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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Ｉ２８Ｂ０２）；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８１０６０３７２）；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计划
项目（蒙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科研创新平台）

 ［通信作者］　张春红，教授，研究方向：中蒙药活性成分分析，Ｅｍａｉｌ：ｚｃｈｌｈｈ＠１２６ｃｏｍ；李辉，教授，研究方向：蒙
药资源保护与利用，Ｅｍａｉｌ：ｌｉ＿ｍｉｎｈｕｉ＠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

新疆假龙胆的化学成分研究与含量测定
△

邹德志１，２，３，杨丹１，王建华４，韩华锐１，２，３，白小荣１，２，３，张春红１，２，３
!，李辉１，２，３，５

（１包头医学院，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２内蒙古自治区特色药用植物培育与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３内蒙古自治区特色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６０；

４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１１０；
５内蒙古自治区中医药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２０）

［摘要］　目的：对新疆假龙胆全草进行化学成分初步研究，并对分离得到 酮类化类物进行定量分析。方法：

采用７５％乙醇回流法对新疆假龙胆全草进行提取，粗提物经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依次梯度萃取制备不同极性
部分，将石油醚部分和乙酸乙酯部分浸膏分别用硅胶柱层析和葡聚糖凝胶ＬＨ２０柱层析分离纯化，所得单体化合物
经ＥＩＭＳ、１ＨＮＭＲ、１３ＣＮＭＲ等光谱法进行结构鉴定；建立高效液相测定方法测定新疆假龙胆中３个 酮类化合物的

含量。结果：从新疆假龙胆中分离得到６个化合物，分别为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１羟基３，５，８三
甲氧基 酮（２）、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３）、木犀草素（４）、胡萝卜素（５）和 β谷甾醇（６）；含量测定方法学结
果表明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３个 酮化合物

分离度较好，分别在３５７～７１３４、３２～１２８０、３４３～６８６ｎｇ时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精密度试验 ＲＳＤ分别
为 ０３１％、０２７％、０２５％，稳定性实验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１０５％、１３３％、１５８％，重复性实验的 ＲＳＤ分别为
２４８％、０８２％、２６３％，加样回收率分别为 １０３１％（ＲＳＤ＝１２５％）、１０００２％（ＲＳＤ＝０９３％），９５１０％（ＲＳＤ＝
２６２％）；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等 ３个化合物的含量范围分别为 ０２１％ ～０２８％、０６５％ ～０７７％、
０１９％～０１５％。结论：新疆假龙胆含有黄酮类、 酮类和甾醇类化合物；经方法学考察，本研究建立的高效液相

测定方法适合新疆假龙胆中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等３个化合物的测定；新疆假龙胆中１，８二羟基３，５
二甲氧基 酮等３个化合物的含量较高。

［关键词］　 新疆假龙胆；化学成分；黄酮； 酮；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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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假龙胆，又称新疆阿帕斯，为龙胆科假龙

胆属 植 物 新 疆 假 龙 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ｏｒｕｍ
（Ｇａｎｄ）Ｈｏｌｕｂ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全草入药，
主要分布于新疆、内蒙古等地，前苏联、蒙古等地

也有分布［１］。新疆假龙胆是维医常用药材，具有清

热解毒、利湿消肿等功效，常用于关节炎的治疗，

民间用其全草泡茶治疗感冒、发热等症。据文献报

道和走访调查，假龙胆属植物全世界约有 １２５种，
我国有９种，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及西南部地
区，其中有５种作为药用，除了新疆假龙胆另外４
种分别为：尖叶假龙胆，全草入蒙药，味苦、性凉，

