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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来自世界各地的 0# 份栽培红花品种（系）的红花黄色素 & 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不同来

源红花品种（系）中红花黄色素 & 含量差异显著。欧洲材料含量最高，其次为亚洲材料，含量最少的是美洲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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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789:7;<= 9>?@9A8><= ), ）集药用、食用、染

料、油料和饲料于一身，有着广泛的用途。红花的花

是活血化瘀的传统中药 B ! C。药理研究表明，红花有

降血压、降血脂、抗血栓、抗氧化等作用 B + C，在预防

和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及传染性肝

炎等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B / C。近年来对红花的研究表

明，红花黄色素（=7DDEAFG8 HGEEAF）是红花药理功效的

有效水溶性部位 B 0 C，而红花黄色素 &5 =7DDEA8 HGEEAF
&6是红花水溶性有效部位中活血化瘀的主要有效

成分，可抑制血小板激活因子诱发的血小板聚集与

释放 B .，- C。

本研究对来自 /+ 个国家的栽培红花种红花黄

色素 & 含量进行测定，探讨不同来源地的红花材料

中红花黄色素 & 含量的差异，旨在筛选出一些优

质、适宜四川种植的红花品种，并为进一步引种和选

育红花品种提供科学依据。

! 仪器与试剂

&I>EG?9 公司 !!$$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含脱气

机、四元梯度泵、自动进样器、柱温箱、J&J 检测

器 ），1789A8><= 公 司 K(+!!J 型 电 子 天 平 ，L>EE>MAMG
公司 L>EE>N 型纯水仪，&<9A=@>G?@G 公司溶剂过滤器，

上海精科雷磁公司 (’1 % +* 型酸度计。红花黄色素

& 对照品购自四川省药品检验所。甲醇、乙腈为色谱

纯，由 OPJQ& 公司提供，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 材料和方法

+, ! 供试材料

0# 份栽培红花原产于 /+ 个国家（表 !）。根据郭

美丽等 B 2 % " C 的研究结果，当开花第 / 天清晨采摘花

冠，0$R烘干。

+, + 红花黄色素 & 的 ’()* 分析

+, +, ! 色谱条件

色谱柱：’HMG8=>E SJ1（+.$ T 0, $;;，.!;）；流

动相：甲醇 % 乙腈 % $, 2U 磷酸水溶液（+-V+V2+，W X
W X W），(’ 0, $；流速：!, $;)·;>? % !；柱温：/$R；检

测波长：0$/?;。

+, +, +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经硅胶干燥 +0: 的红花黄色素 & 对

照品适量，加 2$U 乙醇制成每 !;) 含 $, !2#;I 的溶

液，摇匀，即得。

+, +, / 样品溶液的制备

将不同来源的红花材料的干燥花粉碎，过 0$ 目

筛，置硅胶干燥器内干燥 +0:，精密称取 $, .I，置具

塞三角瓶中。精密加 2$U 乙醇 !.;)，超声处理

0$;>?。过滤，2$U 乙醇多次洗涤药渣数次至药渣无

色，合并滤液，定容至 +.;) 容量瓶刻度。混匀，用

$, 0.!; 纤维素滤膜过滤，作为样品溶液。

+, +, 0 线性关系考察

分 别 精 密 吸 取 对 照 品 原 液 $, .、 !, $、 !, .、

+, $!)及稀释 +. 倍的对照品溶液 !, $、., $!)，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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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

