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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及不同部位黑龙骨中
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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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不同产地及不同部位黑龙骨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分布规律,为黑龙骨药 材 的 合 理 利 用 提 供 理 论 依

据.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采自不同产地的28份黑龙骨样品进行杠柳毒苷质量 分 数 测 定.结 果 表 明,不 同 产 地

黑龙骨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由多到少为云 南 野 生 材 料,贵 州 野 生 材 料,重 庆 野 生 材 料,四 川 野 生 材 料.同

一产地根木质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最高(0.31~2.24mg/g);根韧皮部、茎韧皮部、茎木质部质量分数次之(0.25~

1.41mg/g,0.09~1.23mg/g,0.05~0.34mg/g);叶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最低(0.04~0.21mg/g).因此,还可以考虑

使用茎韧皮部、茎木质部和根韧皮部入药,扩大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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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骨(PeriplocaforrestiiSchltr.)为萝摩科(Asclepiadaceae)杠柳亚科(Subfam.PeriplocoideaeK.

Schum)杠柳属(PeriplocaLinn.)藤状灌木[1].黑龙骨作为西南地区著名的民族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

同的别称,在云南被称为滇杠柳,在贵州被称为黑骨藤,重庆、四川被称为黑龙骨或黑骨头,2003年

版《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以黑骨藤收录此药,标准中记录黑龙骨以秋、

冬两季采挖的干燥根或全株入药[2].黑龙骨药用历史悠久,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均有使

用此药的文献记录[3].
黑龙骨具有舒筋活络、祛风除湿、清热解毒等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还表明黑龙骨具有强心、抗炎、镇

痛和抗肿瘤活性等作用[4-8].杠柳毒苷(periplocin)是黑龙骨的主要化学成分,具有强心作用,亦称为杠柳

苷G(periplosideG)[9].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中草药内在化学成分 “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

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产之地”[10-11],故中草药有效成分的形

成也与其产地的生态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而杠柳毒苷的形成也与黑龙骨的产地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以往

的黑龙骨有效成分研究多侧重于杠柳毒苷质量标准的制定[12],并未系统地研究云南、贵州、四川、重庆4
个地区黑龙骨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的差异.本研究对这4个地区及黑龙骨不同部位样品中杠柳毒苷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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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进行分析,以期为黑龙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及处理

移栽材料收集于西南大学实验基地(2008-2009年从云南丽江、贵州黄果树、四川青城山、重庆金佛

山4个主产地移栽种植),野生材料由主产地野外采集,样品取样选择地径相同的植株.所有材料经重庆市

药用植物种植研究所刘正宇研究员与西南大学高洁教授鉴定和确认.详细情况见表1.
新鲜植株采集后去除泥沙,将植株分叶、茎韧皮部、茎木质部、根韧皮部、根木质部5个部分,置于电

热恒温鼓风干燥箱40℃烘至恒质量,粉碎,过100目筛,粉末备用.
表1 黑龙骨样品信息

供试材料 采样地点 纬度/N 经度/E 海拔/m 生境

移栽材料 西南大学实验基地 29°81'47″ 106°41'05″ 293 阳坡

野生材料 云南 云南丽江 26°58'30″ 100°10'13″ 3096 阳坡

贵州 贵州黄果树 25°59'20″ 105°40'13″ 916 阳坡

四川 四川青城山 30°53'54″ 103°33'40″ 1032 阳坡

重庆 重庆金佛山 29°04'08″ 107°12'55″ 1269 阳坡

1.2 仪器与试药

岛津LC-20A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SPD-20A 紫外检测器,自动进样器),日本岛津公司;ODS-2

HYPERSILC18色谱柱(250mm×4.6mm,5μm),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甲醇(色谱纯),天津

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乙腈(色谱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本实验用水为超纯水(Ultrapure系

列超纯水机),上海和泰仪器有限公司;杠柳毒苷对照品(批号30/081020,纯度≥98.0%),上海标准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3 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测定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测定[13].