具有清热、利湿的功效；黑边假龙胆，全草入藏药，

具有清热解毒、去除肝胆之火的功效；紫红假龙胆，

全草入药，味苦性寒，具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等

功效；矮假龙胆，全草入藏药，具有清热解毒、舒

肝利胆的功效［２４］。

目前对新疆假龙胆的研究较少，仅有对新疆假

龙胆中龙胆苦苷、芒果苷、獐牙菜苦苷等环烯醚萜

类化合物进行了含量测定［５７］，本文采用现代科学的

提取、分离纯化、鉴定及含量测定手段对新疆假龙

胆干燥全草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初步研究，为阐明新

疆假龙胆的化学组成，合理利用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仪器

１１仪器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３０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ＳＱＱｕａｎｔｕｍ液质联用色谱仪（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Ｌａｂｏｆｕｇｅ４００Ｒ离心机（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冷冻干燥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
司）；ＭＳＡ２２４Ｓ１００ＤＵ电子精密天平（德国赛多利
斯）；ＫＱ３００Ｖ超声波清洗机（上海绿宇精密仪器）；
ＲＥ２０００Ｅ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公司）；电热恒温水
浴锅（北京市电热恒温水浴锅）；ＳＨＺＤ（ＩＩＩ）循环水
真空泵（天津华鑫仪器厂）；ＨＣＴＰ１１Ｂ５架盘药物天
平（量程０～５００ｇ，北京市宣武区天平厂）；ＢＳＺ１００
馏分收集器（上海沪西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材料

药材：新疆假龙胆药材于２０１３年购自新疆药材
公司，经包头医学院李辉教授鉴定为新疆假龙胆

干燥全草。

对照品：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
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均为本实验室自制，经 ＨＰＬＣＤＡＤ检测纯
度≥９８％。

试剂：石油醚、乙酸乙酯、氯仿、正丁醇、无

水乙醇及甲醇 （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甲醇（色谱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三厂）；纯净水

（娃哈哈纯净水）；薄层层析硅胶板（ＧＦ２５４，青岛海
洋化工厂）；柱层析硅胶（１００２００、２００３００目，青
岛海洋化工厂理化分厂）；葡聚糖凝胶（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ＴＭ

ＬＨ２０，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碘（分析纯，成都麦卡希化
工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提取、分离纯化与结构鉴定

２１１提取、分离纯化　称取新疆假龙胆药材粗粉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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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ｋｇ，加７０％乙醇１２Ｌ，热回流提取２ｈ，过滤，
残渣重复提取 ４次（每次加 ７０％乙醇 １２Ｌ，提取
２ｈ），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近干，即为７０％乙醇提
取浸膏。将浸膏用３倍体积水４０℃超声溶解后，依
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进行梯度萃取，将

各萃取液及剩余水层浓缩并冷冻干燥，分别得到石

油醚部分浸膏（３５ｇ）、乙酸乙酯部分浸膏（５３ｇ）、
正丁醇部分浸膏（８２ｇ）和水部分浸膏（１８５ｇ）。

称取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３００ｇ）干法装柱，将石
油醚部分浸膏（３０ｇ）溶于少量甲醇，加入硅胶
（１００～２００目，３０ｇ）搅拌并挥去溶剂，上样，以流
动相石油醚乙酸乙酯（１５∶１～３∶１）为洗脱剂梯度洗
脱，洗脱液用自动部分收集器分段收集（每管

１５ｍＬ），并用薄层层析法点板跟踪 （薄层板：
ＧＦ２５４；展开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７∶１；显色：碘
显色），将得到的组分 Ａ（２０～７０管合并浓缩）按上
述方法重复进行柱层析分离纯化，合并２０～４５瓶和
５６～７７瓶，浓缩，得到化合物１（黄色针晶，５１ｍｇ）
和化合物２（黄色粉末，４４ｍｇ）。

称取硅胶（２００～３００目，２１０ｇ）干法装柱，取乙
酸乙酯部分（２５ｇ）溶于少量甲醇中，加入硅胶
（１００～２００目，３０ｇ）拌样，挥去甲醇后上样，以石
油醚乙酸乙酯（５∶１～１∶３）为洗脱剂进行梯度洗脱，
洗脱液用自动部分收集器分段收集（每管 １５ｍＬ），
并用薄层层析法点板跟踪（薄层板：ＧＦ２５４；展开
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７∶１；显色：碘显色），分别
合并１０～８４、１１５～１７８管，得到组分 Ｂ和 Ｃ。将组
分Ｂ上葡聚糖凝胶ＬＨ２０柱（取１００ｇ，湿法装柱），
用８０％甲醇洗脱，按硅胶柱层析方法收集洗脱液，
并用薄层层析法点板跟踪（薄层板：ＧＦ２５４；展开
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３∶１；显色：碘显色），合并
并减压浓缩１１～３３和７５～９４管，得到化合物３（淡
黄色结晶，３５ｍｇ）和化合物４（白色粉末，１５ｍｇ）；
将组分 Ｃ按上述硅胶柱层析法上样，合并 ３５～
８７管，经葡聚糖凝胶柱洗脱纯化，其中３～２６管减
压浓缩得到化合物５（白色粉末，８ｍｇ），３１～５４管
合并得到化合物６（灰白色的粉末，１０ｍｇ）。
２１２新疆假龙胆化合物结构鉴定　化合物１：黄色
针状结晶 ｍｐ１８６～１８７℃（丙酮）。ＩＲ（ＫＢｒ）υｍａｘ：
３２００～２８００、１６７０、１６４０、１６０８、１５８２、１４９０ｃｍ－１。ＥＩ
ＭＳｍ／ｚ：２８８［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１１９８（１Ｈ，ｓ，Ｃ１－ＯＨ），１１３９（１Ｈ，ｓ，Ｃ８－
ＯＨ），７２４（１Ｈ，ｄ，Ｊ ＝８５Ｈｚ，Ｃ６Ｈ），６７２

