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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药苏木六味汤散的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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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建立蒙药苏木六味汤散的质量标准。方法：采用薄层色谱（ＴＬＣ）定性鉴别制剂中苏木，木香，槟榔，高良姜
等；以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测定苏木中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的含量：色谱柱Ｔｏｐｓｉｌ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
流动相为乙腈水（１１∶８９），检测波长为２８５ｎｍ，流速１ｍＬ／ｍｉｎ，柱温３０℃，进样量为１０μＬ。结果：苏木，木香，槟榔，高良
姜ＴＬＣ图斑点清晰、专属性强；巴西苏木素与原苏木素Ｂ的进样量分别在１１２８７５～５６４３７５ｎｇ、７１９７５～３５９８７５ｎｇ范围
内与各自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ｒ分别为０９９９７和０９９９９）。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实验ＲＳＤ％均小２０％，加样回
收率分别为９９２４％、９８０６％，ＲＳＤ分别为０１２％、０９３％。结论：所建立的定性鉴别方法专属性强、重复性好、定量方法
简便、准确、可靠，可用于传统蒙药苏木六味汤散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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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药苏木六味汤由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
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高良姜（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ｆｆｉｃｎａ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草果（ＡｍｏｍｕｍｔｓａｏＫｏＧｒｅｖｏｓｔｅｔＬｅｍａｉｒｅ）、
木香（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ｃｎｅ）、白豆蔻（Ａｍｏｍｕｍ
ＫｒａｖａｎｈＰｉｒｒｅｅｘＧａｇｎｅｐ）组成，收载于《内蒙古蒙成
药标准》［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蒙药分册》［２］（１９９８年版）中。具有祛“巴达干·赫
依”，行血化瘀功能，临床主要用于肾寒，腰腿疼痛，

妇女痛经，血瘀闭经等症，是蒙医临床常用药之一。

虽然已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蒙药分册》（１９９８年版）中，但原标准中仅有处方、制

法、性状、检查（散剂项下）和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

项；没有鉴别项和含量测定内容，无法对该制剂进行

质量控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该药的质量，保证

临床疗效，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质量标准研究，提

升其原有的标准。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ＬＣ—２０ＡＴｖｐ型 ＨＰＬＣ仪，含 ＳＰＤ
Ｍ２０Ａｖｐ型检测器、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ＶＰ色谱工作站（日
本岛津公司）；ＡＵＷ２２０型电子天平（日本岛津公
司）；ＫＱ６００ＤＢ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
有限公司）；ＡＵＹ１２０型电子天平（广州市新英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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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ＨＨＳ２６Ｓ数显恒温水浴锅（上海跃进医
疗机械厂）。ＷＳ７０１型红外线快速干燥器（上海锦
州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ＤＨＧ９０７０型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密宏实验设备有限公

司）；ＺＦＩ型三用紫外分析仪（上海顾村电光仪器
厂）；紫外分析仪 ＪＹ０２Ｓ型（北京君意东方电泳设备
有限公司）。

１２　试剂　巴西苏木素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所，供含量测定用，纯度 ＞９９％，批号：１１１８８１
２０１３０２）；原苏木素 Ｂ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所，供含量测定用，纯度 ＞９９％，批号：１１１８８２
２０１３０２）；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３　分析样品　苏木六味汤散是内蒙古民族大学
附属医院（批号：２０１５０５０４、２０１４０４１７；规格：１５ｇ）、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批号：２０１４１１１５；规格：３ｇ）、
通辽市蒙医研究所（批号：２０１４０９５２；规格：１５ｇ）、包
头市蒙医中医医院（批号：４１２１８３；规格：２１ｇ）等医
院的制剂。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　苏木的 ＴＬＣ鉴别［１３］　取样品１ｇ，加甲醇１０
ｍＬ，超声处理 ３０ｍｉｎ，滤过，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
液。另取苏木对照药材１ｇ，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
液。再取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对照品，加甲醇
制成每１ｍＬ含１ｍｇ的溶液。照 ＴＬＣ试验，取以上
溶液各２μＬ，各自点在相同硅胶 ＧＦ２５４板上，以三氯
甲烷丙酮甲酸＝８∶４∶１为展开剂，展开，晾干，即刻
置于干燥器内１２ｈ后置紫外灯（２５４ｎｍ）下检视。
样品的色谱图中，在与对照品和对照药材色谱相应

