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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HPLC法同时测定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中
20(S )、20(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S )、

20(R ) �人参皂苷 Rh1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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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同时测定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中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 g2和 20 ( S )、20(R ) �
人参皂苷 R h1含量的方法。方法 采用 RP�H PLC法。色谱柱为迪马 C18柱 ( 4�6 mm � 250 mm,

5 �m ), 流动相为乙腈�水梯度洗脱, 检测波长为 203 nm,流速为 1� 0 mL�m in- 1,柱温为 30 � 。结果
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中 20( S)、20(R ) �人参皂苷 R g2和 20 ( S )、20(R ) �人参皂苷 R h1质量浓度分

别在 4� 0~ 80 m g� L- 1、2� 8~ 56 m g� L- 1、3�2~ 64 m g� L- 1、2�4~ 48 mg� L- 1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 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9 8、0�999 8、0�999 1、0�999 7, 回收率分别为 100�3%、98�1%、

98� 0%、99� 9% ,回收率的 RSD值分别为 3�1%、2�7%、4�7%、4�0%。结论 方法准确、可靠、重现

性好, 为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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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是驰名中外的传统中药

人参 ( G inseng R adix etRh izom a)经提取转化得到

的,所含有效成分较人参提取物更易吸收,具有起

效快、活性强等特点。具有补气振阳、活血化瘀等

功效, 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人参

提取物转化产物的成分主要为皂苷类成分, 其中

人参皂苷 Rg2和 Rh1是该提取物中主要生物活

性成分中的一部分。人参皂苷 Rg2具有抗休克、

抗心力衰竭、抗心肌缺血、抗脑梗死等生理活性
[ 1 ]

,

人参皂苷 Rh1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等作用
[ 2- 3 ]
。

两者均存在两种不同的构型,目前已有文献对两者

各自的含量测定方法进行过报道
[ 4- 5]

,同时测定该

两种皂苷的文章也有过报道
[ 6]

;但是,至今没有同

时对该两种皂苷的差向异构体进行含量测定的文

章。作者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同一色谱条件下

对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中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h1(化学结构式

见图 1)的含量进行测定, 为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

的质量控制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仪器与材料

Ag ilent 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 (包括四元泵、

在线脱气机、柱温箱、紫外检测器、chem stat ion sys�
tem工作站, 美国安捷伦公司 ),固相萃取小柱 (美

国艾杰尔公司 )。

20( S )、20 ( 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20

(R ) �人参皂苷 Rh1对照品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

心有限公司提取分离制得, 纯度质量分数分别为

94�5%、91�8%、96�8%、95�1% ), 人参提取物转

化产物 (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提取制

备,批号 19、23、24)。乙腈、甲醇 (色谱纯, 市售 ),

二次蒸馏水 (自制 )。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溶液的制备

取已干燥至恒定质量的 20 ( S ) �人参皂苷
Rg2对照品约 10 m g、20( R ) �人参皂苷 Rg2对照

品约7 m g、20( S ) �人参皂苷 Rh1对照品约 8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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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1� Struc tures of 20(S )�ginsenoside R g2( a) , 20(R )�ginsenoside R g2( b), 20( S )�gin senosid e Rh1( c) and 20(R )�

gin senosid e Rh1( d)

20(R ) �人参皂苷 Rh1对照品约 6 m g,精密称定,

分别置 25 mL量瓶中, 用体积分数 50%甲醇溶液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取上述溶液各 5 mL置同一

25 mL量瓶中, 用体积分数 50%甲醇溶液稀释至

刻度, 作为对照储备液。精密量取对照储备液

5 mL置 10 mL量瓶中, 用体积分数 50%甲醇溶液

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

2�2� 供试溶液的制备
取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样品 30 m g, 精密称

定,置 50 mL量瓶中, 用蒸馏水超声溶解并稀释至

刻度; 精密量取上述溶液 10 mL上样于固相萃取

小柱, 先用体积分数 50%甲醇溶液 6 mL淋洗, 然

后用体积分数 70% 甲醇溶液 6 mL洗脱; 将洗脱

液浓缩至干燥后, 用甲醇溶解残渣并定容至

2 mL,过 0�45 �m微孔滤膜,即得。

2�3�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色谱柱: 迪马 C18柱 ( 4�6 mm � 250 mm,