1.3.1 标准曲线的制作及色谱条件

称取杠柳毒苷对照品4.8mg,置于10mL容量瓶,加甲醇至刻度,摇匀,即得质量浓度为480mg/L
对照品溶液,用甲醇稀释成质量浓度为4.8,9.6,19.2,48.0,96.0,192.0mg/L的对照品溶液,以杠柳

毒苷标准品浓度(x)为横坐标,峰面积(y)为纵坐标绘制回归曲线.实验所得杠柳毒苷的回归曲线为

y=13017x+3165.1(r=0.9999),表明杠柳毒苷在4.8~192.0mg/L时线性关系良好.
色谱条件:流动相为乙腈∶水(26∶74),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为220nm,柱温25℃.

1.3.2 HPLC检测

称取药材粉末1000mg,置25mL锥形瓶中,加10mL60%(v/v)甲醇浸提24h,移入10mL容量

瓶,60%(v/v)甲醇定容,微孔滤膜(0.45μm)过滤,即得供试品溶液.HPLC检测,进样量10μL,3次重

复.以外标法计算不同产地及不同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

1.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MicrosoftExcel软件作图.

2 结果分析

根据1.3项下杠柳毒苷测定方法及质量分数计算方法,得杠柳毒苷对照品及样品HPLC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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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杠柳毒苷对照品及黑龙骨不同部位样品的HPLC图

2.1 同一移栽黑龙骨不同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比较

由表2可知,4个材料中云南移栽材料根木质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最高为2.24mg/g,与该材料其他

部位的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贵州、重庆移栽材料的根韧皮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与同材料

茎木质部和茎韧皮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其他部位相比4个移栽材料叶部的杠柳毒苷

质量分数均最低(贵州移栽除外),其中四川移栽材料叶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最低,只有0.04mg/g.
表2 移栽材料不同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方差分析 /(mg·g-1) 

部位 云南移栽 贵州移栽 重庆移栽 四川移栽

叶 0.07±0.031Dd 0.21±0.155Bb 0.12±0.071Bb 0.04±0.011Bb
茎韧皮部 1.23±0.257Bb 0.13±0.076Bb 0.42±0.409Bb 0.09±0.003Bb
茎木质部 0.34±0.006Cc 0.20±0.046Bb 0.19±0.089Bb 0.05±0.007Bb
根韧皮部 0.29±0.002Cc 0.69±0.112Aa 1.41±0.080Aa 0.25±0.118Bb
根木质部 2.24±0.004Aa 0.31±0.063Bb 1.14±0.057Aa 0.69±0.337Aa

  注:表中大写字母不同表示p<0.01,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同一移栽材料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在不同部位的分布规律由多到少一般为根(根韧皮部、根木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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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茎韧皮部、茎木质部),叶.

2.2 不同移栽黑龙骨同一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比较

根据表3,4个移栽材料叶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云南移栽材料茎韧皮部、茎木

质部与根木质部中杠柳毒苷质量分数相比其他3个材料同一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重庆移栽材料根韧皮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相比其他3个材料根韧皮部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
表3 不同移栽材料同一部位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多重比较

材料(I) 材料(J) 叶 茎韧皮部 茎木质部 根韧皮部 根木质部

云南移栽 贵州移栽 0.092 0.000a 0.009a 0.001a 0.000a
重庆移栽 0.505 0.003a 0.008a 0.000a 0.000a
四川移栽 0.653 0.000a 0.000a 0.573 0.000a

贵州移栽 云南移栽 0.092 0.000a 0.009a 0.001a 0.000a
重庆移栽 0.258 0.170 0.917 0.000a 0.000a
四川移栽 0.044b 0.856 0.008a 0.000a 0.026b

重庆移栽 云南移栽 0.505 0.003a 0.008a 0.000a 0.000a
贵州移栽 0.258 0.170 0.917 0.000a 0.000a
四川移栽 0.278 0.129 0.009a 0.000a 0.014b

四川移栽 云南移栽 0.653 0.000a 0.000a 0.573 0.000a
贵州移栽 0.044b 0.856 0.008a 0.000a 0.026b
重庆移栽 0.278 0.129 0.009a 0.000a 0.014b

  注:a表示p<0.01,b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移栽与野生黑龙骨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比较

根据图2,将不同产地黑龙骨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进行显著性分析,云南野生材料茎部杠柳毒

苷质量分数远远大于其他材料,为10.54mg/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分布规律

由多到少为云南野生材料,贵州野生材料,重庆野生材料,四川野生材料.除云南移栽外,其余3个移栽

材料的茎部杠柳毒苷质量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来自于同一产地野生黑龙骨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

高于移栽材料.