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见图１。
２２　高良姜的ＴＬＣ鉴别［１３］　取样品１ｇ，加甲醇２０
ｍＬ，超声处理 ２０ｍｉｎ，过滤，取续滤液作为样品溶
液［１３］。另取高良姜对照药材１ｇ，同法制成对照药
材溶液。再取高良姜素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１ｍＬ
含１ｍｇ的溶液。照 ＴＬＣ实验，吸取上述溶液各 ２
μＬ，各自点在相同硅胶薄层板上，以正己烷醋酸乙
酯甲醇冰乙酸１０∶１∶１∶０５上层为展开剂，并展开
２次，再晾干，喷 １０％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Ｈ２ＳＯ４溶液显
色。样品色谱图中，与对照品和对照药材相应的位

置上，显出颜色相同的斑点。见图２。
２３　木香的ＴＬＣ鉴别　取样品１５ｇ，加ＣＨ３ＯＨ１５
ｍＬ，超声３０ｍｉｎ，过滤，滤液蒸干，残渣加甲醇２ｍＬ
使溶解，即得滤液作为样品溶液。再取去氢木香内

酯、木香烃内酯对照品，加甲醇制成１ｍＬ含１ｍｇ的
溶液，作为对照品溶［１３］。吸取上述溶液各５μＬ，各

自点在相同硅胶 Ｇ板上，以１５∶５∶１比例的环己烷
甲酸乙酯甲酸作为展开剂，预饱和２５ｍｉｎ，展开，当
展距约１５ｃｍ时取出，晾干。分别喷以５％的香草醛
硫酸溶液，于１０５℃加热至２～３ｍｉｎ斑点清楚，在日
光下检识。样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

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结果见图３。

图１　苏木薄层色谱鉴别
　　注：１～５供试品；６苏木对照药材；７巴西苏木素对照品；８原苏

木素Ｂ对照品；９阴性对照

图２　高良姜薄层色谱鉴别
　　注：１～５供试品；６高良姜对照药材；７高良姜对照品；８阴性对照

２４　槟榔的ＴＬＣ鉴别　取样品２ｇ，加浓氨试液适
量润湿，加三氯甲烷８０ｍＬ，回流提取３０ｍｉｎ，过滤，
滤液挥干，残渣加甲醇０５ｍＬ，使溶解，作为供试品
溶液［１３］。另取槟榔对照药材２ｇ，同法制成对照药
材溶液。吸取上述溶液各５μ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薄层板上，置氨蒸气预报和的展开缸内，以环己
烷乙酸乙酯浓氨试液８∶７∶０２为展开剂，展开，取
出晾干，分别置于碘缸中熏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

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材和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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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见图４。

图３　木香薄层色谱鉴别
　　注：１木香烃内酯；２去氢木香内酯；３阴性对照；４－８供试品

图４　槟榔薄层色谱鉴别
　　注：１～５供试品；６阴性对照；７槟榔对照药材

２５　苏木中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含量的测定
２５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ＴｏｐｓｉｌＣ１８（４６ｍｍ×
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乙腈水（１１∶８９）；流速：１０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８５ｎｍ；柱温：３０℃；进样量为
１０μＬ。
２５２　溶液的配制　１）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分别精
密称取巴西苏木素与原苏木素Ｂ对照品３０１ｍｇ和
３０３ｍｇ，置１０ｍＬ量瓶中，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
度，摇匀，制成 ０３０１ｍｇ／ｍＬ巴西苏木素和 ０３０３
ｍｇ／ｍＬ原苏木素 Ｂ的对照品溶液。２）混合对照品
溶液的制备：取上述巴西苏木素对照品溶液（０３０１
ｍｇ／ｍＬ）和原苏木素 Ｂ对照品溶液（０３０３ｍｇ／ｍＬ）