（１Ｈ，ｄ，Ｊ＝８５Ｈｚ，Ｃ７Ｈ），６５５（１Ｈ，ｄ，Ｊ＝
２１０Ｈｚ，Ｃ４Ｈ），６３６（１Ｈ，ｄ，Ｊ＝２１Ｈｚ，Ｃ２－
Ｈ），３９６（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９０（３Ｈ，ｓ，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２９（Ｃ１），
９７３（Ｃ２），１６７５（Ｃ３），９３１（Ｃ４），１３９９（Ｃ
５），１２０４（Ｃ６），１０９３（Ｃ７），１５４３（Ｃ８），
１８４６（Ｃ９），１５７９（Ｃ４ａ），１４５５（Ｃ４ｂ），１０８２
（Ｃ８ａ），１０２８（Ｃ８ｂ），５７４（Ｃ３－ＯＣＨ３），５６２
（Ｃ７－ＯＣＨ３）。数据经鉴定与 １，８二羟基３，５二
甲氧基 酮数据基本符合［８］，故鉴定为１，８二羟基
３，５二甲氧基 酮。

化合物２：ｍｐ２０６～２０７℃（ＭｅＯＨ）。ＩＲ（ＫＢｒ）
υｍａｘ：３１００～２６００、１６６０、１６１０、１５７６、１４８５ｃｍ

－１。

ＥＩＭＳ ｍ／ｚ：３０２ ［Ｍ］＋。１ ＨＮＭＲ （４００ ＭＨｚ，
ＣＤＣｌ３）δ：１３９（１Ｈ，ｓ，Ｃ１－ＯＨ），７１７（１Ｈ，ｄ，
Ｊ＝９００Ｈｚ，Ｃ６－Ｈ），６７０（１Ｈ，ｄ，Ｊ＝９００Ｈｚ，
Ｃ７－Ｈ），６４９（１Ｈ，ｄ，Ｊ＝２４０Ｈｚ，Ｃ４－Ｈ），
６３２（１Ｈ，ｄ，Ｊ＝２４０Ｈｚ，Ｃ２－Ｈ），３９８（３Ｈ，ｓ，
Ｃ８ －ＯＣＨ３），３９７（３Ｈ，ｓ，Ｃ３ －ＯＣＨ３），３８７
（３Ｈ，ｓ，Ｃ５－ＯＣＨ３）。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
δ：１６３６（Ｃ１），９７６（Ｃ２），１６６５（Ｃ３），９２３
（Ｃ４），１４２１（Ｃ５），１１６９（Ｃ６），１０４５（Ｃ７），
１５６９（Ｃ８），１８１５（Ｃ９），１５３７（Ｃ４ａ），１４７６
（Ｃ４ｂ），１１１９ （Ｃ８ａ），１０４４ （Ｃ８ｂ），５７０
（Ｃ８－ＯＣＨ３），５６５（Ｃ７ －ＯＣＨ３），５５９（Ｃ３ －
ＯＣＨ３）。数据与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数据

