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淫羊藿主要资源种类木兰花碱含量的研究

高敏, 刘京晶, 孙欣光, 黄文华, 郭宝林
*
, 肖培根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193)

[摘要 ] � 目的: 研究木兰花碱在淫羊藿主要资源种类中的含量状况。方法:超声提取, HPLC含量分析。结果:淫羊藿叶

片中木兰花碱质量分数在 0�002 9% ~ 1�688%。结论:淫羊藿中木兰花碱含量呈现种间较大差异和种内较为稳定的特性;朝

鲜淫羊藿中木兰花碱含量最高,心叶淫羊藿含量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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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木兰花碱是被子植物多心皮类普遍存在的成

分,且具有广泛的生理活性, 如抗炎、抗氧化作

用
[ 1�2]

,用作神经肌肉阻滞剂, 脂肪氧合酶抑制剂, 还

具有细胞毒性、免疫抑制及抗菌等活性
[ 3]
。本文对

�中国药典�和�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标准�收载

的 8种淫羊藿 (也是当前淫羊藿药材的主要资源种

类
[ 4]

):淫羊藿 Ep im ed ium brevicornu Max im. ,箭叶淫

羊藿 E � sag ittatum ( Sieb. et Zucc. )M ax im. , 柔毛淫

羊藿 E � pubescen sM ax im�, 朝鲜淫羊藿 E � korea�
num N akai�, 巫山淫羊藿 E � w ushanense T. S.

Y ing, 粗毛淫羊藿 E � acum inatum Franch�, 天平山
淫羊藿 E �m yrianthum Stearn和黔岭淫羊藿 E �
� lep torrh izum S tearn�, 使用 HPLC技术测定其叶

片中木兰花碱的含量, 为淫羊藿药材的质量综合

评价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材料

W aters 2695�2996高效液相色谱仪、Empow er色

谱工作站、Age la C18MP色谱柱、KQ�250DB型数控
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电子天

平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

木兰花碱 (北京慧德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经

HPLC在 222 nm 处面积均一化检验, 纯度大于

99% )、磷酸二氢钾 (分析纯 )、乙腈 (色谱纯, M erk)、

水。淫羊藿药材由本所郭宝林研究员鉴定。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 Age la C18 MP色谱柱 ( 4�6 mm �

250 mm, 5 �m ); 流动相为乙腈�0�5 mo l� L
- 1

KH 2PO4溶液 ( 14�86); 流速 1�0mL� m in
- 1
;进样量

10 �L; 柱温 25 � ; 检测波长 222 nm。

2�2� 对照品溶液制备 � 精密称取木兰花碱对照品
1�11 mg,甲醇溶解并定容至 10 mL,得到 0�111 g�

L
- 1
木兰花碱对照品溶液 �, 再稀释 5倍, 得到

0�022 2 g� L
- 1
对照品溶液�,将对照品溶液 �稀释

10倍, 得到 0�002 22 g� L
- 1
对照品溶液 �。色谱图

见图 1。

A�对照品; B�样品; 1�木兰花碱。

图 1� 对照品及样品 HPLC图

2�3� 样品溶液制备 � 精密称取淫羊藿叶片粉末
(过 60目筛 ) 0�5 g,置于具塞锥形瓶中,加入 70%甲

醇 20mL, 称重,超声 60 m in, 静置冷却至室温后补足

失重, 0�45 �m滤膜过滤,取续滤液即可。

2�4� 线性关系考察 � 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
2, 8, 10 �L ,对照品溶液� 2, 4, 6, 10 �L,对照品

溶液 � 4, 6, 8, 10 �L, 按 2�1色谱条件进行分析。
以进样量 (X )为横坐标, 峰面积 ( Y )为纵坐标进行

回归,得到回归方程: Y= 7�0 � 106X + 18 319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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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卷第 1期

2011年 1月
� � � � � � � � � � � � � � � � � � �

Vol�36, Issue� 1

January, 2011



0�999 8 ),木兰花碱进样量在 � 0�004 44~ 1�11 �g
线性关系良好。

2�5� 精密度试验 � 取照品溶液� ,按 2�1的色谱条
件测定, 连续进样 6 次, 测得色谱峰面积 RSD

0�63%, 表明系统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 取朝鲜淫羊藿样品 19号, 按

2�3方法制备 5份样品溶液, 依 2�1的色谱条件测
定,计算木兰花碱含量, 其 RSD 1�8% , 表明重复性

良好。

2�7� 稳定性试验 � 取一份 2�6项下制备的样品溶
液,按 2�1色谱条件测定,分别在 0, 2, 4, 8, 12, 24

h进样, 求得峰面积 RSD 0�28%, 表明供试样品溶

液 24 h内稳定。

2�8� 加样回收率试验 � 精密称取已知含量的样品
粉末 500mg,共 6份,加入 0�307 g� L

- 1
对照品溶液

1 mL,按 2�3方法制备样品溶液, 再按 2�1色谱条件
测定, 计算木兰花碱的加样回收率为 98�73% ,

RSD1�5%。
2�9� 样品含量测定 � 精密称取各个淫羊藿样品粉
末约 0�5 g, 按 2�3方法制备样品溶液,按 2�1色谱
条件测定, 进样量 10 �L。各样品木兰花碱含量测

