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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色谱法评价不同产地黄根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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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评价黄根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品质的薄层色谱分析方法。【方法】以有效成

分甲基异茜草素为指标,以甲苯-乙酸乙酯-甲醇-甲酸(3：1：0.2：0.1)为展开剂,建立黄根的专属性薄层色

谱,并评价 1 0 个不同产地黄根的品质。【结果】不同产地黄根药材与对照色谱在相应位置上,显示出相同颜色

的斑点,且斑点清晰,比移值(Rf)为 0.76。【结论】薄层色谱法能够有效对黄根进行鉴别,且该方法简便、准
确,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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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a TLC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Methods】Rubiadin was indicators,methylbenzene-ethyl acetate-metha-
nol-formic acid (3：1：0.2：0.1)was developing agent.【Results】The same color spots were
shown in the corresponding position of the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 from different
origin.The spots were clear and the Rf index was 0.76.【Conclusion】The TLC method is ef-
fectiv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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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黄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常用的一种

民族药,《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201 1 年版

规 定 其 来 源 为 茜 草 科 植 物 三 角 瓣 花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的干燥根[1]。
壮医理论认为,黄根微苦、微寒,通调龙路、火路,补
气虚,强筋骨。用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
勒艾今(白血病)、矽肺、肝炎、发旺(弊病)、嚎勒(齿
衄)、幽扭(尿路感染)、林得叮相(跌打损伤)[2]。【前
人研究进展】现代相关研究表明,黄根中具有 2-甲
基蒽醌、甲基异茜草素、甲基异茜草素-1-甲醚、虎刺

醛和β-谷甾醇等化合物[3,4],其中内含的甲基异茜

草素具有增强免疫、抗抑郁、抗骨质疏松、抗炎等多

方面生物活性[5,6]。【本研究切入点】《广西壮族自

治区壮药质量标准》2008 版及 20 1 0 版中均未有黄

根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TLC)。【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对黄根进行薄层色谱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其化学

组成、药理活性以及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基本化学

信息。

1 材料与方法

1.1 基源鉴别及样本采集

  201 1 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标准研究》规定

黄根 为 茜 草 科 植 物 三 角 瓣 花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的干燥根,全年可采,实验前除

去杂质,洗净,切片,晒干。黄根性状为常绿灌木,高
1.5~2.5 m,茎直立,上部多分枝,小枝四棱形,无
毛,树皮多为灰褐色。叶对生,近革质,有光泽,具
柄;叶 片 长 圆 形 或 长 圆 披 针 形,长 7 ~ 1 3 cm,
宽 2.5~5 cm,先端渐光或金光,基部楔形而常稍偏

斜,全缘,无毛;花白色,芬芳,单性,具纤细花梗,长
约 2~2.5 cm,常 5~6 朵,有时多至 1 3 朵,花丛生

叶腋或枝顶成伞形;花萼具 5 片膜质,三角齿状成裂

片,雄花的萼常较小;花冠高脚碟状,管部圆锥形,裂
片 5,雄蕊 5,内藏,子房下位,花柱短粗,柱头小,浆
果肉质,球形,直径 6~10 mm,棕褐色,先端有环行

宿存花萼。药材标本采集:广西南宁、邕宁、柳州、防
城、凭祥、玉林和靖西共计 7 个产地 20 份药材,经广

西中医药大学朱意麟教授鉴定为茜草科植物三角瓣

花(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具体情

况见表 1。
表 1 实验样品来源

Table 1 Experimental sample source

No. 产地
Producing area

收集时间
Collection time

1 南宁 Nanning 20 1 3-07
2 邕宁 Yongning 20 1 3-07
3 柳州 Liuzhou 20 1 3-08
4 防城 Fangcheng 20 1 4-04
5 凭祥 Pingxiang 20 1 4-05
6 玉林 Yuling 20 1 4-05
7 南宁 Nanning 20 1 4-01
8 防城 Fangcheng 20 1 4-03
9 玉林 Yuling 20 1 3-09
1 0 靖西 Jingxi 20 1 3-09

1.2 试剂

  甲基异茜草素对照品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

所,批号 LOT201403,硅胶 H 板来源青岛海洋化工

厂分厂,批号 20 1 30905,其余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1.3 仪器

  主要实验仪器有电子天平 AE200(北京赛多利

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KT-300Y 超声波药品处理

机(济宁中冠超声波有限责任公司),DSY-1 四孔电

热恒温水浴锅(北京国华医疗机械厂),CAMAG-
Linomat-5 瑞士卡马半自动点样仪和 ZY-600U 薄

层色谱自动成像分析系统(北京先驱)。

1.4 方法

1.4.1 供试品和对照品溶液制备

  分别取 1 0 批次黄根药材 1.0 g,加甲醇 1 0 mL,
超声提取 40 min,放冷,离心(4000 r/min),取上清

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甲基异茜草素对照品,加
甲醇制成每 1 mL 含 1 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

溶液。

1.4.2 薄层色谱实验条件

  参照 TLC 法试验,吸取上述溶液各 1 0 μL 分别

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甲苯-乙酸乙酯-甲醇-
甲酸(3：1：0.2：0.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
以氨蒸汽熏,斑点显亮黄色。

2 结果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示相同颜色的斑点,其比移值(Rf)为 0.76。从图

1 可以看出,黄根各样品薄层色谱中,2 号和 1 0 号样

品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亮黄色斑点较弱,
其余主要色谱斑点的强弱有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样

品的采收时间及地理位置不同有关。

图 1 黄根 TLC 图

  Fig.1 TLC of Prismatomeris connate Y.Z.Ruan from
different origin

3 结论

  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201 1 年

版(第 2 卷)收录了黄根,但缺乏薄层色谱鉴别项目。
本文从药材质量的控制研究出发,建立了壮药黄根

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鉴别发现,黄根与对照品色

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示出相同颜色的斑点,其比移值

(Rf)为 0.76。表明该方法对黄根中甲基异茜草素

的鉴别有较好的适应性,且该方法简便,重现性较

好。这为壮药黄根质量标准的完善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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