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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了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白藜芦醇的方法, 采用 Ultimate-C18 色谱柱, 以乙腈∶水

( 30∶70)为流动相, 流速为 1. 0mL·min- 1,检测波长 306nm, 采用外标法进行定量。结果为白藜芦醇在

1. 22×10- 5—0. 1g·L - 1的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检出限为 3. 6×10- 7g·L- 1。所建立的方法具有分析速度

快、灵敏度高、线性范围宽和重现性好的优点。应用此方法测定了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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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白藜芦醇属于蒽醌萜类化合物, 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可降低血液粘稠度, 抑制血小板凝结,

保持血液畅通,还可预防癌症的发生及发展。目前测定白藜芦醇含量的方法主要有,紫外分光光度

法
[ 1]
,气相色谱法

[ 2, 3]
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 4, 5]
, 但未发现对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含量测定的报道。本

研究建立了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白藜芦醇的方法,并对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进行了分析,具有分

析速度快,灵敏度高,结果准确的特点。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试药

Waters 600-2489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Waters公司,配备四元梯度泵,在线真空脱气机, 紫

外-可见检测器,手动进样器) ; Ultimate-C18柱( 300mm×4. 6mm, 5�m, 美国月旭公司) ; 微孔滤膜
( 0. 45�m)。

白藜芦醇对照品(美国 Sigma 公司) ;乙腈(色谱纯, 天津福晨化学试剂厂) ;其他试剂均为分析

纯。实验用水为娃哈哈纯净水(杭州娃哈哈公司)。

样品取产自山东省招远市的花生。

2. 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Ult imate-C18柱( 300mm×4. 6mm, 5�m) ; 柱温为室温;流动相:乙腈∶水(含 3%乙酸)

= 30∶70,流速: 1. 0mL·min- 1; 进样体积 20�L;检测波长: 306nm。

2. 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0. 0100g 白藜芦醇对照品,用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100mL 容量瓶中作为对照品储备



液,实验用低浓度对照品溶液由储备液稀释而得。各溶液保存于冰箱中( 4℃)直到进样分析。

2. 4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花生红衣 0. 1g 于 10mL 离心管中,加入 1mL 甲醇密封,于 70℃水浴中加热 1h,离心

10m in,取清液经 0. 45�m 微孔滤膜过滤,并用甲醇定容至 5mL, 即得供试品溶液。将对照品溶液和

供试品溶液在前述色谱条件下分析, 色谱图见图 1。

图 1　白藜芦醇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A——对照品; B——供试品; 1——白藜芦醇。

3　结果与讨论

3. 1　线性关系和检出限

将白藜芦醇对照品储备液依次两倍稀释进样分析,以对照品溶液浓度对峰面积进行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白藜芦醇在 1. 22×10- 5—0. 1g·L - 1的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所得回归方程为

y= 8×10
- 9

x- 0. 0004 ( r = 0. 9999 )。检 出限 按 照 信噪 比 为 3 计算 ( S/ N = 3 ∶ 1 ) 为

3. 6×10- 6
g·L

- 1。

3. 2　精密度实验

取同一浓度白藜芦醇对照品溶液,连续进样 6次,记录白藜芦醇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计算相

对标准偏差得到保留时间的 RSD为0. 23%,峰面积的 RSD为 4. 3%,表明精密度良好。

3. 3　重现性实验

按“2. 4”项下操作,平行配制 5份样品,按照“2. 2”项下色谱条件, 分别测定,峰面积的 RSD为

2. 53% ,说明方法的重现性良好。

3. 4　稳定性实验

取同一浓度溶液, 分别于 0、2、4、6、8h 进样测定, 结果供试品溶液在 8h 内峰面积 RSD 为

0. 96% ,说明白藜芦醇溶液在 8h内稳定。

3. 5　回收率实验

取 5份已知含量的同批花生红衣各 0. 1g ,分别加入白藜芦醇对照品储备液各60�L,按“2. 4”项
下操作,配制成加标回收供试液,按照“2. 2”项下色谱条件进样分析,样品的回收率结果见表 1。

3. 6　样品分析

利用建立的方法测定了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的含量, 取干燥花生红衣研成粉末, 准确称取

0. 1g,按照“2. 4”项下操作制得供试品溶液,进样 20�L 分析, 记录色谱图,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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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样品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得含量为 5. 96�g·g - 1。

表 1　白藜芦醇的加标回收率实验结果 ( n= 5)

序号
样品中的量

( �g·g- 1)

加入量

( �g·g- 1)

测得量

( �g·g- 1)

回收率

( % )

平均回收率

( % )

RSD

( % )

1 5. 96 6. 00 11. 79 97. 2

2 5. 96 6. 00 11. 67 95. 2

3 5. 96 6. 00 11. 61 94. 2 95. 4 1. 3

4 5. 96 6. 00 11. 71 95. 8

5 5. 96 6. 00 11. 63 94. 5

4　结论
实验建立了测定白藜芦醇的方法,具有分析速度快,线性范围宽, 重现性好、灵敏度高的优点,

应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花生红衣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所建立的方法可应用于各种样品中

白藜芦醇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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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Resveratrol in Peanut Skin by RP-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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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method for determinat ion of resverat rol was developed by reversed-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ult raviolet detector . A Ultimate-C18 column w as used with

30% acetonit rile as the mobile phase at a f low rate of 1. 0mL·min
- 1
, and detect ion w avelengh w as

306nm . Resveratrol had good linear betw een 1. 22×10- 5—0. 1g·L
- 1 , and the detect ion limit w as

3. 6×10- 7g·L - 1 . T he method is fast , sensit ive, reproducible, and has w ide linear range, that is

applied to analy ze content of resverat rol in peanut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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