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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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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ａ．生命科学学院，ｂ．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紫花丹参、白花丹参中根、茎、叶、花等部位有效成分的分布特征。【方法】采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ＮａＮＯ２ＡｌＣｌ３ＮａＯＨ法和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比色法测定紫花丹参、白花丹参中根、茎、叶、花等部位的总丹参酮、

总黄酮、总酚酸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测定丹参酮ⅡＡ、丹参素钠、原儿茶醛和丹酚酸Ｂ的含量。【结果】

总丹参酮、总黄酮、总酚酸含量在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的根和叶中均较高，而在茎中较低。其中紫花丹参叶部总丹总

丹参酮、总黄酮、总酚酸含量分别比茎部高２．５倍、３．８倍和３．５倍。白花丹参叶部这３类成分含量分别比茎部高２．４

倍、１．８倍和１．９倍。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的地上部均未检测出丹参酮ⅡＡ；但含有与根部相同的丹参素、原儿茶醛和

丹酚酸Ｂ等３种水溶性成分，且在叶中含量较高。【结论】除根以外，丹参叶部各活性成分的含量均较高，可作为提取

丹酚酸等的原料。此外，白花丹参多数部位有效成分含量高于紫花丹参，是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的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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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丹参（犚犪犱犻狓犈狋犚犺犻狕狅犿犪犛犪犾狏犻犪犲犕犻犾狋犻狅狉

狉犺犻狕犪犲）是鼠尾草属植物丹参（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Ｂｕｎｇｅ．）的干燥根及根茎，产地分布广，主产安徽、

山西、河北、四川、江苏等地［１］。丹参作为一种传统

中药在我国沿用已久，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被

列为上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归纳丹

参的功效为“去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主治

“月经不调，经闭痛经，胸腹刺痛，热痹疼痛，疮疡肿

痛，心烦不眠，肝脾肿大，心绞痛”［２］。丹参的化学成

分根据其结构特征和理化性质被划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水溶性的酚酸，如丹酚酸Ｂ和紫草酸Ｂ；另一类

是脂溶性的松香烷型二萜醌，如丹参酮Ⅰ、丹参酮

ⅡＡ、丹参酮ⅡＢ和隐丹参酮。这两类成分都表现

出较好的活性。白花丹参（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为丹参的白花变型，其花冠为白色或

淡黄色，不同于正品丹参的紫色或紫红色花冠，主要

分布在山东省境内。经研究［３４］，白花丹参与丹参的

化学成分基本相同，含有脂溶性成分丹参酮类、水溶

性成分酚酸类，已作为一个新品种被收录进《山东省

中药材标准》［５］。

近年来，随着丹参临床应用范围的扩大，在寻找

新药源过程中，有人对丹参的茎叶进行了研究，证明

其具有与根类似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６８］。但关

于丹参地上部分有效成分含量分布特征的报道很

少。本试验对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不同部位有效成

分的分布进行了研究，以期为丹参地上部分的综合

利用提供合理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及主要试剂、仪器

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各部位于２００７０７采自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药用植物园，将各部

位样品（花、茎、叶、根）仔细分拣，自然阴干，称重，粉

碎至０．８ｍｍ左右备用。

丹参酮ⅡＡ、丹参素钠、原儿茶醛、丹酚酸Ｂ、芦

丁和没食子酸标准品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高效液相色谱分析中甲醇为色谱纯，水为超纯

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试剂按

照参考文献［９］的方法配制。

主要仪器有ＡＵＷ１２０电子分析天平（日本岛津

公司）、ＳＰ２１００ＵＶ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光

谱仪器有限公司）、ＳＢ５２０００Ｔ超声波清洗器（宁波

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Ｗａｔｅｒｓ１５２５二元高

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和 Ｗａｔｅｒｓ２９９６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公司）。

１．２　供试液制备

精密称取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各部位样品粉末

０．５ｇ，置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２０ｍＬ甲醇，在５０

℃水浴中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过滤，残渣用少量甲醇

洗涤，合并滤液，用甲醇定容至２５ｍＬ，摇匀，用于脂

溶性丹参酮含量的测定。

精密称取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各部位样品粉末

０．５ｇ，置５０ｍＬ锥形瓶中，加入２０ｍＬ体积分数

７０％甲醇溶液，在５０℃水浴中超声提取３０ｍｉｎ，过

滤，残渣用少量体积分数７０％甲醇溶液洗涤，合并

滤液，并用体积分数７０％甲醇定容至２５ｍＬ，摇匀，

用于总黄酮和水溶性酚酸含量的测定。

１．３　总丹参酮、总黄酮及总酚酸含量的测定

１．３．１　总丹参酮含量　以丹参酮ⅡＡ为对照，采用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１０］。检测波长为２７０ｎｍ，回

