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报告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盐酸赛庚啶的有关物质

吴荷琴 ，陈朝霞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４）

［作者简介］ 　 吴荷琴 ，大专 ，工程师 ．研究方向 ：药品质量检验 ．Tel ：
１３９１５８３２１０１ ；E唱mail ：７８４４３１０２８＠ qq ．com

　 　 ［摘要］ 　目的 　建立测定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方法 　选用 Agilent Eclipse XDB唱C１８柱（４ ．６ mm ×

２５０ mm ，５ μm） ；流动相 ：乙腈唱缓冲液［称取辛烷磺酸钠 ２ ．１６ g ，加水约 ５００ ml ，溶解 ，加入冰醋酸 １０ ．０ ml和三乙胺 ５ ．０ ml ，加
水至 １ ０００ ml ，摇匀 ，用三乙胺调节 pH 至 ７ ．０ ］ （８５ ∶ １５ ，V ／V ） ，过滤并脱气 ；流速 ：１ ．０ ml／min ；检测波长 ：２８６ nm ；进样量 ：

１０ μl ；柱温 ：２５ ℃ 。结果 　 盐酸赛庚啶和杂质 A 、B 、C 的线性范围分别为０ ．０５６ ２ ～ ５ ．６２０ μg／ml （ r ＝ ０ ．９９９ ８） ，０ ．０５２ ４ ～

５ ．２４０ μg／ml（r＝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０ ３ ～ ５ ．０３２ μg／ml （r＝ ０ ．９９９ ９） ，０ ．０５３ ２ ～ ５ ．３１６ μg／ml（r ＝ ０ ．９９９ ７） ；盐酸赛庚啶和杂质 A 、

B 、C的定量限在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５４ μg／m１之间 ，检测限在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２２ μg ／ml之间 ；回收率在 ９８％ ～ １００％ 之间 ；重复性 RSD为
５ ．５％ （n＝ ６） 。结论 　该方法简便灵敏 ，结果准确可靠 ，重复性好 ，可用于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的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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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 of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and the related substances with HPLC
WU Heqin ，CHEN Zhaoxia （Changzhou Siyao Pharm ，Changzhou City ，Changzhou ２１３００４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HPLC method for the assay of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and the related sub唱
stances ．Methods 　 The HPLC was performed on an Agilent Eclipse XDB唱C１８ column （４ ．６ mm × ２５０ mm ，５ μm） at the temper唱
ature of ２５ ℃ with the mobile phase of acetonitrile唱buffer Solution （ Dissolve ２ ．１６ g of sodium octane唱１唱sulfonate with about
５００ ml of water and mix well ．Add １０ ．０ ml of glacial acetic acid and ５ ．０ ml of triethylamine ，and dilute with water to
１ ０００ ml ，mix well and adjust to pH ７ ．０ with triethylamine） （８５ ∶ １５ ，V ／V ） ．The flow rate was １ ．０ ml／min and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２８６ nm ．The injection volume was １０ μl ．Results 　 The calibration curves of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im唱
purity A ，B and C showed good linear response in the range from ０ ．０５６ ２ to ５ ．６２０ μg／ml （ r ＝ ０ ．９９９ ８ ） ，０ ．０５２ ４ to
５ ．２４０ μg／ml（r＝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０ ３ to ５ ．０３２ μg／ml （r＝ ０ ．９９９ ９） and ０ ．０５３ ２ to ５ ．３１６ μg ／ml（r＝ ０ ．９９９ ８） respectively ．The
LOQs for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impurity A ，B and C were within ０ ．０４９唱０ ．０５４ μg／ml ，LODs were within ０ ．０１９唱

０ ．０２２ μg／ml with recovery between ９８％ 唱１００％ ．RSD of repeatability was ５ ．５％ （n ＝ ６） ．Conclusion 　 This method gave an
accurate and reliable results ．It can be used for quality control of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

　 　 ［Key words］ 　 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related substances ；HPLC

