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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建立铧头草质量标准。 方法　 采用显微鉴别、 ＴＬＣ 对彝药材铧头草进行定性鉴别， ＨＰＬＣ 法测定秦皮乙

素含量，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方法测定水分、 总灰分、 酸不溶性灰分、 浸出物含量。 结果 　 显微鉴别特征明显，
可见薄壁细胞、 纤维束、 螺纹导管、 草酸钙簇晶、 淀粉粒等。 早开堇菜、 心叶堇菜 ＴＬＣ 特征斑点分离清晰。 水分、 总

灰分、 酸不溶性灰分含量分别不得超过 １３％ 、 ２４％ 、 ７％ ， 浸出物含量不得低于 １０％ 。 秦皮乙素在 ０ ０５～ ０ ８０ ｍ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Ｒ２ ＝ ０ ９９９ ５）， 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１００ １７％ 、 ＲＳＤ 为 １ ０７％ ， 早开堇菜中该成分含量不得低于

０ １０％ ， 而心叶堇菜中不限。 结论　 该方法简便、 准确、 重复性好， 可用于铧头草的质量控制。
关键词： 铧头草； 早开堇菜； 心叶堇菜； 秦皮乙素； 显微鉴别； ＴＬＣ； ＨＰＬＣ；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８２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５２８（２０２３）０４⁃１２７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１５２８ ２０２３ ０４ ０４０

　 　 铧头草为堇菜科植物早开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Ｂｕｎｇｅ．、

心叶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ｆｕｅｎｓｉｓ Ｗ． Ｂｅｃｋｅｒ 的干燥全草， 彝药

名 “赤芙洛比”， 具有清热解毒、 除脓消炎等功效， 可用

于排脓、 消炎、 生肌等［１］ ， 为四川大凉山名药 “彝药痛风

颗粒” 方中药材。 彝医药作为民族医药的重要分支， 对痛

风有独特的治疗特色， 而且临床疗效显著［２］ 。 有关堇菜属

植物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先秦 《五十二病方》 中［３］ ， 富含黄

酮、 香豆素、 木脂素、 萜类、 甾体、 生物碱等多种成

分［４⁃７］ ， 具有抗菌、 抗炎、 抗氧化、 抗病毒、 抗肿瘤、 免疫

调节［８］ 、 抗凝血［９］等作用， 其主要成分秦皮乙素具有抗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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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 抗菌、 抗炎、 抗氧化、 保肝、 保护心脏等活性［１０⁃１２］ 。
铧头草野生资源丰富， 但尚无质量标准， 相关报道也较少，
故本实验从原植物、 性状、 鉴别、 检查项、 含量测定等方

面对该药材进行研究， 以期为 ２０２２ 年版 《四川省羌彝苗药

材标准》 提供实验数据。
１　 材料

１ １　 仪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１００ Ｓｅｒｉｅｓ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ＡＴＹ１２４ 型电子天平、 ＡＵＷ２２０Ｄ 型电子天平

（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公司）； 超声波清洗机 （深圳洁盟清洗设备有

限公司）； ＡＴＳ ４型全自动薄层点样仪 （瑞士 Ｃａｍａｇ 公司）。
１ ２　 试剂与药物 　 秦皮乙素对照品 （批号 ２１０３０９０２， 纯

度＞９８％ ， 成都康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硅胶 Ｇ 薄层板

（青岛海洋化工厂）。 乙腈、 磷酸为色谱纯； 其余试剂均为

分析纯； 水为超纯水。
１ ３　 药材　 铧头草共 ２０ 批， 经西南民族大学刘圆教授鉴

定为堇菜科植物早开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ｐｒｉｏｎａｎｔｈａ Ｂｕｎｇｅ． （Ｓ１～Ｓ１０）、
心叶堇菜 Ｖｉｏｌａ ｙｕｎｎａｎｆｕｅｎｓｉｓ Ｗ． Ｂｅｃｋｅｒ（Ｓ１１ ～ Ｓ２０） 的干燥

