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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氏鹿茸草(Ｍｏｎｏｃｈａｓｍａ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ｘ Ｍａｘｉｍ.)的干

燥全草可药用ꎬ具有抑菌、抗炎和抗病毒等功效[１－２] ꎮ 目前ꎬ已
从沙氏鹿茸草中分离出黄酮类(木犀草素)、苯乙醇苷类(类叶

升麻苷、异类叶升麻苷和 ｔｏｒｅｎｏｓｉｄｅ Ｂ 等)、酚酸类和三萜类化

合物[３－５] ꎬ其中ꎬ苯乙醇苷类是其全草的代表性化学成分ꎬ对治

疗呼吸道感染或肺炎有意义[６] ꎻ类叶升麻苷ꎬ具有抗骨质疏

松、抗炎和抗衰老等药理活性[７－９] ꎻ木犀草素是主要的黄酮类

成分之一ꎬ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炎和抗肿瘤等药理作用[１０] ꎮ
药用植物的活性成分含量除与其本身的遗传因子有关外ꎬ还
受生境条件显著影响[１１] ꎮ 因此ꎬ了解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

株中有效成分含量的差异有助于评价其药材质量ꎮ
作者以来源于不同产地的沙氏鹿茸草全株为材料ꎬ对其

黄酮类和苯乙醇苷类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测定ꎬ以期为沙氏鹿

茸草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基础研究数据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供试野生沙氏鹿茸草多年生成年全株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分别

采自浙江的莲都和龙泉ꎬ福建宁化ꎬ湖南茶陵以及江西的修

水、乐平、信丰、安福和分宜 ９ 个产地ꎬ经江西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朱培林研究员鉴定为沙氏鹿茸草ꎮ 以 １０ 株为 １ 个样品ꎬ每
产地采集 ３ 个样品ꎬ共 ２７ 个样品ꎮ 将全株洗净ꎬ于 ７０ ℃烘干

至恒质量ꎬ粉碎后过筛(４０ 目)ꎬ于干燥条件下保存、备用ꎮ
主要仪器和试剂:Ｗａｔｅｒｓ １５２５－２９９８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

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ꎬＷａｔｅｒｓ Ｃ１８ 反相色谱柱(４.６ ｍｍ×２５０ ｍｍꎬ
５ μｍ)ꎬＶＧＴ－２２２７ＱＴＤ 超声波提取仪(苏州江东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ꎬＵＶ１８００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 Ｓｈｉｍａｄｚｕ 公

司)ꎮ 类叶升麻苷(批号 ６１２７６－１７－３)、异类叶升麻苷(批号

６１３０３－１３－７)、木犀草素(批号 ４９１－７０－３)标准品均购自上海

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纯度均大于 ９８％ꎻ乙腈和甲醇为色谱

纯(德国 Ｍｅｒｃｋ 公司)ꎬ水为超纯水ꎬ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总黄酮含量测定 　 参考肖作为等[１２] 的方法并略作修

改ꎬ制备芦丁标准品溶液ꎬ并计算总黄酮含量ꎮ 按料液比

１ ∶ １００(ｍ ∶ Ｖ)的比例在样品粉末中加入体积分数 ６０％乙醇ꎬ
于 ６０ ℃下震荡提取 ６０ ｍｉｎꎮ 取 ５４０ μＬ 提取液ꎬ加入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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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ＮａＮＯ２ 溶 液 ３０ μＬꎬ 反 应 ６ ｍｉｎꎻ 加 入 质 量 分 数 １０％
Ａｌ(ＮＯ３) ３溶液 ３０ μＬꎬ反应 ５ ｍｉｎꎻ加入 １ 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 溶液

４００ μＬꎬ静置 １５ ｍｉｎꎻ于波长 ５１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ꎮ 以吸光度

为纵坐标 ｙ、芦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ｘ 绘制标准曲线ꎬ线性回

归方程为 ｙ＝ ５.０２８ ２ｘ＋０.０００ ７(Ｒ２ ＝ ０.９９９ ６)ꎬ线性范围２５.４４~
１５２.６４ μｇｍＬ－１ꎮ
１.２.２　 总苯乙醇苷含量测定　 由于类叶升麻苷在沙氏鹿茸草