归方程和相关系数分别为犢＝８．７４犡＋０．００８７，

犚＝０．９９９７，其中犢 为丹参酮ⅡＡ含量，犡 为吸光

度。

１．３．２　总黄酮含量　以芦丁为对照，采用ＮａＮＯ２

ＡｌＣｌ３ＮａＯＨ法测定
［１１１２］。检测波长为５１０ｎｍ，回

归方程和相关系数分别为：犢＝１．１９８２犡＋０．０１４７，

犚＝０．９９９４，其中犢 为总黄酮含量，犡为吸光度。

１．３．３　总酚酸含量　以没食子酸为对照，采用Ｆｏ

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比色法测定
［１３１４］。检测波长为 ７６５

ｎｍ，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分别为：犢＝１２．０１１犡＋

０．００９７，犚＝０．９９９８，其中犢 为总酚酸含量，犡为吸

光度。

１．４　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测定脂溶性丹参酮

和水溶性丹酚酸的含量

１．４．１　色谱条件　脂溶性成分：色谱柱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ｕｎＦｉｒｅＣ１８（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

甲醇（Ａ）水（Ｂ），二元梯度洗脱 Ａ：０～２５ｍｉｎ，

６０％～７０％；２５～３５ｍｉｎ，７０％～７５％；３５～４５ｍｉｎ，

７５％～９０％；４５～５０ｍｉｎ，９０％；５５～６０ｍｉｎ，９０％～

１００％（Ａ＋Ｂ＝１００％）。流速：１ｍＬ／ｍｉｎ。柱温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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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波长２７０ｎｍ。

水溶性成分：色谱柱 ＷａｔｅｒｓＳｕｎＦｉｒｅＣ１８（４．６

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流动相：甲醇（Ａ）体积分数

０．０１％磷酸水溶液（Ｂ），二元梯度洗脱 Ａ：０～３０

ｍｉｎ，１５％～４０％；３０～４０ｍｉｎ，４０％～５５％；４０～６０

ｍｉｎ，５５％ ～７５％；６０～７０ ｍｉｎ，７５％ （Ａ＋Ｂ＝

１００％）。流速：１ｍＬ／ｍｉｎ。柱温：２５ ℃。检测波

长：２８０ｎｍ。

１．４．２　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各对照品溶液不同体

积（＜２０μＬ），按上述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色谱

图及峰面积。以对照品的含量为纵坐标，峰面积为

横坐 标，计 算 回 归 方 程：丹 参 酮 ⅡＡ 为：犢 ＝

２×１０－７犡＋０．００２１，犚＝０．９９９９；丹参素钠为犢＝

２×１０－６犡－０．０００３，犚＝０．９９８１；原儿茶醛为犢＝

８×１０－７犡－０．０５４，犚＝０．９８８８；丹酚酸犅 为犢＝

１×１０－６犡－０．１０２１，犚＝０．９９４８。

１．４．３　样品测定　精密吸取经０．４５μｍ微孔滤膜

过滤的各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按１．４．１色谱条件进

样分析。由测得的各指标成分的峰面积，根据回归

方程计算各供试品中丹参酮ⅡＡ、丹参素钠、原儿茶

醛和丹酚酸Ｂ的含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丹参不同部位总丹参酮、总黄酮和总酚酸含量

