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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C18（250 mm×4.6 mm，5 µm）色谱柱所得谱峰最多，各色

谱峰分离度大，且峰形最好，故选择之。

本试验采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同时考察 5个波长——

220、240、254、270、300 nm的色谱峰分离情况，发现在 220 nm

波长处色谱峰分离不好，且漂移现象严重；240 nm和254 nm波

长处虽然漂移不严重，但色谱峰分离也不好；在270 nm 和300

nm波长处的色谱峰分离较好，但在300 nm波长处检测的色谱

峰个数不及270 nm波长处多，故选择270 nm作为检测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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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同时测定布渣叶中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含量的方法。方法：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柱为 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0.4％甲酸溶液（30 ∶ 70，V/V），流速为1.0 ml/min，检测波长为339 nm，

柱温为30 ℃。结果：牡荆苷和异牡荆苷的进样量分别在53.40～1 334.00、73.90～1 847.00 ng范围内与各自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

线性关系（r均为0.999 9）；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99.00％和99.37％，RSD分别为1.87％和1.77％（n均为9）。结论：本方法重复性

好、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可为布渣叶的质量评价和资源利用提供试验依据。

关键词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布渣叶；牡荆苷；异牡荆苷；含量测定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Vitexin and Isovitexin in Microcos paniculata by RP-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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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095，China；2.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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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develop a method for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vitexin and isovitexin in Microcos paniculata.

METHODS：RP-HPLC method was adopted. The determination was performed on 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4.6

mm，5 μm）with mobile phase composed of methanol-0.4％ formic acid（30 ∶ 70，V/V）at the flow rate of 1.0 ml/min.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339 nm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maintained at 30 ℃ . RESULTS：The linear ranges of vitexin and

isovitexin were 53.40-1 334.00 ng（r＝0.999 9）and 73.90-1 847.00 ng（r＝0.999 9）.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99.00％（RSD＝

1.87％，n＝9）and 99.37％（RSD＝1.77％，n＝9）. CONCLUSION：The method is reproducible，simple and accurate，and it pro-

vides reference for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ource application of M. paniculata.

KEY WORDS RP-HPLC；Microcos paniculata；Vitexin；Isovitexin；Content determination



布渣叶为椴树科植物破布叶 Microcos paniculata L.的干

燥叶[1]，产于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印度、印度尼西亚亦

有分布；在我国，尤以两广地区资源丰富，其中广东的阳西、湛

江为主产地，均以野生为主。本品味微酸，性凉，无毒，具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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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利湿、健胃消滞的功效，用于治疗感冒发热、黄疸、食欲不

振、消化不良、脘腹胀痛、泄泻、疮疡、蜈蚣咬伤等[2-4] 。布渣叶

的药用历史最早见于清·何克谏所著的岭南本草书籍《生草药

性备要》，载曰：“味酸，性平，无毒，解一切蛊胀，清黄气，消热

毒。作茶饮，去食积。又名布渣”。

布渣叶主要含有黄酮、生物碱、有机酸、挥发油、鞣质、酚

类等成分[5-11]。其中的黄酮苷类具有多方面的生物活性，如抗

脂质过氧化、抗衰老、清除自由基、降低血脂及血胆固醇、抗菌

消炎、抗病毒、增强免疫功能等。牡荆苷和异牡荆苷是含量较

高的黄酮碳苷，具有降血压、止痉挛、抗感染、抗肿瘤、抗菌、辐

射保护以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12-15]，故可以作为布渣叶药材的

质量控制指标。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分子中含有许多酚羟基，

极性较大，并且是同分异构体，极性相似，不易分离。目前，采

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同时测定布渣叶中牡荆苷和异牡

荆苷的研究未见报道，现行版《中国药典》也仅以牡荆苷作为

布渣叶含量测定的指标。因此，本试验建立了布渣叶药材中

牡荆苷和异牡荆苷的HPLC含量测定方法，并对不同产地、不

同采收期布渣叶中牡荆苷和异牡荆苷进行含量分析，为有效

控制药材质量及合理利用植物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1100型HPLC仪，含二极管阵列检测器（DAD）、四元梯度