5 �m );流动相: 水 ( A ) �乙腈 ( B )梯度洗脱, 梯度

洗脱条件为 0~ 15 m in 30% ~ 40% B、15~ 20 m in

40% ~ 60% B、20 ~ 30 m in 60% ~ 80% B、30 ~

40 m in 80% B、40 ~ 45 m in 80% ~ 30% B; 柱温:

30 � ;检测波长: 203 nm;流速: 1�0 mL�m in
- 1

; 进

样量: 20 �L。按上述色谱条件, 20( S )、20(R ) �人
参皂苷 Rg2和 20(S )、20(R ) �人参皂苷 Rh1的对

照溶液和供试溶液的色谱图见图 2。 4种成分的

理论塔板数均大于 10 000, 4个色谱峰之间的分

离度均大于 1�5。

2�4�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储备液 0�5、1、2、4、6、8、

10 mL置 10 mL量瓶中,用体积分数 50%甲醇溶

液稀释至刻度,摇匀, 作为系列标准溶液。分别吸

取系列标准溶液 20 �L进样分析, 记录色谱峰峰

面积,以对照品质量浓度 (�)为横坐标, 以峰面积

(A )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 20 (S )、20( R ) �人
参皂苷 Rg2和 20(S )、20(R ) �人参皂苷 Rh1的回

归方程 分 别为: A = 5�311�+ 2�120 ( r
2

=

0�999 8)、A = 7�553�+ 1�615( r
2

= 0�999 8)、A =

8�810�- 3�057( r
2

= 0�999 1)、A = 7�977�+ 2�171

( r
2
= 0�999 7), 20( S )、20 (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h1的质量浓度分别在

4�0 ~ 80 m g� L
- 1
、2�8 ~ 56 m g� L

- 1
、3�2 ~

6 4 m g� L
- 1
、2�4 ~ 48 m g�L

- 1
内与峰面积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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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S ) �g insenoside R g2; 2� 20(R ) �g insenos ide R g2; 3� 20( R ) �g insenoside R h1; 4� 20( S ) �g insenoside R h1

F ig. 2� H PLC chromatogram s of standard ( A) and sam p les( B)

的线性关系。

2�5� 精密度试验

取对照溶液 20 �L, 按 � 2�3�条色谱条件重复
进样 6次,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

20(R ) �人参皂苷 Rh1峰面积的 RSD值分别为

1�6%、2�1%、3�1%、1�2%,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6�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 (批号 23)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样

品,按 � 2�2�条方法平行制备 6份供试溶液, 按

� 2�3�条色谱条件进行测定,测得 20( S )、20(R )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20(R ) �人参皂苷 Rh1含

量的 RSD值分别为 2�0%、2�5%、1�4%、2�0%,

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溶液置于室温下, 按 � 2�3�条
色谱条件分别于 0、2、4、6、8、12 h进样, 20( S )、20

(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 S )、20 ( R ) �人参皂苷
Rh1峰面积的 RSD 值分别为 1�1%、2�1%、

3�0%、1�8%, 表明样品室温放置 12 h内稳定。

2�8� 回收率试验
取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样品约 30 mg, 精密

称定, 置 50 m L量瓶中,用水超声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取上述溶液 5 mL与对照溶液 1 mL混合, 上

样,按供试溶液的处理方法淋洗、洗脱、浓缩、过

滤,平行制备 6份, 各取 20 �L进样。 20( S )、20

(R ) �人参皂苷 Rg2和 20 ( S )、20 ( R ) �人参皂苷
Rh1的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 1。

Tab le 1� Resu lts of recovery( n= 6)

