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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黃芩為中華藥典中最重要且廣為使用的傳統中草藥之一，具有抗發炎、抗腫瘤、抗病

毒、抗細菌、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保護肝臟，以及降膽固醇及血壓等功用。黃芩中含有

baicalin、apigenin、baicalein、wogonin、chrysin 及 acacetin 等黃酮類的主要活性成份。本

研究以 60％乙醇及溫度 333 K 下連續熱迴流抽取黃芩，其抽取液經減壓濃縮至乾，再經氯

仿及水連續分配萃取後，分為氯仿及水可溶層。氯仿可溶層以矽膠吸附，進行管柱層析分

離，經 hexane- ethyl acetate (1:5)洗脫沖提，得到兩個區分(fraction C1, C2)。藉由高效液相

層析儀(HPLC)分析，經過與標準品之滯留時間及圖譜比對，確定 C2 區分(fraction C2)為

baicalin成份﹔C1 區分(fraction C1)繼續以 LiChrospher RP-18 管柱層析進行分離，經 20%

甲醇沖提，依序得到 wogonin、chrysin 及 acacetin 等三成份。水可溶層之各成份有待進一

步分離研究。

關鍵字：黃芩、管柱層析、baicallein、baicalin、wog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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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黃芩為唇形科植物黃岑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 的根，近代的臨床研究[1]顯示，

黃芩於大白鼠受不同作用機轉之肝毒化物所誘發的肝纖維化與脂質過氧化具有顯著的抑

制作用。Shimizu 等人[2]亦證實，黃芩可抑制小白鼠的肝纖維化及肝癌成長。

在單一成份藥理學之研究方面，發現黃芩中的 acacetin、apigenin、baicallein、baicalin、

chrysin 及 wogonin 等成份分別具有某些特殊療效，如抗肝癌[3]、膀胱癌[4]、乳癌[5]、胃

癌[6]、前列腺癌[7]、胰臟癌[8]與腸癌[9]等，以及保肝[10]、抗心血管疾病[11]、抗過敏[12]

及抗發炎[13]作用等。由以上研究結果得知，黃芩不僅具有保肝作用，亦為一擁有抗腫瘤

與治療肝癌效果的中草藥。

本研究以乙醇熱迴流抽取黃芩，其抽取物藉由各種條件的管柱層析分離出上述數種活

性成份。研究結果不僅可提供後續的抗肝癌藥理學研究外，亦對於中草藥抽取及分離純化

技術的提昇有所助益。

二、研究方法

2.1 藥材之基源鑑定

經港香蘭藥廠(Kaiser Pharmaceutical CO.)以顯微及外觀鑑定，確定為藥用黃芩。

2.2 水份測定

將黃芩的根研磨成一定顆粒大小的粉末後，稱取一定重量置於 105℃烘箱中乾燥至恆

重，以測定黃芩之水份含量，測定結果得其水份含量為 11.5 %。本研究後續所有抽取量的

計算均以乾基(dry basis)為基準。

2.3 溶劑抽取

量取一定重量研磨後的黃芩，置於抽取瓶中，加入一定量的溶劑，於設定溫度下加熱

迴流抽取。抽取液以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測定 baicallein 等成份之濃度。

2.4分析方法

1.紫外光/可見光分光光譜儀(UV/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

UV/Visible spectrophotometer為Hitachi公司產製的U-3000型，其量測波長範圍為

190-700 nm，光譜頻寬為2.0nm，掃描速度為400 nm/min。測量時以酒精為背景值，以測量

各成份之吸收度(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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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效率液相層析儀 (HPLC) ：

