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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广西、云南两地不同产区的催吐萝芙木根茎样本中利血平含量,

并与该产区的气候特点进行了对照分析, 比较了不同产区催吐萝芙木药用价值,分析了光照对催吐萝芙木

药用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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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萝芙木( Rauvol f ia)为夹竹桃科萝芙木属植物, 大部分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 在我国主要分布

于广西、广东、云南、海南等地[ 1—3]。迄今为止, 从萝芙木中分离并确定了结构的生物碱有 91种, 除

了替巴因( Thebaine)和罂粟碱( Papaverine)为非吲哚类生物碱之外,其余 89种均为吲哚类生物碱,

其中含量较高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主要有利血平( Reserpine)、育亨宾 ( Yohimbine)、蛇根碱

( Serpent ine)等
[ 4, 5]
。近年来,随着萝芙木药用价值逐步被开发,野生萝芙木资源日益减少,而野生萝

芙木的产量已经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为了保护萝芙木种群和用药需求,我国广西、云南、海南等

地陆续进行萝芙木的人工培栽与仿野生人工种植。但是人工种植萝芙木的品质,尤其是药用部分中

生物碱的含量受种植地域土壤环境、气候、栽种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各地人工种植萝芙木的药

用价值各异。本实验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通过对云南和广西两地各不同产区广泛种植的催吐萝芙

木样品中利血平含量的测定,分析了光照对催吐萝芙木药用价值的影响,此结果有利于指导萝芙木

的产业化推广。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试剂

Waters 6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 2487 型紫外检测器, Waters 717型自动进样器(美国

Waters 公司) ; SB3200 型超声波清洗器 (上海必能信超声有限公司) ; AE240S 电子天平 (瑞士

Mett ler T oledo 公司) ; SZ-93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四氢呋喃(色谱纯)、甲醇(色谱纯) 、磷酸(分析纯)、利血平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实验用水为二次蒸馏水。

2. 2　实验方法

2. 2. 1　样品的采集

萝芙木在我国主要有云南萝芙木、催吐萝芙木和印度萝芙木3个大的人工种植品种。但印度萝

芙木与云南萝芙木生物产量低,故本实验采集生物产量高并在广西和云南两地广泛种植的催吐萝

芙木作为实验样本,采集时间均为 10月份,经河池学院邓晰朝教授鉴定均为三年生萝芙木。

2. 2. 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将萝芙木根茎洗净泥沙并低温烘干,打磨成粉状,称取约 2. 0g, 置于具塞三角烧瓶中, 加甲醇

30mL,超声提取 60min,过滤,滤渣用甲醇超声提取并洗涤 2次,合并滤液, 转移至50mL 容量瓶中,

用甲醇定容至刻度,用 0. 45�m 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2. 2. 3　色谱条件 [ 6]

色谱柱: Kromasil ODS C18柱( 200mm×4. 6mm, 粒径 5�m) , 四氢呋喃∶甲醇∶0. 3%磷酸=
20∶10∶70, 流速: 1. 0mL·min- 1 ,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为 268nm ,柱温 25℃。利血平对照品(图 1)

及萝芙木样品(图 2)中利血平峰保留时间为 13. 8min,具有较好的分离效果,理论塔板数不低于

5000。

图 1　利血平对照品色谱图 图 2　萝芙木样液色谱图

2. 2. 4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及校准曲线的建立

准确称取减压干燥至恒重的利血平对照品 10. 0mg, 用甲醇溶解后定容于 50mL 容量瓶中, 配

制成浓度为 200. 0�g/ mL 的利血平标准储备溶液,临用时稀释为 4. 0、10. 0、20. 0、40. 0�g/ mL 的标
准系列工作液。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峰面积, 以对照品的浓度( �g / mL)为横坐标, 以峰面积
(�V·s)为纵坐标, 线性回归方程为: y= 1. 91×104x- 2. 93×102 ( r2= 0. 9999)。

2. 2. 5　方法学考察

精密度实验: 对 20. 0�g/ mL 利血平对照品标准溶液重复进样 5次, 进样量 10�L, 以峰面积积
分值计算,标准品峰面积 RSD为 0. 21%,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稳定性实验: 对 20. 0�g / mL 利血平对照品标准溶液分别于 0, 2, 4, 8, 24, 48h 测定,利血平峰保

留时间的RSD= 0. 94% ( n= 6) ,峰面积的 RSD= 1. 07% ,说明利血平对照品溶液至少在 48h 内是

稳定的,可用于含量测定。

重现性实验:准确称取同一份萝芙木粉末各 2. 0g 总共 5份,按照萝芙木药材样品溶液制备方

法制得样液, 并测定利血平的含量,利血平含量 RSD= 1. 74%( n= 5) ,符合含量测定要求。

加样回收实验:准确称取已测定含量 ( 0. 70mg/ g )的萝芙木药材 2. 0g,每组 3份,共 3组。分别

加入相当于样品含量 50%, 100% , 150%的利血平, 并测定利血平的含量。利血平回收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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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8%—103. 7%之间,平均回收率为 98. 4% , RSD= 1. 79%( n= 9) , 符合含量测定要求。

3　结果与讨论
表 1　不同产区萝芙木根中利血平的含量

产地 样本
含量

( mg/ g)

均值

( mg/ g)
产地 样本

含量

( mg/ g)

均值

( mg/ g)

广西乐业 A1 0. 60 云南思茅 E 1 0. 60

A2 0. 56 0. 61 E 2 0. 63 0. 65
A3 0. 67 E 3 0. 71

广西东兰 B1 0. 50 云南 F1 0. 73
B2 0. 57 0. 57 西双版纳 F2 0. 71 0. 71
B3 0. 65 F3 0. 69

广西靖西 C1 0. 56 云南德宏 G1 0. 80
C2 0. 54 0. 56 G2 0. 78 0. 75
C3 0. 59 G3 0. 67

广西那坡 D1 0. 65
D2 0. 65 0. 67
D3 0. 70

图 3　不同产区萝芙木中利血平含量

与日照时间关系图

　　7个样品采集点 21个样本中利血平含量的测定表明,

催吐萝芙木根部中利血平含量范围为 0. 50—0. 80mg/ g ,

并且各个产地样品中利血平含量变化有地区性分布变化

规律(见表 1) ,我们将各个产区样本利血平含量的平均值

与该产区的气候环境进行比较, 发现样本利血平含量差异

与该产区的年均日照时间变化有相关性(见图 3) ,该地区

年平均日照时间越长, 萝芙木的利血平药用价值越高。催

吐萝芙木是一种喜阳植物, 增加适度光照有利于植物生物

产量与利血平含量的提高
[ 7]
。因此在萝芙木的产业化推广

中,应该选择日照充足,年均日照时间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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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reserpine was determined in the R. vomitoria roots in Guangx i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by HPLC. T 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value for reserpine
and the climat ic datas of each samples show that illumination is a g reat affect ion to the pharmaceut ical
value of R. vomitor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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