的比较

２．１．１　总丹参酮含量的比较　脂溶性丹参酮类是

抗菌消炎的主要成分，有研究表明，丹参地上部存在

丹参酮及其类似物［７，１５］。对不同部位总丹参酮含量

的测定结果（表１）表明，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各部

位总丹参酮含量差异较大。紫花丹参各部位总丹参

酮含量高低顺序为叶＞花＞根＞茎；与根比较，花和

叶具有较高的总丹参酮含量，分别是根的１０５．６６％，

１３０．１９％，茎总丹参酮含量为根的３６．７９％。白花丹

参各部位总丹参酮含量高低顺序为叶＞根＞花＞

茎；与根相比，叶具有较高的总丹参酮含量；叶、花和

茎的总丹参酮含量分别是根的１１３．５１％，４７．９７％和

３３．１０％。

除花以外，白花丹参其他部位的总丹参酮含量

均比紫花丹参高，其中根、叶、茎分别高出３９．６２％，

２１．７３％和２５．６４％。这表明白花丹参可能具有更

高的利用价值。

２．１．２　总黄酮含量的比较　鼠尾草属植物的黄酮

类化合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测定结果（表１）

表明，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各部位总黄酮含量各不

相同。紫花丹参各部位总黄酮含量顺序为根＞叶＞

花＞茎；叶和花中的总黄酮含量均较高，分别为根的

９１．３８％ 和 ６５．５９％，茎 的 总 黄 酮 含 量 为 根 的

１９．０５％。白花丹参各部位总黄酮含量顺序为叶＞

根＞茎＞花；与根相比，叶的总黄酮含量较高，为根

的１１８．６３％，花和茎分别为根的３６．６３％，４２．８４％。

通过比较可知，白花丹参花中总黄酮含量比紫

花丹参花低，而白花丹参茎、叶、根中的总黄酮含量

均比紫花丹参相应部位高，分别高 １２９．２３％，

３２．３３％，１．９３％。

表１　丹参不同部位总丹参酮、总黄酮和总酚酸含量的比较 ｍｇ／ｇ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紫花丹参

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

白花丹参

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

花Ｆｌｏｗｅｒ 茎Ｓｔｅｍ 叶Ｌｅａｆ 根Ｒｏｏｔ 花Ｆｌｏｗｅｒ 茎Ｓｔｅｍ 叶Ｌｅａｆ 根Ｒｏｏｔ

总丹参酮

Ｔｏｔａｌ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ｓ
１１．２０±０．１９ ３．９０±０．０２ １３．８０±０．２９ １０．６０±０．１８ ７．１０±０．１０ ４．９０±０．１０ １６．８０±０．０３ １４．８０±０．１７

总黄酮

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１１１．９０±０．７３３２．５０±０．１７ １５５．９０±０．７１１７０．６０±１．２０ ６３．７０±２．４９ ７４．５０±１．０７ ２０６．３０±１．８０１７３．９０±３．４１

总酚酸

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ｓ
６０．００±３．７６ １９．４０±０．１５ ８６．６０±０．３６ ６２．７０±３．８２ ３７．４０±０．７１ ３０．００±０．８９ ８８．６０±２．３２ ６５．７０±２．０８

２．１．３　总酚酸含量的比较　丹参水溶性总酚酸具

有抗氧化、抗凝抗血栓、抗心肌缺血及调血脂等多种

药理作用。不同部位总酚酸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１）表明，总酚酸在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不同部位的

分布各不相同。紫花丹参各部位总酚酸含量为叶＞

根＞花＞茎；与根相比，叶中具有较高的总酚酸含

量，为根的１３８．１２％，而花和茎中的总酚酸含量为

根的９５．６９％和３０．９４％。白花丹参各部位总酚酸

含量顺序为叶＞根＞花＞茎；与根相比，叶中的总酚

酸含量高，为根的１３４．８６％，花和茎分别为根的

５６．９３％和４５．６６％。

除花以外，白花丹参茎、叶、根中的总酚酸含量

均比 紫 花 丹 参 相 应 部 位 高，分 别 高 ５４．６４％，

２．３１％，４．７８％。

２．２　丹参不同部位丹参酮ⅡＡ含量的比较

进一步利用 ＨＰＬＣ分析丹参不同部位丹参酮

ⅡＡ的含量。结果（表２）表明，紫花丹参和白花丹

参地上各部位茎、叶、花均不含丹参酮ⅡＡ，其图谱

９１２第１２期 杭　亮等：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分布特征



中也没有出现其他主要脂溶性成分，如隐丹参酮、丹

参酮Ⅰ等峰；两者的根部均含有丰富的丹参酮ⅡＡ，

其中白花丹参根中的丹参酮ⅡＡ含量比紫花丹参根

高６０．６３％；比较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根中脂溶性

成分谱图（图１）可知，两者脂溶性成分种类相同，但

白花丹参大部分成分的含量均高于紫花丹参。

表２　丹参不同部位丹参酮ⅡＡ、丹参素钠、原儿茶醛和丹酚酸Ｂ含量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ⅡＡ，ｓｏｄｉｕｍｄａｎｓｈｅｎｓｕ，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ｎｄ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ｍｇ／ｇ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紫花丹参

