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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产的 8 种丹参有效成分含最的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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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分析比较泰山产的 8 种丹参根

、

茎
、

叶有效成分的含量
。

方法
=应用 > ∃

一

?∃≅Α 方法测定泰山产

的 8 种丹参根
、

茎
、

叶部位中的总丹参酮
、

丹参酮 Β Χ
、

丹参素
、

原儿茶醛含量
,

进行分析比较
。

结果
= 丹参根

中脂溶性成分含量较多; 丹参叶 中丹参素的含量相对较高
。

结论
=
本分析方法稳定可靠

,

重现性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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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2Γ& 俪
& ! +,∗ 动诚%& 4为唇形科植物

,

通常以

根部人药
,

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应用甚广〔’
·

, 〕;

同时丹参还具有抗炎
、

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

对消化性

溃疡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丹参活性是多种成

分共同作用的结果
,

其活性物质为脂溶性的丹参酮

类〔⊥
_2 丹参酮 Β Χ

、

隐丹参酮
、

二氢丹参酮等4和水溶

性的丹酚酸类 :7〕包括丹参素
、

原儿茶醛
、

迷迭香酸
、

丹酚酸 Τ 4
。

其中
,

脂溶性的丹参酮类为抗心律失

常
、

抗肿瘤
、

保护心肌的主要成分 ;水溶性的丹酚酸

类具有抗肝纤维化
、

抗肝损伤
、

抗心肌缺血及防治动

脉粥样硬化作用 ⎯), , 〕
。

随着人们对丹参药用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
,

野

生丹参已很难满足 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
,

许多地方

开始人工栽培丹参
。

由于受产地
、

气候和生态环境

等的影响
,

不同产地丹参药材所含主要成分差异较

大
,

为给栽培丹参与野生丹参的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

笔者对泰山产的 8 种丹参根
、

茎
、

叶中的有效成分含

量进行了比较
。

: 仪器与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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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2郑州长

城科工 贸有限公司 4
,

[Ο 80ΕΕ ∴ 型 超声波清洗器

2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4
,

台式离心机 2上海安

亭科学仪器厂制造4
,

电子分析天平2上海恒平科学

设备有限公司 4
,

恒温水浴锅2北京市医疗设备厂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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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试药 溶剂
=
甲醇

,

乙睛
,

二蒸水
,

二 甲基甲酞

胺
,

冰醋酸 2浓度为 αα
/

7 β 4
。

对照 品
=
丹参素

,

原

儿茶醛
,

丹参酮 Β Χ 均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

药材
= 以山东泰山地区野生的紫花丹参2Γ& 俪

&

! +,∗ 动∋∋% %& 妙 4和栽培的白花丹参2Ι&,
= 她 ! +,∗ 勿∋∋% +

χ

Ξ& ΥΔ)
/

#
/

&, Υ& 4
、

紫花丹参为样品
,

分根
、

茎
、

叶 8 个部

分
。

丹参2经泰山医学院药学系主任高允生鉴定 4

于 0ΕΕ 7 年 7 月中旬采自泰山
,

用水洗去浮土
,

自然

晾干后于 1 Ε 一
<Ε ℃ 条件下烘干

,

粉碎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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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方法与结果

0
/

: 色谙条件 总丹参酮
=
色谱柱 ] &∗ )∋Γ ΓΡ ! ! )∗ ∋Ρ

Γ%+) ,ΚΜΛ > ∃:5 ;流动相 甲醇
一

水 2α Ε = :Ε 4
,

流速 Ε
/

5

! Ω ! +Β ;检测波长 0< Ε Β ! ;理论塔板数以总丹参酮

峰记不低于 0 Ε07
。

丹参酮 Β Χ =
色谱柱 ] &∗ ) ∋Γ ΓΡ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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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汀 , %+),Κ ΜΛ > Θ , = ; 流动相乙睛
一