全株中含量较高ꎬ故选其为苯乙醇苷类成分的对照品ꎮ 精密

称取类叶升麻苷对照品适量ꎬ用适量甲醇溶解并配制成 ０.３５２
ｍｇｍＬ－１类叶升麻苷对照品母液ꎻ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母液

０.１、０.２、０.５、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Ｌꎬ用甲醇分别定容至 １０ ｍＬꎬ于波

长 ３３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ꎮ 以吸光度为纵坐标 ｙ、类叶升麻苷

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ｘ 绘制标准曲线ꎬ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
２９.８９４ ３ｘ－０. ０２０ ４ (Ｒ２ ＝ ０. ９９９ ５)ꎬ线性范围 ３. ２５ ~ １７６. ００
μｇｍＬ－１ꎮ

称取样品粉末约 ０.２ ｇ(精确至 ０.０００ １ ｇ)ꎬ准确加入体积

分数 ７０％甲醇 ２５ ｍＬꎬ称量ꎬ超声(２５０ Ｗ)提取 ４０ ｍｉｎꎻ冷却后

用体积分数 ７０％甲醇补足质量ꎬ并用 ０.４５ μｍ 微孔滤膜过滤ꎬ
滤液为样品溶液ꎮ 按上述类叶升麻苷对照品测定方法于波长

３３０ ｎｍ 处测定吸光度ꎬ并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样品溶液中总苯

乙醇苷的浓度ꎮ
１.２.３　 类叶升麻苷、异类叶升麻苷和木犀草素含量测定 　 按

照 １.２.２ 中方法分别制备对照品和样品溶液ꎬ分别得到 ０.２１８
ｍｇｍＬ－１类叶升麻苷、０.２３６ ｍｇｍＬ－１异类叶升麻苷和 ０.２２０
ｍｇｍＬ－１ 木犀草素对照品母液ꎮ 精密吸取各对照品母液

２ ｍＬꎬ混合后用甲醇进行 ５、１０、２５、５０ 和 １００ 倍梯度稀释ꎬ配制

成系列浓度混合标准品溶液ꎬ用于 ＨＰＬＣ 分析ꎮ
色谱条件:采用 Ｗａｔｅｒｓ Ｃ１８ 反相色谱柱ꎬ流动相 Ａ 为甲

醇、流动相 Ｂ 为质量体积分数 ０. ４％磷酸水溶液ꎬ流速 １. ０
ｍＬｍｉｎ－１ꎬ检测波长 ３３０ ｎｍꎬ柱温 ３０ ℃ꎬ进样量 １０ μＬꎮ 分别

精密吸取各标准品溶液和样品溶液ꎬ按照上述色谱条件测定ꎮ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 ｙ、对照品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ｘ 绘制标准曲

线ꎮ 类叶 升 麻 苷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 ｙ ＝ ４. ３９７ ５ × １０３ ｘ ＋
１.６８８ ２×１０４(Ｒ２ ＝ ０.９９９ ８)ꎬ线性范围 ２.１８~ ２１８.００ μｇｍＬ－１ꎻ
异类叶升麻苷线性回归方程为 ｙ ＝ ９.５８０ ４×１０３ ｘ＋１.５０７ ５×１０４

(Ｒ２ ＝ ０.９９９ ６)ꎬ线性范围 ２.３６~ ２３６.００ μｇｍＬ－１ꎻ木犀草素线

性回归方程为 ｙ＝ ８.７４２ ６×１０３ｘ＋３.５０２ ３×１０４(Ｒ２ ＝ ０.９９９ ８)ꎬ线
性范围２.２０~２２０.００ μｇｍＬ－１ꎮ 根据标准曲线并依据峰面积

