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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芝麻中芝麻素含量。方法 以甲醇∶ 水 ( 75∶ 25，V /V) 为流动相，流

速 1． 0 mL·min-1，经 Inertsil ODS-3 ( 4． 6 mm × 250 mm，5 μm) 色谱柱分离，于 287 nm 波长检测。结果 芝麻素在 0． 60 ～
89． 82 mg·L-1

浓度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 Y = 30 133． 83X － 3 145． 52( r = 0． 999 9，n = 3) ; 芝麻素平均回收

率 100． 0%，相对标准偏差( RSD) 为 0． 81%。结论 该方法简便、快速，准确，可为芝麻及其制品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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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又名胡麻，《神农本草经》记载: “芝麻，补心

脏，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强身”。芝麻分黑、
白两种，《本草纲目》记载:“胡麻取油，以白者为胜，服

食以黑者为良。”芝麻素属木脂素类化合物，系芝麻的

主要活 性 成 分 之 一 。研 究 表 明，芝 麻 素 具 有 抗 氧

化
［1］、调节血压

［2］、保护肝脏
［3］

和抑制肿瘤
［4］

等药理

作用。笔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 HPLC) 法对黑、白芝

麻中的芝麻素进行了测定比较。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SHIMADZU LC-2010ATH 高效液相色谱

仪; 电子分析天平( 梅特勒公司 ) ; KQ-32000DB 型数

控超声波仪( 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1． 2 试药 黑芝麻 1 ( 购于陕西省西安市药材市场，

产地: 陕西省咸阳市) ; 黑芝麻 2( 购于陕西省西安市华

润万家超市，产地: 湖北省咸宁市) ; 白芝麻 ( 购于陕

西省西安市药材市场，产地: 陕西省咸阳市) ; 芝麻素

对照品 ( 陕西施普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含量:

98%，批号: 20090818001 ) ; 甲醇 ( 色谱纯，Fisher 公

司 ) ，色谱用水为双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2． 1 溶液的制备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芝麻

索对照品 6． 11 mg，置 10 mL 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

释至刻度，摇匀，低温避光保存备用。供试品溶液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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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炒制黑、白芝麻备用。取不同来源芝麻生品

或炒制品适量，捣碎，精密称取 1． 0 g，置具塞三角烧瓶

中，精密加甲醇 10 mL，称质量，低温超声 30 min，再称

质量，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静置 30 min 取上清液过

孔径 0． 45 μm 有机膜过滤，滤液低温避光保存备用。
2． 2 检测波长的选择 取芝麻素对照品溶液适量，用

甲醇稀释，以甲醇为空白对照，200 ～ 400 nm 范围扫

描，结果芝麻素在 203，234 及 287 nm 有最大吸收峰，

为排除杂质对测定的影响，选择 287 nm 为 HPLC 分析

测定波长。
2． 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Iinertsil ODS-3 ( 150 mm ×
4． 6 mm，5 μm ) ; 流动相: 甲醇-水 ( 75∶25 ) ; 流速:

1 mL·min-1 ; 检测波长: 287 nm，进样量: 20 μL，温度:

室温。
2． 4 方法专属性 取适当浓度芝麻素对照品溶液、供
试品溶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分别进样，记录色谱图

( 图 1) 。样品溶液中其他未知成分与芝麻素分离完

全，对测定无干扰，芝麻素的保留时间为8． 5 min。

图 1 3 种溶液 HPLC 色谱图

A． 对照品; B． 黑芝麻样品; C． 白芝麻样品; 1． 芝麻素

2． 5 线性范围考察 精密量取芝麻素对照品储备液

适量，置于 10 mL 量瓶中，用甲醇逐步稀释至刻度，摇

匀得 浓 度 分 别 为 0． 60，3． 00，6． 00，14． 97，29． 94，

59． 88，89． 82 μg·mL-1
的对照品溶液，分别吸取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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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20 μL 色谱条件下进样，记录峰面积，以峰面积

( Y) 对浓度进行回归，芝麻素在 0． 60 ～ 89． 82 mg·L-1

浓度范围 内 呈 良 好 的 线 性 关 系，回 归 方 程 为: Y =
30 133． 83X － 3 145． 52( r = 0． 999 9，n = 3) 。
2． 6 精密度实验 取芝麻素低、中、高 3 种浓度对照

