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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PDA 测定紫锥菊商业提取物中有效成分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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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紫锥菊商业提取物中有效成分菊苣酸的含量，为紫锥菊提取物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依据。方法：HPLC-PDA 法，

C18柱，柱温 35 ℃。流动相为色谱纯乙腈和 0.1 %的磷酸溶液，采用梯度洗脱，流速 1.5 mL/min，检测波长为 330 nm。结果：各组分

分离较好，菊苣酸在 0.456 ~2.28 μg 线性关系良好(r=0.9996)。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8.18 %，RSD 为 1.12 %。结论：该法定性定量准确、

可靠、重现性好，可以用于紫锥菊提取物中有效成分菊苣酸的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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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ctive Component in Commercial Extracts of Echinacea 

purpurea by HPLC-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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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ichoric acid, an active component in commercial extracts of 

Echinacea purpurea, by HPLC-PD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use of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s. Method The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HPLC-PDA on a C18 column with a PDA at 330 nm and the temperature at 35℃. The mobile phase was a mixture of acetonitrile 

and 0.1% phosphoric acid at a flow rate of 1.5mL/min. Results The standard curve was linear in the cichoric acid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456-2.28 μg (r=0.9996).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8.18% (RSD=1.12 %). Conclusion The method was rapid, sensitive and had good 

reproducibility,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quality assessment of cichoric acid in commercial extracts of Echinacea purp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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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锥菊是欧美最常用的草药，为免疫调节剂，能

提高机体的抗菌和病毒感染作用，为欧美等地畅销的

保健药品。在我国，紫锥菊的研究起步较晚，市场上

紫锥菊产品种类极少，因此紫锥菊在我国保健品和药

品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紫锥菊在我国许多

地方已引种成功并形成一定规模，其提取物市场发展

尤其快，本文对几家公司的紫锥菊提取物产品进行了

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为紫锥菊提取物的进一步应用

提供了一定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戴安 P680 高效液相色谱仪、PDA 检测器、超声

清洗器、菊苣酸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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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号：111452-200601）、色谱纯乙腈（天津市科密欧

化学试剂开发中心）、超纯水、分析纯磷酸、分析纯无

水乙醇、紫锥菊提取物（吉林宏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九汇现代中药有限公司、西安天一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  溶液的制备 

2.1  标准品储备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菊苣酸标准品 0.0038 g，用 70 %(v/v)的
乙醇溶液溶解并稀释至 25 mL，得 0.152 mg/mL 标准

品储备液备用。 

2.2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量取 15 mL 菊苣酸储备液，用 70 %(v/v)的乙

醇溶液稀释至 25 mL，得 0.0912 mg/mL 标准品溶液备

用。 

2.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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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称取样品 0.125 g，置于 100 mL 具塞三角瓶

中，加入 70 %(v/v)的乙醇溶液 25 mL，用瓶塞密封，

于 45 ℃、100 %的功率下超声提取 40 min。过滤，收

集滤液并用 70 %(v/v)的乙醇溶液定容至 25 mL，即得。 

3  方法与结果 

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迪马 Ultimate XB-C18 柱（4.6×250 mm）。

柱温：35 ℃。流动相
[2]
：乙腈和 0.1 %磷酸溶液，0~13 

min，乙腈由 10 %~22 %，13~14 min，乙腈由 22 %~40 
%，14~17.5 min，乙腈保持在 40 %，17.5~18 min，乙

腈由 40 %~10 %，18~30 min，乙腈保持 10 %平衡。

流速 1.5 mL/min。检测波长：330 nm。 

3.2  系统适应性 

取标准品溶液 5 μL 和供试品溶液 20 μL 注入液

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见图 1。主峰的理论塔板数 n
＝169374，溶剂峰对主峰测定无干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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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图 1 1－菊苣酸的系统适应性液相色谱图 

a 菊苣酸标准品的液相色谱图；b 宏久紫锥菊提取物的液相色

谱图；c 湖南九汇紫锥菊提取物的液相色谱图；d 西安天一紫

锥菊提取物的液相色谱图 

Fig.1  A Liquid chromagraph of experiment on system 

suitability of 1－Cichoric acid 

Note：a: Th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cichoric acid standard 

substance; b: Th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s from Hong-jiu; c: Th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s from Jiu-hui; d: Th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s from Tian-yi 

3.3  线性与范围 

取标准品溶液，分别进样 5 μL、10 μL、15 μL、
20 μL、25 μL 于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以峰面积

(Y)为纵坐标，菊苣酸质量(X)为横坐标进行回归处

理，得回归方程为 Y＝0.0238X+0.1027，r＝0.9996。
结果表明菊苣酸在 0.456~2.28 μg 范围内峰面积线性

关系良好。 

3.4  精密度试验 

取菊苣酸标准品溶液，连续进样 6 次，测定峰面

积，计算 RSD 为 2.32 %。 

3.5  重现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紫锥菊提取物样品适量，按供试

品溶液制备方法制备 6 份，依法测定。结果菊苣酸的

平均含量为 8.71 mg/mL，RSD 为 2.98 %。 

3.6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0 h、1 h、2 h、
4 h、8 h、14 h、24 h 进样测定菊苣酸的峰面积，计算

RSD 为 4.93 %。结果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24 h 内基本

稳定。 

3.7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菊苣酸含量（8.83 mg/g）的提取物

约 0.06 g 共 9 份，加菊苣酸标准品 1 mL、2 mL、3 mL，
制备供试品溶液，依法测定，计算，得平均回收率为

98.18 %，RSD 为 1.12 %（n＝9）。 

（下转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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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样品的测定 

表1 紫锥菊提取物中菊苣酸含量的测定结果（n＝3） 

Tab.1 Cichoric acid levels in different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s (n=3) 

厂商 菊苣酸含量/mg·g-1 RSD/% 

宏久 38.92 0.19 

九汇 8.83 0.93 
天一 7.90 1.52 

精密称取各提取物各 0.125 g，按供试品溶液制备

方法制备，测定，每批样品测定 3 份，按外标法计算

菊苣酸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4  结论 

本研究采用 PDA 检测器，可以对目标成分菊苣

酸进行全波长扫描，准确得出其最大吸收波长，并检

测样品中菊苣酸峰的纯度，快速准确定性目标物。 

本文对三家公司紫锥菊提取物的有效成分菊苣

酸进行了研究，以快速准确的方法对其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为其在保健食品及医药行业的进一步应用提供

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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