换算样品中 ３ 个成分的含量ꎮ
１.２.４　 方法学考察　 对上述 ＨＰＬＣ 方法进行方法学考察ꎬ精
密度考察中类叶升麻苷、异类叶升麻苷和木犀草素峰面积的

ＲＳＤ 值依次为 ０.５０％、２.８２％和 １.３８％ꎬ重复性考察中 ３ 个成分

峰面积的 ＲＳＤ 值依次为 ０.８６％、２.２０％和 １.５６％ꎬ稳定性考察

中 ３ 个成分峰面积的 ＲＳＤ 值依次为 ０.３８％、０.５１％和 １.０９％ꎬ
表明仪器的精密度、方法的重复性和供试品溶液的稳定性均

良好ꎮ
１.３　 数据处理和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产地间的方差分析ꎬ
并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新复极差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多重比较ꎮ

２　 结果和分析

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株中黄酮类和苯乙醇苷类成分的

含量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见: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总黄酮和木犀

草素的含量分别为 ２６.９６~ １３３.７４ 和 ０.８３~ ４.０３ ｍｇｇ－１ꎮ 其

表 １　 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株中主要活性成分的含量(Ｘ±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ｏｃｈａｓｍａ ｓａｖａｔｉｅｒｉ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ｘ Ｍａｘｉｍ.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Ｘ±ＳＤ)

样号
Ｎｏ.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产地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各成分的含量 / (ｍｇｇ－１) 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１)

总黄酮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木犀草素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总苯乙醇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ｅｎ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ｉｄ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类叶升麻苷
Ａｃｔｅｏｓｉｄｅ

异类叶升麻苷
Ｉｓｏａｃｔｅｏｓｉｄｅ

Ｓ１ 浙江莲都 Ｌｉａｎｄｕ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３７.７６±０.４７ｄｅ ０.８３±０.０１ｄ ２３.５６±１.８４ｄｅ ２.１２±０.０３ｄ ０.５４±０.０３ｂｃ
Ｓ２ 浙江龙泉 Ｌｏｎｇｑｕａｎ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５８.７３±３.６２ｃ １.２８±０.０１ｂｃｄ ３３.８２±１.２０ｃ ２.５８±０.０３ｃｄ ０.６８±０.０１ｂ
Ｓ３ 福建宁化 Ｎｉｎｇｈｕａ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５５.１３±２.９９ｃ １.３９±０.１８ｂｃｄ ３５.２４±２.５１ｃ １.７３±０.０５ｄｅ ０.４５±０.０４ｃｄ
Ｓ４ 湖南茶陵 Ｃｈ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２６.９６±１.７９ｅ １.１４±０.１５ｃｄ １９.２３±１.９５ｅ ０.３４±０.０４ｅ ０.１７±０.０５ｅ
Ｓ５ 江西修水 Ｘｉｕｓｈｕｉ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６４.５０±３.７１ｃ １.９４±０.０２ｂｃ ３８.０４±０.８１ｃ １.１２±０.０２ｄｅ ０.２４±０.０２ｅ
Ｓ６ 江西乐平 Ｌｅｐｉｎｇ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３３.７４±７.２７ａ ２.２４±０.０１ｂ ６３.９３±６.９３ａ １５.９８±０.０９ａ ５.４１±０.１３ａ
Ｓ７ 江西信丰 Ｘｉｎｆｅｎｇ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４７.５６±４.３２ｃｄ １.４３±０.１６ｂｃｄ ３０.５４±３.２１ｃｄ １.３６±０.０８ｄｅ ０.２９±０.０３ｄｅ
Ｓ８ 江西安福 Ａｎｆｕ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９７.４９±３.１７ｂ ４.０３±０.３９ａ ５１.９２±３.４６ｂ ３.７７±０.０６ｃ ０.５６±０.０４ｂｃ
Ｓ９ 江西分宜 Ｆｅｎｙｉ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１２１.３２±５.８３ａ ３.３９±０.６７ａ ５８.９３±４.７３ａｂ ５.５７±０.２１ｂ ０.５７±０.０５ｂｃ