泵 、G2170AA 数据处理软件系统（美国 Agilent 公司）；

KQ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XS205DU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

1.2 药材

布渣叶（样品来源见表1），经广东省中医研究所刘法锦教

授鉴定为椴树科植物破布叶M. paniculata L.的干燥叶。

表1 布渣叶样品来源

Tab 1 Sample source of M. paniculata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产地（来源） 采收时间或批号
广东（市售） 101128

广东（市售） 100902

广东（市售） 20100101

广东（市售） 100901

广东（市售） 100906

广西（市售） 110716

广东（市售） 20100601

广东（市售） 100110

广西（市售） 090815

广东（市售） 20100112

广西（市售） 20100803

广西（市售） 090314R502

广西（市售） 20091230

广东（市售） 20100120

广东（市售） 100107881

编号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S29

S30

产地（来源） 采收时间或批号
广东（市售） 100802

广东雷州（晒干） 201107

广东雷州（阴干） 20110804

广东遂溪（晒干） 201107

广东遂溪（阴干） 20110805

广东化州（晒干） 201108

广东化州（阴干） 20110806

广东博罗 20110814

广东博罗（长有凸起病斑） 20110814

广东阳西古井 20110928

广东阳西旧仓 20110928

广东阳西上塘 20110928

广东阳西新圩 201108

广东阳西新圩 201109

广东肇庆鼎湖山 20111008

1.3 试剂

牡荆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111687-200602）；异牡荆苷对照品（成都瑞芬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批号：Y-127-110705，纯度≥98％）；甲醇为色谱纯，水为

屈臣氏蒸馏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4.6 mm，

5 μm）；流动相：甲醇-0.4％甲酸溶液（30 ∶ 70，V/V）；检测波长：

339 nm；流速：1.0 ml/min；柱温：30 ℃。

2.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对照品各适量，精密称定，加70％甲

醇溶解并制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133.40、184.70 µg/ml的混合对

照品溶液，即得。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粉末（过三号筛）约2.5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 70％甲醇 50 ml，密塞，称定质量，超声处理（功

率：200 W，频率：40 kHz）1 h，放冷，再称定质量，用 70％甲醇

补足失质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2.4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1、5、10、15、20、25 ml，分别置

25 ml量瓶中，加入 70％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得牡荆苷质

量浓度分别为5.34、26.68、53.36、80.04、106.72、133.40 µg/ml和

异牡荆苷质量浓度分别为 7.39、36.94、73.88、110.82、147.76、

184.70 µg/ml的系列溶液。精密吸取上述系列溶液各 10 μl注

入液相色谱仪，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峰面积积分

值（y）为纵坐标，进样量（x，ng）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

方程为 y 牡荆苷＝2.641 8x+3.026 8（r＝0.999 9，n＝6）、y 异牡荆 苷＝

2.696 2x－5.132 8（r＝0.999 9，n＝6）。结果表明，牡荆苷和异

牡荆苷的进样量分别在 53.40～1 334.00、73.90～1 847.00 ng

范围内与各自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线性关系。

2.5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牡荆苷20.40 µg/ml、异牡

荆苷 20.10 µg/ml）10 µ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1”项下色谱条

件重复进样 6次，记录色谱图。结果，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峰面

积的RSD分别为 0.29％和 0.47％（n均为 6），表明仪器精密度

良好。

2.6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S7）10 µl，分别于 0、1、2、4、8、

12、24 h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牡荆苷和异牡荆苷质量

分数的RSD分别为 0.41％和 0.37％（n均为 7），表明供试品溶

液在24 h内稳定性良好。

2.7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布渣叶样品（S30）适量，共 6份，分别按

“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

测定，记录峰面积，计算样品中牡荆苷和异牡荆苷的质量分

数。结果，牡荆苷的平均质量分数为 0.068％，RSD＝0.89％

（n＝6）；异牡荆苷的平均质量分数为 0.141％，RSD＝0.92％

（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已知质量分数（牡荆苷为 0.068％，异牡荆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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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的布渣叶样品（S30）9份，每份约1.25 g，精密称定，分