品溶液，同一天连续进样 3 次，进样量 20 μL，测定峰

面积，计算芝麻素的日内相对标准偏差( RSD) 。连续

3 d 进样 3 次，测定峰面积，计算芝麻素的日间 RSD。
结果见表 1，表明在该色谱条件下仪器精密度良好。

表 1 精密度实验结果 %

对照品浓度 /

( μg·mL-1 )

RSD
日内 日间

0． 60 1． 511 1． 656
14． 97 1． 201 1． 004
89． 82 0． 147 1． 183

2． 7 稳定性实验 取白芝麻品溶液，在配制后 0，6，

12 和 24 h 于色谱条件下进样，芝麻素峰面积的 RSD
为 0． 82% 。结果表明样品溶液在该实验条件下 24 h
内稳定。
2． 8 加样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量同一批已知芝麻素

含量的白芝麻样品溶液 1． 0 mL，分成 3 组，每组 3 份，

分别加入 89． 82 μg·mL-1
芝麻素对照品溶液 0． 2，1． 0

及 3． 0 mL。甲醇溶解定量至 10 mL，摇匀，色谱条件下

测定，计算芝麻素的加样回收率。结果其平均回收率

100． 0%，RSD =0． 81%，见表 2。
表 2 芝麻素的加样回收率结果

原有量 加入量 测得量

μg
回收率 /

%
407． 30 17． 96 425． 60 101． 9
407． 30 17． 96 425． 30 100． 2
407． 30 17． 96 425． 30 100． 2
407． 30 89． 82 496． 70 99． 5
407． 30 89． 82 496． 10 98． 9
407． 30 89． 82 496． 60 99． 4
407． 30 269． 50 675． 40 99． 5
407． 30 269． 50 676． 10 99． 7
407． 30 269． 50 677． 50 100． 3

2． 9 样品测定 精密吸取上述供试品溶液 1． 5 mL，

置 10 mL 棕色量瓶中，甲醇定容，色谱条件下测定，依

据工作曲线计算样品溶液的浓度，黑、白芝麻中芝麻素

的含量结果见表 3。
3 讨论

黑、白芝麻微量元素整体差异较明显
［6］，其中除

白芝麻钠( Na) 含量大于黑芝麻 3 倍以上外，其余元素

的含量白芝麻均低于黑芝麻。白芝麻中的硒 ( Se) 含

量为黑 芝 麻 的 85%，钙 ( Ca ) 、铜 ( Cu ) 、钾 ( K ) 、镁

( Mg) 、锌 ( Zn ) 、铁 ( Fe ) 的 含 量 为 黑 芝 麻 的 60% ～
80%，而锰( Mn) 含量则仅为黑芝麻含量的 6%。

表 3 样品测定结果

样品 性状
芝麻取样

量 /g
芝麻素 /

mg
含量 /
%

黑芝麻 1 生 1． 212 2． 911 0． 240 2
熟 1． 314 3． 533 0． 268 9

黑芝麻 2 生 1． 134 0． 882 0． 077 8
熟 1． 285 1． 021 0． 079 5

白芝麻 生 1． 351 4． 073 0． 301 5
熟 1． 278 4． 229 0． 330 9

本研究结果表明，炒制品中的芝麻素含量稍高于

生品，可能是炒制后芝麻素易于溶出; 所用的白芝麻中

芝麻素的含量均高于两个黑芝麻中的芝麻素; 黑芝麻

2 生品和炒制品中的芝麻素含量很低，进一步考察该

黑芝麻出油率也很低，是否与产地和储存时间过久有

关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笔者所用的黑芝麻 1 和白芝麻

中芝麻素的含量均高于文献报道
［7］，可能与芝麻来

源、芝麻素萃取方法及测定方法灵敏度不同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历版收载的均为黑芝麻，

其中的活性成分芝麻素只是作为定性鉴别项目之一。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芝麻的品种越来越多，以及相同

品种有不同地域的产品，芝麻无论是作为油料资源，还

是作为滋补药，其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有

必要建立相关成分的测定标准。笔者所建立的芝麻素

测定方法简便快速、灵敏度高，可为芝麻及其制品中芝

麻素的含量测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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