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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菊科（Compositae）苦荬菜属 （ I xeris）植物抱茎苦荬菜正丁醇萃取层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与鉴定 。

方法 　采用反复硅胶柱色谱﹑重结晶 、Sephadex LH唱２０柱色谱﹑开放 ODS 柱色谱 、HPLC 等方法进行分离纯化以获得单体
化合物 。通过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这些单体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利用 １ ，１唱二苯基唱２唱三硝基苯肼（DPPH ）和 ２ ，２唱联氮基唱

双唱（３唱乙基苯并噻唑啉唱６唱磺酸）二氨盐（ABTS）法评价这些化合物清除自由基的活性 。结果 　从抱茎苦荬菜正丁醇萃取层中

分离得到 ５个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 （ ＋ ）唱松脂素唱４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1） 、glochidioboside （2） 、３ ，４ ，５唱trimethoxyphenyl唱１唱O唱β唱D唱
glucopy唱ranoside（3） 、芒柄花苷（4） 、大豆素（5） 、木犀草素（6） 、芹菜素（7） 。利用 DPPH 和 ABTS法测试了这 ７个化合物清除

自由基的活性 。结论 　化合物 1 ～ 5为首次从苦荬菜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化合物 1 、2 、4 ～ 7显示了较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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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I xeris sonchi f olia ．Methods 　 Monomeric compounds were i唱
solated by chromatography on silica gel column ，Sephadex LH唱２０ ，ODS chromatography column and HPLC ．Thestructure of
the compound wasconfirmed on the basis of physio唱chemical constants and spectroscopic analysis ．２ ，２唱diphenyl唱１唱pikrylhydra唱
zyl （DPPH ） and ３唱ethylbenzthiazoline唱６唱sulfonic acid （ABTS）assay were usedto evaluat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isolated
compounds ．Results 　 Five compounds were isolated from ７０％ ethanol唱water extraction 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identified as
（＋ ）唱pinoresinol唱４唱O唱β唱D唱glucopyranoside（1） ，glochidioboside（2） ，３ ，４ ，５唱trimethoxyphenyl唱１唱O唱β唱D唱glucopy唱ranoside（3） ，on唱
onin（4） ，daidzein（5） ，luteolin （6） ，and apigenin （7） ．Meanwhile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all the isolates were evaluated by
DPPHand ABTS ．Conclusion 　 Compounds 1唱5 were isolated from this genu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ctive results showed that
1 ，2 ，4唱7 exhibited potent antioxidant activity ．

　 　 ［Key words］ 　 Ixeris sonchi f olia ；chemical constituents ；isolation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antioxidant activity

　 　抱茎苦荬菜（ I xeris sonchi f olia）为菊科（Com唱
positae）苦荬菜属（ I xeris）植物 ，又名苦碟子 、满天

星等 ，盛产于我国东北 、华北等地 。 枟内蒙古中草药枠

记载 ，抱茎苦荬菜味苦 、辛 ，具清热解毒 、排毒 、止痛

之功效［１］
。全世界苦荬菜属植物共有 ５０余种 ，主要

分布于中国 、朝鲜 、日本 、越南以及前苏联等地 。我

国共有苦荬菜属植物 ２０ 余种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抱茎苦荬菜全草的化学成分进

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发现该植物的化学成分比较复

杂 ，主要含黄酮类 、三萜类及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 ，

此外还含有香豆素 、木脂素 、甾醇 、有机酸 、氨基酸等

多种类型化合物［２ ，３］
。

　 　本研究采用 DPPH 和 ABTS 法对抱茎苦荬菜
干燥叶的各个萃取层（乙酸乙酯层 、正丁醇层和水

层）进行了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发现其正丁醇层活性

较高 。因此 ，本研究对正丁醇层进行了系统的化学

成分研究 。采用反复硅胶柱色谱 、重结晶 、Sephadex
LH唱２０柱色谱 、开放 ODS 柱色谱 、HPLC 等方法进
行分离纯化 ，通过理化性质及波谱数据鉴定其化学

