
Γ

总二菇 色谱图

Η ∀ Ν# Ν 8 弃 ∀ :Λ &∃ ∀ Μ8 9 &Ρ: ∀ Κ # Ν∀ Φ :# Κ

9∀ Νϑ &∃  , + 。 &: %∀ &# Ν;= %∃ ,

Κ # ∀ && :;9 # . , ‘
Γ & :%∀ &# Ν;= %∃ ! ,

∀ 8 ∀ ∃ %& %∃ , 3
Γ

Κ # ∀ && :;9 # Ν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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