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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３个 酮类成分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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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省现代中药重点实验室，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３．亳州市永刚饮片厂有限公司，安徽 亳州　２３６８００）

［摘要］目的　测定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新芒果苷、芒果苷和异芒果苷的含量。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二极管陈

列检测法，Ｓｈｉｍｐａｃｋ色谱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乙腈０．４％冰醋酸水溶液梯度洗脱，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柱温２５℃；检测波长为２５８ｎｍ。结果　所收集的知母须根样品中新芒果苷的含量为１．２％～１．９％，芒果苷的

含量为１．０％～１．６％，异芒果苷的含量为０．４％～０．６％。结论　知母须根中 酮成分含量较高，在知母须根的

综合开发利用中可考虑此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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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母为百合科植物知母（犃狀犲犿犪狉狉犺犲狀犪犪狊狆犺狅犱犲

犾狅犻犱犲狊Ｂｇｅ．）的干燥根茎，具有清热泻火、滋阴润燥等

功效［１］。知母主产于河北、安徽等地，其中河北为知

母的道地产区，安徽知母栽培面积每年维持在５万亩

左右，是知母主产地之一。知母须根较为发达，占根

茎总量的２０％～３０％，而在知母产地加工过程中，须

根作为非药用部位予以去除，大量的须根被丢弃，造

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有研究表明，知母

须根的主要化学成分与主根基本相同，且与主根在抗

炎、抗菌解热及降血糖方面具有相当作用［２３］。新芒

果苷、芒果苷、异芒果苷为知母中主要 酮类成分，其

中新芒果苷与芒果苷均具有抗炎抗哮喘作用［４］，芒果

苷还具有降血糖［５６］，抗菌［７］及抗氧化［８］的作用，异芒

果苷可以通过调节在游离脂肪酸吸收和脂质氧化上

的基因表达水平，从而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９］。知母

酮类成分的含量测定一般选用紫外检测法，宋泽璧

等［１０］用高效液相紫外检测法测定盐炙前后知母中新

芒果苷、芒果苷和异芒果苷的成分差异，刘敏等［１１］用

相同的分析方法考察炮制前后知母中新芒果苷与芒

果苷的含量变化。本研究以知母须根为研究对象，采

用高效液相二极管陈列检测法（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

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ｉｏｄｅ ａｒｒａ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ＰＬＣ

ＤＡＤ）测定知母须根中新芒果苷、芒果苷及异芒果苷

的含量，为知母须根的后续研究及其综合开发利用提

基金项目：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项目（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２１８）；安徽省

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团队（中药饮片产地加工与炮制一体

化关键技术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２０１５ＴＳ０３５）；安徽

省科技攻关项目（１５０１０４１１７）

作者简介：贾鹏晖（１９９２），男，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吴德玲，ｄｌｗｕ７３７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供实验依据。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ＬＣ１５Ｃ高效液相色谱仪；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ＬＣ１５Ｃ二元泵；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ＳＳＰＤ１５Ｃ

检测器；Ｌ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色谱工作站；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ＦＡ２００４型，上海精科）；超声清洗仪（ＡＳ５１５０Ａ

型，Ａｕｔ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Ａ１０一体式超纯水机（美国

Ｍｉｌｉｐｏｒｅ公司）。

１．２　试药　新芒果苷（批号６４８０９６７２）、芒果苷 （批

号１１１６０７２００４０２）、异芒果苷（批号２４６９９１６９）均购

于上海海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均大于９８％；乙

腈（色谱纯）：Ｆｉｓｈｅｒ；冰醋酸（分析纯）：天津市富宇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超纯水为实验室自制。知母须根采

