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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草药材薄层色谱检测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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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吉祥草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方法：吉祥草前处理后，分别以：1)氯仿-乙酸乙酯-甲醇-水

(1．5：4：2．7：1)；2)氯仿-乙酸乙酯-甲醇一水(2：4：2．4：1．2下层)为展开剂，对吉祥草中剀提皂苷元和剀提5一B-D一

吡喃葡萄糖皂苷进行薄层鉴别。结果：薄层色谱鉴别斑点清晰，能有效鉴别吉祥草中剀提皂苷元和剀提5一B—D-

吡喃葡萄糖皂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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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草为百合科植物吉祥草(Reineckia c锄ea
(Andr．)kuntll)的全草，是我国西南地区常用的传

统草药之一。以全草入药，全年可采，用于肺结核，

咳嗽咯血，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性关节炎；外

用治跌打损伤，骨折等‘11。作为贵州的常用苗药，

吉祥草的各种制剂在临床上已取得较好疗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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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国内外关于吉祥草的研究报道主要是其化学

成分方面的研究[2’3．4】，吉祥草质量标准的研究仅

有[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关于其氯

仿提取部位的薄层鉴别一篇报道MJ。研究发现，

吉祥草的甾体皂苷及甾体皂苷元有较强的生物活

性，其中剀提皂苷元等对环腺苷酸磷酸二酯酶的活

性有抑制作用哺．9】。本文在本实验室对吉祥草药

材进行提取分离纯化其有效成分的基础上采用自

制的剀提皂苷元和剀提5-O-B—D一吡喃葡萄糖苷两

个有效成分作为指标，首次建立了以有效成分进行

吉祥草薄层色谱鉴别的方法，并对10批来自不同

产地吉祥草药材进行鉴别，具有很好的实用意义，

为其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依据。本实验方法可操

作性强，简便易行，可用于吉祥草药材的鉴别及质

量控制。

1 仪器与试剂

1．1 仪器G砣54预制硅胶板(青岛海洋化工厂

分厂)，赛多利斯BP2ll型电子天平(德国)；双巢

展开缸，FW-100粉碎机，KQ．500DE型数控超声

清洗器，HH击型数显恒温水浴箱，RE-52型旋转

蒸发器，玻璃喷雾瓶(华西医科大学仪器厂)，定量

毛细管(迪马公司)

1．2材料剀提皂苷元和剀提5一O—B—D·吡喃葡萄

糖皂苷(自制)通过波谱解析技术(IR、1H—NMR、13

C．NMR、MS)分析，鉴定其结构；吉祥草药材(产地：

贵州扎佐、贵阳、平镇、六枝、盂关、牛郎关；广西玉

林；云南沼通；云南昆明)经贵州师范大学天然药

物质量控制研究中心陈华国老师鉴定为吉祥草

(Reineckia c锄ea(Andr．)kuntll)的全草；乙醇、正
丁醇、石油醚、乙酸乙酯、甲醇、氯仿、为分析纯；水

为蒸溜水；自制5％硫酸乙醇溶液。

2方法与结果

2．1 剀提5一O—B—D．吡喃葡萄糖皂苷的鉴别

将阴干后的吉祥草粉碎成粗粉，取药材粉末

29，加入75％乙醇60mL水浴回流2次，每次1h，滤

过，和并滤液，将滤液浓缩近干，用水40 mL溶解，

转移置分液漏斗中，用石油醚萃取3次(20 mL，

10—IlL，10 mL)，弃去石油醚液，再用水饱和的正丁

醇萃取3次(各20 mL)，分取正丁醇萃取液，挥去

溶剂，残渣加3mL甲醇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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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吉祥草产地及收集时间

m．1 Habit砌明d couection period“

Reineckia c棚ea(Andr-J k仰tIl

密称取剀提5一O—p—D一吡喃葡萄糖皂苷对照品适量，

加甲醇制成每1mL含0．8Ill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

溶液。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05年版，附录Ⅵ

B)实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液各5汕点样于预制
硅胶G砣54层析板上，将薄层板置展开缸中预饱