　 　盐酸赛庚啶（cyproheptadine hydrochloride ）是
一种抗过敏类药物 ，有抗组胺 、抗 ５唱羟色胺的作用 ，

用于治疗荨麻疹 、湿疹 、过敏性鼻炎和皮肤瘙痒等过

敏性疾病［１］
。文献中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盐酸赛

庚啶制剂的含量和有关物质进行测定［２ ，３］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年版（简称中国药典）
［４］

、欧洲药

典 ８ ．０版［５］
、美国药典 ３９版［６］中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梯度洗脱测定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 。笔者综合不

同国家药典特点 ，进行了条件优化 ，以乙腈唱缓冲液

为流动相等度洗脱测定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 ，并按

照中国药典四部的要求［７］进行了方法学验证 。本法

大大节省了分析时间 ，而系统适用性试验要求和检

测灵敏度没有降低 ，能同时检测降解杂质和工艺杂

质 ，包括中国药典中的杂质 I（即本法的杂质 B） 、美
国药典中的赛庚啶相关物质 A （即本法的杂质 A ） 、
赛庚啶相关物质 C（即本法的杂质 C）和阿米替林相
关物质 A（即本法的杂质 B） ，采用主成分自身对照

法对其他有关物质进行定量 。本法线性范围宽 ，灵

敏度高 ，方法简便 、准确 ，适用于盐酸赛庚啶的质量

控制 。

1 　仪器与试药

　 　 Agilent１１０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

司） ；AG１３５电子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唱托利多公

司） ；TOLEDO ３２０ pH 计 （瑞士梅特勒唱托利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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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盐酸赛庚啶（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

X０３０１１ 、X０３０２１ 、X０３０３１） ；盐酸赛庚啶对照品 （美

国药典会 ，批号 ：G） ；杂质 A（赛庚啶相关物质 A ）对
照品（欧洲药典会 ，批号 ：２） ，杂质 B（阿米替林相关
物质 A）对照品（批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２）和杂质 C（赛庚啶
相关物质 C）对照品（批号 ：２０１４０６１３）均来自常州四

药制药有限公司 。冰醋酸为分析纯 ，乙腈 、辛烷磺酸

钠和三乙胺均为色谱纯 ，购自 Merck 公司 ，水为超

纯水 。

2 　溶液配制

2 ．1 　 供试品溶液 　 精密称定供试品约２５ mg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加流动相 ３０ ml ，溶解 ，加流动相至

刻度 ，摇匀 。

2 ．2 　 对照溶液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５ ml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加流动相至刻度 ；精密量取 １ ml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加流动相至刻度 ，摇匀 。

2 ．3 　系统适用性溶液 　精密称取盐酸赛庚啶对照

品２ ．５ mg 、杂质 A 对照品 １ ．２５ mg 、杂质 B 对照品
２ ．５ mg 、杂质 C 对照品 ２ ．５ mg 置 １００ ml 容量瓶
中 ，加 ２ ．０ ml乙腈溶解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精密

吸取 １ ml ，置 ２５ ml容量瓶中 ，加流动相至刻度 ，摇

匀 。

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Agilent Eclipse XDB唱C１８柱（４ ．６ mm ×

２５０ mm ，５ μm） 。流动相 ：乙腈唱缓冲液［称取辛烷磺

酸钠约 ２ ．１６ g ，加水约 ５００ ml ，溶解 ，摇匀 。加入冰

醋酸 １０ ．０ ml和三乙胺 ５ ．０ ml ，加水至１ ０００ ml ，摇
匀 ，用三乙胺调节 pH 至 ７ ．０ ］ （８５ ∶ １５ ，V ／V ） ；流