别精密加入一定质量浓度的牡荆苷和异牡荆苷混合对照品溶

液50 ml，按“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

谱条件进样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分别见表2、表3。

表2 牡荆苷的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9）

Tab 2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of vitexin（n＝9）

取样量，g

1.246 5

1.258 4

1.250 2

1.255 1

1.248 2

1.250 7

1.249 5

1.254 5

1.246 0

样品含量，mg

0.847 6

0.855 7

0.850 1

0.853 5

0.848 8

0.850 5

0.849 7

0.853 1

0.847 3

加入量，mg

0.690 0

0.690 0

0.690 0

0.890 0

0.890 0

0.890 0

1.020 0

1.020 0

1.020 0

测得量，mg

1.554 4

1.535 2

1.509 3

1.736 0

1.736 2

1.742 5

1.849 8

1.856 7

1.857 5

回收率，％
102.43

98.48

95.54

99.16

99.71

100.22

98.05

98.39

99.04

x，％

99.00

RSD，％

1.87

表3 异牡荆苷的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9）

Tab 3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 of isovitexin（n＝9）

取样量，g

1.246 5

1.258 4

1.250 2

1.255 1

1.248 2

1.250 7

1.249 5

1.254 5

1.246 0

样品含量，mg

1.757 6

1.774 3

1.762 8

1.769 7

1.760 0

1.763 5

1.761 8

1.768 8

1.756 9

加入量，mg

1.430 0

1.430 0

1.430 0

1.780 0

1.780 0

1.780 0

2.290 0

2.290 0

2.290 0

测得量，mg

3.184 2

3.172 5

3.230 0

3.504 5

3.507 2

3.498 9

4.058 0

4.063 7

4.061 6

回收率，％
99.76

97.78

102.60

97.46

98.16

97.49

100.27

100.21

100.64

x，％

99.37

RSD，％

1.77

2.9 样品含量测定

取不同来源的布渣叶样品适量，分别按“2.3”项下方法制

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测定样品中牡荆苷和

异牡荆苷的质量分数，结果见表4；色谱见图1。

表4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Tab 4 Results of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sample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牡荆苷，％
0.048

0.066

0.042

0.232

0.070

0.096

0.065

0.128

0.042

0.035

0.029

0.083

0.022

0.055

0.148

异牡荆苷，％
0.098

0.114

0.091

0.370

0.110

0.192

0.134

0.185

0.094

0.063

0.070

0.137

0.048

0.110

0.247

编号
S16

S17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S29

S30

牡荆苷，％
0.052

0.062

0.049

0.044

0.032

0.021

0.030

0.007

0.007

0.091

0.046

0.025

0.018

0.037

0.068

异牡荆苷，％
0.081

0.125

0.094

0.084

0.074

0.041

0.074

0.021

0.020

0.207

0.111

0.073

0.027

0.085

0.141

3 讨论
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试验比较了以 50％、70％、100％甲醇及 70％乙醇 4种不

同溶剂对布渣叶药材进行超声处理后所得牡荆苷和异牡荆苷

的质量分数。结果表明，采用70％甲醇提取效果较好，而且能

很好地减少布渣叶中叶绿素等杂质对色谱柱的污染。在此基

础上比较了回流提取和超声处理的效率，结果显示2种提取方

法无显著性差异，因此选择操作较方便的超声提取法。另外，

比较了超声时间和固液比对提取效果的影响，结果显示超声

处理1 h、固液比为1 ∶ 20（m/V）时，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基本能够

提取完全。

3.2 检测波长的选择

采用DAD进行全波长扫描，发现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均在

339 nm波长附近有最大吸收，因此选定339 nm为检测波长。

3.3 流动相的选择[16-19]