结构 。从正丁醇萃取层中分离得到 ７ 个化合物 ，即

（＋ ）唱松脂素唱４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1） 、glochidioboside
（2 ） 、 ３ ，４ ，５唱trimethoxyphenyl唱１唱O唱β唱D唱glucopy唱
ranoside（3） 、芒柄花苷 （4） 、大豆素 （5） 、木犀草素
（6） 、芹菜素（7） 。最后 ，利用 DPPH 和 ABTS 法测
试了所分离得到的 ７个化合物清除自由基的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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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仪器与材料

　 　 Bruker唱ARX唱３００ 型核磁共振仪 （瑞士 Bruker
公司 ，TMS 内标） ，制备型高效液相 （日本 HITA唱
CHI公司） ，质谱仪 （Agilent LC唱MS 联用仪） ，CD
光谱仪为 BioLogic 公司的 MOS ４５０ 型号 ，扫描波

长为 ２００ ～ ４００ nm ，９６孔板（Nest Biotech 公司） ，微

量旋光仪 （日本 ，Jasco 公司） ，台式离心机 （美国 ，

Thermo scientific公司） ，精密电子天平（Mettlerto唱
ledo 公司） 。

　 　 ABTS （华蓝化学试剂公司） ，DPPH （Sigma
Aldrich） ，水溶性维生素 E （T rolox ，华蓝化学试剂

公司） ，磷酸盐缓冲液（PBS ，Solarbio 公司） ，Sepha唱
dex LH唱２０ 柱色谱 （YMC 公司 ） ，ODS 柱色谱
（Pharmacia公司） ，薄层色谱和柱色谱用硅胶（青岛

海洋化工厂） ，甲醇（色谱纯 ，天津市康科德科贸有限

公司） ，其他试剂（分析纯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 。

　 　抱茎苦荬菜于 ２０１３年 ６月购于辽宁省沈阳市 ，

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中药师曲世为

鉴定为菊科苦荬菜属植物抱茎苦荬菜 （ I xeris son唱
chi f olia）的干燥全草 。

2 　提取分离

　 　抱茎苦荬菜干燥全草 ７ kg ，用体积分数 ７０％ 的

乙醇溶液（３０ L）加热回流提取 ３ 次 ，将提取液减压

浓缩至 ４ L ，回收溶剂 ，将浓缩液分别用等体积的乙

酸乙酯 、正丁醇萃取 ３ 次 ，减压回收溶剂 ，得到乙酸

乙酯层浸膏 ２１６畅２ g ，正丁醇层浸膏 ３８９畅０ g ，水层浸

膏 ６３３畅５ g 。选取抗氧化活性最好的正丁醇萃取层
经过硅胶柱色谱 ，以二氯甲烷／甲醇梯度（１００ ∶ ０ ～

１ ∶ １）洗脱 ，所得的馏分通过 Sephadex LH唱２０柱色
谱洗脱 ，直接重结晶处理得到化合物 6（６７ mg ） 、7
（４０ mg） 。样品再经反复硅胶柱色谱 ，以二氯甲烷／

甲醇等溶剂系统进行梯度洗脱 ，重结晶 ，Sephadex
LH唱２０柱色谱 ，开放 ODS 柱色谱 ，HPLC 等手段处
理得到化合物 1 （２１ mg ） 、2 （２０ mg ） 、3 （１５ mg ） 、4
（１７ mg） 、5（１１ mg） 。
3 　结构鉴定

3 ．1 　化合物 1 　黄色油状（甲醇） ，比旋光度为正 ，

［α］
２０D ＝ ４３畅１ （c０畅３ ，CH３ OH ） 。 在 １ H NMR

（３００ MHz ，DMSO唱d６ ）谱中 ，在 δ６畅７ ～ ７畅１ 之间为

６个芳香信号 ，３畅７５ （６H ，S）处为 ２个甲氧基的氢

信号 ，４畅８７ （１H ，d ， J ＝ ７畅０ Hz ，１″唱H ）为一个糖的

端基质子信号 ，根据其偶合常数可知该糖为一个 β唱

D唱吡喃型糖 。在１３C NMR谱（７５ MHz ，DMSO唱d６ ）
谱中 ，δ１３５畅３ （１唱C） ，１１０畅３ （２唱C） ，１４９畅０ （３唱C） ，

１４５畅７ （４唱C） ，１１５畅１ （５唱C ） ，１１８畅２ （６唱C ） ，１３２畅１

（１′唱C） ，１１０畅５ （２′唱C ） ，１４９畅０ （３′唱C ） ，１４５畅７ （４′唱

C） ，１１５畅２ （５′唱C） ，１１８畅７ （６′唱C）为苯环上的碳信号 ，

图 1 　化合物 1 ～ 7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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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有 ２ 个苯环存在 。 δ８４畅７ （７唱C） ，５３畅５ （８唱C） ，