速 ：１ ．０ ml／min ，检测波长 ：２８６ nm ，进样量 ：１０ μl ，
柱温 ：２５ ℃ 。

4 　方法学验证

4 ．1 　系统适用性试验 　系统适用性溶液连续进样

５次 ，盐酸赛庚啶 、杂质 A 、杂质 B和杂质 C之间的
分离度应符合规定 ，按盐酸赛庚啶峰面积计算相对

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２ ．０％ 。 结果盐酸赛庚啶峰的

RSD为 １ ．３％ ，分离度见表 １ 。

4 ．2 　专属性试验

表 1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系统适用性试验结果

名称 杂质 B 杂质 C 杂质 A 盐酸赛庚啶

分离度 ⋯ ４ #．４ １１ �．０ ７ ┅．４

图 1 　盐酸赛庚啶系统适用性试验色谱图

4 ．2 ．1 　 酸破坏 　 称取盐酸赛庚啶约 ２５ mg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加 ０ ．１ mol／L 的盐酸溶液３ ．０ ml ，
室温放置 １４ d ，加入 ０ ．１ mol／L 的氢氧化钠溶液
３ ．０ ml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用０ ．４５ μm的 PTFE
滤膜过滤 ，弃去初滤液 ２ ml 。
4 ．2 ．2 　碱破坏 　称取盐酸赛庚啶约 ２５ mg 置５０ ml
容量瓶中 ，加 ０ ．１ mol／L 的氢氧化钠溶液３ ．０ ml ，室
温放置 １４ d ，加入 ０ ．１ mol／L 的盐酸溶液 ３ ．０ ml ，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用 ０ ．４５ μm 的 PTFE滤膜过
滤 ，弃去初滤液 ２ ml 。
4 ．2 ．3 　 氧化破坏 　 称取盐酸赛庚啶约 ２５ mg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加 ３％ 的过氧化氢溶液３ ．０ ml ，放
置于 ６０ ℃ 的条件下 １００ min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

度 ，用 ０ ．４５ μm 的 PTFE 滤膜过滤 ，弃去初滤液

２ ml 。
4 ．2 ．4 　 光照破坏 　 称取盐酸赛庚啶约 ２５ mg 置
５０ ml容量瓶中 ，放置于 ２５ ℃ 光照４ ５００ Lx的条件
下 １４ d用流动相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用 ０ ．４５ μm的
PTFE滤膜过滤 ，弃去初滤液 ２ ml 。
4 ．2 ．5 　热破坏 　称取盐酸赛庚啶约 ２５ mg 置５０ ml
容量瓶中 ，放置于６０ ℃ 的条件下１４ d ，用流动相溶
解并稀释至刻度 ，用０ ．４５ μm的 PTFE滤膜过滤 ，弃

去初滤液 ２ ml 。
　 　分别取酸 、碱 、氧化 、光照和热破坏条件下的溶

液进样 ，记录色谱图 。考察最接近主峰的杂质峰和

主峰的分离情况 ，并用 DAD 检测器测定主峰峰纯
度 。计算不同破坏试验条件下的质量平衡 。结果见

表 ２ ，图 ２ 。

表 2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专属性试验结果

名称
盐酸赛庚
啶含量（％ ）

杂质含量
（％ ）

分离度
主峰峰
纯度因子

质量平衡
（％ ）

酸破坏 １０２  ．６２ ０ L．０５ ８ 浇．４９ ９９８ W．５５６ １０２  ．７

碱破坏 １０２  ．４８ ０ L．０４ ９ 浇．９４ ９９８ W．０４１ １０２  ．５

氧化破坏 ９１  ．９１ ９ L．９０ ５ 浇．２３ ９９８ W．８４６ １０１  ．８

光照破坏 １０２  ．７６ ０ L．１４ ８ 浇．５２ ９９８ W．３９０ １０２  ．９

热破坏 １０１  ．７６ ０ L．０５ １０ 浇．１７ ９９８ W．１７６ １０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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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实践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日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Vol ．３５ ，No ．１ ，January ２５ ，２０１７



图 2 　盐酸赛庚啶专属性试验色谱图
A ．酸破坏 ；B ．碱破坏 ；C ．热破坏 ；D ．光照破坏 ；E ．氧化破坏

　 　降解杂质峰均能与盐酸赛庚啶峰分离 。强制降

解试验显示盐酸赛庚啶在氧化条件下不稳定 ，在酸 、

碱 、光照和热条件下稳定 。 此方法适用于盐酸赛庚

啶有关物质的检测 。

4 ．3 　 线性关系 　 精密称取盐酸赛庚啶对照品

２ ．５ mg ，置 １００ ml容量瓶中 ，加 ２ ．０ ml乙腈溶解 ，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摇匀 ，作为盐酸赛庚啶储备溶