再分别精密吸取１５ｍＬ和０９５ｍＬ至１０ｍＬ棕色
容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制成每１ｍＬ分别含巴西
苏木素４５１５μｇ和原苏木素 Ｂ２８７９μｇ的混合对
照品溶液。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苏木六味汤散约
１５ｇ，精密称定，置圆底烧瓶中，精密加入８０％的甲
醇５０ｍＬ，称定重量加热回流２０ｍｉｎ，放冷，再称定重
量，用８０％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静置，取上清
液，经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２５３　系统适用性试验　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
液、供试品溶液各１０μＬ，按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
录色谱。见图５、６。由图可知，供试品溶液与混合
对照品溶液均在相同保留时间处出现巴西苏木素和

原苏木素Ｂ的吸收峰，且与其他组分峰达到基线分
离，分离度均大于１５。理论板数按原苏木素 Ｂ峰
计算应不低于３０００。

图５　混合对照品高效液相色谱图
　　注：１巴西苏木素；２原苏木素Ｂ

图６　苏木六味汤散高效液相色谱图
　　注：１巴西苏木素；２原苏木素Ｂ

２６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上述混合对照品溶
液（１ｍＬ分别含巴西苏木素的浓度为５２８μｇ、原苏
木素Ｂ７４２μｇ）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μＬ注入高
效液相色谱仪进行测定。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其峰

面积，以进样量（ｘｎｇ）横坐标，峰面积（ｙ）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分别为：Ｙ巴西苏木素 ＝
２００００００Ｘ－８６３６２（ｒ＝０９９９７），Ｙ原苏木素Ｂ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Ｘ－２７４２５（ｒ＝０９９９９）。

结果是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的进样量分别
在１１２８７５～５６４３７５ｎｇ、７１９７５～３５９８７５ｎｇ范
围内与各自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见图７，图
８。
２７　精密度试验　称取苏木六味汤散（批号：
４１２１８３、包头市蒙医中医医院提供）约１５ｇ，精密称
定，按供试品制备方法制备待测溶液，再按“２５１”
项下色谱条件连续进样５次，记录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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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的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０４９％、０４９％，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见表１。

图７　巴西苏木素对照品的线性关系

图８　原苏木素Ｂ对照品的线性关系

表１　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精密度试验结果

样品量

（ｇ）
ｎ
巴西苏木素

（Ａ）
平均值

（Ａ）
ＲＳＤ
（％）

原苏木素Ｂ
（Ａ）

平均值

（Ａ）
ＲＳＤ
（％）

１ ３８７４１５ ４１１６９４
２ ３８９７０１ ４１７８８４

１５０１６ ３ ３８５６４２ ３８７０８６ ０４９ ４１５６４４ ４１４６７９０４９
４ ３８４２２５ ４１３８４６
５ ３８７９５０ ４１４３１３
６ ３８７５８２ ４１４６９１

２８　稳定性试验　取苏木六味汤散（批号：
２０１４０４１７，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提供）约１５ｇ，
精密称定，按供试品制备方法制备待测溶液，分别于

室温下放置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ｈ，按“２５１”项下色谱
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

结果是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的峰面积的
ＲＳＤ分别为１２４％，０５９％。表明供试品溶液在１２
ｈ内稳定性良好。见表２。