本研究中baicalein等各成份之標準品購自Aldrich公司，藉由與標準品的HPLC分析比

對，以決定抽取液中各成份的濃度。HPLC係JASCO公司產製，幫浦為PU-986智慧型高壓

幫浦；偵測器為UV/Vis光電二極體(photodiode)偵測器(MD-910)。分離管柱為Inertsil 5C18

ODS-2的逆向管柱，管柱內徑4.6 mm、長度250 mm。分析中烘箱溫度控制在45℃，流動相

為0.1% H3PO4水溶液(A)與CH3CN (B) 的混合溶液，分析開始至第8分鐘(0-8 min)之A/B為

78/22 (v/v)；8-25 min之 A/B由78/22變至77/23 (v/v)；25-60 min之A/B由77/23變至57/43

(v/v)；60~70 min之 A/B由57/43變至78/22 (v/v)。流速變化於0-25min由1mL/min升到

1.5mL/min，於25-32min再下降至1mL/min，於32-55min保持1mL/min，於55-60min降到

0.5mL/min，於60-70min升至1mL/min。偵測波長為280nm。

2.5 黃芩HPLC指紋圖譜的建立

量取一定重量研磨後的黃芩，置於抽取瓶中，加入一定體積的乙醇水溶液，於設定溫

度下加熱迴流抽取。取適量抽取液以 0.45μm 的 Millipore 薄膜過濾後，以 HPLC 進行分析。

比對標準品成份的滯留時間與紫外線(UV)吸收圖形，以確定所有已知指標成份的 HPLC 層

析圖，建立黃芩生藥之 HPLC 指紋圖譜。

2.6 黃芩指標成份的定量

比對六種標準品與抽取液的 UV 吸收圖譜及滯留時間，確定各個指標成份後，再以

檢量線分別計算各指標成份之含量。

2.7 回收率測定

精秤一定重量研磨後的黃芩，添加約兩倍量各成份之標準品，隨即進行成份抽取與

HPLC分析。回收率之計算式如下: %100(%)covRe 



C

BA
ery

其中 A 為 HPLC 分析所偵測的成份總含量，B 為未添加標準品時 HPLC 分析所偵測的成份

含量，C 為添加標準品的成份含量。

2.8 黃芩抽取物活性成分之分離

於溫度 333 K 下，以 60％乙醇連續熱迴流抽取黃芩三次，其抽取液經減壓濃縮至乾，

再經氯仿-水(1:1)連續分配萃取三次後，分為氯仿及水可溶層。各分層再藉由不同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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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沖提液及沖提流速等條件，以進行各成份之分離。

2.9 氯仿可溶層矽膠管柱層析

取適量氯仿可溶層溶液吸附於矽膠（230~400 mesh）中，以濕式法充填入管柱中進行

管柱色層分析（玻璃管柱 6×90 cm，silica gel 500g），再經正己烷：乙酸乙酯（5：1）為

沖提劑，流速1mL/ min進行初步洗脫分離，每5mL收集成一瓶，共得到240瓶。每一瓶洗

脫液並以UV280光譜偵測，獲得兩個區分(fraction C1, C2)。第70-150瓶為C1區分(fraction

C1)；第197-223瓶為C2區分(fraction C2)的範圍。

2.10 氯仿可溶層RP-18管柱層析

取適量的C1區分(fraction C1)樣品，使用LiChrospher RP-18作為吸附劑（玻璃管柱

3×60 cm，RP-18, 70g），以甲醇：水（1：5）作為沖提劑洗脫，流速0.5mL/ min，每1mL

收集為一瓶，共收集到512瓶。經UV280偵測，得到四個區分(fraction Ι-Ⅳ)。第7-115瓶為

Fraction Ι；第122-227瓶為Fraction Ⅱ；第247-346瓶為Fraction Ш；第380-480瓶為Fraction

Ⅳ。

三、結果與討論

3.1 黃芩 HPLC 指紋圖譜的建立

圖 1(B)為 60 %乙醇水溶液於 60℃下抽取黃芩 1 小時所得之抽取液的 HPLC 層析圖譜。

雖然於圖譜的前 10 分鐘有波蜂糾結之情形，但在 baicalin 等六種黃酮類活性成份波蜂出現

處的 16-63 分鐘間並無發生波蜂重疊的現象；經與標準成份的滯留時間及 UV 圖譜(圖 1(A))

比對，可確定為 baicalin 等六種目標活性成份無誤，由此可建立黃芩之 HPLC 指紋圖譜。

中草藥指紋圖譜可作為中草藥定性與定量的標準層析圖，藉由各成份的定性與定量分析，

以達到生藥及製劑品質管制的要求。圖 1 亦可看出，baicalin 等六種成份的極性大小順序；

雖然此等成份均為黃酮類，但由於結構上連接不同種類的取代基，以及其連接位置不同，

以致於造成極性上的差異。baicalin 等各成份之化學結構式如圖 2 所示。

上述六種黃酮類成份中，baicalin含有五個羥基(-OH)及一個羧酸基(-COOH)，因為此兩

種基團均能形成氫鍵，可以增加物質的極性，故極性最強；其次，由於apigenin之A及C環

分別連接兩個及一個羥基，極性居次；baicalein因為三個極性的羥基均集中於A環上，當形

成氫鍵過程中會有立體障礙之發生，致極性較apigenin低。另外，wgonin、chrysin及aca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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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成份之結構非常相似，均僅含有兩個羥基。其中wgonin於A環上同時連接一個OCH3

基，在結構的對稱性上較差，形成較大的隅極距，致極性較chrysin及acacetin略強；chrysin

之結構上沒有OCH3基，極性居次；acacetin之C環因連接一個OCH3基，結構的對稱性上較

佳，形成較小的隅極距，致極性較chrysin略低。

3.2 黃芩抽取物活性成分之分離

3.2.1 黃芩抽取物的分配萃取

為簡化後續管柱層析之難度，首先將黃芩抽取物依極性劃分為氯仿及水可溶層。HPLC

層析圖譜(圖 3)顯示，氯仿層含有極性較低的 wogonin、chrysin、acacetin 及 baicalein 等四

成份；極性相對較高的 baicalin、apigenin 等二成份及少量的 baicalein 則被分配萃取至水層

中。因為 baicalein 在水層中含量與氯仿層比較，顯得甚為微量，因此，本研究於水層之分

離主要係以 baicalin 及 apigenin 為目標。

3.2.2 baicalein 的分離

氯仿可溶層矽膠管柱層析之分離狀況如圖4所示。其中第197-223瓶洗脫液(fraction C2)