试验比较了甲醇-甲酸、甲醇-乙酸、甲醇-磷酸 3种流动相

系统，以及不同的流动相比例，并考察了不同甲酸浓度对牡荆

苷和异牡荆苷色谱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以甲醇-0.4％甲酸

溶液（30 ∶ 70，V/V）作为流动相为佳，此时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均

能达到基线分离，且峰形对称。

3.4 色谱柱的考察

试验分别考察了不同厂家的色谱柱[Waters XbridgeTM C18

（250 mm×4.6 mm，5 μm）、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4.6 mm，5 μm）、Merck Hibar Purospher Star RP-18e（250

mm×4.6 mm，5 μm）、Agilent TC C18（250 mm×4.6 mm，5 μm）、

Agela Venusil ASB C18（250 mm×4.6 mm，5 μm）]对牡荆苷和异

牡荆苷的分离效果。结果表明，在“2.1”项下色谱条件下，

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 × 4.6 mm，5 μm）和

Merck Hibar Purospher Star RP-18e（250 mm×4.6 mm，5 μm）均

能使牡荆苷和异牡荆苷色谱峰达到基线分离。由于采用

Merck 色谱柱时牡荆苷和异牡荆苷出峰时间延迟，因此选用

SHISEIDO Capcell pak MG C18（250 mm×4.6 mm，5 μm）色谱

柱。

3.5 质量分析

布渣叶中牡荆苷和异牡荆苷 2种黄酮碳苷均具有较强的

生物活性，因此以牡荆苷和异牡荆苷为指标，结合药材的外观

性状、产量及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建立药材的质量评价标准，对

其进行质量控制与评价，更具科学性。

研究结果表明，布渣叶中牡荆苷质量分数较高的样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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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荆苷的质量分数也相对较高；同一样品的 2种黄酮碳苷中，

以异牡荆苷的质量分数较高。

不同产地布渣叶中2种黄酮碳苷的质量分数存在差异，其

中以广东阳西古井、肇庆鼎湖山和雷州等产地的布渣叶牡荆

苷和异牡荆苷的质量分数较高，而广东博罗等地的质量分数

较低。市场流通的布渣叶饮片中牡荆苷质量分数最高可达到

0.259％，最低为 0.025％；异牡荆苷质量分数最高可达到

0.421％，最低为 0.054％，其中牡荆苷的质量分数大部分能达

到现行《中国药典》标准。影响 2种黄酮碳苷质量分数的因素

可能与药材生长的环境（光照、气候、土壤等）有关，同时药材

采收的时节、干燥的方法、贮藏和养护的条件等因素也可能对

此有影响。

综上，本方法重复性好、操作简便、结果准确可靠，可为布

渣叶的质量评价和资源利用提供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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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强调：基层能力提升是2013年中医药工作的重中之重

本刊讯 2013年 1月 11日，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京闭

幕。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闭幕式

上强调，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是 2013年中医药工作

的重中之重。

王国强指出，目前，基层服务能力不强仍是中医药发展的

薄弱环节。2012年9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联合启动

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该工程是促进中医药在深

化“医改“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抓手，各地要做好项目安排，争取

资金保障，尽快启动实施。尤其要重点抓好基层中医药人才

培养和队伍建设、适宜技术推广等“治本之策”，让乡村医生都

掌握中医药诊疗技术和方法。同时，要逐步推行县、乡、村中

医药人员一体化管理和柔性流动政策，落实鼓励使用中医药

服务的“医保”支付政策。

据了解，2013年中医药工作重点还包括：全面实施中医药

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开展对规划贯彻落实的督导检查；推

进中医医疗机构应急能力及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

体系建设，推动更多中医药项目纳入基本公卫服务项目；全力

推进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中医药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做

好农村订单定向中医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全力推进中医药

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建设中医药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等。

王国强特别指出，中医药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经常

深入实际，总结推广基层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帮

助基层特别是艰苦、贫困、边远、民族等地区基层解决制约发

展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使各项政策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客观

实际，更能体现群众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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