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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川亨
一

赤芍配伍的

化学成分变化“

口李秀玲 徐 青 张 曦

肖红斌 梁鑫森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大连

摘 要 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是 中药方 剂的精华
。

中药配伍后 多化 学成分的 变化研 究尚未见报

道
。

本 文首次应 用
一

研 究川 芍
一

赤芍配伍的 多化 学成分 变化
。

由于中药成分复杂
,

需要建

立稳定
、

重复
、

可靠的液相 色谱分析方 法 然后 用 液相 色谱的统一 方 法分 离样品和数据 处理 通过

比较合煎液和单煎液 中各成分 的保 留时 间和 紫外光谱确 定合煎液 中各峰的 归属 并可研 究配伍

后化 学成分含量 的 变化
。

实验结 果表 明
,

川 芍
一

赤 芍配伍后 少数化 学成分含量发 生 变化
,

但没有发

现新峰的产 生
。

关键词 液相 色谱 川 芍 赤芍 配伍 中药化 学成分

中药复方配伍理论是方剂 的

精华
。

配伍后 中药复方的独特疗

效有其相应 的化学物质基础
,

即

中药的化学成分
。

中药的化学成

分包括无机物
、

小分子有机化合

物 贰类
、

生物碱
、

有机酸等 及生

物大分子物质 多肤
、

蛋 白质
、

多

糖等
。

近年来方剂配伍的化学成

分研究主要集中在配伍前后个别

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
’一 ’和复方

配伍后质变研究‘“ 一 ’。

中药配伍后

多化学成分的变化研究还未见报

道
。

本文应用液相色谱
一

光电二极

管阵列检测器
一

研究

中药川芍 乙 二

和 赤 芍 而 夕

的配伍后 的化学成分变化
。

所建立的分析方法稳定
、

重复 通

过 比较合煎液和单煎液 中各成分

的保 留时间和紫外光谱确定合煎

液 中各峰的归属 并 比较 了配伍

前后化学成分含量的变化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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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 由北 京西 苑 医 院提供
,

经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黄

璐琦鉴定为正 品
。

色谱分析用 乙

睛
、

乙酸 色谱纯
,

美国 公

司 超纯水由 制得
。

样品 的制备

川芍
一

赤芍合煎液 称取川

芍
、

赤芍各 克
,

混匀
,

用

倍质量 的超纯水浸泡 后
,

回流提取 倾出提取液后
,

药

渣用 倍质量的超纯水 回流提取
,

合并两次提取液
,

浓缩后 的

样品用 甲醇定容为
。

川芍单煎液 称取川芍

克
,

处理方法同上
。

赤芍单煎液 称取赤芍

克
,

处理方法同上
。

色谱分 离

高效 液

相色谱系统 四元梯度泵
、

自动进

样器
、

样 品恒温系统
、

柱恒温系

统
、

光 电二 极 管 阵列 检 测

器
,

色谱

柱
,

林 流

动相为乙睛
一

乙 酸水溶

液 由 保持
, 一 线 性 升到

, 一 线性 升 到
。

流速为

进样量为 林 。

力 刀

匕匕

队队队队一
, 、、

认认认认二二二丁一卜一一一
以以以以扁二夏二 ⋯

”

—
一不不

力 刀 刀 刀

时间 分

妻妻妻械撇轰三三

时间 分

图 川弯
、

赤芍单煎液及其合煎液水提后连续 次进样的色谱图

一 川芍 一 川芍 一 合煎液

二
、

结果和讨论

方 法考察

川芍
、

赤芍单煎液及其合煎

液 次连续进样 的色谱 图见
,

从图 可知
,

个样品 次连续进

样的重现性好
。

川芍
、

赤芍单煎液

及其合煎液重叠的色谱见 图
,

从

图 可知 即使不 同的样品
,

其相

应成分的保留时间是重复的
,

说

明建立的方法稳定
、

可靠
。

峰 归属 的确 定

川芍
、

赤芍及其合煎液 比较

的色谱图见图
,

由图中可 以清晰

的分辨出合煎液中各峰的由来
。

如合煎液 中的峰 是 由赤芍中的

两个峰和川芍中的一个峰共流 出

产生
。

利用保 留时间初步确定合

煎液中峰 一 、 、 、 、 、 、

、 、 、

为共流出峰 峰
、

、 、 、

来源于川芍的贡献

峰
、 、 、 、 、 、 、 、 、

来源于赤芍的贡献
。

由于中药

的色谱峰有共流出现象
,

所以配

伍后单一地用保留时间进行峰归

属是不可靠的
。

肠 邵 。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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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煎液