液 。精密称取杂质 A 对照品 １ ．２５ mg ，置 １００ ml容
量瓶中 ，加 ２ ．０ ml乙腈溶解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

摇匀 ，作为杂质 A 对照品储备溶液 。精密称取杂质

B对照品 ２ ．５ mg ，置 １００ ml容量瓶中 ，加 ２ ．０ ml乙
腈溶解 ，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 ，摇匀 ，作为杂质 B对
照品储备溶液 。精密称取杂质 C对照品 ２ ．５ mg ，置
１００ ml容量瓶中 ，加 ２ ．０ ml乙腈溶解 ，用流动相稀

释至刻度 ，摇匀 ，作为杂质 C 对照品储备溶液 。精

密量取各成分的储备液 ，用流动相稀释成相应浓度

的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记录峰面积 。以

峰面积（Y ）为纵坐标 ，以溶液浓度（X）为横坐标 ，进

行线性回归 ，得到回归方程 。结果见表 ３ 。

表 3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线性和范围结果

名称 线性方程（n＝ ８）
线性范围
（μg ／ml）

杂质 A Y ＝ ３３  ．７８ X － ０ ．０３９ ４（ r ＝ １ ．０００ ０） ０ 汉．０５２ ４ ～ ５ ．２４０

杂质 B Y ＝ ３３  ．７３５ X ＋ ０ ．０８３ ４（ r ＝ ０ ．９９９ ９） ０ 汉．０５０ ３ ～ ５ ．０３２

杂质 C Y ＝ １９  ．３０９ X ＋ １ ．０３３（ r ＝ ０ ．９９９ ７） ０ 汉．０５３ ２ ～ ５ ．３１６

盐酸赛庚啶 Y ＝ １７  ．９６４ X ＋ ０ ．５５３ ２（ r ＝ ０ ．９９９ ８） ０ 汉．０５６ ２ ～ ５ ．６２０

　 　结果表明 ，杂质 A 、杂质 B 、杂质 C 和盐酸赛庚
啶的线性关系良好 。

4 ．4 　定量限和检测限 　取“４ ．３”项下各成分的储备

溶液 ，用流动相逐级稀释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记

录色谱图 ，以信噪比１０ ∶ １时的浓度作为定量限 ；定

量限溶液连续进样 ６ 次 ，计算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

差 。峰面积 RSD 值见表 ４ 。以信噪比３ ∶ １时的浓

度作为检测限 。结果见表 ４ 。

表 4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定量限和检测限结果

名称 检测限（μg ／ml） 定量限（μg ／ml） RSD（％ ）

杂质 A ０ �．０１９ ０ 8．０４９ ４ 煙．８

杂质 B ０ �．０２０ ０ 8．０５０ ３ 煙．９

杂质 C ０ �．０２１ ０ 8．０５２ ４ 煙．０

盐酸赛庚啶 ０ �．０２２ ０ 8．０５４ ４ 煙．７

4 ．5 　精密度试验
4 ．5 ．1 　重复性 　分别取本品 ６份 ，均精密称定 ，用

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１ ml中含盐酸赛庚啶约
０ ．５ mg的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记录色谱图 ，

以测得杂质总含量来计算精密度 ，盐酸赛庚啶杂质

总含量平均值为 ０ ．０２３％ ，RSD 为 ５ ．５％ （n＝ ６） ，表

明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

4 ．5 ．2 　中间精密度 　由第二个分析员在不同日期 、

不同 HPLC仪器 ，照“４ ．５ ．１”项下进行重复性试验 。

结果盐酸赛庚啶杂质含量平均值为 ０ ．０２４％ ，RSD
为 ６ ．２％ （n＝ ６） 。所有 １２个结果的 RSD为 ５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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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盐酸赛庚啶供试品的典型