經HPLC(圖5)及UV(圖6)鑑定，可確定為baicalein。矽膠適用於適用於中性或酸性成分的層

析，可利用欲分離成份與吸附劑之間產生氫鍵數目的差異，以進行分離。因氯仿可溶層中，

baicalein與其他三種目標成份(wogonin、chrysin及acacetin) 所含有的羥基(-OH)明顯不同，

並且HPLC層析圖譜(圖1)中的極性差異亦相當明顯，故於正相的矽膠管柱層析中，即可分

離獲得。

3.2.3 wogonin、chrysin 及 acacetin 的分離

氯仿可溶層中其他三種目標成份(C1區分，第70-150瓶)因極性非常接近，需繼續以逆

相長碳鏈的LiChrospher RP-18管柱層析分離，經甲醇：水（1：5）作為沖提劑，以較慢的

流速進行洗脫，其管柱分離狀況如圖7所示。其中Fraction Ι(第7-115瓶)、Fraction Ⅱ(第

122-227瓶)及Fraction Ш(第247-346瓶)藉由HPLC(圖8-10)及UV(圖11-13)分析，分別被鑑定

為wogonin、chrysin及acacetin。RP-18含有18個長碳鏈，可依成份的親脂性能力進行精細分

離。wogonin, acacetin與chrysin等三成份雖然於A環上均含有兩個極性的親水基(羥基)，但

C環上分別連接不同的親脂性基團，故此等三成份均具有強烈的親脂性，於逆相RP-18管柱

層析中可得到良好的吸附分離，而各成份被洗脫之順序正如其極性的大小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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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研究建立了同時分析黃芩中 acacetin、apigenin、baicallein、baicalin、chrysin 及

wogonin 等六種成份的 HPLC 分析方法，以及黃芩抽取液的 HPLC 指紋圖譜。並且完成了

黃芩抽取液中氯仿層之分離方法。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成果，不僅於抗癌藥物研發上極具參

考價值，除了可提供後續抗癌藥理學研究外，同時對於中藥製程中抽取及分離技術的改進

與提昇亦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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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表

圖 1 黃芩的 HPLC 指紋圖譜 ((A)：標準品；(B)：60℃，60 % ethanol solution 抽取 1h 之黃
芩抽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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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aicalein 等各成分之分子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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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黃芩乙醇抽取液及水可溶層與氯仿可溶層的 HPLC 層析圖：（A）黃芩抽取乙醇水
溶液，60℃，1h，60％ ethanol；（B）水可溶層；（C）氯仿可溶層

圖 4 黃芩氯仿可溶層矽膠管柱層析沖提圖：以沖提劑正己烷：乙酸乙酯沖提（5：1），流
速 1mL/ min。第 197-223 瓶為 baicalein



 
 
 
 
 
 
 
 
 
 
 
 

     

12

圖 5 baicalein 與標準品之 HPLC 層析對照圖：（A）為標準品；（B）為矽膠管柱層析分離
獲得之 baicalein

圖 6 baicalein 與標準品之 UV 對照圖：上為標準品；下為矽膠管柱層析分離獲得之
baicalein (sample 1)

圖 7 氯仿可溶層 RP-18 管柱層析沖提圖：沖提劑為甲醇：水（1：5），流速 0.5mL/ min。
第 7-115 瓶為 wogonin；第 122-227 瓶為 chrysin；第 247-346 瓶為 aca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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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wogonin 與標準品之 HPLC 層析對照圖：（A）為標準品；（B）為 RP-18 管柱層析分
離獲得之 wogonin

圖 9 chrysin 與標準品之 HPLC 層析對照圖：（A）為標準品；（B）為 RP-18 管柱層析分離
獲得之 chrysin

圖 10 acacetin 與標準品之 HPLC 層析對照圖：（A）為標準品；（B）為 RP-18 管柱層析分
離獲得之 aca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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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wogonin 標準品與 RP-18 管柱層析分離獲得 wogonin 之 UV 對照圖：上為標準品；下為 RP-18 管柱
層析分離獲得之 wogonin (sample 2)

圖 12 chrysin 標準品與 RP-18 管柱層析分離獲得 chrysin 之 UV 對照圖：上為標準品；下
為 RP-18 管柱層析分離獲得之 chrysin (sample 3)

圖 13 acacetin標準品與RP-18管柱層析分離獲得acacetin 之UV對照圖：上為標準品；下為
RP-18管柱層析分離獲得之acacetin (samp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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