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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同时测定壮药愈疡散中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含量的方法。方法：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谱柱为Agilent

ODS，流动相为乙腈-水（梯度洗脱），流速为1 ml/min，检测波长为210 nm，柱温为30 ℃，进样量为5 μl。结果：紫丁香苷和长梗冬

青苷检测进样量线性范围分别为0.71～3.55（r＝0.999 7）、1.62～8.10 μg（r＝0.999 8）；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验的RSD＜3％；

加样回收率试验分别为100.8％～104.9％（RSD＝1.7％，n＝6）、96.0％～100.8％（RSD＝2.2％，n＝6）。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稳

定、重复性好，可用于壮药愈疡散中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含量的同时测定。

关键词 紫丁香苷；长梗冬青苷；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壮药愈疡散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Syringin and Pedunculoside in Zhuang Medicine Yuyang Powder by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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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ning 530001，China；2.Ruik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xi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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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syringinand and pedunculoside in Zhuang

medicine Yuyang powder. METHODS：HPLC was performed on the column of Agilent ODS with mobile phase of acetonitrile-water

（gradient elution）at a flow rate of 1 ml/min，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10 nm，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and the in-

jection volume was 5 μl. RESULTS：The linear range was 0.71-3.55 μg for syringin（r＝0.999 7）and 1.62-8.10 μg for pedunculoside

（r＝0.999 8）， respectively； RSDs of precision， stability and reproducibility tests were lower than 3％ ； recoveries were

100.8％ -104.9％（RSD＝1.7％，n＝6）and 96.0％ -100.8％（RSD＝2.2％，n＝6）. CONCLUSIONS：The method is simple，stable

and reproducible，and can be used for the simultaneous determination of syringinand and pedunculoside in Zhuang medicine Yuyang

powder.

KEYWORDS Syringin；Pedunculoside；Content determination；HPLC；Zhuang medicine Yuyang powder



壮药是指在壮医理论和经验指导下应用于疾病防治和卫

生保健的药用物质及其制剂[1]。目前，经过国内外专家特别是

壮医药专家的努力，壮药在化学成分分析及药理学等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2-4]。壮药愈疡散是全国名老中医蓝青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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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运用中药、壮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病（胃脘痛）的经验方，主

要由壮药救必应及中药蒲公英、黄芪、甘草等药味组成，具有

益气生肌、制酸止痛、理气化瘀之功效，对促进溃疡的愈合，抗

溃疡复发具有独特功效。覃洁梅等[5]研究证明壮药愈疡散对

消化性溃疡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本试验建立了壮药愈疡散

中救必应的主要功效成分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的高效液相

色谱（HPLC）含量测定方法，旨在为壮药愈疡散的质量控制提

供试验方法和科学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1100 型 HPLC 仪，包括 G1314A 型 VWD 紫外检测器、

G1316A型柱温箱、G1313A型自动进样器、G1311A型四元梯

度泵、G1322A型脱气机（美国Agilent公司）；电热恒温鼓风干

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FW100型高速万能粉碎

机（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BS224S型电子天平[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KQ5200B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

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TGL-16GB型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

器厂）。

1.2 药品与试剂

愈疡散（本课题组自制，批号：131109、131213、131218，规

格：5 g/包）；紫丁香苷对照品（批号：111574-200603，纯度＞

98％）、长梗冬青苷对照品（批号111868-201001，纯度：89.3％）

均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乙腈为色谱纯，甲醇为分析

纯，水为纯化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Agilent ODS（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

乙腈（A）-水（B），梯度洗脱（洗脱程序见表1）；流速：1 ml/min；

检测波长：210 nm；柱温：30 ℃；进样量：5 μl。在上述色谱条件

下，理论板数以紫丁香苷峰计不少于5 000，以长梗冬青苷峰计

不少于8 000，分离度分别为3.53、3.06。色谱见图1。

表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program

时间，min

0

10

30

35

40

A，％
10

10

45

100

100

B，％
90

90

55

0

0

2.2 溶液的制备

2.2.1 混合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紫丁香苷对照品 35.5 mg、

长梗冬青苷对照品81.0 mg，分别置于50 ml量瓶中，加50％甲

醇溶解并定容，制成每 1 ml分别含 0.71 mg紫丁香苷、1.62 mg

长梗冬青苷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2.2.2 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取样品5 g，置于100 ml具塞锥形

