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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川贝母的地上部分与鳞茎中总生物碱的比较 

吴启秀 ，王 曙 ，严晓梁 ，马 静 ，黄学娣 

(1．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目的 研究栽培川贝母地上部分的总生物碱。方法 

贝、松贝和两批栽培川贝母地上部分的生物碱类成分。结论 

地上部分生物碱的总含量低于青贝、高于松贝。 

关键词：栽培川贝母；生物碱；HPLC—ELSD 

采用 HPLC—ELSD法测定。结果 对比分析了栽培及野生的青 

栽培川贝母的地上部分与鳞茎的生物碱类成分保留时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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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alkaloids in cultivated herb and bulbs of Fritillaria cirrhosa 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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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Ⅳ E |r0 analyze the alkaloids in cultivated herb of FritiUaria cirrhosa D．Don．METHODS An HPLC—ELsD 

method was adopted．RESULTS The alkaloids were analyzed in wild and cultivated Fritillaria unibraacteate Hsiaao et K．C．Hsia． 

F．sungbe Hsiao et K．C．Hsia and in two batches of cultivated herb．CONCLUSION The retention time of alkaloids in herb iS coinci— 

dent with that in bulbus Fritillaria cirrhosae D．Don．The content of alkaloids in herb iS 1ower than that in FritiUaria sungbei Hsiao et K． 

C．Hsia．but higher than that in unibraacteate Hsiaao et K．C．H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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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贝母为百合科贝母属植物川贝母 FritiUaria 

cirrhosa D．Don的干燥鳞茎，其有效部位是总生物 

碱。川贝母习用鳞茎，但随着川贝母栽培面积的迅 

速扩大一 ，地上部分的药用价值开始受到关注。作 

者参照文献 ，建立了 HPLC—ELSD法，对川贝母 

的鳞茎与地上部分的总生物碱进行了对比分析。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和试药 

LC一10AT高效液相色谱仪系统(日本岛津)。 

贝母辛对照品(自制，结构经光谱鉴定，纯度经 

HPLC分析大于98％)；栽培的川贝母地上部分及鳞 

茎样品均采自四川茂县松坪沟川贝母规范化种植基 

地；野生川贝母鳞茎样品(市售)经作者鉴定，样品 

粉碎过 60目筛，80~C干燥 12 h，备用；乙腈为色谱 

纯；水为双蒸水；其余试剂为分析纯。 

1．2 方法与结果 

1．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为 Welch—Materials Cl8 

(250 mm x4．6 mm，5 m)，柱温 35℃，流动相 A为 

0．1％二乙胺、B为乙腈，流速为 1 ml·min～。E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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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条件的气化温度为44~C，载气压力为 3．3 bar， 

进样量20 l。按表 1进行梯度洗脱。 

表1 流动相的洗脱梯度 

Table 1 Gradient elufion of mobile phase 

1．2．2 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5 mg对照品，加甲 

醇定容至25 m1，摇匀，得对照品溶液。分别精密称 

取 I．99 g栽培的及野生的川贝母松贝、青贝和两批 

栽培的川贝母地上部分粉末，均各两份，加 5 ml 

28％氨水浸润1 h后，加入40 ml混合溶剂氯仿 一甲 

醇(4：1)，水浴回流4 h，过滤混合溶剂层，用混合 

溶剂洗涤药渣(10 ml×3)，过滤，合并滤液，滤液减 

压回收溶剂后加甲醇溶解，转移至 10 ml量瓶中，用 

甲醇定容，用 0．2 m微孔滤膜过滤，得各样品 

溶液。 

1．2．3 分析方法 分别吸取20 l“1．2．2”项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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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品、样品溶液，按“1．2．1”项色谱条件进样分析， 

所得色谱图见图 1。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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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n 

图1 对照品(A)、野生松贝(B、c)、栽培松贝(D、E)、野生青贝 

(F、G)、栽培青贝(H、I)及地上部分 1(J、K)、2(L、M)的 

ItPLC—ELSD色谱图 

Fig 1 Chromatograms of peimissine(A)，wild sungbei Hsiao et 

k C Hsia(B．C)。cultivated sungbei Hsiao et l【．C Hsia 

(D。E】．wild F．unibraacteate (F，G )。cultivated 

F．unibraacteateHsiaao etkC Hsia(H，I)and herb 1{J， 

K)．herb 2(L。M) 

1．2．4 结果 各样品的色谱图显示，主要成分在 

17～34 min出峰，此时段的峰面积占总峰面积的 

50％以上。贝母辛出峰时间约为 20 min，各样品色 

谱图在此处均有一个峰面积大于2×10 的主峰；各 

样品在约 32 min(3号峰)时，有一峰面积大于 1× 

10 的峰。地上部分(J、K、L、M)的色谱图在约 22 

min(2号峰)处平均峰面积为4．76×10 ，青贝(F、 

G、H、I)及松贝(B、C、D、E)在此处的平均峰面积分 

别为 3．51×10 、0．40×10 。此 3个峰的面积之和 

在青贝、松贝和地上部分各色谱图中分别占总峰面 

积的59．2％、59．3％、55．6％。以野生松贝总峰面积 

平均值为1，计算各样品相对总峰面积的比值(表2)。 

表2 总峰面积的比值 

Table 2 Result of total area ratio 

2 讨论 

作者曾采用酸性染料比色法一 测定栽培的川 

贝母地上部分的总生物碱，但因川贝母地上部分成 

分复杂，并干扰测定结果。因此，实验中通过控制取 

样量及 HPLC—ELSD的进样量来比较色谱峰面积， 

初步对川贝母地上部分与鳞茎总生物碱的含量进行 

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栽培川贝母的地 

上部分与川贝母鳞茎有 3个相同的主峰，其峰面积 

之和占总峰面积50％以上，地上部分峰面积总和的 

平均值小于青贝、大于松贝。表明川贝母地上部分 

的生物碱成分与鳞茎的大部分相同，其含量低于青 

贝，高于松贝，具有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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