基本一致［８］，鉴定为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

化合物３：黄色针状结晶，ＥＩＭＳｍ／ｚ：２７２２５
［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１２８３（１Ｈ，
ｓ，１ＯＨ），７８２（１Ｈ，ｄｄ，Ｊ＝８０，１５Ｈｚ，Ｈ
８），７３１（１Ｈ，ｔ，Ｊ＝８０Ｈｚ，Ｈ７），７２４（１Ｈ，
ｄｄ，Ｊ＝８０，１５Ｈｚ，Ｈ６），６５６（１Ｈ，ｄ，Ｊ＝
２２Ｈｚ，Ｈ４），６３７（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２），
４０４（３Ｈ，ｓ，ＯＣＨ３），３９０（３Ｈ，ｓ，ＯＣＨ３）；

１３Ｃ
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１８０８（Ｃ＝０），１６６７
（Ｃ３），１６３３（Ｃｌ），１５７６（Ｃ４ａ），１４８３（Ｃ５），
１４６３（Ｃ４ｂ），１２３６（Ｃ７），１２１５（Ｃ８ａ），１１６７
（Ｃ８），１１５６（Ｃ６），１０３９（Ｃ４ｂ），９７５（Ｃ２），
９２８（Ｃ４）。数据与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数据

基本一致［９］，故鉴定为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

化合物４：白色粉末，ｍｐ３２８～３３０℃（乙醇）。
ＥＩＭＳｍ／ｚ：２８６［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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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６）δ：１２９８（１Ｈ，ｓ，Ｃ５ＯＨ），１０７９（１Ｈ，ｓ，
Ｃ７ＯＨ），９８８（１Ｈ，ｓ，Ｃ３′ＯＨ），９３８（１Ｈ，ｓ，
Ｃ４′ＯＨ），７４３（１Ｈ，ｄｄ，Ｊ＝８２，２２Ｈｚ，Ｃ６′
Ｈ），７４１（１Ｈ，ｄ，Ｊ＝２２２Ｈｚ，Ｃ２′Ｈ），６９２
（１Ｈ，ｄ，Ｊ＝８１６Ｈｚ，Ｃ５′Ｈ），６６７（１Ｈ，ｓ，Ｃ８
Ｈ），６４６（１Ｈ，ｄ，Ｊ＝２０１Ｈｚ，Ｃ３Ｈ），６２０
（１Ｈ，ｄ，Ｊ＝２０１Ｈｚ，Ｃ６Ｈ）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
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６４３（Ｃ２），１０３３（Ｃ３），１８１８
（Ｃ４），１５７６（Ｃ５），９９２（Ｃ６），１６４４（Ｃ７），
９４２（Ｃ８），１６１６（Ｃ９），１０４０（Ｃ１０），１１９４
（Ｃ１′），１１３５（Ｃ２′），１５００（Ｃ３′），１４６１（Ｃ
４′），１１６４（Ｃ５′），１２１６（Ｃ６′）。数据与木犀草
素基本数据一致［８］，故化合物４鉴定为木犀草素。

化合物５：无色颗粒状结晶，ｍｐ３００～３０２℃。
该化合物硫酸乙醇显色显紫红色，长时间放置变成
灰绿色，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Ｂｕｒｃｈａｒｄ反应阳性，Ｍｏｌｉｓｈ反
应阳性，推测该化合物为甾体苷类化合物。ＥＩＭＳ
ｍ／ｚ：５７６［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
５３３（１Ｈ，Ｈ６），４４２（１Ｈ，ｔ，Ｈ３），４２２（１Ｈ，
ｄ，Ｈ１′）；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Ｃｌ３）δ：３８８（Ｃ
１），２９７（Ｃ２），７７２（Ｃ３），４０６（Ｃ４），１４０９
（Ｃ５），１２１７（Ｃ６），３３８（Ｃ７），３１９（Ｃ８），
５０１（Ｃ９），２５９（Ｃ１０），２１１（Ｃ１１），２８３（Ｃ
１２），４２３（Ｃ１３），５６７（Ｃ１４），２４３（Ｃ１５），
４２３（Ｃ１６），５５９（Ｃ１７），１２１（Ｃ１８），１９６（Ｃ
１９），３６７（Ｃ２０），１９４（Ｃ２１），３６０（Ｃ２２），
３７３（Ｃ２３），４５６（Ｃ２４），２９２（Ｃ２５），１９１
（Ｃ２６），２０２（Ｃ２７），２３１（Ｃ２８），１２３（Ｃ
２９），１０１３（Ｃ１′），７３９（Ｃ２′），７７４（Ｃ３′），
７０６（Ｃ４′），７７３（Ｃ５′），６１６（Ｃ６′）。数据与胡
萝卜苷数据对照基本一致［１０］，故确定化合物５为胡
萝卜苷。