图谱见图 ３ 。

图 3 　盐酸赛庚啶供试品色谱图

4 ．6 　准确度试验 　取本品 ９ 份 ，精密称定 ，用流动

相溶解并稀释制成盐酸赛庚啶浓度约为０ ．５ mg／ml
的本底溶液 ，分别加入杂质 A 、杂质 B和杂质 C 的
储备溶液 ，制成约含杂质 A 、B 、C 为 ０ ．１０ 、０ ．２０ 、

０ ．５０ μg／ml的混合溶液 ，每个浓度重复配制 ３次 ，按

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记录色谱图 ，计算回收率 。结果

见表 ５

表 5 　杂质准确度试验结果

杂质
浓度
（ρB ／

μg · ml － １ ）
回收率（％ ）

１  ２ K３ 摀
平均回收率

（％ ）

RSD
（％ ）

A ０ i．１０ ９８ 镲．５ ９９ 7．３ １００ 摀．１ ９８ 乔．８ ０ �．６

０ i．２０ ９８ 镲．３ ９８ 7．５ ９８ 摀．８

０ i．５０ ９９ 镲．０ ９８ 7．６ ９８ 摀．３

B ０ i．１０ ９９ 镲．０ ９９ 7．８ ９８ 摀．４ ９９ 乔．４ ０ �．６

０ i．２０ ９９ 镲．７ ９９ 7．１ ９８ 摀．９

０ i．５０ １００ 镲．３ ９９ 7．９ ９９ 摀．１

C ０ i．１０ ９９ 镲．９ ９８ 7．９ ９８ 摀．２ ９９ 乔．０ ０ �．６

０ i．２０ ９９ 镲．３ ９９ 7．７ ９８ 摀．５

０ i．５０ ９９ 镲．０ ９８ 7．４ ９９ 摀．２

4 ．7 　稳定性试验 　取“２ ．１”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分

别在室温放置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２ 和 ２４ h 进样 ，记录色

谱图 ，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杂质总含量 。结果盐酸

赛庚啶杂质总含量平均值为 ０ ．０２５％ ，RSD 为
４ ．６％ 。所以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２４ h稳定 。