全草，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样品信息

样品 编号 采集地点 海拔 ／ ｍ 采集时间 经纬度

早开堇菜 Ｓ１ 成都成华区熊猫基地 ４８７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Ｅ１０４°０９′０３ ２９″ Ｎ３０°４４′３５ ９４″

Ｓ２ 金堂清江双堰村 １１ 组 ４５０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Ｅ１０４°２２′１１ ５８″Ｎ３０°５４′１３ ４７″

Ｓ３ 毕节威宁盐仓团结村 １ ２５０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Ｅ１０２°２２′９０ ７１″ Ｎ２８°５６′５４ ９３″

Ｓ４ 山西浑源 １ ７６２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Ｅ１１３°４１′４３ ８７″ Ｎ３９°４１′５８ ６３″

Ｓ５ 凉山越西大瑞乡 ２ ２２８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Ｅ１０４°２４′５８ ００″Ｎ２６°５４′４８ ０３″

Ｓ６ 陕西商洛市凤县下磨 ６１６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Ｅ１１０°２８′６１ ４０″Ｎ３３°６６′９０ ９３″

Ｓ７ 茂县富顺镇红岩山 ２ ２１７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Ｅ１０４°２４′５８ ０１″Ｎ２６°５４′４８ ０５″

Ｓ８ 茂县羌王城 １ ５９０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Ｅ１０３°５０′５１ ００″Ｎ３１°４０′３８ ０１″

Ｓ９ 茂县三龙乡勒依村 １ ６７９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Ｅ１０３°００′１４ ３１″Ｎ３１°３１′３２ １３″

Ｓ１０ 毕节威宁盐仓团结村 １ ６７９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Ｅ１０４°００′１４ ２９″Ｎ３１°４０′３２ ０９″

心叶堇菜 Ｓ１１ 汶川水磨镇白石村 ９３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Ｅ１０３°２３′４１ １３″Ｎ３０°５４′０５ ００″

Ｓ１２ 汶川水磨镇药材基地 ９１３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Ｅ１０３°２５′５８ ００″Ｎ３０°５５′２７ ０８″

Ｓ１３ 龙泉驿山泉镇大佛村 ８０７ ２０２１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Ｅ１０４°１９′０２ ５２″Ｎ３０°３１′２８ ２５″

Ｓ１４ 汶川水磨镇白石村 ９１８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Ｅ１０３°２３′４８ ２６″Ｎ３０°５５′３６ ２５″

Ｓ１５ 汶川水磨镇药材基地 ９１３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Ｅ１０３°２５′５８ ００″Ｎ３０°５５′２７ ０８″

Ｓ１６ 汶川水磨镇白石村 ９２７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Ｅ１０３°２３′４８ ４６″Ｎ３０°５４′４５ ３６″

Ｓ１７ 茂县沙坝三龙勒依村 ２ ２４８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Ｅ１０３°３０′４７ ６４″Ｎ３１°４６′２５ ９２″

Ｓ１８ 汶川水磨镇白石村 ９２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Ｅ１０３°２３′５１ ３３″Ｎ３０°５５′２８ ３２″

Ｓ１９ 汶川水磨镇药材基地 ９１３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Ｅ１０３°２５′５８ ００″Ｎ３０°５５′２７ ０８″

Ｓ２０ 汶川水磨镇白石村 ９１６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Ｅ１０３°２３′５８ ３７″Ｎ３０°５５′３４ ３８″

２　 方法与结果

２ １　 鉴别

２ １ １　 原植物

２ １ １ １　 早开堇菜　 草本， 根状茎垂直， 长 ４～ ２０ ｍｍ。 根

数条， 灰白色， 向下直伸， 或有时近横生。 叶多数， 均基

生； 叶片在花期呈长圆状卵形、 卵状披针形或狭卵形， 长

１～４ ５ ｃｍ， 先端稍尖或钝， 基部微心形、 截形或宽楔形；
果期叶片显著增大， 长 １０ ｃｍ， 三角状卵形； 叶柄较粗壮，
上部有狭翅； 托叶苍白色或淡绿色， 边缘疏生细齿。 花大，
紫堇色或淡紫色， 喉部色淡并有紫色条纹， 直径１ ２～ １ ６
ｃｍ； 花梗较粗壮， 具棱， 超出于叶； 萼片披针形或卵状披