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

白花丹参

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

花Ｆｌｏｗｅｒ 茎Ｓｔｅｍ 叶Ｌｅａｆ 根Ｒｏｏｔ 花Ｆｌｏｗｅｒ 茎Ｓｔｅｍ 叶Ｌｅａｆ 根Ｒｏｏｔ

丹参酮ⅡＡ

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ⅡＡ
ＮＤ ＮＤ ＮＤ ２．５９７ ＮＤ ＮＤ ＮＤ ４．１７５

丹参素钠

Ｓｏｄｉｕｍｄａｎｓｈｅｎｓｕ
１．４８４ ０．６８２ ４．１８０ ３．１５５ １．３３３ １．８２７ ４．４４２ ４．５３２

原儿茶醛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０．２６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８ ０．５６１ ＮＤ ＮＤ ０．３７２ ０．７８４

丹酚酸Ｂ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Ｂ
５．７８５ １．４２４ １０．１４２ ３８．６０６ ４．７２５ ２．２５９ １０．７７３ ４２．８０２

　　注：ＮＤ．未检出。

Ｎｏｔｅ：ＮＤ．Ｎｏ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ｔｅｄｏｕｔ．

图１　白花丹参（Ａ）和紫花丹参（Ｂ）根中脂溶性成分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１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ｌｉｐｏ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Ａ）

ａｎｄ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Ｂ）

２．３　丹参不同部位丹参素钠、原儿茶醛、丹酚酸Ｂ

含量的比较

表２显示，丹参素钠、原儿茶醛、丹酚酸Ｂ等３

种水溶性成分在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均有分布，但

其含量差异较大。紫花丹参根和叶中含有丰富的丹

参素钠，叶中丹参素钠含量为根的１３２．４７％；其次

是花和茎，分别只有根的４７．０２％，２１．６０％。白花

丹参不同部位丹参素钠的分布和紫花丹参相似，即

根和叶丹参素钠含量均较高，但其茎的丹参素钠含

量比花中的高，叶、茎、花中的丹参素钠含量分别是

根的９８．０２％，４０．３１％，２９．４２％。

紫花丹参根中原儿茶醛含量最高，其次是花，叶

和茎中均较少。花、叶、茎中原儿茶醛的含量分别是

根的４７．４８％，１２．０７％，４．９２％。仅在白花丹参的

叶和根中检出原儿茶醛，其中叶的原儿茶醛含量是

根的３．７１％。

紫花丹参根中丹酚酸Ｂ含量最高，其次是叶、

花、茎，其丹酚酸 Ｂ 含量分别是根的 ２６．２７％，

１４．９９％，３．６９％。白花丹参丹酚酸Ｂ在各部位的分

布与紫花丹参中的类似，其叶、花、茎的丹酚酸Ｂ含

量分别是根的２５．１７％，１１．０４％，５．２８％。

　　比较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根中水溶性成分的高

效液相色谱图（图２）可知，两者水溶性成分种类相同，

白花丹参根中大部分成分的含量均高于紫花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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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白花丹参（Ａ）和紫花丹参（Ｂ）根中水溶性成分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Ｆｉｇ．２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ｏｌｕｂ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ｏｔ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Ａ）ａｎｄ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Ｂ）

３　讨　论

３．１　白花丹参和正品（紫花）丹参有效成分的比较

丹参脂溶性药用成分以丹参酮ⅡＡ等为主，水

溶性成分以丹酚酸Ｂ等为主。本研究采用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法、ＨＰＬＣ对白花丹参和紫花丹参不同

部位的脂溶性成分／水溶性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两者根部不仅含有相似的脂溶性成分丹参酮Ⅱ

Ａ，而且均含有丹参素钠、原儿茶醛和丹酚酸Ｂ等水

溶性成分；两者的地上部均不含有丹参酮ⅡＡ等脂

溶性有效成分，但含有丹参素钠、原儿茶醛和丹酚酸

Ｂ等水溶性有效成分，其中白花丹参多数部位有效

成分含量均高于紫花丹参。王培军等［３］利用薄层色

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研究了紫花丹参根与白花丹

参根中丹参酮ⅡＡ的含量，结果表明，白花丹参根和

紫花丹参根的薄层色谱图斑点一致，主要成分相同，

且两种药材的丹参酮ⅡＡ的含量高于药典规定３倍

以上；张红波等［４］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白花丹参

根中丹酚酸Ｂ等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明，白花丹参根和紫花丹参根中水溶性成分的指纹