７１畅２ （９唱C） ，８５畅０ （７′唱C） ，５３畅６ （８′唱C） ，７０畅８ （９′唱

C）为 ６ 个脂肪碳信号 。 δ５５畅６ 和 ５５畅７ 为 ２ 个芳香

环上的甲氧基的碳信号 。此外 ，１００畅１ （１″唱C） ，７３畅２

（２″唱C） ，７６畅８ （３″唱C） ，６９畅６ （４″唱C） ，７７畅０ （５″唱C） ，

６０畅６ （６″唱C）为一组糖上的碳信号 。 由上可推测化

合物 1为一个木脂素糖苷 。 ６个脂肪碳的信号提示

可能为一个双四氢呋喃型木脂素 。 化合物 1 与文
献［４］对照数据基本一致 ，故鉴定为（＋ ）唱松脂素唱４唱O唱
β唱D唱葡萄糖苷 ［（ ＋ ）唱pinoresinol唱４唱O唱β唱D唱glucopyr唱
anoside］ 。
3 ．2 　化合物 2 　淡黄色油状（甲醇） 。在１ H NMR
（３００ MHz ，CD３ OD ）谱中 ：δ６畅９５ （１H ， s ，２唱H ） ，

６畅７６ （２H ， s ， ２′ ， ６′唱H ） ，６畅７９ （１H ， d ， J ＝

８畅３ Hz ，５唱H） ，６畅８４ （１H ，d ， J ＝ ８畅３ Hz ，６唱H）为

苯环上的 ５ 个芳香质子信号 。 ５畅５１ （１H ，d ， J ＝

６畅２ Hz ，７唱H）为一个典型的苯并四氢呋喃型木脂

素 ７位的氢信号 ，偶合常数 J ＝ ６畅２ Hz 提示其为
反式构型 。 ３畅８４（３H ，s ，３′唱OCH３ ） ，３畅８０（３H ，s ，
３唱OCH３ ）为 ２ 个甲氧基信号 。 ２畅６８ （２H ， t ， J ＝

６畅９ Hz ，７′唱H） ，１畅９０ （２H ，p ， J ＝ ６畅９ Hz ，８′唱
H） ，３畅３８ （２H ，m ，９′唱H ）提示存在一个丙醇结构

信号 。此外 ，还存在 １ 个糖端基质子信号 δ ４畅２９

（１H ，d ， J ＝ ６畅９ Hz） ，根据其偶合常数可知该糖为

β唱D唱吡喃型糖 。在１３ C NMR （７５ MHz ，CD３ OD）谱
中 ，我们能看到 １２个芳香碳信号 ，提示该化合物含

有两个苯环 。 δ８８畅８（７唱C） ，５５畅２（８唱C） ，６４畅８（９唱C） ，

３２畅８（７′唱C） ，３２畅７（８′唱C） ，７１畅４（９′唱C） ，为母核上的

其余 ６个碳信号 ，提示该化合物 2 为一个苯并二氢
呋喃型木脂素 。 ５６畅２ （３′ ，３唱OCH３ ） ，５６畅６ （３′唱

OCH３ ）为两个甲氧基的碳信号 。 δ１０４畅５ 、７８畅０ 、

７７畅８ 、７５畅０ 、６９畅９ 、６２畅７为一组葡萄糖的碳信号 。同

时 ，化合物 2的 CD 谱在 ２８０ nm 处有负 Cotton 效
应 ，结合 ７位 H的偶合常数 ，确定其 ７ ，８位的绝对构

型为 ７R ，８S 。以上数据与文献［４］报道的 glochidiobo唱
side的数据对照一致 ，故鉴定其为 glochidioboside 。
3 ．3 　化合物 3 　白色无定型粉末（甲醇） ，体积分数

