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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３０７００２）
 ［通信作者］　郑璐，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中药欧盟质量标准；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ｌｕ＠ｙａｎｇｚｉｊｉａｎｇｃｏｍ

款冬花欧盟质量标准研究
△

相婷１，吴丽真１，郑璐１，周海燕２

（１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质量控制实验室，江苏　泰州　２２５３２１；
２中国中药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９５）

［摘要］　目的：根据 《欧洲草药植物专论研究指导原则》建立款冬花药材的质量标准，主要包括薄层鉴别方

法和含量测定方法。方法：薄层鉴别选用款冬酮作为指标成分，以环己烷乙酸乙酯（４∶１）为展开剂，展开后喷以硫
酸乙醇试液加热显色，置于紫外灯３６５ｎｍ下检视；含量测定采用 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Ａ色谱柱，甲醇水为流动相，梯
度洗脱，柱温：３５℃，流速：０８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２２０ｎｍ。结果：薄层鉴别方法专属性强，主成分条带清
晰，辨识度高；含量测定方法学结果表明款冬酮在３０７４～１５３７μｇ·ｍＬ－１内线性关系良好（ｒ＝０９９９９），平均回收
率为９９９％（ＲＳＤ＝２０％），重复性、中间精密度、稳定性及耐用性考察 ＲＳＤ均小于２０％。结论：本研究中建立
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和含量测定方法可准确测定款冬花中款冬酮的含量，为 《欧洲药典》款冬花专论提供研究

数据。

［关键词］　款冬花；欧洲药典；款冬酮；薄层鉴别；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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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冬花为菊科植物款冬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Ｌ的干
燥花蕾，具有润肺下气、止咳化痰之功效，用于治

疗新久咳嗽、喘咳痰多和老嗽咳血等症［１］。款冬花

中主要含有萜、黄酮和生物碱等类成分［２］。现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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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表明，款冬花醇提物具有明显的镇咳祛痰

作用［３］；款冬酮能显著增加外周作用，具有较强的

升压作用［４］；另有实验证明款冬酮具有较强的抗过

敏和抗炎作用［５６］。本研究以款冬酮为指标性成分，

按照 《欧洲草药植物专论研究指导原则》建立款冬

花药材的薄层鉴别方法和 ＨＰＬＣ含量测定方法，为
《欧洲药典》款冬花专论的质量标准草案提供详细

的研究资料。

１　仪器与试药

瑞士ＣＡＭＡＧ薄层成像系统；美国安捷伦１２００高
效液相色谱仪（Ｇ１３２２Ａ脱气机，Ｇ１３１２Ａ二元高压泵，
Ｇ１３６７Ｂ自动进样器，Ｇ１３１６Ａ柱温箱，Ｇ１３１５Ｄ紫外
检测器和ＣｈｅｍＳｔａｔｉｏｎ色谱工作站）；ＫＱ２５０Ｂ型超声
清洗仪；瑞士梅特勒ＸＰ２０５ＤＲ型分析天平。

款冬酮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１１１８８４２０１１０２）；１５批款冬花样品购自河北安国市中
药材市场，经中国药科大学李会军教授鉴定为款冬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Ｌ的干燥花蕾，样品信息见表１。
ＨＰＬＣ分析用甲醇为色谱纯；ＴＬＣ分析用乙醇、

乙酸乙酯、环己烷和硫酸等试剂均为分析纯；纯化

水（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ＴＬＣ分析用硅胶 Ｇ
板（德国默克公司，１０ｃｍ×２０ｃｍ）。

表１　１５批款冬花样品信息
样品编号 植物拉丁名 产地 批号

Ｓ０１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甘肃 ２０１３１１０２

Ｓ０２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四川 ２０１３１１０３

Ｓ０３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浙江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Ｓ０４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东北 ２０１３１１０５