自安徽省亳州市，河北省安国市、易县等地区，由安徽

中医药大学刘守金教授鉴定为百合科植物知母

（犃狀犲犿犪狉狉犺犲狀犪犪狊狆犺狅犱犲犾狅犻犱犲狊Ｂｇｅ．）的须根。

２　方法和结果

２．１　３个黄酮苷的含量测定

２．１．１　色谱条件　Ｓｈｉｍｐａｃｋ色谱柱（４．６ｍｍ ×

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为乙腈（Ａ）０．４％冰醋酸水溶

液（Ｂ），梯度洗脱（０～５ｍｉｎ，１０％ Ａ；５～１５ｍｉｎ，

１０％～１２％ Ａ；１５～２５ｍｉｎ，１２％～２０％ Ａ；２５～３０

ｍｉｎ，２０％～１０％ Ａ；３０～３５ｍｉｎ，１０％ Ａ），流速１．０

ｍＬ／ｍｉｎ；柱温２５℃；检测波长为２５８ｎｍ。

２．１．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新芒果苷、芒果苷及

异芒果苷对照品适量置容量瓶中，用５０％甲醇溶解，

制成新芒果苷０．５３ｍｇ／ｍＬ，芒果苷０．４４ｍｇ／ｍＬ，异芒

果苷０．０９３ｍｇ／ｍＬ的混合对照品溶液，于４℃冰箱储

存，备用。

２．１．３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知母须根粉

末（６０目）０．１ｇ，精密加入５０％甲醇２５ｍＬ，称定质

０９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ｘｕｅｂａｏ．ａｈｔｃｍ．ｅｄｕ．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ａｈｘｂｂｊｂ＠１６３．ｃｏｍ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第３７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８年４月 Ｊ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８



量，超声（功率４００Ｗ，频率４０ｋＨｚ）提取３０ｍｉｎ，放

冷后用提取溶剂补足减失的质量。过０．４５μｍ微

孔滤膜，取续滤液，即得。

２．１．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移取上述混合对照品

溶液５ｍＬ，加５０％甲醇定容至１０ｍＬ量瓶中作为

母液。并将母液分别按２、４、５、８、２０倍依次稀释，得

到系列混合对照品。分别吸取按不同倍数稀释的对

照品溶液２０μＬ，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依“２．１．１”

项下色谱条件测定。以各对照品进样质量（犡）为横

坐标，以峰面积（犢）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到

新芒果苷、芒果苷和异芒果苷的回归方程。新芒果

苷：犢＝２９８４６０５．７９犡－１１３２７２．７３，狉＝０．９９９９

（狀＝６）；芒果苷：犢＝３９３９８８５．２４犡－２６７３３６．７，

狉＝０．９９９８（狀＝６）；异芒果苷：犢＝３５９０４５３．４３犡－

３０８９１．１７，狉＝０．９９９９（狀＝６），结果表明新芒果苷、

芒果苷、异芒果苷分别在０．２６～５．２５μｇ、０．２２～

４．３５μｇ、０．０４６～０．９３０μｇ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

系良好，高效液相色谱图见图１。

注：１．新芒果苷；２．芒果苷；３．异芒果苷

图１　混合对照品（Ａ）和知母须根（Ｂ）高效液相色谱图谱

２．１．５　精密度试验　取混合对照品溶液，精密吸取

对照品溶液２０μＬ，重复进样６次，测定新芒果苷、

芒果苷、异芒果苷峰面积，计算得其ＲＳＤ值分别为

２．４５％、２．６４％、２．８９％，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１．６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于