表２　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稳定性试验结果（ｎ＝６）

样品量

（ｇ）
ｈ巴西苏木素

（Ａ）
平均值

（Ａ）
ＲＳＤ
（％）

原苏木素Ｂ
（Ａ）

平均值

（Ａ）
ＲＳＤ
（％）

０ ６２１６０９ ４０５５６５
２ ６１７５４９ ４０８０９６

１５００９ｇ４ ６１８５７７ ６１４４２６１２４ ４１１４３６ ４０９３７３０５９
６ ６１９２９３ ４１２２４８
８ ６０３９７７ ４０９０６６
１０ ６０５５５２ ４０９８２６

２９　重复性试验　称取苏木六味汤散（批号：
４１２１８３，包头市蒙医中医医院提供）约 １５ｇ，共 ６
份，分别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２５１”项下色谱条
件进样测定，平行测定６次，记录峰面积，计算样品
含量。

结果是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峰面积的ＲＳＤ

分别为１９７％、１１２％（ｎ＝６），表明该方法重复性
良好。见表３。

表３　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重复性试验结果

Ｎ
样品量

（ｇ）
巴西苏木素

Ａ（ｎ＝３）ｍｇ／ｇＲＳＤ（％）
原苏木素Ｂ

Ａ（ｎ＝３） ｍｇ／ｇ ＲＳＤ（％）
１ １５０１４４１２７３４２０１４９ １９７ ４３８５１７ ４４０８５ １１２
２ １５０１０４１３５１７２１０９４ ４３２５２９ ４３４９８
３ １５００４４１２９３８２１０７３ ４３１４０５ ４３４０３
４ １５００６３９８０６７２０３２７ ４２７２４０ ４２９８１
５ １５００７３９７９６６２０３２７ ４２７５５８ ４３０１０
６ １５０２５４０３６２２２０５７９ ４２４７７３ ４２７３２

２１０　加样回收率试验　分别取已知含量的苏木六
味汤散０７５ｇ，共６份，精密称定。精密吸取每份适
量加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的对照品，制备供试
品溶液。再按“２５１”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
峰面积，并计算加样回收率。

结果是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的平均回收率和
ＲＳＤ分别为 ９９２４％、０１２％和 ９８０６％、０９３％。
见表４。

表４　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加样回收率
试验结果（ｎ＝６）

成分
样品量

（ｇ）
样品中含量

（ｍｇ）
加入量

（ｍｇ）
实测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收率

（％）
ＲＳＤ
（％）

巴西苏木素

０７５０３ １００１８ １１１０１２１０１２９９０４ ９９２４ ０１２
０７５０６ １００２４ １１１０３２１０４３９９２４
０７５０９ １００２９ １１１０１２１０４６９９２４
０７５０１ １００１２ １１１０４２１０４１９９３２
０７５０４ １００３２ １１１０６２１０４４９９１５
０７５０２ １００１４ １１１０８２１０５１９９３６

原苏木素Ｂ
０７５０４ ２１３４４ ２１３７７４２１１２９７１５ ９８０６ ０９３
０７５０６ ２１２３５ ２１３０１４２１６５９８２６
０７５０８ ２１００７ ２１２７８４２１６９９９４５
０７５０１ ２１２５１ ２１４０１４２０１８９７０４
０７５０２ ２１０９８ ２１２０４４２００３９８５９
０７５０１ ２１２２４ ２１２３９４２０１８９７９０

２１０　样品测定　取六批苏木六味汤散约１５ｇ，精
密称定，每批制备３份，再按“２５１”项下色谱条件
进样１０μＬ，每份测定３次，并计算样品的含量。

结果 是 民 大 附 院 （２０１４０４１７）、民 大 附 院
（２０１５０５０４）、国际蒙医医院、包头中蒙医医院通辽蒙
研所的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平均含量和 ＲＳＤ
见表５。
３　讨论

