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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 RP—HPLC法测定 

刘金磊，李典鹏 ，韦 霄，黄永林 ，卢凤来，蒋运生 

( 薯 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 ：建立黄花蒿中青蒿素的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方法 ，采用柱前衍生 RP—HPLC法测定黄花蒿中青蒿素的 

含量 ，采用 ZORBAxxDB-c18(4．6 mm×15O mm，5 m)色谱柱 ，甲醇一0．01 mol／L醋酸 钠一醋酸缓 冲液 

(pH5．8，体积比62：38)为流动相；检测波长：260 nm；流速：0．8 mL／min；柱温：3O℃。对广西、沈阳、北京、郑 

州、苏州和杭州等不同产地的野生黄花蒿样品、以及同一产地不同采集时间黄花蒿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不 

同地区青蒿素含量差异很大，同一地区不同采集时间黄花蒿样品的青蒿素含量也有差异。该法准确可靠、重 

现性好，能准确地反映青蒿素含量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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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rtemi simi n in Artemisia 

annua with RP-HPLC 

LIU Jin-Lei，LI Dian-Peng ，WEI Xiao，HUANG Yong-Lin， 

LU Feng-Lai，J IANG Yun-Sheng 

(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zu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 of artemisimin in Artemidia annua was determined with the method of pre-column reac— 

tion to RP—HLPC． The COlumn was ZORBAXXDB—C18(4．6 mm × 150 mm，5 m)，with mobile phase 

CHaOH—O．01 mol／L NaAC—HAC buffer(pH=5．8，62：38)，flow rate 0．8 mL／min，column temperature at 3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are great diversity in the content of artemisimin in Artemidiae annua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different harvest time．The method iS accurate，sensible and repeatable，and can be used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is herb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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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是从 中草药 黄花蒿 (Artemisia 

L )中提取的有效成 分，是我 国唯一得 到国际承认 

的抗疟新药，也是我 国第一个以一类新药出 口的化 

学药品。青蒿素是一种含有过氧基 团的倍半萜内 

酯，对脑型及抗氯喹性疟疾有特殊疗效。目前，青蒿 

素的研究已引起国际上的高度重视，原料药材的规 

范化栽培，品种的选择，SOP的制定等问题已提上 

议程 。因此青蒿素的含量测定及测定方法的可信度 

对于黄花蒿引种栽培以及控制药材质量有重要意 

义。黄花蒿中青蒿素的含量测定方法文献已报道的 

有：重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比色法(李典鹏 

等，1995)，高效液相色谱法(赵世善等，1986；黄海滨 

等，1994)。由于文献报道的色谱检测方法因为保留 

时间过长，分离效果不明显，为此我们建立一种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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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法，该方法原料提取方法简便，便于操作， 