4 ．8 　耐用性试验 　不同条件 ，按“４ ．５ ．１”项下方法

测定杂质总含量 ，结果见表 ６ 。

　 　杂质总含量平均值为 ０ ．０２４％ ，RSD 为 ５ ．２％ 。

对方法参数进行有意改变后 ，分析方法依然可靠 。

5 　有关物质测定

　 　取 ３个不同批号的样品 ，按“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

表 6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耐用性试验结果

条件
杂质总含量

（％ ）

色谱柱

　 Eclipse XDB唱C１８ （Agilent ，４ 骀．６ mm × ２５０ mm ，５ μm） ０ 媼．０２４

　 Kromasil C１８ （Kromasil ，４ 亮．６ mm × ２５０ mm ，５ μm） ０ 媼．０２３

柱温（ ℃ ）

　 ２０ �０ 媼．０２２

　 ２５ �０ 媼．０２４

　 ３０ �０ 媼．０２３

不同 pH 值的缓冲液
　 ６ V．８ ０ 媼．０２５

　 ７ V．０ ０ 媼．０２４

　 ７ V．２ ０ 媼．０２２

流动相的不同组成比例（V ／V ）

　 ８７ ∶ １３ #０ 媼．０２４

　 ８５ ∶ １５ #０ 媼．０２４

　 ８３ ∶ １７ #０ 媼．０２６

流速（ml／min）
　 ０ V．８ ０ 媼．０２６

　 １ V．０ ０ 媼．０２４

　 １ V．２ ０ 媼．０２５

杂质总量平均值 ０ 媼．０２４

RSD（％ ） ５ 媼．２

供试品溶液 ，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 ，记录色谱图 ，已

知杂质采用外标法定量 ，其他杂质采用主成份自身

对照法定量 。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测定结果见表

７ 。另取 ３批样品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２０１５ 年

版二部方法进行测定 。记录色谱图和各峰面积 ，计

算杂质总含量 ，结果与本文方法基本一致（见表 ７） 。

表 7 　两种不同方法测定盐酸赛庚
啶杂质总含量结果的比较（％ ）

批号 本文方法 中国药典方法

X０３０１１ 汉０  ．０２ ０ $．０３

X０３０２１ 汉０  ．０３ ０ $．０２

X０３０３１ 汉０  ．０３ ０ $．０４

6 　结论

　 　有关物质的验证项目为专属性 、准确度 、线性和

范围 、定量限 、检测限 、精密度 、中间精密度 、系统适

用性 、耐用性和溶液稳定性 。根据验证结果 ，所有的

验证分析项目均符合规定 ，说明该分析方法是可靠

的 ，适用于盐酸赛庚啶有关物质的分析 。

【参考文献】

［１］ 　 张式凡 ．盐酸赛庚啶［J］ ．江苏医药 ，１９８０ ，８（３） ：３０ ．

（下转第 ６９页）

３６

药学实践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日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Vol ．３５ ，No ．１ ，January ２５ ，２０１７



同地区购买的罗布麻叶 ，按“２ ．１ ．２”项下方法制备样

品溶液 ，按照“２ ．２”项下色谱条件测定槲皮素含量 ，

见表 ３ ，结果表明 ，吉林长春市和河北秦皇岛市的罗

布麻叶中槲皮素含量最高 ，新疆乌鲁木齐的罗布麻

叶中槲皮素含量最低 。

表 3 　不同地区罗布麻叶中槲皮素含量

编号 来源 槲皮素百分含量（％ ）

１ 排吉林长春市 ０  ．８５

２ 排河北石家庄市 ０  ．６８

３ 排山东潍坊市 ０  ．６６

４ 排广东广州市 ０  ．４９

５ 排江苏无锡市 ０  ．７４

６ 排河北秦皇岛市 ０  ．８４

７ 排内蒙古呼和浩特 ０  ．５５

８ 排江西南昌市 ０  ．６５

９ 排吉林松原市 ０  ．７０

１０ 排四川成都市 ０  ．７５

１１ 排安徽合肥市 ０  ．６９

１２ 排上海市 ０  ．７０

１３ 排新疆乌鲁木齐 ０  ．４５

3 　讨论

3 ．1 　罗布麻植物可采收叶的时期较长 ，为提高药材

活性成分含量 ，确定最佳采收时间 ，本研究对不同生

长期罗布麻叶中槲皮素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实验表

明 ，罗布麻叶中槲皮素的含量随着植物的生长 ，经历

一个由低到高 ，再由高转低的过程 ，这一变化过程和

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变化过程相一致 。罗布麻叶的

最佳采收时间 ，选择在植株开始结果到叶开始变黄

色期间采收最佳 。

3 ．2 　 大花罗布麻 Poacyz uan hendersonii （Hook ．

F ．）Woodson是罗布麻的同科植物 ，主要分布于新

疆 、青海和甘肃等省区 ，当地民间也做药用或茶饮治

疗高血压 。经对其槲皮素的含量测定 ，发现在 ５ 月

和 １０月的含量较高 ，其余期间采集的含量稍低［４］
，

这一结果和我们测定的罗布麻植物有一定差异 ，可

能和不同属种以及不同的气候条件有关 。

3 ．3 　经对国内部分省市销售店购买的罗布麻叶中
槲皮素的含量测定结果表明 ，大多数商品的槲皮素

含量符合药典规定的要求 ，也尚有少数样品达不到

药典标准 ，建议有关部门还需加强对罗布麻叶的质

量监督检查 。

3 ．4 　罗布麻叶是常用中药 ，具有平肝安神 、清热利

水的功效 。本实验以其活性成分槲皮素为指标 ，比

较不同生长期采集的罗布麻叶中槲皮素的含量 ，揭

示了罗布麻叶药材的最佳采收时间 ，为获得优质罗

布麻叶药材 、罗布麻植物的合理使用和开发提供有

益的参考 。

3 ．5 　试验采用 ２００５年版枟中国药典枠一部罗布麻叶

项下样品制备方法及色谱条件进行测定 ，方法简便 、

易操作 ，且峰形对称 、分离度好 ，故本试验结果准确

可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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