针形， 长 ６～８ ｍｍ， 先端尖； 子房长椭圆形， 花柱棍棒状；
蒴果长椭圆形， 长 ５～ １２ ｍｍ， 无毛， 顶端钝常具宿存的花

柱。 种子多数， 卵球形， 长约 ２ ｍｍ， 直径约１ ５ ｍｍ， 深褐

色常有棕色斑点。 花果期 ４ 月上中旬至 ９ 月［１］ 。
２ １ １ ２　 心叶堇菜　 草本， 根状茎粗短， 节密生， 粗约４～
５ ｍｍ； 支根多条， 褐色。 叶多数， 基生； 叶片卵形、 宽卵

形或三角状卵形， 长 ３～８ ｃｍ， 先端尖或稍钝， 基部深心形

或宽心形， 边缘具圆钝齿， 两面无毛或疏生短毛； 叶柄在

花期通常与叶片近等长， 在果期远较叶片为长， 最上部具

极狭的翅， 通常无毛； 花淡紫色； 花梗不高出于叶片， 被

短毛或无毛； 萼片宽披针形， 长 ５～７ ｍｍ， 先端渐尖； 上方

花瓣与侧方花瓣倒卵形， 长 １ ２ ～ １ ４ ｃｍ； 子房圆锥状， 无

毛， 花柱棍棒状， 基部稍膝曲， 上部变粗， 柱头顶部平坦，
前端具短喙， 柱头孔较粗。 蒴果椭圆形， 长约 １ ｃｍ［１］ 。
２ １ ２　 性状

２ １ ２ １　 早开堇菜　 多皱缩成团。 主根长圆锥形， 直径１～
５ ｍｍ； 淡黄棕色， 有细纵皱纹。 叶基生， 黄绿色或灰绿色，
展平后叶片呈长圆状卵形、 卵状披针形或狭卵形， 长 １ ～
５ ５ ｃｍ， 宽 ０ ５～２ ｃｍ； 先端稍尖或钝， 基部微心形、 截形

或宽楔形， 边缘具钝锯齿， 两面无毛； 叶柄细， 长 ２ ～
１０ ｃｍ， 上部有狭翅。 有时可见花， 紫堇色或淡紫色。 蒴果

长椭圆形或 ３ 裂， 种子多数， 淡棕色。 气清香， 味微苦。
２ １ ２ ２　 心叶堇菜 　 支根粗， 质硬脆， 易折断。 叶基生，

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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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绿色或灰绿色， 展平后叶卵形、 宽卵形或三角状卵形，
长 １～５ ｃｍ； 先端尖或稍钝， 基部深心形或宽心形， 边缘具

圆钝齿， 两面无毛或疏生短毛。 有时可见花， 紫堇色或淡

紫色。
２ １ ３　 显微　 粉末呈浅绿色或灰绿色。 淀粉粒主要为单

粒， 呈类圆形、 卵圆形、 肾形或不规则形， 直径 ３～ ６５ μｍ，
脐点为点状、 人字状、 裂缝状。 草酸钙簇晶散在或存在于

薄壁细胞中， 有时排列成行， 直径 ３０ ～ １５０ μｍ。 纤维多成

束， 细长， 壁厚。 导管多为螺纹导管。 见图 １。

注： １～５ 分别为淀粉粒、 簇晶、 薄壁细胞和簇晶、 纤维、 导管。

图 １　 铧头草显微鉴别

２ １ ４　 ＴＬＣ 鉴别　 取早开堇菜粉末 （过 ３ 号筛） １ ０ ｇ， 加

１０ ｍＬ 甲醇超声处理 ４５ ｍｉｎ， 滤过， 滤液为供试品溶液； 取

秦皮乙素对照品适量， 甲醇制成质量浓度为 ０ １ ｍｇ ／ ｍＬ 的

对照品溶液。 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 ０５０２
薄层色谱法， 吸取上述 ２ 种溶液各 ２～ ５ μＬ， 点于同一硅胶