０、２、４、６、８、１２ｈ进样，进样量２０μＬ，按上述色谱条

件测定新芒果苷、芒果苷、异芒果苷峰面积，计算得

其ＲＳＤ值分别为０．６３％、０．８４％、１．２７％，表明供

试品溶液在１２ｈ内稳定。

２．１．７　重复性试验　取同一批样品（Ｓ１）的须根粉

末６份，按“２．１．３”方法制备６份供试品溶液，精确

吸取２０μＬ，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芒果苷、新芒果

苷、异芒果苷含量，新芒果苷、芒果苷、异芒果苷的平

均含量分别为１．８４％、１．５３％、０．５６％，ＲＳＤ分别为

１．７４％、１．３９％、２．８９％（狀＝６），说明该方法重复性

良好。

２．１．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量样品（Ｓ１）的须

根粉末６份，每份约０．０５ｇ，分别精密加入等量新芒

果苷、芒果苷、异芒果苷对照品，按“２．２．３”方法制备

供试液，在上述色谱条件下依次进样测定，计算加样

回收率，结果见表１。

表１　加样回收率试验

成分
编

号

样品含

量／ｍｇ

加入量／

ｍｇ

测得量／

ｍｇ

回收率／

％

平均回

收率／％

ＲＳＤ／

％

新芒 １ ０．９２４ ０．９２ １．８３６ ９９．１３

果苷 ２ ０．９１８ ０．９２ １．８２２ ９８．２６

３ ０．９１５ ０．９２ １．８６１１０２．８３

４ ０．９２３ ０．９２ １．８３３ ９８．９１

５ ０．９２２ ０．９２ １．８１８ ９７．３９

６ ０．９１６ ０．９２ １．８２４ ９８．７０

９９．２０ １．９０

芒果苷 １ ０．７５９ ０．７７ １．５３２ １００．３９

２ ０．７７１ ０．７７ １．５２７ ９８．１８

３ ０．７６３ ０．７７ １．５２２ ９８．５７

４ ０．７６６ ０．７７ １．５４９ １０１．６９

５ ０．７６３ ０．７７ １．５１７ ９７．９２

６ ０．７６８ ０．７７ １．５２４ ９８．１８

９９．１６ １．５４

异芒 １ ０．２７９ ０．２７ ０．５４１ ９７．０４

果苷 ２ ０．２８２ ０．２７ ０．５４９ ９８．８９

３ ０．２７９ ０．２７ ０．５４８ ９９．６３

４ ０．２７８ ０．２７ ０．５３８ ９６．３０

５ ０．２８０ ０．２７ ０．５５６１０２．２２

６ ０．２７８ ０．２７ ０．５４３ ９８．１５

９８．７１ ２．１３

２．２　样品含量测定　实验收集了１１批知母须根样

品，样品来源于知母主产区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易

县，并在相同的条件下处理，取知母须根药材粉末

（６０目），采用上述条件及方法对样品中新芒果苷、

芒果苷及异芒果苷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３种 酮类成分含量测定

编号 　　产地
样品水

分／％

新芒果

苷／％

芒果

苷／％

异芒果

苷／％

Ｓ１ 亳州十九里镇马寨村 ６．２４ １．８４ １．５３ ０．５６

Ｓ２ 亳州十九里镇陈小庙村 ７．８３ １．８０ １．２８ ０．３９

Ｓ３ 亳州十九里镇马小楼村 ７．３４ １．４３ ０．９９ ０．４３

Ｓ４ 亳州十九里镇沈营村 ７．４９ １．９１ １．００ ０．４２

Ｓ５ 亳州十九里镇柳庄 ７．４３ １．７５ １．０８ ０．４７

Ｓ６ 亳州十九里镇高庄村 ８．０７ １．６７ １．３８ ０．４７

Ｓ７ 亳州十九里镇权庄 ７．６６ １．３６ １．２３ ０．４０

Ｓ８ 安国焦庄 ８．５７ １．５６ １．５０ ０．６０

Ｓ９ 安国樊庄 ７．６９ １．５６ １．１９ ０．４６

Ｓ１０ 易县西陵镇太平峪村 ８．３７ １．７１ １．５５ ０．６５

Ｓ１１ 易县西陵镇三尖峪村 ９．４５ １．２６ １．４１ ０．５８

３　讨论

由上述结果可知，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新芒果苷

的含量为１．２％～１．９％，芒果苷的含量为１．０％～

１．６％，异芒果苷的含量为０．４％～０．６％。３种 酮

苷的平均含量大小依次为新芒果苷、芒果苷、异芒果

苷。其中河北产的知母须根中芒果苷及异芒果苷含

量平均值高于亳州地区，而新芒果苷的含量低于亳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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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区，可能是知母的不同生长环境所致。

不同产地知母须根中芒果苷的含量均达到药典

对知母主根的要求（０．７％），说明知母须根中也含有

丰富的 酮类等有效成分，具有一定的综合开发利

用价值。本研究可为提高知母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提

供依据。

实验考察了不同供试品处理方法、不同流动相

及不同检测波长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最终确定以

５０％甲醇为溶剂，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以乙腈０．４％冰

醋酸水溶液梯度洗脱，在２５８ｎｍ条件下进行测定，

形成较为稳定的含量测定方法，为知母须根的质量

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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