图中大写字母不同表示p<0.01,小写字母不同表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2 移栽与野生黑龙骨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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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黑龙骨不同部位化学成分类似[14],但质量分数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本实验测定结果,28份不同产地

黑龙骨药材、不同材料部位中杠柳毒苷的质量分数,最低为四川移栽叶部,只有0.04mg/g,最高为云南野

生茎韧皮部,质量分数为5.70mg/g.同一材料叶部的杠柳毒苷质量分数最低,根部质量分数最高,这与刘

苋等[15]的报道一致.

不同产地野生材料之间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由多到少依次为云南野生材料,贵州野生材料,重庆

野生材料,四川野生材料,4个移栽材料茎部杠柳毒苷总质量分数亦有差异,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不同地域的形态、土壤、水分、气温和光照等诸生态环境不同使黑龙骨同一部位的杠柳毒苷质量分数也有

所变化[16-17].

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在黑龙骨叶部检测出杠柳毒苷的存在[18],根据本实验结果,黑龙骨叶中含有杠柳毒

苷,因此黑龙骨叶片也可以作为杠柳毒苷提取物的制备原料,从而扩大药用资源.

云南丽江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区,气候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采样点海拔为3096m,气

温低,昼夜温差可达12~20℃,年平均降水量1100mm左右,无霜期303.2d,黑龙骨生长发育期长.阳

光充足,平均全年日照时数为2500h,紫外线强,采样地为棕壤土,pH值为5~6,自然肥力较强,营养物

质积累多,有利于次生代谢产物杠柳毒苷的产生与合成.西南大学实验基地地处重庆北碚,属亚热带季风

湿润气候,平均气温18℃,年降水量1203mm,无霜期334d,平均全年日照时数为1073h[19].说明云南

丽江适宜黑龙骨的生长,对将云南丽江黑龙骨移栽至西南大学实验基地后杠柳毒苷质量分数下降的问题,

需要从后续的分子生物学方面进行研究.

传统中医药理论认为,茎木类药材一般在秋季采收时有效成分质量分数较高[20-21],本实验用材料均为

秋季采收,究竟春、夏季节的质量分数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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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ofPeriplocinContentsinDifferentParts
ofPeriplocaforrestiifromDifferentOrigins

JIANLing-ling, GAO Jie, ZHANGJian-fei, JIANGYan-hua
SchoolofAgronomyandBio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Object:ToanalyzethedistributionofperiplocinindifferentpartsofPeriplocaforrestiiplantsorigi-

natingfromdifferentplacessoastoprovideabasisfortherationaluseofthi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al

plantspecies.Methods:Highperformanceliquidchromatography(HPLC)wasadoptedtodeterminethe

periplocincontentsof28samplesofP.forrestiicollectedfromdifferentorigins.Results:Acomparisonof

thewildspeciessamplesfromdifferentoriginsshowedthatwildP.forrestiioriginatingfromYunnanhadthe

highesttotalperiplocincontentinthestem,followedinorderbythosefromGuizhou,ChongqingandSichuan.

ForP.forrestiiplantsfromthesameplaceoforigin,thehighestcontentsofperiplocinwerefoundinthexy-

lemoftheroot(0.31-2.24mg/g),followedbythephloemoftheroot(0.25-1.41mg/g),thephloem

ofthestem (0.09-1.23mg/g)andthexylemofthestem (0.05-0.34mg/g),andtheleavesofthe

planthadthelowestperiplocincontent(0.04-0.21mg/g).Conclusion:Itisalsorecommendedthatthe

stemphloemandxylem,andtherootphloemofP.forrestiiplantsbeusedasmedicinesoastoexpand

ourmedicinalresources.

Keywords:Periplocaforrestii;periplocin;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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