为 １０％ 硫 酸 显 色 剂 显 黄 色 。 在 １ H NMR
（３００ MHz ，DMSO唱d６ ）谱中 ：δ６畅３８ （２H ，s）提示为
苯环上对称的氢 ，δ４畅７８ （１H ，d ， J ＝ ７畅５ Hz ，１′唱
H）提示为糖的端基氢信号 。 δ３畅７３ （６H ，s）提示为
对称的 ２ 个 OCH３ ，３畅５９ （３H ， s）为 １ 个 OCH３ 。

δ３畅００ ～ ３畅４０ （４H ，m ，２′ ，３′ ，４′ ，５′唱H）为糖上其

余的氢信号 。在１３C NMR （７５ MHz ，DMSO）谱中 ，

δ１５４畅７ （１唱C） ，１５３畅８ （３ ，５唱C ） ，１３３畅１ （４唱C） ，９５畅０

（１ ，６唱C）为苯环上的 ６ 个碳信号 。 １０１畅７ （１′唱C） ，

７８畅０ （５′唱C） ，７７畅６ （３′唱C） ，７４畅０ （２′唱C ） ，７０畅８ （４′唱

C） ，６１畅６ （６′唱C）为 β唱D 葡萄糖的碳数据 。 ６０畅８ （４唱

OCH３ ） ，５６畅４ （３ ，５唱OCH３ ）为 ３ 个甲氧基碳信号 。

该化合物的碳氢谱数据与文献［６］报道数据基本一

致 ，故确定化合物 3 为 ３ ，４ ，５唱trimethoxyphenyl唱１唱
O唱β唱D唱glucopy唱ranoside 。
3 ．4 　化合物 4 　白色粉末（甲醇） ，体积分数为 １０％

硫酸显色剂显黄色 。在１ H NMR （３００ MHz ，DM唱

SO唱d６ ）谱中 ：δ８畅４４ （１H ，s ，２唱H）为异黄酮 ２位上

的氢信号 ，８畅０７ （１H ，d ， J ＝ ８畅８ Hz ，５唱H ） ，７畅２５

（１H ，d ， J ＝ ２畅３ Hz ，８唱H ） ，７畅１６ （１H ，dd ， J ＝
８畅８ ，２畅３ Hz ，６唱H）为一组苯环 ABX 耦合系统 ，归

属为化合物 A 环上 ５ ，６ ，８ 位上的氢信号 ，７畅５４

（２H ，d ， J ＝ ８畅７ Hz ，２′ ，６′唱H）和 ７畅０１ （２H ，d ， J
＝ ８畅７ Hz ，３′ ，５′唱H）为一组苯环上的 AA′BB′耦合
系统上的氢信号 。同时 ，３畅７９ （３H ，s）为一组甲氧
基信号 ，５畅１３ （d ， J ＝ ７畅２ Hz ，１″唱H）为一组糖的端

基氢信号 。在１３ C NMR （７５ MHz ，DMSO ）谱中共

给出 ２２ 个碳信号 ，δ１７４畅４ （４唱C ） ，１６１畅３ （７唱C ） ，

１５９畅１ （４′唱C ） ，１５７畅２ （９唱C ） ，１５３畅１ （２唱C ） ，１３０畅０

（２′ ，６′唱C） ，１２７畅０ （５唱C） ，１２４畅１ （１′唱C） ，１１８畅６ （１０唱

C） ，１１５畅６ （６唱C ） ，１１３畅６ （３′ ，５′唱C ） ，１０３畅６ （８唱C ） ，

１００畅０ （１″唱C） ，７８畅１ （５″唱C） ，７７畅７ （３″唱C） ，７４畅１ （２″唱

C） ，７０畅９ （４″唱C） ，６１畅３ （６″唱C） 。以上信号与文献［７］

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 ，确定化合物 4 为芒柄花苷
（ononin） 。
3 ．5 　 化合物 5 　 白色针晶 （甲醇） 。 在１ H NMR
（３００ MHz ，DMSO）谱中 ：δ８畅１４ （１H ，s ，２唱H）为异