Ｓ０５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河南 ２０１３１１０６

Ｓ０６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山西 ２０１３１１０７

Ｓ０７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新疆 １００００３９６３

Ｓ０８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甘肃 ２０１３０４１０

Ｓ０９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河北 １３１０２３

Ｓ１０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安徽 ２０１４０２０１

Ｓ１１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河北 ２０１４０２０２

Ｓ１２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甘肃 ２０１４０２０３

Ｓ１３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江苏 ２０１４０２０４

Ｓ１４ 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河北 ２０１４０２０５

Ｓ１５ Ｏｐｅｎｆｌｏｗｅｒｓｏｆ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 河北 ２０１３１１

２　方法与结果

２１薄层鉴别
取款冬花药材粉末（过５０目筛）约１ｇ，精密称

定，加２０ｍＬ乙醇，超声 １ｈ后过滤，滤液蒸干，
残渣溶解于１ｍＬ乙酸乙酯中，即得供试品溶液。另
取款冬酮对照品约１ｍｇ，精密称定后溶解于１ｍＬ乙
醇溶液中，即得对照品溶液。吸取以上供试品溶液

和对照品溶液各５μ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Ｇ薄层色
谱板上，条带点样，以环己烷乙酸乙酯（４∶１，Ｖ／Ｖ）
为展开剂，展距不小于８ｃｍ，展开后取出晾干，喷
以硫酸乙醇试液显色，置于紫外灯３６５ｎｍ下检视。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

示相同颜色的荧光条带，见图１。

注：１～８Ｓ０１～Ｓ０８号样品；９款冬酮；１０Ｓ１５；１１～１６Ｓ０９～

Ｓ１４号样品。

图１　１５批次款冬花薄层鉴别色谱图

２２含量测定

２２１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Ａ
（１５０ｍｍ×４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Ａ：水，流动相
Ｂ：甲醇；按程序梯度洗脱（０～１５ｍｉｎ，２５％Ａ；
１５～１６ｍｉｎ，２５％Ａ→０％Ａ；１６～２５ｍｉｎ，０％Ａ）；
流速为 ０８ｍＬ·ｍｉｎ－１；柱温为 ３５℃；检测波长为
２２０ｎｍ；进样量为１０μＬ。
２２２制备溶液
２２２１空白溶液　乙醇溶液。
２２２２对照品溶液　取款冬酮对照品约１３０ｍｇ，
精密称定，置于１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乙醇溶解并定
容至刻度，摇匀，精密吸取上述溶液１ｍＬ，乙醇稀
释定容至２５ｍＬ，即得。
２２２３供试品溶液　取款冬花药材粉末（过５０目筛）
约１０００ｇ，精密称定，置于具塞容量瓶中，精密加
入２０ｍＬ乙醇后称重，室温下超声提取１ｈ，冷却后
补足损失的重量，摇匀，过滤，收集续滤液，即得。

２２２４空白供试品溶液　不加入款冬花药材，按照
２２２３项下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进行操作，即得。
２２２５对照品供试品混合溶液　分别量取适量的供
试品溶液和空白供试品溶液，１∶１等体积混合，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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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系统适用性试验　按照２２２分别制备空白溶
液、对照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按２２１项下色谱
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见图 ２。结果显示对照
品连续进样５针，峰面积 ＲＳＤ＝００５％，对照品和
供试品溶液中款冬酮色谱峰的对称因子在 ０９５～
１０５，理论塔板数均不小于６０００，款冬酮色谱峰与
前后杂质峰分离度均大于１５０，提示该色谱系统适
用性良好。

注：Ａ空白溶液；Ｂ款冬酮对照品溶液；Ｃ供试

品溶液。

图２　款冬花及对照品溶液ＨＰＬＣ图

２２４专属性试验　按照２２２项下溶液制备方法分
别制备空白溶液、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空白

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供试品混合溶液，按２２１项
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结果显示空白溶

液和空白供试品溶液对主色谱峰无干扰，对照品供

试品混合溶液中主色谱峰峰形无裂分，提示该方法

专属性良好。

２２５线性关系考察
２２５１对照品线性关系考察　取款冬酮对照品约
１５０ｍｇ，精密称定，溶解于５０ｍＬ乙醇溶液，作为

母液。分别精密量取适量上述母液，稀释配制成质

量浓度为 ３０７４、６１４８、１５３７、４６１１、７６８５、
１５３７μｇ·ｍＬ－１的系列对照品溶液。按２２１项下色
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以质量浓度（Ｘ，
μｇ·ｍＬ－１）为横坐标、峰面积（Ｙ）为纵坐标进行线性
拟合，得回归方程Ｙ＝２９３７Ｘ＋０５９０（ｒ＝０９９９９）。
结果表明，款冬酮在３０７４～１５３７μｇ·ｍＬ－１线性关
系良好。