化合物 ６：白色针状结晶，ｍｐ１１９～１２１℃。
１０％ 硫酸乙醇溶液显色呈紫红色斑点。ＥＩＭＳｍ／ｚ：
４１４（Ｍ＋）。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５３２
（１Ｈ，６Ｈ），４４２（１Ｈ，ｔ，３Ｈ），４２１（１Ｈ，ｄ，
１′Ｈ）；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３８３（Ｃ
１），２９３（Ｃ２），７６８（Ｃ３），４０３（Ｃ４），１４０４
（Ｃ５），１２１２（Ｃ６），３３３（Ｃ７），３１４（Ｃ８），
４９６（Ｃ９），２５５（Ｃ１０），２０６（Ｃ１１），２７８（Ｃ
１２），４１８（Ｃ１３），５６２（Ｃ１４），２３９（Ｃ１５），
４１７（Ｃ１６），５５４（Ｃ１７），１１７（Ｃ１８），１９１
（Ｃ１９），３６４（Ｃ２０），１９０（Ｃ２１），３５４（Ｃ

２２），３６８（Ｃ２３），４５１（Ｃ２４），２８８（Ｃ２５），
１８９（Ｃ２６），１９７（Ｃ２７），２２６（Ｃ２８），１１８
（Ｃ２９），１０２５（Ｃ１′），７３４（Ｃ２′），７６９（Ｃ
３′），７００（Ｃ４′），７６７（Ｃ５′），６１０（Ｃ６′）。数
据与 β谷甾醇数据基本一致［１１］，故鉴定为 β谷
甾醇。

２２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等化合物含量

测定

２２１色谱条件　色谱柱：ＡｇｉｌｅｎｔＥｃｌｉｐｓｅＸＤＢＣ８
（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柱；流动相：甲醇
００５％磷酸水 （６５∶３５）；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１；检
测波长：２５４ｎｍ；柱温：室温。理论板数不低
于３０００。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各５μＬ，
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以上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

色谱图。从图１、图２可以看出，１，８二羟基３，５
二甲氧基 酮等３个 酮化合物的分离度较好。

注：１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２１羟基３，５，８三甲

氧基 酮；３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

图１　对照品的液相色谱图

注：１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２１羟基３，５，８三甲

氧基 酮；３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

图２　供试品的液相色谱图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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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１，８二羟基３，
５二甲氧基 酮１０７ｍｇ、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０９６ｍｇ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０３ｍｇ
标准品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定容，配
制成浓度分别为 ０１０７、００９６、０１０３ｍｇ·ｍＬ－１，
并等体积混合对照品溶液。

２２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新疆假龙胆
０１ｇ（粉碎，过８０目筛），放入具塞试管中，精密
加入甲醇１０ｍＬ，精密称定，浸渍过夜，超声４５ｍｉｎ
（功率为 ２６０Ｗ，频率为 ４０ＫＨｚ），放冷，取出补
重，微孔滤膜滤过（０４５μｍ），取续滤液作为供试
品溶液。

２２４线性关系考察　取２２２项下制备的１，８二
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混合对照品溶液１、
２、５、１０、２０μＬ，按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
定色谱峰面积，以进样质量为横坐标（Ｘ），峰面积
为纵坐标（Ｙ），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１，８
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为 Ｙ＝４８３０３Ｘ－００４３
（ｒ＝０９９９７），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为Ｙ＝
６８８４８Ｘ００９（ｒ＝０９９９７），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为 Ｙ＝６３３９７Ｘ－００６９（ｒ＝０９９９８）。结果表
明：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的进样量在

３５７～７１３４ｎｇ；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进样

量在３２～１２８０ｎｇ；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进样

量在３４３～６８６０ｎｇ时线性关系良好。
２２５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２２３项下供试品溶液
２０μＬ，按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６次，测得
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８
三甲氧基 酮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峰面积的