黄酮 ２ 位上的特征氢信号 ，７畅９５ （１H ， d ， J ＝

８畅８ Hz ，５唱H） ，６畅９７ （１H ，d ， J ＝ ２畅１ Hz ，８唱H ） ，

６畅８８ （１H ，dd ， J ＝ ８畅８ ，２畅１ Hz ，６唱H）为一组苯环

ABX耦合系统 ，并归属为化合物 A 环上 ５ ，６ ，８位上

的氢信号 ，７畅４０ （２H ，d ， J ＝ ８畅７ Hz ，２′ ，６′唱H ）和

６畅８０ （２H ，d ， J ＝ ８畅７ Hz ，３′ ，５′唱H）为一组苯环上

的 AA′BB′耦合系统上的氢信号 。以上信号与文

献［８］报道的数据基本一致 ，确定化合物 5 为大豆素
（daidzein） 。
3 ．6 　化合物 6 　黄色针晶（甲醇） ，Mg唱HCl反应阳
性 ，化合物 6与对照品木犀草素共聚酰胺薄层板 ，斑

点颜色和 Rf 值完全一致 ，同样色谱条件下在 HPLC
上的保留时间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6 为木犀草素
（luteolin） 。
3 ．7 　化合物 7 　黄色针晶（甲醇） ，Mg唱HCl反应阳
性 ，化合物 7与对照品芹菜素共聚酰胺薄层板 ，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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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和 Rf 值完全一致 ，同样色谱条件下在 HPLC
保留时间一致 ，故鉴定化合物 7 为芹菜素
（apigenin） 。
4 　抗氧化活性测试

　 　研究表明抗氧化是预防衰老的重要步骤 ，自由

基会将细胞和组织分解 ，并影响代谢功能 。如果人

体能够消除过多的氧化自由基 ，即能预防许多自由

基引起的及与老化相关的疾病 。例如常见的癌症 、

动脉硬化 、糖尿病 、心血管病 、老年痴呆 、关节炎等 ，

这些疾病的发生都被认为与自由基有一定的关

系［９］
。从自然界中寻找新型的副作用小的天然抗氧

化剂 ，也是目前天然药物化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

　 　待测样品清除 DPPH 自由基的活性测定参照
文献［１０］进行 ，并稍做修改 。 将 ２畅０ ml DPPH （１ ×

１０
－ ４ mol／L）乙醇溶液置 ５ ml 具塞试管中 ，配好不

同浓度（０畅０２ 、０畅０５ 、０畅１ 、０畅２ 、０畅５ mg／ml）的待测样
品乙醇溶液后 ，每种浓度溶液加 ０畅２ ml至上述具塞
试管中 ，充分混合后 ，室温避光静置 ６０ min ，于

５１７ nm测定各混合液的吸光度值 ，吸光度值越低 ，

则说明该化合物清除 DPPH 自由基的活性越强 。

　 　 待测样品清除 ABTS 自由基的活性测定参照
文献［１１］中方法 ，并稍做改动 。将 ABTS溶解于 PBS
中 ，配制成 ７ mmol／L 的 ABTS 溶液 ，使之与过硫化

钾（终浓度 ２畅４５ mmol／l）反应以生成ABTS · ＋
，室

温避光放置 １６ h 。将此 ABTS ＋ 溶液用 PBS 稀释 ，

使其在 ７３４ nm 吸光度达到（０畅７０ ± ０畅０２） ，３０ ℃平

衡 ３０ min 后可用于测定 。 将 ２畅０ ml ABTS ＋ 溶液

置 ５ ml 具塞试管中 ，配好不同浓度 （０畅０２ 、０畅０５ 、

０畅１ 、０畅２ 、０畅５ mg ／ml）的待测样品乙醇溶液后 ，每种

浓度溶液加 ０畅２ ml 至上述具塞试管中 ，充分混合

后 ，静置 ２０ min ，于 ７３４ nm 测定各混合液的吸光度
值 ，吸光度越低 ，说明清除 ABTS 自由基的活性
越强 。

　 　化合物对 DPPH 和 ABTS ＋ 的清除活性均用以

下公式计算 ：

　 　 DPPH ／ABTS ＋ 清除活性（％ ） ＝ ［１ － （S － SB）／
（C － CB）］ × １００％
　 　 S 、SB 、C和 CB分别代表样品 、样品空白 、对照

和空白对照的吸光度 。 即 ，S ：０畅２ ml 样品溶液 ＋

２０ ml DPPH 或 ABTS ＋ 溶液 ；SB ：０畅２ ml样品溶液
＋ ２畅０ ml PBS ；C ：０畅２ ml 乙醇 ＋ ２畅０ ml DPPH 或
ABTS ＋ 溶液 ；CB ：０畅２ ml乙醇 ＋ ２畅０ ml PBS 。
　 　活性结果如表 １所示 。在抱茎苦荬菜提取物的