Com pound m orig inal /�g m added /�g m found /�g A verag e recovery /% RSD /%

20( S ) �g insenoside R g2 37� 9 36� 1 74� 1 100�3 3�1

20(R ) �g insenos ide R g2 25� 6 25� 7 50� 8 98�1 2�7

20( S ) �g insenoside Rh1 28� 6 30� 2 58� 2 98�0 4�7

20(R ) �g insenoside R h1 25� 8 23� 9 49� 6 99�9 4�0

2�9� 样品含量测定

取不同批次 3批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样品,

按 � 2�2�条方法制备供试溶液,按 � 2�3�条色谱条

件进行测定, 平行测定 3次, 记录色谱峰面积, 外

标一点法计算含量,结果见表 2。

T ab le 2� Con tents( c ) of th e samp les( n= 3)

Batch
c /( m g� g- 1 )

20( S ) �g inseno side Rg2 20(R ) �g insenos ide R g2 20( S ) �g insenoside Rh1 20( R ) �g inseno side Rh1

19 12�0 7� 9 5� 0 6�7

23 10�0 7� 3 7� 2 6�8

24 12�1 7� 6 7� 0 6�8

3� 讨论

a�20( S )、20(R )�人参皂苷 Rg2和 20 (S )、20

(R )�人参皂苷 Rh1 4种成分性质极其相似, 难以

分离, 在对乙腈�水、乙腈�磷酸水溶液等不同比例

流动相色谱条件进行考察后,优选出乙腈�水梯度
洗脱条件,使 4个化合物得到较好的分离。

b�比较了蒸发光散射检测器和紫外检测器,

结果发现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比紫外检测器精密度

差,采用紫外检测器对其进行测定, 精密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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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由于人参提取物转化产物中所含成分较
多,对目标物干扰较大,故对样品进行了固相萃取

的处理,以尽可能地除去目标物以外的组分。比

较了体积分数 10% 甲醇水溶液、50% 甲醇水溶

液、60%甲醇水溶液作为淋洗液对样品的处理效

果,结果发现体积分数 50%甲醇水溶液作为淋洗

液能最大程度上减少其他物质的干扰,并且不会

将目标物洗脱下来。比较了体积分数 70%甲醇

水溶液和 100%甲醇作为洗脱液对目标物的洗脱

效果, 发现两者对目标物的洗脱效果无明显差异,

故采用体积分数 70%甲醇水溶液作为洗脱液, 以

尽可能地减少目标物以外的杂质被洗脱下来。经

试验验证,无论是样品溶液还是对照溶液经该固

相萃取方法处理后, 待测物提取回收率均大于

90%,证明该方法可行。

d�考察了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e、人参

皂苷 Rb 3种成分在该液相条件下的保留情况, 结

果 3种成分均不干扰待测组分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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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 elop an HPLC m ethod for sim u ltaneous determ ina tion o f 20( S ) , 20(R ) �g insen�
oside Rg2 and 20(S ), 20(R ) �g inseno side Rh1 in conv erted pro ducts o f g inseng ex trac.t M ethods The RP�
H PLC ana ly sisw as carried out on a D iam onsilC18 ( 4�6 mm � 250 mm, 5 �m ) co lum n w ith a g rad ient o f w a�

ter�acetonitrile at the f low ra te of 1�0 mL�m in
- 1

. The de tec tiv e w av e leng th w as set at 203 nm, and the co l�
um n tem pera ture w as set at 30 � . Results The ca libration curve w as linear w ithin the range of 4�0�
80 m g�L

- 1
for 20(S ) �g inseno side Rg2( r

2
= 0�999 8) , 2�8�56 m g�L

- 1
fo r 20(R ) �g inseno side Rg2( r

2
=

0�999 8) , 3�2�64 m g�L
- 1

fo r 20( S ) �g inseno side Rh1 ( r
2

= 0�999 1), 2�4�48 m g� L
- 1

fo r 20(R ) �g insen�
oside Rh1 ( r

2
= 0. 999 7 ), respect iv ely. The av erage recoveries fo r four m arker com pounds w ere f rom

98�0% to 100�3% . C onclusions Th is m ethod is accurate, reliab le and reproduc ib le fo r quality contro l o f

converted products o f g inseng ex trac.t

K ey w ords: g inseng extrac;t converted produc;t H PLC; 20 (S ), 20( R ) �g insenoside Rg2; 20( S ), 20(R ) �
g insenoside Rh1; content de term 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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