川曹
赤芍

时间 分

赤芍 匕

合煎液
饭

嵘二班
, 一 刁 一飞一 一刁 〕一

时间 分

合煎液

一勺︺

一一︸,一浏七书
,

人工 比较
。

如峰
,

合

煎 液 中该 峰 的 紫外

最大吸收是
,

,

赤芍中峰 的紫

外 最 大 吸 收 是
,

而川芍中此峰的

紫外最大吸收是
,

由紫外光谱确定

峰 是 川 芍 和赤 芍

的共流 出峰
。

川芍
、

赤 芍及 其合 煎 液 中

其 他 峰 的 紫外 光谱

比较见表
。

结 合 紫 外 光 谱

和保留时间
,

确定 了

川 芍 和 赤 芍 合煎 液

中的各峰的归属
。

合

煎 液 中峰 一 东
、

、 、 、 、 、 、

、

为共流 出峰

峰
、 、 、 、

来源于川芍的贡献

峰
、 、 、 、 、

、 、 、 、

来

源于赤芍的贡献
。

在

川 芍 和 赤 芍 的合 煎

液 中没 有 发 现 新 成

分的产生
。

化 学成 分 含

时间 分

图 川弯
、

赤芍单煎液及其合煎液水比较的色谱图

一 段 一 段 一 段

应用 色谱流 出物 的紫外 图
,

比较配伍前后每个相应色谱峰的

紫外光谱是否相 同
,

从而验证用

保留时间进行的峰归属
。

提取合煎液中 个峰的紫外

光谱图
,

用来建立标准的紫外光

谱库
。

利用 色谱工作站

的紫外谱图匹配功能确定合煎液

中各峰的归属
。

但是对于共流 出

峰
,

难于实现紫外匹配
,

必须辅以

量的 变化

配伍后
,

合煎液

中大部分 峰 的峰 高

变化不显著
,

峰高发

生显著变化的峰有峰
、 、

和峰
。

实验说明 川芍
一

赤芍配

伍后
,

既有成分的含量增加 如峰

和峰
,

又有成分的含量降

低 如峰
, ,

但是没有发现新

肠 、￡鳍 , 腼山 。记 。动 ￡ 人 旅 女 , 记 物。 ￡旅 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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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川弯
、

赤芍及其合煎液中的各峰的紫外光谱

合煎液

中峰号

保留时间
入

合煎液 川曹 赤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化学的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 ,

一

夏云
,

李志明
,

朱丹妮
,

生脉散复方化学动

态变化与药效关系的研究一生脉散复方化

学的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 ,

一

朱丹妮
,

李志明
,

严永清等 生脉散复方化

学动态变化与药效关系的研究一生脉散复

方化学的研究 中国中药杂志
, ,

一

责任编辑 刘维杰 侯酉娟

﹄、︸‘口

, 步愁 的司民岁匕

定性高的液相色

一 谱分析方法来研
一 究川芍

一

赤芍配

伍后化学成分的

变化情况
。

其次
,

根据单煎液和合

煎液 的相应 的保

留时间和紫外谱

图匹配
,

确定 了

合煎液 中各峰的

归属 最后发现

川芍和赤芍配伍

后 个色谱峰发

生 含 量 上 的 变

化
。

由此可 以说

明 中药配伍后 的

化学成分并非是

单味药化学成分

的简单加 和
,

煎

煮过程 中复方有

化学成分含量 的

变化
。

工八︸勺,山‘︸,山八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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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巧

峰的产生
。

三
、

讨论

单味 中药是一个 复杂体 系
,

难于分离和分析
,

配伍后化学成

分的分离和分析就更困难 了
。

因

而建立一种重现性好的分析方法

是研究中药配伍的必要手段
。

我

们首先建立 了一套重现性好
、

稳

汪显阳 大黄牡丹汤不同配伍对有效成分

煎出的影响 中国中医药科技
, ,

一

何伟
,

秦林
,

司淑媛 附子与白芍配伍前

后乌头碱煎出量的测定 中草药
, ,

一

陈建萍
,

谭炳炎
,

吴伟康等 四逆汤中附子

甘草配伍规律研究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
, , 一

朱丹妮
,

严永清
,

李志明 生脉散复方化学

动态变化与药效关系的研究一生脉散复

你了解 和
,

但是你听说

过 吗 与 和 的不同

在于构成其核苦酸的糖链为四碳糖苏

糖
,

而 和 分别由脱氧核糖和

核糖构成糖链
。

由于苏糖是一种比核糖

更为简单的单糖
,

研究人员怀疑

很可能是 的祖先
。

美国马萨诸塞州 医院的分

子生物学家 发现可以在天

然酶的 作 用下 以 为模 板 制备
。

他与同事在单链 模板中加

入含苏糖碱基的核昔酸
,

结果在

聚合酶的作用下形成 了一种

杂交分子
。

他们正在试图改造现有

的 聚合酶
,

使之不仅能更好地识

别 模板
,

也能够更好地催化

合成
,

从而成为真正的 聚合酶
。

科学家为此感到振奋 目前在天然

环境中并不存在
,

但是既然能够在

实验室中合成这种物质
,

那就不能断定

在史前一定不存在 了
,

因为地球

现在的环境 无论是气压还是温度等因

素 和史前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了
。

科学

家认为
,

如果 能够执行合成蛋白

质等功能
,

将为 是 前身的观

点提供新的支持
。

文 摘

肠 己 耐 人 卿 杨山 汤 衍。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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