２２５２供试品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取款冬花药材
粉末 （过 ５０目筛）约 ０２０、０４０、０６０、１００、
１５０、２００ｇ，精密称定，按照２２２３方法制备得
到一系列不同质量分数的供试品溶液。按２２１项
下色谱条件对以上供试品溶液进行测定，记录色谱。

以质量分数（Ｘ，％）为横坐标、峰面积（Ｙ）为纵坐标
进行线性拟合，得回归方程 Ｙ＝１５０６Ｘ ＋７４１５
（ｒ＝０９９９９）。结果表明，供试品在 ０２０２６～
２００５１ｇ线性关系良好。
２２６重复性试验　分别取款冬花药材粉末（过５０目
筛）约 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ｇ（相当于 ５０％、１００％、
１５０％ ３个质量分数水平）各６份样品，精密称定。
按照２２２３方法制备１８份供试品溶液，按２２１
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结果款冬酮含

量在低、中、高３个质量分数水平下 ＲＳＤ值分别为
０８８％、０８４％、０９９％，提示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２７中间精密度试验　另外一名操作者取款冬花
药材粉末（过５０目筛）约１００ｇ，平行６份样品，精
密称定。按照 ２２２３方法制备 ６份供试品溶液。
按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用另外一台高效液相色谱仪
Ａｇｉｌｅｎｔ１２６０进行测定，记录色谱。结果两名操作者
在不同仪器上测得款冬酮含量的 ＲＳＤ值为１２８％，
提示该方法中间精密度良好。

２２８稳定性试验　分别取２２２２和２２２３项下
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适量，分别于室温下放置 ０、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８、２４ｈ时按２１项下色谱
条件进行测定，记录色谱。结果对照品和供试品峰

面积的ＲＳＤ值分别为０１２％和０２４％，提示对照品
和供试品在乙醇溶液中２４ｈ内稳定性良好。
２２９加样回收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款冬花药材粉
末（过 ５０目筛）约 ０５０ｇ，平行 ９份样品，分为
３组，分别加入 ３个质量分数水平（５０％、１００％、
１５０％）的款冬酮对照品。按照２２２３方法制备得
到９份供试品溶液。按２２１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
定，记录色谱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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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款冬花中款冬酮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ｎ＝９）

取样量

／ｇ
样品中

量／μｇ
加入量

／μｇ
测得量

／μｇ
回收率

（％）
平均回收

率（％）
ＲＳＤ
（％）

０５０１１ ５２１７５ ２４９２３ ７５９９５ ９５６ ９９９ ２０

０５００９ ５２１５４ ２４９２３ ７６６９３ ９８５

０５００３ ５２０９２ ２４９２３ ７６７９８ ９９１

０５００１ ５２０７１ ４９８４６ １０１９３４ １０００

０５００４ ５２１０２ ４９８４６ １０２８２０ １０１７

０５０１６ ５２２２７ ４９８４６ １０１７５９ ９９４

０５０１７ ５２２３８ ７４７６８ １２８０１８ １０１４

０５００４ ５２１０２ ７４７６８ １２７３３１ １００６

０５００３ ５２０９２ ７４７６８ １２８７５２ １０２５

２２１０耐用性试验　本研究中耐用性试验是通过单
变量分析法（ＯＶＡＴ）微调测试条件中的单个变量观
察结果的不受影响程度，改变色谱条件变量（流速、

流动相比例、柱温、检测波长和色谱柱），结果表明

该方法耐用性良好，具体数据见表３。

表３　色谱条件耐用性结果

色谱条件

款冬酮质量

分数（％）

１ ２

ＲＳＤ
（％）

流速／ｍＬ·ｍｉｎ－１ 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３

０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流动相比例 ７７∶２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３ １２８

（甲醇水） ７５∶２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７３∶２７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１

柱温／℃ ３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５７

３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３７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５

检测波长／ｎｍ ２１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３

２２０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２２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４

色谱柱 ＹＭＣｐａｃｋＯＤＳＡ
（１５０ｍｍ×４０ｍｍ，５μｍ）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０３７

Ｗｅｌｃｈ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ＸＢＣ１８
（１５０ｍｍ×４０ｍｍ，５μｍ）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０

２２１１样品含量测定　取１４批次款冬花样品适量，
按照２２２３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２２１
项下色谱条件进行测定，双样双针，记录色谱并计