国家 # 洲

表 ! 供试材料编号及来源

! $% &’()") 阿富汗 # 亚洲 &’ $% &’(’!! 德国 # 欧洲

& $% (*)+,& 亚美尼亚 # 亚洲 &* $% &’(’," 匈牙利 # 欧洲

( $% (*-+(( 阿根廷 # 美洲 &- $% (!&&-’ 匈牙利 # 欧洲

, $% *!(’!- 澳大利亚 # 大洋洲 &+ $% ("*+&! 印度 # 亚洲

’ $% &’(’!+ 奥地利 # 欧洲 &) $% ("*+&) 印度 # 亚洲

* $% ("!,-& 孟加拉国 # 亚洲 (" $% &’""") 伊朗 # 亚洲

- $% ,"!,-, 孟加拉国 # 亚洲 (! $% *!(’&" 伊朗 # 亚洲

+ $% ,"!,-) 孟加拉国 # 亚洲 (& $% &’(-’+ 伊拉克 # 亚洲

) $% &’(’(! 保加利亚 # 欧洲 (( $% *!(,’, 以色列 # 亚洲

!" $% ("’’() 保加利亚 # 欧洲 (, $% &")("" 肯尼亚 # 非洲

!! $% ’’))") 加拿大 # 美洲 (’ $% ’-*))& 朝鲜 # 亚洲

!& $% ’-&’,, 加拿大 # 美洲 (* $% &+*!)) 科威特 # 亚洲

!( 简阳红花 中国 # 亚洲 (- . *!+!&" 蒙古 # 亚洲

!, 川红一号 中国 # 亚洲 (+ $% !)’+)’ 摩洛哥 # 非洲

!’ 新红 ! 号 中国 # 亚洲 () $% &,+*&" 巴基斯坦 # 亚洲

!* 新红 , 号 中国 # 亚洲 ," $% &,+*&+ 巴基斯坦 # 亚洲

!- 重庆南川红花 中国 # 亚洲 ,! $% *!(’(, 葡萄牙 # 欧洲

!+ $% &’"*!" 埃及 # 非洲 ,& $% &")&+- 罗马尼亚 # 欧洲

!) $% &’""+! 埃及 # 非洲 ,( $% &()&&* 西班牙 # 欧洲

&" $% &+*(+’ 厄立特里亚 # 非洲 ,, $% !+!+** 叙利亚 # 亚洲

&! $% &+*(+* 厄立特里亚 # 非洲 ,’ $% *!(’&* 土耳其 # 亚洲

&& $% (,()(" 埃塞俄比亚 # 非洲 ,* $% (",,)) 土耳其 # 亚洲

&( $% &’(’&) 法国 # 欧洲 ,- . *)"+ 美国 # 美洲

&, $% &’,)-* 希腊 # 欧洲 ,+ /0 &* 美国 # 美洲

编号 保存号
原产地

国家 # 洲
编号 保存号

高效液相色谱仪，按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红花黄

色素 1 吸收峰面积（2）为纵坐标，进样浓度（3）为横

坐标，得到回归方程。

&4 &4 ’ 测定方法和数据处理

分别吸取上述对照品溶液和样品溶液各 !!5，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每份材料连续进样 ( 次。测定

红花黄色素 1 的峰面积，以外标法计算样品浓度。

所有数据分析均在 6$7 软件 8 !" 9 和 :;<=> 软件下进

行。

( 结果与分析

(4 ! 线性关系及红花药材色谱图

在本试验的色谱条件下，样品中红花黄色素 1
峰与其它组分峰能完全分离，峰形窄而对称。本试验

得到的回归方程为：2 ? (4 !&) @ !"(3 A !&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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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 !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引进红花品种 （系）红花黄

色素 " 的含量普遍低于国产红花中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但也有个别品种含量比较高，这为丰富我国

红花品种资源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其中，$)

表 * 不同红花品种（系）中红花黄色素 " 含量

编号& 黄色素 " 含量 + ,-·- . ! 编号& 黄色素 " 含量 + ,-·- . ! 编号& 黄色素 " 含量 + ,-·- . *

! /( 0! !0 !’( *1 11 !!( 2/
* !2( 2/ !3 !!( !! 1’ !!( 1
1 !2( 4! !4 3( 14 1/ !2( 20
’ 5( 2! *2 !2( !* 15 !*( ’0
/ !!( 24 *! !!( !5 10 !*( 14
5 4( 50 ** !2( 51 13 !!( 2!
0 !*( 5’ *1 !2( 51 14 4( !/
3 !!( /! *’ 4( // ’2 0( 53
4 !2( ! */ !!( ’/ ’! !’( /3
!2 !2( *3 *5 !/( 2! ’* !2( ’’
!! 5( 5 *0 !2( ’0 ’1 !*( /4
!* 2( 14 *3 4( *! ’’ 4( 0
!1 !’( 5’ *4 4( 10 ’/ !2( !4
!’ !’( /1 12 !2( /4 ’5 !*( /5
!/ 4( 4/ 1! 3( 24 ’0 !!( 03
!5 !2( /* 1* !!( 5/ ’3 !*( /!