水 2< 7 = 0 7 4
,

流速

Ε
/

5 !  !+
Β ;检测波长 0<Ε

Β ! ; 理论塔板数以丹参

酮 Β Χ 峰记不低于 0 Ε77
。

丹参素与原儿茶醛
=
色谱

柱 Ψ & ∗)∋Γ , Ρ! ! ) ∗叮 , %+),Κ ΜΛ >∃ = , ;流动相 Χ 2水 = 二

甲基甲酞胺 = 冰醋酸
二
α⊥ = ⊥

/

0 = 0
/

: 4
一

Τ 2甲醇 4

2αΕ = :Ε 4
,

流速 Ε
/

5 ! ≅ε ! +Β ; 检测波长 0 5 : Β ! ;理

论塔板数以丹参素峰记不低于 0ΕΕ
。

0
/

0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0
/

0
/

: 丹参酮 Β Χ 标准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丹

参酮 :: Χ 0
/

7 ! Δ
,

用甲醇配制成 7Ε 林留! ≅ 的对照品

储备液
。

由此稀释得到浓度分别为 7
/

Ε
、

<
/

7
、

:0
/

7
、

0 7
、

8 <
/

7
、

7 Ε 林Δε ! ≅ 的一系列丹参酮 ,, Χ 溶液
。

0
/

0
/

0 丹参素与原儿茶醛标准溶液的配制 精密

称取丹参素钠 :Ε ! Δ 和原儿茶醛 7
/

7 ! Δ 分别用甲

醇配成 7ΕΕ 林岁! ≅ 和 77 林留! ≅ 的对照品储备液
。

吸取一定体积的丹参素储备液和原儿茶醛储备液置

:Ε ! ≅ 容量瓶中并用 甲醇定容至刻度
,

得丹参素浓

度分别为 :
/

Ε
、

⊥
/

Ε
、

:Ε
、

0Ε
、

⊥ Ε
、

5Ε 林Δε ! ≅
,

原儿茶醛

浓度分别为 :
/

:
、

0
/

0
、

7
/

7
、

: :
、

0 0
、

⊥⊥
、

7 7 林Δε ! ≅ 的

系列二者混合溶液
。

0
/

8 标准曲线的绘制

0
/

8
/

: 脂溶性成分标准曲线的建立 在流动相甲醇
χ

水2αΕ = :Ε 4条件下进
“
0

/

0
/

:
”

丹参酮ΒΧ 标准溶液 ∋

林≅
,

各进样 0 次
,

得到总丹参酮线性方程
= Π 二 7

,

55 Ν

, 1 Ν 一 :
/

αα
Ν :Ε , , ; φ Ε

/

卯α ⊥
,

线性范围 27
/

Ε 一 7 Ε 4

林岁! ≅
。

在流 动 相 乙 睛
一

水 2<7 = 07 4 条件 下 进

,’0
/

0
/

:
”

丹参酮ΒΧ 标准溶液 :Ε 林≅
,

各进样 8 次
,

得到

丹参酮,,Χ 线性方程
= Π 二 <

/

7 义 ,
⊥
Ν 一 7

/

⊥ : Ν :Ε , , ∋ φ

Ε
/

ααα ⊥
,

线性范围 27
/

Ε 一 7 Ε 4 林岁! ≅
。

0
/

8
/

0 水溶性成分标准曲线的建立 在流动相 Χ

2水
=
二甲基甲酞胺

=
冰醋酸

二
α⊥ = ⊥

/

0 = 0
/

: 4
一

Τ 2甲

醇 42αΕ = ∋ 4条件下进
“
0

/

0
/

0
”

丹参素与原儿茶醛标

准溶液 :Ε 卜≅
,

各进样两次
,

得到线性方程
=
丹参素 Π

φ :
/

:8 Ν ΞΕ
⊥
3 一 ⊥

/

0 < Ν :Ε ⊥ , = φ Ε
/

卯α α
,

线性范围

2:
/

Ε 一 5Ε 4 林岁! ≅
。

原儿茶醛 Π 二 α
/

< 8 Ν ,
⊥
Ν 一 :