不同萃取层中 ，正丁醇萃取层显示了较强的自由基

表 1 　抱茎苦荬菜提取物的各个萃取层和
单体化合物的自由基清除活性（IC５０ ，μg ／ml）
样品 DPPH ABTS （IC５０ ，μg ／ml）

乙酸乙酯层 ７４ �．２０ ± ２ ．３４ ６２ 揪．２１ ± ２ ．３０

正丁醇层 ３２ �．３３ ± ２ ．１５ ２６ 揪．１６ ± ４ ．１５

水层 １３１ �．４３ ± １ ．７５ １４５ 揪．２０ ± ３ ．４０

1 １２９ �．２０ ± ３ ．２２ １２ 揪．１９ ± １ ．７４

2 ７８ �．８９ ± １ ．１２ １０ 揪．２１ ± ２ ．１０

3 ＞ ２００ 　 　 ５５ 揪．６１ ± ２ ．５５

4 ４４ �．２７ ± ０ ．７５ １４ 揪．９８ ± ０ ．７１

5 １６ �．２１ ± ０ ．９３ ８ 揪．５８ ± ０ ．６８

6 ２７ �．９０ ± １ ．４５ ７ 揪．２９ ± ０ ．９１

7 １４ �．３１ ± ０ ．６７ ８ 揪．８２ ± ０ ．７６

水溶性维生素 E 倡 １１ �．０６ ± ０ ．５５ ９ 揪．７２ ± ０ ．１１

　 　 注 ：倡 水溶性维生素 E 作为阳性对照药 ，实验结果用均数 ± 标准

差表示 ，每组实验结论进行了 ３次平行实验

清除活性 。因此 ，我们对正丁醇萃取层进行了系统

的化学成分研究 ，分离得到了 ７个单体化合物 。在

对这 ７个单体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中发现 ，化

合物 1 、2 、4 ～ 7均显示了较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 ，而

４个黄酮化合物（4 ～ 7）的活性强于 ２个木脂素糖苷

类化合物（1和 2） 。实验结果显示抱茎苦荬菜正丁
醇萃取层中所分离得到的黄酮和木脂素类化合物有

成为天然抗氧化剂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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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 。高效液相色谱唱质谱联用法和气相色谱法对仪

器的要求较高 ，较难实现实验室的常规监测 。本方

法选用的试剂均以国产为主 ，成本低廉 ，方法操作简

便 ，分析周期短 ，灵敏度和专一性达到临床检测要

求 。在所使用的条件下得到的日内和日间精密度均

较低 。

　 　富马酸喹硫平主要在肝脏经 CYP３A４ 酶氧化
代谢 ，其在体内的代谢途径十分复杂 ，已确定的代谢

产物有 １１种 ，其中 ７唱羟喹硫平和 ７唱羟唱N唱去烷基喹
硫平可能具有药理活性 ，但在血浆中浓度低 ，对富马

酸喹硫平药理活性的贡献并不大［１３ ，１４］
。 又由于在

方法建立过程中未能得到有关喹硫平代谢物的标准

品 ，故未做代谢物的浓度检测 。

　 　在本法测定条件下 ，笔者对本院常用的几种精

神科药物进行了保留时间的分析 ，结果表明 ，几种精

神科用药不影响富马酸喹硫平的色谱峰 ，另内源性

物质对富马酸喹硫平的色谱峰也无影响 ，因此 ，本方

法具有很高的特异性 。

　 　喹硫平血药浓度测定方法的建立对于日常监测

具有较大的意义 ，富马酸喹硫平有效血药浓度范围

目前仍存在争议 ，我院建立其血药浓度的 RP唱
HPLC方法 ，对于异常浓度值进行分析 ，对指导临床

合理用药 ，发现药物不合理联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

　 　总之 ，本试验所建立的方法简便 、准确 ，线性范

围宽 ，重现性好 ，灵敏度和特异性高 ，适用于富马酸

喹硫平血药浓度的监测 ，能够指导医生合理使用药

物 ，进行个体化给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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