图谱基本一致，丹酚酸Ｂ的含量高于３０ｍｇ／ｇ。以

上研究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白花丹参可替代紫

花丹参作为药用，且值得进一步开发。

３．２　丹参叶中含有较高的活性成分

脂溶性的丹参酮类表现出多种药理作用［１６］，如

抗菌消炎、抗过敏、抗心血管疾病、抗肿瘤、抗肝纤维

化以及良好的天然抗氧化作用等。本试验中，紫外

分光光度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白花丹参和紫花丹

参地上各部位中均以叶的脂溶性成分含量最高，其

次为花和茎；ＨＰＬＣ法分析结果表明，在紫花丹参和

白花丹参的地上各部位中，均未检测出与根中相同

的主要脂溶性成分。齐永秀等［７］测定了紫花丹参和

白花丹参根、茎、叶中丹参酮ⅡＡ的含量，结果除根

中丹参酮ⅡＡ含量均较丰富之外，仅在白花丹参茎

中检测出０．１５ｍｇ／ｇ的丹参酮ⅡＡ，而在其他地上

部均未检出。Ｌｉｕ等
［１５］从丹参地上部分离得到７个

已知的松香烷二萜。这些报道均说明丹参地上部也

含有丹参酮类成分，不过其主要成分与根的有所不

同。因此，丹参的地上部不能作为中药丹参脂溶性

成分的来源。

黄酮类化合物在鼠尾草属普遍存在，具有明显

的生物活性。Ｊｉａｎｇ等
［１７］测定了从犛犪犾狏犻犪狆犾犲犫犲犻犪狀

全草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等物质对海鞘油脂氧化稳定

性的作用，结果表明，２′羟基５′甲氧基鹰嘴豆芽

素、６甲氧基木犀草素７葡萄糖苷均表现很强的抗

氧化活性，随浓度的增加其抗氧化活性显著增强。

Ｌｕ等
［１８］测定了犛犪犾狏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全草中５种黄

酮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Ｂ环为邻苯二酚的黄酮

具有较高的抗氧化活性。本研究结果表明，紫花丹

参和白花丹参的叶、花、茎中均含有总黄酮，此外，也

含有丰富的酚酸类化合物，说明地上部可以进行水

溶性成分的开发利用；此外，在白花丹参和紫花丹参

地上各部位中，叶中的各活性成分含量较高，故其具

有较大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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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本试验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ＨＰＬＣ法，

测定了紫花丹参和白花丹参不同部位多种有效成分

的含量，结果表明，丹参地上部分含有较丰富的总黄

酮和酚酸类化合物；其中叶部含量较高。因此，叶部

具有潜在的药用价值。另外，白花丹参多数部位有

效成分含量高于紫花丹参，表明白花丹参是值得进

一步开发利用的药用资源。

［参考文献］

［１］　徐任生．丹参－生物学及其应用［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５５．

ＸｕＲＳ．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１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国家药典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Ｍ］．北京：化

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２．

Ｓｔａｔ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

ｎａ．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ＶｏｌｕｍｅＩ）［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王培军，高长清，李　蜜．丹参与白花丹参中丹参酮ⅡＡ的含量

研究 ［Ｊ］．甘肃中医，２００４，１７（４）：４２４３．

ＷａｎｇＰＪ，ＧａｏＣＱ，ＬｉＭ．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ｔａｎｓｈｉｎｏｎｅⅡＡ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ａｎｄ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

ｆ．犪犾犫犪 ［Ｊ］．Ｇａｎｓ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４，１７（４）：４２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张红波，郭　凯，任启明．白花丹参中丹酚酸Ｂ等成分的图谱鉴

别及含量测定 ［Ｊ］．中国药业，２００６，１５（１５）：４６．

ＺｈａｎｇＨＢ，ＧｕｏＫ，ＲｅｎＱＭ．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Ｊ］．ＣｈｉｎａＰｈａｒｍａ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２００６，１５（１５）：４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马丽虹，翟树林，王传杰．白花丹参的开发进展 ［Ｊ］．中国林副

特产，２００５（１）：７２．

ＭＡＬＨ，ＺｈａｉＳＬ，ＷａｎｇＣ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

狉犺犻狕犪Ｂｕｎｇｅ．ｆ．犪犾犫犪 ［Ｊ］．Ｆｏｒｅｓｔ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５（１）：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倪学斌，苏　静．丹参地上部分有效成分的初步分析 ［Ｊ］．中国

药学杂志，１９９５，３０（６）：３３６３３８．

ＮｉＸＢ，ＳｕＪ．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ｏｏｔ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１９９５，３０（６）：３３６３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齐永秀，曹明亮，王晓丹，等．泰山野生丹参与种植丹参根、茎、