蒙药苏木六味汤由苏木（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ａｓａｐｐａｎＬ）、
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高良姜（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ｆｆｉｃｎａｒｕｍ
Ｈａｎｃｅ）、草果（ＡｍｏｍｕｍｔｓａｏＫｏＧｒｅｖｏｓｔｅｔＬｅｍａｉｒｅ）、
木香（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ｃｎｅ）、白豆蔻（Ａｍｏｍｕｍ
ＫｒａｖａｎｈＰｉｒｒｅｅｘＧａｇｎｅｐ）组成，收载于《内蒙古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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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批号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Ｂ样品测定结果（ｎ＝３）

批号 取样量（ｇ） 巴西苏木素

峰面积（Ａ）含量 ｍｇ／ｇ平均含量 ｍｇ／ｇＲＳＤ（％）
原苏木素Ｂ

峰面积（Ａ）含量 ｍｇ／ｇ平均含量 ｍｇ／ｇＲＳＤ（％）

民大附院（２０１４０４１７）
１５００２ ７３１３８０ ３６９９６ ３７５６９ １３６ ４４４６９９ ４４７１１ ４３８６６ １７５
１５０１５ ７４６７２７ ３７７３ ４３００７６ ４３２１２
１５０１５ ７５１７２０ ３７９８ ４３４４５０ ４３６７６

民大附院（２０１５０５０４）
１５１１４ ５４４６８４ ２７４５７ ２８００４ １９１ ４１０６４７ ４１０２７ ４１８４１ １９
１５０１２ ５５２３９４ ２８０２９ ４１６３７８ ４１８７８
１５０１３ ５６２３５２ ２８５２５ ４２３７９９ ４２６１７

国际蒙医医院

１５００８ ５１３４５１ ２６０９ ２６００３ １２５ ３８８８５０ ３９１３８ ３９３４２ ０５１
１５００９ ５１７１８５ ２６２７５ ３９３３８６ ３９５３８
１５００８ ５０４５３６ ２５６４５ ３９０９６５ ３９３５

包头中蒙医医院

１５００６ ３９８０６７ ２０３２７ ２０４０４ ０７４ ４２７２４０ ４２９８１ ４２８９１ ０４３
１５００７ ３９７６９９ ２０３０７ ４２７５７８ ４３０１２
１５０２５ ４０３６１２ ２０５７８ ４２４７７３ ４２６８

通辽蒙研所

１５０１１ ２４８７１４ １２８５８ １２６５２ １５２ ３０１９２４ ３０４４４ ３０７８６ １３１
１５００６ ２４３９６６ １２６２１ ３０９６７６ ３１２２９
１５０１３ ２４１００９ １２４７７ ３０４３７６ ３０６８５

药标准》［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蒙药分册》［２］（１９９８年版）中。具有祛“巴达干·赫
依”，行血化瘀功能，临床主要用于肾寒，腰腿疼痛，

妇女痛经，血瘀闭经等症，是蒙医临床常用药之一。

虽然已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

蒙药分册》（１９９８年版）中，但原标准中仅有处方、制
法、性状、检查（散剂项下）和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

项；没有鉴别项和含量测定项内容，无法对该制剂进

行质量控制。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该药的质量，保

证临床疗效，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质量标准研究，

提升其原有的标准。李争春等［３］研究苏木中，初步

确定了１６种化合物，其中的主要成分有槲皮素、巴
西苏木素、异甘草素、原苏木素 Ｂ、ｂｒａｚｉｌＡ、３′去氧
苏木醇、４Ｏ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ｒａｚｉｌｉｎ、苏木查耳酮、（αＳ）－α，
２′，４，４′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ｌｃｏｎｅ等，其中巴西
苏木素是苏木水提物的主要化学成分。苏木主要成

分为酚类化合物。分别为苏木酮 Ａ，３去氧苏木酮
Ｂ，苏木查尔酮，３去氧苏木查尔酮，原苏木素 Ｂ，
（－）－丁香树脂酚和表苏木醇等成分。近年研究
表明苏木除传统功效外，还有新的药理活性，如抗肿