定结果见表 1。

3� 讨论
由表 1中结果可知, 淫羊藿不同物种木兰花碱

的含量差异很大, 8个种的叶片中木兰花碱含量可

以大致分为 3个级别: 朝鲜淫羊藿、天平山淫羊藿和

粗毛淫羊藿含量较高, 一般高于 0�07% ;箭叶淫羊

藿、黔岭淫羊藿、巫山淫羊藿和拟巫山淫羊藿含量次

之;柔毛淫羊藿和心叶淫羊藿含量最低,一般不高于

0�02%。其中朝鲜淫羊藿含量最高, 心叶淫羊藿

最低。

木兰花碱在淫羊藿中属于低含量成分, 但在种

内的差异一般不超过 3倍 (如箭叶淫羊藿、朝鲜淫

羊藿、天平山淫羊藿、黔岭淫羊藿、拟巫山淫羊藿 ) ,

说明木兰花碱含量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木兰花碱

从结构上属于苄基异喹啉生物碱, 主要存在于较原

始的多心皮植物群中
[ 5]
, 其含量也可能具有化学分

类意义。

在一些种中有个别样品木兰花碱高于其他样品

(如柔毛淫羊藿的 13号样品,巫山淫羊藿的 15号样

品 ) ,或者低于其他样品 (如心叶淫羊藿的 28号样

品,粗毛淫羊藿的 27号样品 )。这些异常含量样品

� � 表 1� 淫羊藿叶片中木兰花碱含量 ( n = 3)

No 种名
采集

日期
产地

木兰花

碱含量 /%

1 淫羊藿 2005�06�01 山西陵川 0. 008 60

2 Epim ed ium brevicornu 2005�06�03 河南嵩县 0. 002 91

3 2005�06�15 甘肃岷县 0. 010 4

4 2009�06�13 甘肃礼县 0. 011 5

5 箭叶淫羊藿 2003�04�17 湖南吉首 0. 062 9

6 E. sagi tta tum 2005�03�28 安徽金寨 0. 030 6

7 2005�04�04 安徽黄山 0. 076 5

8 2005�04�27 浙江龙泉 0. 027 8

9 2005�04�27 广西全州 0. 034 1

10 柔毛淫羊藿 2004�04�17 陕西南郑 0. 010 2

11 E. pubescensM axim. 2005�05�04 四川巴中 0. 016 0

12 2006�05�13 四川洪雅 0. 015 8

13 2007�11�13 四川犍为 0. 055 5

14 2009�06�11 甘肃成县 0. 014 2

15 巫山淫羊藿 2004�04�09 湖北巴东 1. 69

16 E. w ushan en se T. S. Y ing 2004�04�18 四川通江 0. 032 3

17 2005�05�03 四川巴中 0. 049 2

18 2005�05�04 四川巴中 0. 008 10

19 朝鲜淫羊藿 2005�08�21 吉林抚松 0. 161

20 E. koreanum 2005�08�21 辽宁凤城 0. 132

21 2008�08�16 东北 � � 0. 104

22 2008�08�17 东北 � � 0. 111

23 天平山淫羊藿 2003�03�31 贵州台江 0. 135

24 E. sag itta tum 2003�04�01 贵州剑河 0. 180

25 2004�04�05 湖南桑植 0. 0910

26 粗毛淫羊藿 2003�03�25 贵州紫云 0. 075 0

27 E. acum inatum 2003�04�19 贵州松桃 0. 015 0

28 2006�05�01 贵州大方 0. 073 0

29 2006�05�01 四川叙永 0. 124

30 2006�05�13 四川荥经 0. 120

31 黔岭淫羊藿 2008�04�09 湖北建始 0. 049 0

32 E. leptorrhizum 2008�08�15 贵州龙里 0. 030 0

33 2008�06�05 贵州惠水 0. 023 0

34 拟巫山 2003�03�37 贵州雷山 0. 050 0

35 E. pseud owu shanense 2004�04�01 贵州龙里 0. 061 0

� � 注:上述进样条件下巫山淫羊藿 15号样品超出线性范围,故将

样品溶液稀释 5倍进行检测。

是环境或者遗传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中巫

山淫羊藿的 15号样品含量高于其他巫山淫羊藿样

品约 50倍,也是含量最高的朝鲜淫羊藿的 10倍, 表

明该样品的特殊性,巫山淫羊藿是一个种内形态多

变的物种, 15号样品的花序和花的形态和其他巫山

淫羊藿样品有较大差异,且淫羊藿苷类黄酮含量低,

也有明显区别
[ 6]
,木兰花碱的含量性状有可能成为

该类群的分类证据之一。

另外, 采收季节及不同部位等因素对淫羊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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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花碱含量影响的研究也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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