叶中三种有效成分含量的比较分析 ［Ｊ］．药物生物技术，２００６，

１３（４）：２７９２８２．

ＱｉＹＸ，ＣａｏＭＬ，ＷａｎｇＸＤ，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

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

狉犺犻狕犪Ｂｇｅ．ａｎｄｗｉｌｄ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ｇｅｉｎＴａｉｓｈａｎ［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３（４）：２７９２８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８］　李福荣，史卫锋，夏作理．ＨＰＬＣＭＳ法测定白花丹参叶中丹酚

酸Ｂ的含量 ［Ｊ］．中华中医药学刊，２００７，２５（８）：１６５０１６５２．

ＬｉＦＲ，ＳｈｉＷＦ，ＸｉａＺ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Ｂｉｎ

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Ｂｇｅ．ｆ．犪犾犫犪ｌｅａｆｂｙＨＰＬＣＭ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７，２５（８）：１６５０

１６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ＶＬ，ＲｏｓｓｉＪＡ．Ｃｏｌｏｒｉ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ｓｗｉｔｈ

ｐｈｏｓｐｈｏｍｏｌｙｂｄｉｃｐｈｏｓｐｈｏｔｕｎｇｓｔｉｃａｃｉｄ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Ｊ］．ＡｍＪＥ

ｎｏｌＶｉｔｉｃ，１９６５，１６（３）：１４４１５８．

［１０］　侯安国，梁晓原，阮志国．云南大紫丹参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

［Ｊ］．云南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２１（４）：６８．

ＨｏｕＡＧ，ＬｉａｎｇＸＹ，ＲｕａｎＺＧ．Ａｓｓａｙｉｎｇ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犛犪犾狏犻犪 狆狉犮犲狑犲犾狊犽犻犻 Ｍａｘｉｍ ｖａｒ．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ｏｒｕｍ

（Ｄｉｅｌｓ）ｓｔｉｂａｌ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８，２１（４）：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ＹｉＺＢ，ＹｕＹ，ＬｉａｎｇＹＺ，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狋狉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ａｎｔｉ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犘犲狉犻犮犪狉狆犻狌犿犆犻狋狉犻犚犲狋犻犮

狌犾犪狋犪犲ｏｆａｎｅｗ犆犻狋狉狌狊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ａｎｄｉｔｓｍａｉｎ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Ｊ］．

ＬＷＴ，２００８，４１（４）：５９７６０３．

［１２］　ＺｉｅｌｉńｓｋｉＨ，ＣｅｇｌｉńｓｋａＡ，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ａＡ．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ｒｙ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Ｊ］．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１０４（３）：９８０９８８．

［１３］　ＷｏｊｄｙｌｏＡ，ＯｓｚｍｉａńｓｋｉＪ，ＣｚｅｍｅｒｙｓＲ．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３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ｈｅｒｂ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７，１０５（３）：９４０９４９．

［１４］　ＭｉｌｉａｕｓｋａｓＧ，ＶｅｎｓｋｕｔｏｎｉｓＰＲ，ＢｅｅｋＴＡ．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ｒａｄｉ

ｃａｌ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ｍ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ａｎｄ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ｐｌａ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４，８５（２）：２３１２３７．

［１５］　ＬｉｕＪＫ，ＪｏｓｅｆＺ，ＢｅｃｋｅｒＨ．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

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犛犪犾狏犻犪犿犻犾狋犻狅狉狉犺犻狕犪ａｎｄ犛犪犾狏犻犪狋狉犻犾狅犫犪 ［Ｊ］．Ｐｌａｎ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１９９５，６１（５）：４５３４５５．

［１６］　ＷａｎｇＸＢ，ＳｕｓａｎＬＭＮ，ＬｅｅＫＨ．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Ｔａｎｓｈｅｎ

［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３３１４８．

［１７］　ＪｉａｎｇＡＬ，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ｒｏｍ犛犪犾狏犻犪狆犾犲犫犲犻犪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ｓｃｉｄｉａｎ

ｏｉｌ［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６，４１（５）：１１１１１１１６．

［１８］　ＬｕＹＲ，ＦｏｏＬＹ．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ｆｒｏｍ

ｓａｇｅ（犛犪犾狏犻犪狅犳犳犻犮犻狀犪犾犻狊）［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１，７５（２）：

１９７２０２．

２２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６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