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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紫外光谱研究了光、温度、pH、N a2SO 3、FeSO 4 及抗坏血酸对黄芩素稳定性的影响。在室温

条件下, 黄芩素溶液的吸光度值在 6h 内强度有明显的下降; 当温度升高或在避光条件下, 偏酸性黄芩素溶

液的吸光度值在 6h 内强度不变, 而碱性条件下依然有下降趋势; 但黄芩素溶液加入抗坏血酸或 N a2SO 3

后, 吸光度值可稳定不变。本文研究提示: 黄芩素对光和 pH 稳定性差; 抗坏血酸和N a2SO 3 具有提高黄芩素

溶液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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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唇形科植物黄芩 (S cu tellaria B aicalensis Georg i) 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图 1　黄芩素的结构式

止血安胎等功效, 临床上用于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扁桃腺炎、急性
咽炎、肺炎、痢疾和抗肿瘤等疾病[1 ] , 并对治疗急慢性肝炎有明显
疗效。黄芩素 (B aicalein)是中药黄芩的重要单体, 属于黄酮类化合
物 (图 1)。它具有抗菌、抗病毒、保肝、利胆、利尿、抗癌等多种药
理作用, 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抗菌
消炎和抗感染。本文利用吸收光谱法, 研究了光、温度、pH、

N a2SO 3、FeSO 4 及抗坏血酸对黄芩素溶液稳定性的影响, 旨在为

黄芩素的提取、分离条件的设定提供依据。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材料

H P 8453 UV 2V is 吸收光谱仪 (美国惠普公司) ; R E2524 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 黄
芩素由本室利用酶解法[2 ]从黄芩中提取分离而得, 经红外、紫外、核磁及熔点测定, 确定为黄芩素纯
品。其他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2. 2　溶液的制备

2. 2. 1　缓冲液的配制

取磷酸 8. 3mL 加水至 500mL 得A 液; 取N a2H PO 4 71. 63g, 加水使溶解至 1000mL 得B 液; 取



A、B 不同体积精确配制成 pH 值分别为 2. 0, 3. 0, 4. 0, 6. 8, 8. 0, 9. 0, 10. 0 的磷酸盐缓冲溶液。

2. 2. 2　测试样品配制

准确称取 28. 3m g 黄芩素样品,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于 10mL 的容量瓶中, 制成浓度为
2. 83m gömL 溶液。再精密吸取 80ΛL 于 10mL 容量瓶中, 用不同 pH 值的缓冲液定容, 备用。

2. 3　测定方法

2. 3. 1　pH 值对黄芩素紫外吸收光谱的影响

取不同 pH 值样品溶液, 稳定 1h 后, 以磷酸盐缓冲溶为空白, 分别测定其紫外2可见吸收光谱,

观察吸收波长为 272nm 处吸收变化。

2. 3. 2　温度影响的测定[3 ]

取不同 pH 值样品, 分别置于室温、50、60 和 80℃恒温水浴中保温, 以磷酸盐缓冲液为空白, 测
定不同保温时间样品的紫外2可见吸收光谱, 观测 6h 内吸收波长为 272nm 处吸收峰强度的变化。

2. 3. 3　光照影响的测定[4 ]

取 pH 6. 8 样品三份, 分别置于自然光下、紫外灯光照下、暗箱中, 以pH 6. 8 的缓冲液为空白,

测定其紫外2可见吸收光谱, 观测 6h 内吸收波长为 272nm 处吸收峰强度的变化。

2. 3. 4　还原剂影响的测定

取 pH 6. 8 的样品, 分别加入 20ΛL 的N a2SO 3、FeSO 4 和抗坏血酸 (浓度均为 0. 1molöL ) , 置于室
温下, 以 pH 6. 8 的缓冲液为空白, 测定不同时间样品的紫外2可见吸收光谱, 加入抗坏血酸的观测
330nm 处, 其余观察 272nm 处吸收峰强度的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3. 1　pH 值对黄芩素溶液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影响

不同 pH 值黄芩溶液在室温条件下, 吸收光谱有较大变化。pH = 2. 0、3. 0、4. 0、6. 8 时, 黄芩素
溶液最大吸收波长为 272nm , 随着碱性增加, 最大吸收波长有一定蓝移, 当 pH = 10. 0 时, 最大吸收
波长已经由 272nm 移到了 258nm。

3. 2　光照对黄芩素溶液吸收光谱的影响

pH 值为 6. 8 的黄芩素溶液在避光条件下, 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在观察时间内基本不
变; 而在自然光光照条件下, 最大吸收波长 272nm 处的吸光度值有明显的下降, 下降了 0. 24; 在紫
外灯光照条件下, 吸光度值下降了 0. 22。

3. 3　温度对不同 pH 值黄芩素溶液吸收光谱的影响

不同 pH 值黄芩素溶液放置 T = 50、60、80℃水浴和室温条件下, 吸收光谱最大吸收波长在 6h

内的变化如图 2—3 所示。在室温条件下, 当黄芩素溶液呈酸性时, 其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在
观察时间内变化较大, 而在碱性条件下则变化不是很大 (图 2) ; 当温度升高时, 黄芩素溶液呈碱性
时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值有显著下降, 而呈酸性时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值则几乎不变 (图
3)。

3. 4　抗坏血酸、亚硫酸钠和硫酸亚铁对黄芩素溶液吸收光谱的影响

pH 6. 8 的黄芩素溶液中, 分别加入抗坏血酸、亚硫酸钠和硫酸亚铁后, 紫外2可见吸收光谱图显
示, 加入亚硫酸钠的黄芩素溶液A 272在 6h 内下降了 0. 09, 加入抗坏血酸的黄芩素溶液A 330值仅下
降了 0. 03 (图 4) , 而加入硫酸亚铁的溶液有明显的下降, 说明抗坏血酸和亚硫酸钠对黄芩素的稳定
性起到了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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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抗坏血酸对吸收光谱的影响

4　结论
黄芩素在 272nm 和 330nm 有特征吸收。可利用紫外2可见

吸收光谱法测定黄芩素的含量。因此, 本文通过观察温度、光及

pH 值对A 272和A 330值的影响大小, 进而推断黄芩素在各种条
件下的稳定性是可行的。在 3 个因素中, 光照和 pH 对黄芩素
的稳定性影响比较大, 所以在黄芩素提取、合成操作过程中, 以
及黄芩素制剂储存中应尽量避光; 在酸性条件下, 加热对黄芩
素的稳定性影响较小; 在碱性条件下, 黄芩素热的稳定性较差,

因此, 黄芩素的提取过程中应避免使用碱性溶剂。同时加入抗
坏血酸和亚硫酸钠, 对黄芩素的稳定性具有保护作用, 从而, 在
黄芩素提取中, 可加入适量的还原剂以提高提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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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abil ity of B a ica l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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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ffects of ligh t, temperature, pH , vitam in C and sodium sulfite on the stability of

B aicalein w ere studied by UV 2V is spectrum. T he absorbency in tensity of B aicalein at 272nm obviously

decreases in 8h r in the condition of keep ing the so lution at the room 2temperature, w h ile acid B aicalein

so lution can stabilize fo r 6h r. A t the h igh temperature o r in the dark, o r in pH 10 the additions of sm all

amoun ts of vitam in C or sodium sulfite can stabilize the so lution.

Key words　B aicalein, Stability,UV 2V is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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