瓶中，精密加入50％甲醇25 ml，称定质量，超声（功率：200 W，

频率：40 kHz）处理 40 min，放至室温；称定质量，加 50％甲醇

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静置，滤过，取续滤液，以半径为 16

cm 、13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即得。

2.2.3 阴性对照溶液 按愈疡散处方和制备工艺制备缺救必

应的阴性样品，并按“2.2.2”项下方法制成阴性对照溶液。

2.3 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密量取“2.2.1”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 2.5 ml，置于 5

ml量瓶中，加50％甲醇定容，制成每1 ml分别含0.355 mg紫丁

香苷、0.81 mg长梗冬青苷的混合对照品溶液Ⅰ。精密量取上

述混合对照品溶液Ⅰ2、4、6、8、10 μl，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

样测定，记录峰面积。以待测成分进样量（x，μg）为横坐标、峰

面积（y）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 y＝2 597.7x+

98.43（r＝0.999 7，n＝6）、y＝227.2x + 17.40（r＝0.999 8，n＝

6）。结果表明，紫丁香苷、长梗冬青苷检测进样量线性范围分

别为0.71～3.55、1.62～8.10 μg。

2.4 精密度试验

取“2.2.3”项下混合对照品溶液适量，按“2.1”项下色谱条

件连续进样测定6次，记录峰面积。结果，紫丁香苷、长梗冬青

苷峰面积的RSD分别为 0.20％、0.18％（n＝6），表明仪器精密

度良好。

2.5 稳定性试验

取“2.2.2”项下供试品溶液（批号：131109）适量，分别于放

置 0、2、4、8、12、24 h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紫丁香

苷、长梗冬青苷峰面积的RSD分别为0.73％、1.74％（n＝6），表

明供试品溶液在24 h内基本稳定。

2.6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样品（批号：131109）适量，按“2.2.2”项下

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共6份，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

定，记录峰面积。结果，紫丁香苷、长梗冬青苷含量平均值分

别为0.154％、0.287％，RSD分别为2.7％、2.8％（n＝6），表明本

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样品（批号：131109）适量，共6份，分别加入一

定质量的紫丁香苷、长梗冬青苷对照品，按“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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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样品含

量，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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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效液相色谱图

A.混合对照品；B供试品；C.阴性对照；1.紫丁香苷；2.长梗冬青苷

Fig 1 HPLC chromatograms
A.mixed substance reference；B.test samples；C.negative control；1.

syringin；2.peduncul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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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 2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n＝6）

待测
成分
紫丁香苷

长梗冬青苷

取样量，
mg

3 223.5

3 374.0

2 807.6

2 796.7

3 325.8

3 265.4

3 223.5

3 374.0

2 807.6

2 796.7

3 325.8

3 265.4

样品含
量，mg
4.96

5.19

4.32

4.30

5.12

5.02

8.95

9.37

7.79

7.76

9.23

9.06

加入量，
mg
4.26

4.26

4.26

4.26

4.26

4.26

9.72

9.72

9.72

9.72

9.72

9.72

测得量，
mg
9.27

9.66

8.70

8.69

9.58

9.32

18.61

18.70

17.59

17.54

18.57

18.70

加样回收
率，％
101.1

104.9

102.9

103.1

104.9

100.8

99.4

96.0

100.8

100.6

96.1

99.2

平均加样回
收率，％

102.9

98.7

RSD，
％
1.7

2.2

2.8 样品含量测定

取3批样品各适量，分别按“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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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样品含量，结果见

表3。

表3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3）

Tab 3 Results of contents determination of samples（n＝3）

样品批号
131109

131213

131218

紫丁香苷，％
0.150

0.238

0.185

长梗冬青苷，％
0.289

0.392

0.309

3 讨论

壮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特色药物，也是祖国传统医药的

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重视程度

不断增强。目前，通过联合现代分析技术[6-8]，中药、民族医药

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和突破。地方政府更是重视壮药的研

究和开发，督促壮药的范畴和质量标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但壮药与中药一样，具有多种复杂的组成成分，其疗效也是所

含多元化活性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无法使产品质量得

到有效控制[9-10]，严重影响药物的临床应用，制约了壮药新药创

制和产业的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壮药质量控

制体系对壮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壮药愈疡散处方成分复杂，干扰成分多。笔者经反复多

次试验，建立了该制剂中主药成分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的

含量测定方法。结果显示，所建立的方法可使目标成分与共

存干扰组分达到较好的分离，色谱峰纯度高。

本试验在HPLC检测中分别考察了以 50％甲醇、甲醇、乙

醇、正丁醇为提取溶剂的测定结果，结果以 50％甲醇为溶剂

时，目标成分的色谱峰峰形较好，并可与共存干扰组分达到较

好分离，峰纯度高，故选择作为供试品提取溶剂。本试验还对

提取溶剂量、超声提取时间及超声提取次数进行了考察。结

果显示，5 g愈疡粉，加入 50％甲醇 25 ml，超声提取 40 min，超

声 1次已能将壮药愈疡散药材提取物中的紫丁香苷和长梗冬

青苷提取完全。

经检测器检测，样品溶液HPLC图谱中保留时间与紫丁香

苷和长梗冬青苷一致的色谱峰其紫外光谱图与相应对照品的

紫外光谱图完全一致。根据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对照品在

HPLC仪检测器上得到紫外光谱图显示，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

苷均在210 nm有最大吸收，故笔者选择210 nm为本试验的检

测波长。

综上，不同批次的壮药愈疡散中紫丁香苷和长梗冬青苷

的含量存在一些差异，这可能与救必应药材的生长环境、采摘

时间、加工方式等因素有关。本方法操作简便、稳定、重复性

好，可用于壮药愈疡散中紫丁香苷与长梗冬青苷含量的同时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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