/

科
Ν :Ε 7 , ; 二 Ε

/

ααα Ε
,

线性范围 2:
/

: 一 7 7 4 林岁#Β≅
。

0
/

⊥ 对照品稳定性试验 取丹参酮 Β Χ 对照品溶

液
,

于配制后的
、

0
、

⊥
、

5
、

:0
、

0 Ε
、

0 ⊥
、

⊥ 5 % 测定
,

结果

表明在 ⊥ 5 % 内稳定
。

取丹参素
、

原儿茶醛对照品混

合溶液
,

同样于配制后 的 ∀
、

0
、

⊥
、

5
、

:0
、

0 Ε
、

0 ⊥
、

⊥ 5 %

测定
,

结果表明在 ⊥5 % 内稳定
。

0
/

7 精密度试验 取上述对照品溶液 0Ε 卜≅
,

连续

进样 7 次
,

水溶性成分丹参酮
、

丹参酮 Β Χ 与脂溶性

成分丹参素
、

原儿茶醛 ⊥ 个组分峰面积的 刀Ι刀均小

于 :
/

7 β
。

0
/

1 重现性试验 取野生紫花丹参样品
,

精密称取 8

份
,

每份 : α
,

按供试品的制备方法处理
,

进行 >∃
一

?∃≅Α

分析
,

结果表明 ⊥ 种成分的入7刀均小于 0
/

Ε β
。

0
/

< 供试液的制备

0
/

<
/

: 提取丹参中脂溶性成分 ⎯5 ,Ε_ 精密称取研磨

粉碎的丹参根茎叶各 : α
,

各两份
,

放人 ∋ ! ≅刻度试

管中
,

用 ∋ !≅ αΕ β 的乙醇浸泡 1 % 后超声 8Ε ! +Β
,

溶液抽滤
,

滤液用 αΕ β 乙醇定容至 7Ε ! ≅ 量瓶中
。

移取适量至离心管中离心
,

上清液用 Ε
/

⊥7 林! 的微孔

滤膜过滤
,

滤液进行 ?∃≅Α 分析
。

0
/

<
/

0 提取丹参中水溶性成分【’Ε, 川 精密称取研

磨粉碎的丹参根茎叶各 : α
,

各 8 份
,

放入 :Ε ! ≅ 刻

度试管中
,

准确加入 0 β 氨水 :Ε ! ≅
,

浸泡
,

超声振

荡提取 1Ε ! +Β
,

溶液抽滤
,

然后在沸水浴中加热提取

⊥Ε ! +Β
,

赶走大部分氨
,

冷却至室温
,

用约 5 ! ≅ 冰醋

酸调至 Θ ? 8 一 8
/

7
,

蒸馏水定容至 07 ! ≅ 容量瓶中
,

混匀
,

静置 ϑ %
,

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
,

所得提取液为

供试液 ; 并用 Ε
/

⊥7 林! 微孔滤膜过滤
,

滤液进行

?∃≅Α 分析
。

0
/

5 样品的含量测定

0
/

5
/

: 脂溶性成分含量比较 用
“
0

/

<
/

:
”