Ｇ 板上， 以乙酸丁酯⁃甲醇⁃甲酸 （１５ ∶ １ ∶ ０ ５）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在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 结果，
供试品溶液色谱中在对照品溶液相应的位置上显示相同颜

色的荧光斑点， 见图 ２。

注： １、 １２ 为秦皮乙素对照品， ２～１１ 为原药材 （Ｓ１～ Ｓ１０）。

图 ２　 早开堇菜 ＴＬＣ 图

取心叶堇菜粉末 （过 ３ 号筛） １ ０ ｇ， 加 １０ ｍＬ 甲醇超

声处理 ４５ ｍｉｎ， 滤过，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对照药

材 １ ｇ， 同法制成对照品溶液。 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国药典》
四部通则 ０５０２ 薄层色谱法， 吸取上述 ２ 种溶液各 ２～ ５ μＬ，
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层板上， 以乙酸乙酯⁃甲酸⁃水 （８ ∶
１ ∶ １）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喷以三氯化铝试液，

在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 结果， 供试品溶液色谱中在

对照药材相应位置上显示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见图 ３。

注： １ 为对照药材， ２～１０ 为原药材 （Ｓ１１～ Ｓ１９）。

图 ３　 心叶堇菜 ＴＬＣ 图

２ ２　 水分、 灰分、 浸出物含量测定 　 按照 ２０２０ 年版 《中
国药典》 四部通则［１３］ ， 对水分 （通则 ０８３２ 第四法）、 总灰

分 （通则 ２３０２）、 酸不溶性灰分 （通则 ２３０２）、 浸出物 （通
则 ２２０１） 进行检查， 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铧头草水分、 灰分、 浸出物测定结果

编号 水分 ／ ％ 总灰分 ／ ％ 酸不溶性灰分 ／ ％ 浸出物 ／ ％

Ｓ１ ６ ３０ ２３ ２４ １０ ６２ ２５ ２４

Ｓ２ ６ １７ １５ ６６ ２ ８４ １９ ００

Ｓ３ ５ ６０ １２ ９４ １ ４０ ２２ ７６

Ｓ４ ５ ４７ １０ ７２ ０ ８５ １７ ６４

Ｓ５ ５ ８１ ２２ ８９ ９ ５３ ２６ ６８

Ｓ６ ６ ２２ １７ ３９ ４ ４６ ２２ ４０

Ｓ７ ７ ２３ １６ ０８ ４ ７３ ２５ ５６

Ｓ８ ５ ９４ １７ ７１ ３ ８３ ２６ ３６

Ｓ９ ５ ９３ ２３ １６ １０ ０９ ２５ ８８

Ｓ１０ ５ ５１ １４ ６９ ２ ３６ ２５ ２０

平均值 ６ ０２ １７ ４５ ５ ０７ ２３ ６７

编号 水分 ／ ％ 总灰分 ／ ％ 酸不溶性灰分 ／ ％ 浸出物 ／ ％

Ｓ１１ ７ ５５ １７ ７９ ４ ０２ １２ ９６

Ｓ１２ ７ ４７ １７ ６９ ３ ８８ １３ ０１

Ｓ１３ ５ ７９ １７ ３２ ２ ６０ １２ ６９

Ｓ１４ ５ ８２ １７ ３３ ２ ７９ １３ １２

Ｓ１５ ６ ８３ １７ １５ ４ ４１ ２０ １４

Ｓ１６ ６ ８３ １７ ０８ ３ ８８ １９ ７１

Ｓ１７ ６ ６１ １９ ３０ ５ ５５ １８ ９４

Ｓ１８ ６ ６６ １９ ３３ ５ ５１ １９ ７７

Ｓ１９ ６ ７１ １９ ２８ ５ ６６ ２０ ２４

Ｓ２０ ５ ９７ １７ ９３ ２ ６０ １２ ３５

平均值 ６ ６２ １８ ０２ ４ ０９ １６ ２９

２ ３　 秦皮乙素含量测定　 参考文献 ［１４⁃１７］ 报道。
２ ３ １　 色谱条件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５ ＴＣ⁃Ｃ１８ 色谱柱 （ ２５０ ｍｍ ×
４ ６ ｍｍ， ５ μｍ）； 流动相乙腈⁃０ １％ 磷酸 （１８ ∶ ８２）； 体积