&编号顺序同表 !

来源地 红花黄色素 " 平均含量 + ,-·- . ! 变异幅度 + ,-·- . ! 相对标准偏差 + 6
亚洲 !2( 01 /( 0! 7 !’( 5’ *2( *1
欧洲 !!( ’0 4( // 7 !/( 2! !/( 4*
美洲 3( ’’ 2( 14 7 !*( /! /4( 3/
非洲 !2( /1 3( 14 7 !!( 12 4( 0’

8 2( 444 4，红花黄色素 " 在 0( !* 7 1/5( 22!-·

,% . ! 内线性关系良好。质量浓度为2( !03,-·,%.!

的对照品溶液与样品溶液的色谱图见图 !。

1( * 不同红花品种（系）中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

不同红花品种（系）红花黄色素 " 含量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来源红花中红花黄色素 " 的

含量相差也较大，变幅为 2( 14 7 !/( 2! ,-·- . !，相

差近 ’2 倍，平均为 !2( /1 ,-·- . !。在所有的供试材

料中，有 *’ 份材料的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高于平

均值。其中，$) */1/’2 中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最

高，为 !/( 2! ,-·- . !，其次是简阳红花，为 !’( 5’
,-·- . !。$) /0*/’’ 含量最低，仅 2( 14 ,-·- . !。同

时，还不难发现，来源于同一国家 （地区）的材料中，

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比较接近，如保加利亚的 $)

*/1/!!、$) 12//14，中国的简阳红花、川红一号、重

庆南川红花等。比较国产和引进红花黄色素 " 含量

发现，引进红花品种 （系）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普遍

低于国产红花中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但也有 $)
*/1/’2、$) 5!1/1’ 等红花黄色素 " 的含量较高的品

种（系）。

1( 1 不同来源的红花材料中红花黄色素 " 含量的

差异

不同来源的红花材料中红花黄色素 " 含量有较

大的差异（见表 1，因大洋洲仅一份材料，未考虑）。

从表 1 可看出，来自不同洲的红花材料中红花黄色

素 " 含量也存在较大差异，美洲材料的相对标准偏

差最大，亚洲材料其次，非洲材料的最小。平均含量

最高的为欧洲材料，其次为亚洲材料，美洲的最低。

表 1 不同来源红花材料中红花黄色素 " 的平均含量、变异幅度和相对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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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花黄色素 & 含量较高 （!"’ ($ )*·* + !），

且外部总苞苞片刺少，便于采花，是适宜四川种植的

比较理想的花、油两用型品种。

,’ " 本试验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的红花中红花黄

色素 & 的含量差异明显，来源于同一 （国家）地

区的材料，多数含量基本一致。如来源于中国的 (
份材料中，新红 ! 号和新红 , 号植株外形相似，红

花黄色素 & 含量接近；重庆南川红花、川红一号

和简阳红花的植株外形也非常相似，红花黄色素 &
含 量 较 接 近 ，与 付 善 全 等 - !! . 的 研究 结 果 基 本 一

致。此外，亚洲和欧洲材料中红花黄色素 & 的含

量较高，美洲材料较低，这对我们引种花用型红花

可提供一定借鉴。

,’ # 本方法测定样品，不需柱前处理，直接进样，杂

质峰与样品峰能达到基线分离，这和祝明等 - !" + !, . 的

研究结果相似。郭美丽等 - !( .曾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了不同产地红花药材中红花黄色素的含量，由于所

用红花黄色素对照品为一混合物，纯度差，致使测定

结果偏高。本试验用红花黄色素 & 为对照品，采用

/012 法对部分引进和国产红花的红花黄色素 & 含

量进行了测定，其结果可为红花药材质量标准的制

定提供一定依据。郭美丽等 - !% . 的实验结果亦表明，

红花药材中的主要活性成分黄色素 & 为质量评价

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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