瘤、抗氧化作用等［４］。巴西苏木红素又名苏木红素

（ｂｒａｚｉｌｅｉｎ），是我国常用中药材苏木（又名苏方木，
苏枋，赤木，红柴，戈梅芳）中主要活性成分巴西苏

木素的氧化产物［５］。目前酚类物质是苏木中公认

的活性成分，主要包括高异黄酮、苏木素、原苏木素、

苏木查耳酮及苯丙素类，且发现苏木种子中含有大

量的卡山烷型二萜［６］。苏木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

高异黄酮、查尔酮和苯并环氧庚烷等。在后续的实

验中，又分离得到１０个化合物，分别鉴定（－）－５
Ｏｍｅｔｈｙｌ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ｎ（１）、（－）－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ｐｈｅｎｏｌ（２）、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ｎ（３）、３，５二甲氧基４羟基肉桂醛
（４）、６，４′二羟基７甲氧基黄烷酮（５）、（＋）－南
烛木树脂酚（６）、３，７二羟基色原酮（７）、３′Ｏ甲氧
基巴西苏木素（８）、３′Ｏ甲基苏木醇（９）以及３′Ｏ
去氧苏木醇（１０）。这１０个化合物按其结构类型可
分为新黄酮类（１～３），肉桂醛类（４），黄烷酮类（５），
木脂素类（６），色原酮类（７）和高异黄酮类（８～１０），
其中化合物１～５系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７］。

苏复宁洗液（冻干）是以我国传统中药苏木经提取

制备成的一种用于预防膀胱癌术后复发的中药制

剂，为桔红色无定形粉末或疏松固体状物，该制剂对

膀胱肿瘤细胞有显著的杀伤作用，具有抗癌活性高、

毒性小、安全有效等诸多优点［８］。苏木提取物作用

后，肝癌细胞内 ＰＣＮＡ平均表达与其对照组比较明
显减小，实验结果表明苏木提取物对肿瘤细胞的增

殖有良好的抑制作用［９］。苏木粗提物对多种肿瘤

细胞均能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能通过诱导人卵巢

癌细胞 Ｓｋｏｖ３产生凋亡［１０］。木香为菊科植物木香

（ＡｕｘｋｌａｎｄｉａｌａｐｐａＤｅｎｃｎｅ）的干燥根。木香中主要
代表性成分为木香烃内酯和去氢木香内酯，该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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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有松弛平滑肌作用。木香烃内酯还具有抑制溃

疡作用［１１］。去氢木香内酯是菊科植物木香干燥根

的活性成分。其具有很好的抗癌、抗菌、抑制胃溃

疡、增加胃肠蠕动等作用。目前，木香烃内酯（ＣＴ）
主要通过影响肿瘤细胞的细胞周期、诱导细胞凋亡、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端粒酶活性而抗肿瘤，是否