ＲＳＤ（ｎ＝６）分别为０３１％、０２７％、０２５％。表明
该方法精密度良好。

２２６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 １０μＬ，按
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下，分别于 ０、２、４、８、１２、
２４ｈ进样，测得 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

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二甲氧
基 酮的 ＲＳＤ分别为１０５％、１３３％、１５８％，表
明供试液中３种成分在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２７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６份，精密称定，
按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１０μＬ，测
得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
８三甲氧基 酮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峰面积

的ＲＳＤ（ｎ＝６）分别为２４８％、０８２％、２６３％。结

果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较好。

２２８加样回收率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假龙胆样
品粉末６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混合对照品
溶液各２ｍＬ，按２２３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进样１０μＬ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１，８二羟基
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

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的平均回收率（ｎ＝６）
分别为１０３１０％、１０００２％、９５１０％，ＲＳＤ分别为
１２５％、０９３％、２６２％，表明该方法准确度良好。
具体数据见表１～３。
２２９样品测定　取 ５批样品粉末，精密称定，按
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按２２１项下述色
谱条件进样 １０μＬ，用外标法计算 １，８二羟基
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和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的含量，结果见

表４。

表１　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样品
样品含

量／ｍｇ
加入对照

品量／ｍｇ
实测总

量／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ＲＳＤ

１ ００２５６６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０６３ １０１６２ １０３１０ １２５％

２ ００２６０４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１０７ １０１８８

３ ００２５５０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０９７ １０３６６

４ ００２５５０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０７６ １０２８０

５ ００２５５８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１０１ １０３４８

６ ００２５７８ ００２４５８ ００５１６２ １０５１３

表２　１羟基３，５，８三甲氧基 酮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样品
样品含

量／ｍｇ
加入对照

品量／ｍｇ
实测总

量／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ＲＳＤ

１ ００７０４８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５４ ９９９１ １０００２ ０９３％

２ ００７１５３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５７ ９８４４

３ ００７００６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８９ １０１０３

４ ００７００６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７３ １００７９

５ ００７０２７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６１ １００３２

６ ００７０８３ ００６９１２ ０１３９６８ ９９６１

表３　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样品
样品含

量／ｍｇ
加入对照

品量／ｍｇ
实测总

量／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ＲＳＤ

１ ００１１４３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２２６ ９２０１ ９５１０ ２６２％

２ ００１１６０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３０８ ９７５４

３ ００１１３７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２８２ ９７２８

４ ００１１３７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２７２ ９６４３

５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２６１ ９５２４

６ ００１１４９ ００１１７７ ００２２３３ ９２０９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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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新疆假龙胆中３种 酮类成分含量（珋ｘ±ｓ，ｎ＝３）
％

批次
１，８二羟基３，５
二甲氧基 酮

１羟基３，５，８
三甲氧基 酮

１羟基３，５
二甲氧基 酮

１ ０２７±０００７２ ０７７±０００４９ ０１５±０００２５

２ ０２０±０００６４ ０６９±００１０３ ０１０±０００３８

３ ０２１±０００８５ ０７５±００３６３ ０１２±０００８３

４ ０２５±０００４２ ０６５±０００８５ ０１１±０００４７

５ ０２８±０００７４ ０７２±００２１６ ０１０±０００５３

３　讨论

本文对从新疆假龙胆中分离得到的三个 酮化

合物 １，８二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１羟基３，
５，８三甲氧基 酮和 １羟基３，５二甲氧基 酮进

行了含量分析，建立了高效液相含量测定方法，结

果表明该方法线性关系、重复性及稳定性好，精密

度和准确度高，适合新疆假龙胆中１，８二羟基３，
５二甲氧基 酮等３个 酮化合物的含量测定，为制

定新疆假龙胆的质量标准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新疆假龙胆醇提物用石油醚、乙酸乙酯

和正丁醇进行梯度萃取，得到石油醚部分、乙酸乙

酯部分、正丁醇部分和水部分，但本文只对其中的

石油醚和乙酸乙酯极性部分进行了分离纯化，在接

下来的实验中我们将利用现代先进的分离纯化及鉴

定手段对正丁醇部分和水部分进行系统研究，全面

阐明新疆假龙胆的化学组成，为进一步探索新疆假

龙胆中药效学物质基础研究提供化学材料，这对于

开发新疆假龙胆药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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