算样品含量，结果见表４。

表４　款冬花样品中款冬酮含量测定结果（ｎ＝２）
样品编辑 产地 款冬酮质量分数（％）

Ｓ０１ 甘肃 ０１２

Ｓ０２ 四川 ０１０

Ｓ０３ 浙江 ０１２

Ｓ０４ 东北 ０１５

Ｓ０５ 河南 ０１３

Ｓ０６ 山西 ０１７

Ｓ０７ 新疆 ００９

Ｓ０８ 甘肃 ０１４

Ｓ０９ 河北 ０１０

Ｓ１０ 安徽 ０１３

Ｓ１１ 河北 ０１２

Ｓ１２ 甘肃 ０１２

Ｓ１３ 江苏 ０１２

Ｓ１４ 河北 ０１０

３　讨论

３１薄层条件筛选与优化

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款冬花薄层

鉴别方法为采用硅胶 ＧＦ２５４板，以石油醚（６０～
９０℃）丙酮（６∶１）为展开剂，展开自然晾干后直接
置于紫外灯２５４ｎｍ下检视。然而实验发现款冬酮在
２５４ｎｍ波长下未见有明显的暗斑，对照品和样品在
该条件下均不具有较好的辨识度。后经摸索发现采用

硅胶Ｇ板展开后用硫酸乙醇显色剂进行加热显色后再
置于紫外灯３６５ｎｍ下检视，款冬酮呈现清晰的蓝色
荧光条带。因欧洲草药委员会专家提出各国生产石油

醚沸程存在较大差异，建议用其他溶剂作为展开剂，

经调整最终确定环己烷乙酸乙酯（４∶１）作为展开剂。

３２含量测定条件筛选与优化

本研究对款冬酮的含量测定提取方法进行了摸

索与优化，比较了不同提取方法（超声、回流和冷

浸）、提取溶剂量（１０、２０、３０ｍＬ）和提取时间
（３０、６０、９０ｍｉｎ）对含量测定结果的影响，最终确
定最佳提取条件为 ２０ｍＬ乙醇溶液超声提取 １ｈ。
色谱条件方面比较了不同流动相比例、柱温、流速

和检测波长对色谱峰的影响，最终确定最佳色谱条

件：流动相为甲醇水（７５∶２５），柱温为 ３５℃，流
速为０８ｍＬ·ｍｉｎ－１，检测波长为２２０ｎｍ。

（下转第５１７页）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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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了刺玫果的指纹

图谱，标定出１０个共有峰，并根据对照品指认出其
中４个，１８批刺玫果与对照图谱匹配相似度较高。
但因仅凭相似度结果无法准确鉴定刺玫果的产地来

源，参考各共有峰之间的差异，本实验再通过聚类

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１８批刺玫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聚类分析将不同基原的刺玫果药材分为４大
类，如吉林安图、黑龙江伊春和河北承德的刺玫果

聚为一类，东北小兴安岭、东北大兴安岭和辽宁葫

芦岛的刺玫果聚为一类，安徽亳州产的刺玫果与其

他均不能聚为一类，这可能与刺玫果生长环境（产

地、气候、土壤等）有关。利用主成分分析，得到了

３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７３４３２％，其中，
第３个主成分经对照品比对得知是没食子酸，其余
两个主成分未知，还需结合质谱等手段进一步确定。

模式识别中，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基本一

致，并可以与相似度结果相互验证。

本文在前文基础上重新优化了 ＨＰＬＣ色谱条
件［７］，色谱条件更简单易行。主要侧重用聚类分析

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不同产地刺玫果的质量进行评价，

主成分分析能筛选出共有的特征成分，与聚类分析

结合使用，发挥各自优势，弥补了单纯用相似度评

价指纹图谱的不足，可多角度综合评判刺玫果药材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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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的薄层鉴别和含量测定
方法可灵敏检测并准确测定款冬花中款冬酮的含

量，为 《欧洲药典》款冬花专论提供详细的研究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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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ｅｄｆｌｏｗｅｒｂｕｄｓｏｆＴｕｓｓｉｌａｇｏｆａｒｆａｒ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ｎ
Ｎ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ＡＷ２６４．７ｃｅｌｌｓ［Ｊ］．
Ｆｉｔｏｔｅｒａｐｉａ，８３（２）：３１８３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７０１）

·７１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