存在其他方面的机制还有待研究。同时，有关 ＣＴ
对正常细胞毒性实验研究较少，仅少量文献表明其

细胞毒性较低，如果ＣＴ的毒理活性低，将可能具有
比其他抗肿瘤药物更大的临床应用价值［１２］。槟榔

为棕榈科植物槟榔（ＡｒｅｃａｃａｔｅｃｈｕＬ）的干燥成熟种
子［１３］。棋榔辛、苦、温，归胃、大肠经，具有杀虫、消

积、行水、降气、截拒的功效，主要用于绦虫病、蛔虫

病、姜片虫病、虫积腹痛、积滞湾、里急后重、水肿脚

气、拒疾。历代本草记载，在使用本药时，有生、熟之

分，“急治生用，经火则无力”。现代药理研宄表明，

槟榔具有驱虫杀虫、促胃肠运动、抗菌、抗抑郁、抗氧

化等作用，槟榔生用主要用于杀虫；炒制后主要用于

消积导滞［１４］。槟榔种子含总生物碱０３％～０６％，
主要为槟榔碱，并含有少量槟榔次碱、去甲基槟榔

碱、去甲基槟榔次碱、异去甲基槟榔次碱、槟榔副碱

及高槟榔碱等，均与鞣酸结合存在。还含有鞣质、脂

肪、甘露醇、半乳糖、蔗糖、α儿茶精、表儿茶精、无色
花青素、槟榔红色素、皂苷及多种原矢车菊素的二聚

体、三聚体、四聚体等。所含脂肪酸的组成为：月桂

酸１９５％、肉豆蔻酸４６２％、棕榈酸１２７％、硬脂酸
１６％、癸酸０３％、油酸６２％、亚油酸５４％、十二
碳酸０３％、十四碳烯酸７２％，又含氨基酸，其中脯
氨酸占１５％以上［１５］。目前对槟榔化学成分的研究

集中在槟榔碱［１６］。大量实验研究表明槟榔中主要

有４种生物碱，分别是槟榔碱、槟榔次碱、去甲基槟
榔碱、去甲基槟榔次碱；后来研究人员又发现了异去

甲基槟榔次碱、高槟榔碱。其他有效成分还有槟榔

多酚，总黄酮、槟榔油等［１７］。采用硅胶柱色谱和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ＬＨ２０等分离方法，对马槟榔Ｃａｐｐａｒｉｓｍａ
ｓａｉｋａｉ果实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纯化，依据理化性
质及波谱数据分析进行结构鉴定，从中分离鉴定了

１０个单体化合物，分别为：杜仲树脂酚（１）、ｅｒｙｔｈｒｏ
ｇｕａ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βＯ４′ｓｉｎａｐｙｌｅｔｈｅｒ（２）、ｈｅｄｙｏｔｏｌＣ
（３）、ｈｅｄｙｏｔｉｓｏｌＡ（４）、ｈｅｄｙｏｔｉｓｏｌＢ（５）、ｏｚｏｒｏａｌｉｄｅ
（６）、５α，６αｅｐｏｘｙ３β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ｒｇｏｓｔａ２２ｅｎｅ７ｏｎｅ
（７）、松柏醛（８）、３羟基５（对羟基苯基）戊酸（９）、
β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ｐｉｏｖａｎｉｌｌｏｎｅ（１０）。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结构类型包括木脂素、大环内酯、甾醇及酚类。化合

物１～１０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其中１～７为首次
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１８］。槟榔也具有口腔细胞

毒性、生殖细胞毒性、肝细胞毒性、免疫细胞毒

性［１９］。高良姜为姜科植物高良姜（Ａｌｐｉｎ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
ｒｕｍＨａｎｃｅ）的干燥根茎。根茎含有黄酮类、挥发油、
甾醇类化合物，以及鞣质、淀粉、脂肪及微量元素等

化学成分，其中的黄酮类成分为其有效成分之一。

目前己从其药材中分离鉴定了几十种化合物［２０］。

草果为姜科植物草果（ＡｍｏｍｕｍｔｓａｏｋｏＧｒｅｖｏｓｔｅｔＬｅ
ｍａｉｒｅ）的干燥成熟果实。临床常以炮制品入药，炮
制的方法历代本草均有记载。然而有关炮制品的成

分及炮制机理的研究较少［２１］。目前国内外学者主

要集中于草果挥发油成分的研究，他们主要对不同

产地、不同提取方法（水蒸气蒸馏法、微波萃取技术

等）以及草果全株各部位的挥发油进行提取，并对

其化学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２２］。草果中含有挥发

油，油中含α、β一旅烯，１，８一按油素，对一聚伞花
素，壬醛，癸醛，芳樟醇，樟脑，α一松油醇，香叶醇，
草果酮，橙花叔醇等。尚含Ｚｎ、Ｃｕ、Ｆｅ、Ｎｉ、Ｍｎ、Ｃｏ等
无机元素［２３］。草果具有调节胃肠功能、降脂减肥、