方法处

理栽培紫花丹参根茎叶
,

栽培白花丹参根茎叶
,

野生

紫花丹参根茎叶的样品
,

滤液分别在流动相甲醇
一

水

2αΕ = ∋ 4
,

乙睛
一

水2<7 = 07 4条件下进样
,

提取色谱

图波长为 0 < Ε 。 !
。

裹 : 不同丹参根
、

茎
、

叶中脂溶性成分含∗ 比较

样品名

栽培紫花丹参根

栽培白花丹参根

野生紫花丹参根

栽培紫花丹参叶

栽培白花丹参叶

野生紫花丹参叶

栽培紫花丹参茎

栽培白花丹参茎

野生紫花丹参茎

总丹参酮2云士 = 4β

Ε
/

:月⊥ Ε 士 Ε
/

《3Λ Ι

Ε
/

Εα 1 Ε 土 Ε
/

《洲刃 8

Ε
/

0⊥ α Ε 土 Ε
/

《3拓 8

Ε

Ε

Ε

Ε
/

Ε 0 7 7 土 Ε
/

仪刃 α

Ε
/

Ε : 7 Ε 土Ε
/

2洲34 α

Ε
/

《抖5 Ε 士 Ε 23 34 1

丹参酮 Β Χ 2= 士 、4β

Ε
/

Ε 7 7 Ε 土 Ε
/

《3只 7

Ε
/

Ε 8 : Ε 士 Ε
/

以47 ⊥

Ε
/

Εα : Ε 土 Ε
/

234 : 0

Ε

Ε

Ε

Ε
/

Ε 0Ε 7 土 Ε
/

23卫4 α

Ε
/

Ε :7 Ε 士 Ε
,

《3刃 α

Ε Ε 88 Ε 士 Ε
,

2兀旧 1

表 0 不同丹参根
、

茎
、

叶中水溶性成分含∗ 比较

样品名 丹参素恤
士 =

4β 原儿茶醛 2Ν 土 Γ 4β

栽培紫花丹参根 Ε
/

8⊥α Ε 土 Ε
/

Ε 8 7 0 Ε
/

Ε1 7 α 士 Ε
/

以拓 5

栽培白花丹参根 Ε
/

7 :Ε Ε 士 Ε
/

234 5 0 Ε
/

Ε 5 : Ε 士 Ε
/

234 : 8

野生紫花丹参根 Ε
/

7 1 < Ε 土 Ε
/

肠1 7 Ε
/

:Ε⊥ Ε 士 Ε
/

Ε 0 7 0

栽培紫花丹参叶 Ε
/

7 一Ε Ε 土 Ε
/

234 8 0 Ε
/

Ε :8 α 土 Ε
/

234 : 0

栽培自花丹参叶 Ε
/

8 < Ε Ε 土 Ε
/

234 0 5 Ε
/

234 5 Ε 士 Ε
/

仪刃 Ε

野生紫花丹参叶 Ε
/

8 8 7 Ε 士 Ε
/

234 7 0 Ε
/

Ε :1 Ε 士 Ε
/

234 1 :

栽培紫花丹参茎 Ε
/

Ε< 5 Ε 士 Ε
/

以只 0 Ε
/

ΕΕ 7 5 γ Ε
/

〕以〕8

栽培白花丹参茎 Ε
/

:ΕΕ Ε 士 Ε
/

ΕΕ 7 < Ε
/

的1 1 , Ε
/

《3旧 8

野生紫花丹参茎 Ε
/

:1Ε Ε 士 Ε
/

侧34 Ε Ε
/

Ε: : Ε 士 Ε
/

〕以4 1

2下转第 8 < :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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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回收率 :ΕΕ
/