流量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 柱温 ３０ ℃； 检测波长 ３４４ ｎｍ； 进样量

１０ μＬ， 色谱图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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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秦皮乙素

图 ４　 各成分 ＨＰＬＣ 色谱图

２ ３ ２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早开堇菜、 心叶堇菜粉末 （过
３ 号筛） 各约 １ ０ ｇ， 精密称定，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 精密

加入 ２５ ｍＬ 甲醇， 密塞， 称定质量， 加热回流 ４５ ｍｉｎ， 放

　 　 　 　

冷， 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 摇匀， ０ 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过滤，
取续滤液， 即得。
２ ３ ３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秦皮乙素对照品 １０ ０３
ｍｇ， 置于 １０ ｍＬ 量瓶中， 甲醇定容至刻度， 摇匀， 即得。
２ ３ ４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 “２ ３ ３” 项下对照品溶

液 ０ ２５、 ０ ５０、 １ ００、 ２ ００、 ４ ００ ｍＬ， 置于 ５ ｍＬ 量瓶中，
甲醇定容至刻度， 摇匀，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

定。 以对照品含量为横坐标 （Ｘ）， 峰面积为纵坐标 （Ｙ）
进行回归， 得方程为 Ｙ ＝ ３ ２１２ ２×１０７Ｘ＋１ ４１３ ３×１０４ （Ｒ２ ＝
０ ９９９ ５）， 在 ０ ０５～０ ８ ｍｇ ／ ｍＬ 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２ ３ ５　 精密度试验　 精密吸取 “２ ３ ３” 项下同一份对照

品溶液，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６ 次， 测得秦

皮乙素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１ １４％ ，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２ ３ ６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 “２ ３ ２” 项下供试品溶液

（Ｓ１） 适量， 于 ０、 ４、 １０、 １４、 ２４ ｈ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

件下进样测定， 测得秦皮乙素峰面积 ＲＳＤ 为 １ ３５％ ， 表明

溶液在 ２４ ｈ 内稳定性良好。
２ ３ ７　 重复性试验　 取早开堇菜细粉 （Ｓ１） ６ 份， 每份约

１ ０ ｇ， 精密称定， 按 “２ ３ ２” 项下方法平行制备 ６ 份供试

品溶液，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测得秦皮乙

素含量 ＲＳＤ 为 ２ ２８％ ，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良好。
２ ３ ８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同一批早开堇菜细粉 （Ｓ１） ６
份， 每份约 ０ ５ ｇ， 精密称定，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 加入对

照品适量， 按 “ ２ ３ ２”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

表 ３。
表 ３　 秦皮乙素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ｎ＝６）

取样量 ／ ｇ 原有量 ／ ｍｇ 加入量 ／ ｍｇ 测得量 ／ ｍｇ 回收率 ／ ％ 平均回收率 ／ ％ ＲＳＤ ／ ％
０ ５００ ９ １ １５２ ７ １ １５ ２ ３０８ １ １００ ４７
０ ５００ ５ １ １５１ ８ １ １５ ２ ３０１ ３ ９９ ９６
０ ５００ ４ １ １５１ ６ １ １５ ２ ３２２ ０ １０１ ７７
０ ５００ ４ １ １５１ ６ １ １５ ２ ３０９ ８ １００ ７１
０ ５００ ７ １ １５２ ３ １ １５ ２ ２８１ ９ ９８ ２３
０ ５００ ８ １ １５２ ５ １ １５ ２ ３００ ８ ９９ ８５