且测定准确 、快速、灵敏 ，重复性好 。通过此法对广 

西、沈阳、北京、郑州、苏州和杭州等不同产地的野生 

黄花蒿样品、以及同一产地不同采集时间黄花蒿样 

品进行 了青蒿素的含量测定 。 

1 仪器与材料 

Agilent一1100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二 

极管阵列多波长检测器 DAD、四元梯度泵、在线真 

空脱气机、7725i手动进样器、HP化学工作站(美国 

Agilent公司)；R一114型旋转蒸发仪(瑞士 Biichi公 

司制造)。 

青蒿素对照品(中国药 品与生物制品检定所 

(0202—9501)，纯度 99．1 )；黄花蒿(A．annua)样品 

采自不同地区(阴干干燥后，磨成粉过 4O目筛备 

用)，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韦发南研究员鉴定。石油 

醚(tg点 60～9O℃)、无水乙醇、醋酸、醋酸钠、氢氧 

化钠均是分析纯，甲醇为色谱纯，水为二次蒸馏水。 

2 色谱条件 

色谱柱：zORBAx xDB—C18柱(4．6 mm×15O 

mm，5 m)；柱温：3O℃；流动相 ：甲醇一0．01 mol／L 

醋酸钠一醋酸缓冲液(pH5．8，体积比62：38)；流速： 

0．8 mL／min；检测波长：260 nm；进样量 ：1O L。理 

论塔板数按衍生后青蒿素计算应不低于 2 500。在 

本条件下，对照品衍生前色谱图(C)与衍生后色谱 

图(B)与供试品衍生后色谱图(A)如图 1。 

3 溶液的制备 

3．1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青蒿素对照品 25 mg于 25 mL的容 

量瓶中，加人无水乙醇溶液定容，配制成 1．0 mg／ 

mL的溶液备用。 

3．2供试品溶液 

称取黄花蒿样品干品约 0．5 g(过 4O目筛)包于 

滤纸纸袋中，置索氏提取器，精密量取石油醚(沸点 

60~90℃)80 mL，加热 回流提取 5 h后 ，放冷，取 出 

提取液挥干石油醚，再置于 25 mL容量瓶中，加人 

无水乙醇定容备用。精密吸取样品溶液 1．0 mL置 

于1O mL容量瓶中，加人 0．2 氢氧化钠溶液 5 

mL，混合均匀后放人 5O℃的恒温水浴中加热 3O 

min，取出冷却至室温，加人 0．08 mol／L的醋酸定 

容至刻度混合均匀后，分别用 0．45 m微孔滤膜过 

滤，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备用 。 

O 1 2 3 4 5 min 

图 1 青蒿素对照品和样品的 HPLC图谱 
Fig．1 HPLC chromatogram of Artemisia annua 

4 方法学考察 

(1)线形关系的考察：分别精密量取 1．0 mg／ 

mL青蒿素对照品溶液配制成 0．05、0．1、0．2、0．4、 

0．6、0．8 mg／mL的青蒿素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 

上述不同浓度的青蒿素对照品溶液 1．0 mL置于 1O 

mL容量瓶中，加人 0．2 氢氧化钠溶液 5 mL，混 

合均匀后放人 5O℃的恒温水浴中加热 30 min，取 

出冷却至室温，加人0．08 mol／L的醋酸定容至刻度 

混合均匀后，分别用 0．45 m微孔滤膜过滤，各精 

密吸取 10 L滤液，注人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 

件测定峰面积，以进样时的溶液浓度为横坐标，色谱 

峰面积数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如 

下 ：Y一2849．5X+9．334(r===0．999 1)。结果表明 

进样量在 0．009～10．00／lg范围内呈良好的线形关 

系。 

(2)仪器精密度实验：分别吸取对照品衍生溶液 

1O L连续进样 5次 ，测定峰面积。测得青蒿素峰 

面积的 RSD为 0．3 。 

(3)稳定性实验：分别吸取青蒿素衍生液，分别 

于 0、1、3、5、10、24 h进样 1O L，测定 ，结果峰面积 

的 RSD值为 1．3％。 

重复性实验：分别称取黄花蒿样 品 6份，按 

“3．2”项 的 方 法 处 理，依 次 测定 平 均含 量 为 

0．485％，RSD1．6 。 

(4)加样回收率实验：取已知青蒿素含量的黄花 

蒿样品 0．5 g，共 5份，提取、旋干，加人一定量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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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后再分别精密加入青蒿素对照品溶液 (O．2 

mg／mL)1 mL定容到 25 mL容量瓶中，按供试品溶 

液的衍生方法操作，平行测定 ，进样 10．O L，结果 

平均加样回收率是 96．14 ，RSD 2．1 (表 1)。 

表 1 黄花蒿的加样回收率 (n一5) 

Table 1 Recovery rate of Artemisia annua 

样品量 样 品中青 测得量 

Size of 蒿素含量 Content of 
sample Artemisimin additived 

(g) content(mg) (mg) 

A verage ㈤RSD 

rate( ) 

0．5020 

0．5031 

0．5032 

0．5025 

0．5033 

O．348 

0．351 

0．352 

0．349 

0．358 

0．546 

0．540 

0．543 

0．538 

0．553 

5 样品测定 

分别称取不同产地的黄花蒿样品，按照 3．2供 

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处理，在上述色谱条件下进行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2。 

分别称取同一产地不同采集时间的黄花蒿样 

品，按 3．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方法处理，在上述色谱 

条件下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3。 

表 2 不同产地黄花蒿样品青蒿素 

含量测定结果 ( ，n一4) 

Table 2 Determination of artemisimin content in 

Arternisia annua from different places 

表 3 同一产地不同采集时间黄花蒿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 ，n=4)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artemisimin content in 

Artemisia annua harvested in different times 

6 讨论 

(1)关于青蒿素的检测，现多数以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居多。本文用 HPLC法对青蒿素的衍生 

液进 行 检测 ，通过 色 谱 图说 明，由于 未衍 生 的 1 

mol／L青蒿素对照品色谱峰峰面积过小不在线性范 

围内，未衍生青蒿素样 品峰面积几乎与基线相平，所 

以说在二极管阵列多波长检测器 DAD的条件下青 

蒿素的检测只能以衍生状态方为可行。对照品在上 

述色谱条件下只有单一峰型，同时对照品色谱峰没 

有出现在对照品衍生后所对应的位置，这说明衍生 

后所测定的色谱峰为单纯的青蒿素衍生所产生的。 

(2)衍生反应完成后加入醋酸，中和衍生后所多 

出的无机碱 ；所产生 的化合物在 260 nm处有最大 

吸收峰 。本文采用 甲醇一O．O1 mol／L醋酸钠一醋酸 

缓冲液(pH5．8，体 积 比 62：38)为流动相，分离效 

果好，保留时间适中，且无干扰。方法简便、快速，重 

现性好，适用于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测定。 

(3)本文用高压液相色谱法分析我国北方的沈 

阳、北京 ；中部的郑州 、苏州等地的黄花蒿样 品以及 

广西不同产地的野 生黄花蒿样 品结果显示 ：不同产 

地野生黄花蒿样品之间青蒿素含量均有明显的差 

异，广西野生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在 O．334 ～ 

0．992 之间，而沈阳、北京、郑州、苏州和杭州等地 

野生黄花蒿中青蒿素的含量则低于 O．147％。可见 

我国北部和中部的野生黄花蒿样品的含量明显偏 

低；而广西野生的黄花蒿样品青蒿素含量普遍较高。 

(4)对青蒿素含量进行质量监控 ，可确定黄花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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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为长江源区的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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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采收期。对于同一地点不同采收时间黄花蒿样 

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黄花蒿最佳采收期为八月初到 

九月末，这与文献报道的相同(韦霄等，1999)。目前 

对于不同产地黄花蒿中青蒿素的含量差异原因还有 

待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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