01 β
,

比较满意
,

而强的松则误差

很大
。

故新 −+ ) ∋ 记∗ 法测定复方制剂
,

只适合处方

量相近或吸收值相近的药物
。

量
,

排除了其它药物的干扰
,

方法简便
、

快速
、

准确可

靠
。

参考文献 =

, //, //

,,妇
∋//≅η//≅

表 0 样品测定结果

批号 Χ 0< = 。! Χ翎
Β ! Χ努家 测得量

2卜『! ≅4

, //, //, ,

⊥
∋//≅

#

∀声Ε
内、一了、 ,

! ∀
#

∃

⋯
八托%&声∋∃ ∃几,且, ∃几,‘#,少,‘∋(、!∋∋∋∋

‘∃)尸∗) 、 (、 ‘+
∃

⋯
∋∋∋∋#),−#.#∋

, ∃几‘∃且

/,山∋∋∋∋,‘,‘&
 
飞口‘!∋∋)门0 、 (、!尹1

∃

⋯
∋∋∋∋2 345 6∋# ∋ ,

2345 6以 )6

2345 6 ∋ − ∋ 7

2 345 6 ∋6 )∋

标示量

3卜岁8 9 5

: 2
∃

: −

: 7
∃

− ∋

: 6
∃

. −

)∋ 2
∃

, −

本实验采用此法只测定复方制剂中主药的含

徐嘉凉
,

俞善辉
,

易大年
∃

联立方程的新解法及其在复方制剂

中的应用【!〕
∃

药学学报
, )::∋

, : 325
; .2.

∃

彭学莲
,

崔苏镇
,

张 岩
,

等
∃

联立方程新解法测定复方抓霉

素醇溶液的含量【!<
∃

军队医药
, ):::

,

:3 25
; 2 )

∃

李 祥
,

俞炳林
∃

联立方程新解法测定氯霉素滴眼液中抓霉

素含量【!<
∃

解放军药学学报
,

2∋∋ , ,

): 3#5 ; ,以
∃

刘庭华
∃

应用联立方程组新解法测定两种复方制剂中两组分

的含量【!<
∃

药学实践杂志
, 2∋∋ , ,

2) 3− 5
;
2: ,

∃

收稿日期
; 2∋∋ 7刁 /伪

3 上接第 ,., 页 5

2
∃

7
∃

2 水溶性成分含量比较 用 2
∃

6
∃

2 方法处理

栽培紫花丹参根茎叶
,

栽培白花丹参根茎叶
,

野生紫

花丹参根茎叶的样品
,

滤液在流动相 = 3水 ; 二甲基

甲酞胺 ; 冰醋酸 二 : # ; #
∃

2 ; 2
∃

) 5
一

> 3 甲醇 5 3 :∋ ;

)∋ 5条件下进样
,

提取色谱图波长为 27) ? 8
。

总之
,

野生紫花丹参
、

栽培紫花丹参和白花丹

参根中含有丰富的有效成分 ≅ 丹参叶中丹参素含

量较高 ≅丹参茎中有效成分含量较低
。

研究表明

泰山产三种丹参中有效成分含量无明显差异
,

丹

参叶含丰富的丹参素
,

提示丹参叶也具有一定的

药用价值
。

, 讨论

,
∃

) 色谱条件的选择 Α ΒΧ 8 Δ Χ 【” 】等曾报道丹参

酮类化合物的高效液相含量测定方法
,

采用梯度洗

脱
,

氯仿
一

甲醇 3 2 ; /5 混合液为提取剂
,

操作复杂
。

本文以 :∋ Ε 乙醇为溶剂
,

浸泡 . Φ
,

超声提取 ,∋

8 Γ?
,

并采用等度洗脱
,

操作简便易行
,

方法的回收率

和重现性 良好
。

丹参素和原儿茶醛的结构中含有邻

二酚经基
,

易被氧化
,

水溶液不稳定
,

本实验用甲醇

为溶剂配制对照品溶液
,

两成分含量基本保持不变 ≅

提取时未采用传统的水提醇沉法
,

而用低浓度的氨

水浸泡
,

避免了酸性成分的损失
。

,
∃

2 脂溶性成分 比较 , 种丹参茎
、

叶中脂溶性

成分含量甚少或几乎不含 ≅ 而根中脂溶性成分含

量较多
,

并且栽培的紫花丹参根和白花丹参根 中

脂溶性成分含量远低于野生的紫花丹参根
,

这说

明了根人药的合理性
,

也突出了野生丹参根价值

所在
。

,
∃

, 水溶性成分比较 , 种丹参叶中丹参素的含

量仅次于丹参根
。

而丹参素具有明显扩张冠状动脉

并使血流量增加的作用
,

对血液循环障碍
,

心肌缺

血
,

心肌梗死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 从这方面来说
,

丹参叶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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