降血糖、抗氧化、抗肿瘤、防霉和抗炎镇痛等作

用［２４］。在高良姜叶的甲醇提取液中共鉴定出分属

于两类成分的 １６个化合物，其中黄酮类物质白杨
素、乔松素、杨芽黄素、芹菜素、高良姜素、高良姜素
３Ｏ甲醚、金合欢素、山柰酚、山柰素、槲皮素、异鼠
李素、芦丁。二芳基庚烷类成分包括益智酮甲、益智

醇、六氢姜黄素和 ｈａｎｎｏｋｉｎｏｌ［２５］。白豆蔻为姜科植
物白豆蔻（ＡｍｏｍｕｎｋｒａｖａｎｈＰｉｅｒｒｅｅｘＧａｇｎｅｐ）或爪
哇白豆蔻（ＡｍｏｍｕｍｃｏｍｐａｃｔｕｍＳｏｌａｎｄｅｘＭａｔｏｎ）的
干燥果实［２６］。含有主要成分１，８桉叶油素及 α，β
蒎烯、α松油醇、松油醇４、芳樟醇［２７］。白豆蔻精油

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由单萜烯类化合物、倍半萜烯类

化合物以及萜烯类氧化物构成的，并且以前两类化

合物占大多数。无论任何产地的白豆蔻精油，均以

桉油精为含量最高的化学成分［２８］。白豆蔻属名贵

中药材之一，始载于唐代《开元本草》，又名白豆寇、

白寇仁，性辛、温，入脾、胃、肺经，为姜科植物白豆范

口口或爪哇白豆范的干燥成熟果实，具有芳香化湿、

健胃止呕、抑菌防腐之功效。其主要药效成分为按

油精，起解热、消炎、抗菌的作用。白豆蔻是三仁汤

的主要组方药材之一，临床上多配伍使用，主治呕恶

欲吐、胃院胀满、妊娠呕吐、口臭等症［２９］。

方中苏木、高良姜、木香、槟榔的薄层色谱鉴别

鉴了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方法，展开

·７７４·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２月第１３卷第２期



剂比例做了适当调整，结果均能达到良好分离，斑点

清晰，重复性好；结果表明，该方法简便、斑点清晰可

以作为定性鉴别和检查来控制药品的质量。

通过对苏木中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高效
液相色谱分析，在２８５ｎｍ处有较高吸收，为方便检
验，选择检测波长为２８５ｎｍ，在２８５ｎｍ处测定峰面
积响应及线性良好。

对流动相进行了优选，包括不同比例的甲醇
水，乙腈水等流动相系统，最终选用乙腈水溶液
（１１∶８９）为流动相，巴西苏木素和原苏木素 Ｂ的色
谱峰型好，保留时间适宜，分离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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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ｉｄｓ［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５，５：１１３１８．

［１１］ＷａｎｇＭ，ＺｈａｏＨＸ，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ｕｓｅｏｆＤＮＡ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

ｆｏｒ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ｐＤＮＡａｎｄｎｒＤＮＡ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Ｊ］．Ｇｅｎｅ，２０１３，５２８（２）：２０６２１５．

［１２］ＹｕａｎＱＪ，ＺｈａｎｇＢ，Ｊｉ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

ｒ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ｙｉｎ

ｆｅｒｒｅｄｆｒｏｍＤＮＡｂａｒｃｏｄｅｓ［Ｊ］．ＭｏｌＥｃｏｌＲｅｓｏｕｒ，２０１５，１５（２）：３５８

３７１．

［１３］ＣｈｅｎＳ，ＰａｎｇＸ，ＳｏｎｇＪ，ｅｔａｌ．Ａ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ｉｎｈｅｒｂ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ｏＤＮＡ［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Ａｄｖ，２０１４，３２

（７）：１２３７１２４４．

［１４］陈士林，刘安，李琦，等．中药饮片标准汤剂研究策略［Ｊ］．中国

中药杂志，２０１６，４１（８）：１３６７１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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