１００ １７ １ ０７

２ ３ ９　 样品含量测定　 取 ２０ 批样品， 按 “２ ３ ２” 项下方

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在 “２ ３ １” 项色谱条件下进样测定，
外标法计算含量， 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秦皮乙素含量测定结果 （ｎ＝３）

药材 编号 秦皮乙素 ／ ％ 药材 编号 秦皮乙素 ／ ％
早开堇菜 Ｓ１ ０ ２３０ ３ 心叶堇菜 Ｓ１１ ０ ００８ ５

Ｓ２ ０ １４３ ０ Ｓ１２ ０ ００８ １
Ｓ３ ０ ５４４ ４ Ｓ１３ ０ ００７ ７
Ｓ４ ０ ５５８ ２ Ｓ１４ ０ ０１０ ３
Ｓ５ ０ ２３７ ０ Ｓ１５ ０ ０１０ ８
Ｓ６ ０ ２５７ ８ Ｓ１６ ０ ０１０ ３
Ｓ７ ０ ４２６ ６ Ｓ１７ ０ ００４ ０
Ｓ８ ０ ４０２ ４ Ｓ１８ ０ ００４ ６
Ｓ９ ０ ２０９ ３ Ｓ１９ ０ ０１１ ３
Ｓ１０ ０ ３８４ １ Ｓ２０ ０ ０１１ ７

平均值 ０ ３７９ ３ 平均值 ０ ００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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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３ １　 水分、 灰分、 浸出物限度确定 　 结合 ２０２０ 年版 《中
国药典》 四部通则以及 “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 相关要

求， 暂定铧头草水分不得超过 １３％ ， 总灰分不得超过 ２４％ ，
酸不溶性灰分不得超过 ７％ ， 浸出物不得少于 １０％ 。
３ ２　 ＴＬＣ 鉴别条件确定　 本实验对早开堇菜考察了乙酸乙

酯⁃甲酸 （１０ ∶ １）、 二甲苯⁃乙酸乙酯⁃甲酸 （５ ∶ ３ ∶ １）、 甲

苯⁃乙酸乙酯⁃甲酸 （５ ∶ ３ ∶ １）、 乙酸丁酯⁃甲醇⁃甲酸 （１５ ∶
１ ∶ ０ ５） 等不同比例的展开系统， 发现以乙酸丁酯⁃甲醇⁃甲
酸 （１５ ∶ １ ∶ ０ ５） 为展开剂， 展开， 取出， 晾干， 在紫外

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时， 斑点清晰， 分离度最好。 但心叶

堇菜在上述条件下未显示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故再考察

甲苯⁃甲酸乙酯⁃甲酸 （３ ∶ ３ ∶ １）、 乙酸乙酯⁃甲酸⁃水 （８ ∶
１ ∶ １）、 甲醇⁃水⁃冰醋酸 （３ ∶ ２ ∶ ０ １） 等不同比例的展开

系统， 发现以乙酸乙酯⁃甲酸⁃水 （８ ∶ １ ∶ １） 为展开剂， 展

开， 取出， 晾干， 喷以三氯化铝试液， 在紫外灯 （３６５ ｎｍ）
下检视时， 斑点清晰， 分离度最好。
３ ３　 ＨＰＬＣ 测定条件、 秦皮乙素限度确定 　 本实验考察了

甲醇⁃水、 乙腈⁃水、 乙腈⁃０ １％ 磷酸、 甲醇⁃０ １％ 磷酸， 发

现乙腈⁃０ １％ 磷酸分离效果最好， 故选择其作为流动相。 结

果显示， 不同产地、 批次铧头草中秦皮乙素含量差异较大，
可能与该药材采收地点、 时间等因素有关， 暂定早开堇菜

中该成分含量不得低于 ０ １％ ， 而心叶堇菜中不限。
４　 结论

中药材作为中成药的源头， 其质量是否均一稳定直接

反映相关制剂质量的好坏， 从而影响其临床有效性与安全

性［１８］ ， 故对药材质量的控制尤其重要。 本实验建立彝药材

铧头草全面、 专属性强的质量控制方法， 有利于该药材临

床应用， 可为其后续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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