均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７１.４７±３.５７ １.９６±０.２２ ３９.４７±１.５３ ３.８４±０.０８ ０.９９±０.０３
Ｆ 值 Ｆ ｖａｌｕｅ ６１.４３∗∗ １８.３１∗∗ ２１.９４∗∗ ９２.８１∗∗ ６９５.４７∗∗

　 １)同列中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差异显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１ ｌｅｖｅｌ. ∗∗:
Ｐ<０.０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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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江西的乐平、分宜和安福的样品中总黄酮含量均位居前

３ 位ꎬ分别为 １３３.７４、１２１.３２ 和 ９７.４９ ｍｇｇ－１ꎻ而湖南茶陵的样

品中总黄酮含量最低(含量为 ２６.９６ ｍｇｇ－１)ꎬ前三者分别为

后者的 ４.９６、４.５０ 和 ３.６２ 倍ꎮ 木犀草素含量以江西安福的样

品中最高(４. ０３ ｍｇｇ－１)ꎬ以浙江丽水的样品中最低(０. ８３
ｍｇｇ－１)ꎬ前者是后者的 ４.８６ 倍ꎮ

由表 １ 还可见: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总苯乙醇苷、
类叶升麻苷和异类叶升麻苷的含量分别为 １９. ２３ ~ ６３. ９３、
０.３４~１５.９８ 和 ０.１７~５.４１ ｍｇｇ－１ꎮ 其中ꎬ总苯乙醇苷、类叶升

麻苷和异类叶升麻苷含量均以江西乐平的样品中最高ꎬ以湖

南茶陵的样品中最低ꎬ前者的总苯乙醇苷、类叶升麻苷和异类

叶升麻苷含量分别为后者的 ３.３２、４７.００ 和 ３１.８２ 倍ꎮ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总黄酮、

木犀草素、总苯乙醇苷、类叶升麻苷和异类叶升麻苷的含量均

存在极显著差异ꎮ 总体上看ꎬ江西乐平、安福和分宜的样品中

总黄酮和总苯乙醇苷含量显著高于其他产地的样品ꎬ且木犀

草素、类叶升麻苷和异类叶升麻苷的含量也较高ꎮ

３　 讨论和结论

本研究中ꎬ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总黄酮含量(２６.９６~ １３３.７４
ｍｇｇ－１)明显高于杨蓓芬等[１３] 的测定结果ꎬ这种现象除与样

品的种类、提取方法和采收时间等因子的差异有关外ꎬ还与生

长条件不同有关ꎮ 张舒婷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同产地

鹿茸草(Ｍ.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 Ｍａｘｉｍ. ｅｘ Ｆｒａｎｃｈ. ｅｔ Ｓａｖａｔ.)中ꎬ浙江宁波和

江西丰城的鹿茸草中木犀草素含量较高ꎻ而本研究中ꎬ江西的

安福和分宜的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木犀草素含量显著高于其他

产地ꎬ表明同一种类不同产地间木犀草素含量差异较大ꎮ 从

２ 个苯乙醇苷单体成分看ꎬ不同产地的沙氏鹿茸草全株中类叶

升麻苷含量的变幅高于异类叶升麻苷ꎬ说明类叶升麻苷含量

的地理变异程度高于异类叶升麻苷ꎮ
不同产地的沙氏鹿茸草全株中总黄酮、木犀草素以及类

叶升麻苷、异类叶升麻苷和总苯乙醇苷的含量均有极显著差

异ꎬ且总体上看ꎬ江西的乐平、安福和分宜的沙氏鹿茸草全株

中各成分的含量相对较多ꎬ从药用活性成分含量角度看ꎬ这
３ 个产地的沙氏鹿茸草药用价值较高ꎮ 受遗传和环境因子的

影响ꎬ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含量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ꎬ这
种差异也可能与采收时间以及保存方式等有关ꎮ 因此ꎬ还有

待于对沙氏鹿茸草野生资源进行全面的调研ꎬ并针对采收时

间和保存方式等方面对其活性成分含量进行更细致的比较分

析ꎬ同时探讨地理因子与其活性成分含量的相关性ꎬ以期筛选

出优良的沙氏鹿茸草种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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