和15min后，以氯仿一乙酸乙酯一甲醇一水(1：2：l：

0．2)，上行展开。展距约10cm，取出，晾干，喷以

5％硫酸乙醇溶液，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于

可见光下观察，在相同的比移值处吉祥草供试液和

剀提5．O—p．D．吡喃葡萄糖皂苷呈现相同颜色的斑

点，见图1。

2．2剀提皂苷元的鉴别

准确称取吉祥草粉碎样(40目)5 g，加入75％

的乙醇60mL，置L水浴回流2次，每次lh，合并提

取液，过滤，滤液减压蒸馏至约25 mL(无醇味)后，

用乙醚萃取3次(除去脂溶性杂质)，水饱和正丁

醇水溶液萃取3次，将正丁醇层减压蒸干，残渣用

水溶解，经一定量的8—8型大孔树脂吸附，先用

水洗脱，除去糖类、蛋白质等水溶性杂质。再分别

用30％，80％的乙醇洗脱，收集80％部分洗脱液，

合并，水浴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定容，作为供试

品溶液。精密称取剀提皂苷元对照品适量，加甲

醇制成每lmL含O．8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Ⅵ

B)实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液各5止点样于预制
硅胶G砣54层析板上，将薄层板置展开缸中预饱

和15 min后，以氯仿一乙酸乙酯一甲醇一水(1．5：4：

2．7：1)，上行展开。展距约10cm，取出，晾干，喷

以5％硫酸乙醇溶液，105℃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

于可见光下观察，在相同的比移值处吉祥草供试液

和剀提皂苷元呈现相同颜色的斑点，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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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系统：氯仿．乙酸乙酯一甲醇一水(1．5：4：2．7：1)样品

依次为：l剀提皂苷元；2，3，4为供试液显色方法：

5％硫酸乙醇溶液105℃加热5min后日光下观察

图2剀提皂苷元和吉祥草供试液薄层色谱图

Fig．2 11￡of kidgeIlin明d s锄ple soludon

2．3 10批吉祥草样品薄层色谱图(图3，圈4)

3 讨论

3．1 由于吉祥草中皂苷类化合物结构十分相似，

展开系统：氯仿．乙酸乙酯．甲醇．水(1．5：4：2．2：1)样品依次为：

1．云南昭通；；2．云南．昆明；3．广西．玉林4．贵州．开阳．

平镇；5．贵州．修文．扎佐；6．剀提皂苷元对照品；

7．贵州．牛郎关；8．贵州．贵阳．顺海；9．贵州．

六枝；10．贵州．孟关；11．贵州．息烽

图4剀提皂苷元对照品和lO批不同

地方吉祥草供试液薄层色谱图

Fig．4 TLC of kitigeIIin蛐d 10 bat．：he8 0f

Reinecba c姗∞(Andr．)k唧曲

在进行对照品薄层鉴别时，很难将所需化合物与其

他杂质分开，干扰成分多，且硫酸显色的背景干扰

大。因此对其薄层鉴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实

验通过大量的薄层条件和样品的前处理方法的摸

索试验，得出了薄层效果较好，重复性好的薄层条

件．但由于吉祥草药材的色素较重，在考察剀提皂

苷元的薄层鉴别时，干扰严重，但通过用大孔树脂

吸附并分别用水和不同比例的乙醇洗脱后，可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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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杂质。提取方法考察了水浴回流和超声，其

中回流提取效果较好。

考察了多种展开剂，分别选用氯仿一甲醇一水(8

：2：o．2)，(7：3：0．3)；正丁醇一乙酸乙酯一水(1：l：2，

上层)，氯仿一正丁醇一甲醇-水(13：10：10：8，下层)

等进行实验，层析效果均不理想。后分别用氯仿一

乙酸乙酯一甲醇一水(1：2：l：O．2)和氯仿一乙酸乙酯-

甲醇一水(1．5：4：2．7：1)作为为展开剂，分别鉴别吉

祥草中的剀提5一O—B-D一吡喃葡萄糖皂苷和剀提皂

苷元，各斑点分离较好，斑点清晰，且重显性较好。

3．2实验对10批不同产地样品进行了鉴别，结果

表明吉祥草药材因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采集导致

其质量有所不同。从图3、图4看出，各地吉祥草

药材供试液分别与剀提5一O—B—D一吡喃葡萄糖皂苷

和剀提皂苷元两对照品在相同位置上的斑点显色

情况不同。其中贵州各地的吉祥草药材差别较小，

云南泽通及昆明地区的吉祥草药材的供试液中与

对照品位置相同的斑点显色也较淡，而广西玉林收

集的吉祥草药材其供试液中与对照品位置相同的

斑点显色较明显．

3．3综上所述，本法操作简便，方法稳定，专属性

强，可作为吉祥草药材的质量的有效鉴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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