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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 内标法测定姜黄中姜黄素类成分的含量 

张韻慧，张丹，王妍，蔡德富，孙杰（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天津 300072） 

 
摘要：目的  建立一种测定姜黄原药材中主要成分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含量的新方法。方法  以醋

酸地塞米松为内标，采用 Welchrom-C18柱（4.6 mm×250 mm，5 µm），乙腈-3%醋酸（50∶50）为流动相，检测波长 260 nm，

流速 1 mL·min-1。结果  姜黄素在 12.6～201.6 mg·L-1（r=0.999 8），去甲氧基姜黄素在 4.6～73.6 mg·L-1（r=0.999 0），双去

甲氧基姜黄素在 4.2～67.2 mg·L-1（r=0.999 9）内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为 100.3% (RSD=1.2%)，101.1%(RSD=1.2%)，

101.2%(RSD=0.9%)。结论  方法准确、可靠，可作为姜黄原药材或含有姜黄的中成药的质量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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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urcuminoids in Turmeric by HPLC 

ZHANG Yun-hui，ZHANG Dan，WANG Yan，CAI De-fu，SUN Ji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HPLC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curcumin,demethoxy-curcumin, 

bisdemethoxycurcumin in Turmeric. METHODS  Dexmethasone acetate was internal standard. The determination by RP-HPLC 

was carried out using welchroll-C18 column (4.6 mm×250 mm, 5 µm), with the mobile phase of acetonitrile-3% acetic acid (50∶50) 

at a flow rate of 1 mL·min-1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of 260 nm. RESULTS  The calibration curves were linear in the range of 

12.6-201.6 mg·L-1 (r=0.999 8) for curcumin, 4.6-73.6 mg·L-1 (r=0.999 0) for demethoxycurcumin and 4.2-67.2 mg·L-1 (r=0.999 9) 

for bisdemethoxycurcumin. The average recoveries were 100.3% (RSD=1.2%), 101.1%(RSD=1.2%) and 101.2% (RSD=0.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in quantitive determination of Turmeric or preparations contained 

Turmeric, with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KEY WORDS：HPLC；internal standard method；curcuminoids；turmeric 



 

        Chin Pharm J，2009 September，Vol. 44 No. 18                                          中国药学杂志 2009 年 9 月第 44 卷第 18 期 ·1424·

姜黄是姜科植物姜黄(Curcuma longa L.)的干

燥根茎，其提取物主要成分为姜黄素类化合物，包

括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1]。

这 3 种姜黄素类成分具有多方面相似的药理作用,
但是结构上的微小差异又使其在抗癌、抗氧化作用

等方面的能力有较大差异，如抗诱变、抗癌方面，

以姜黄素活性最强，而利胆、护肝方面，二甲氧基

姜黄素活性最强[2]。对于姜黄药材和一些制剂的质

量控制测定方法亦有报道[3-4]，但大多以姜黄素为单

一指标。为了提高中药质量控制的技术和水平，本

实验首次以醋酸地塞米松为内标同时测定了姜黄

药材中的 3 个姜黄素类化合物含量，该方法准确、

易行，并可以广泛应用于含姜黄的制剂。 
 

1  仪器与试药 
P-2000 高效液相色谱仪，UV-2000 紫外检测

器，N2010 色谱工作站(浙江大学)。姜黄素对照

品（批号 110823-200603）和醋酸地塞米松对照品

（批号 100122-200304，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去甲氧基姜黄素和二去甲氧基姜黄素对照品

由本研究室从姜黄药材分离制备，经质谱解析确

定结构，HPLC 面积归一化法测定纯度均达到

98%。姜黄药材由天津市中药饮片厂提供（天津

市药品检验所高元泰主任药师鉴定），流动相所用

己腈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

使用二次重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WelchromTM-C18柱(4.6 mm×250 mm，

5 µm，Welch Materrial. Inc)；流动相：乙腈-3%冰醋

酸（50∶50）；检测波长：260 nm；流速：1 mL·min-1；

柱温：室温；进样量：10 µL。 
2.2  溶液配制 
2.2.1  内标溶液  精密称取醋酸地塞米松适量，加

甲醇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0.216 g·L-1的溶液，作为内

标储备液。 
2.2.2  对照品溶液  精密称取对照品适量，甲醇稀

释，配制成含姜黄素质量浓度为 0.252 g·L-1、去甲

氧基姜黄素 0.092 g·L-1、双去甲氧基姜黄素质量浓

度为 0.084 g·L-1的溶液作为对照品储备液。 
2.2.3  供试品溶液  取姜黄粗粉 0.2 g，精密称定，

置于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甲醇 10 mL，密塞，

摇匀，称定重量，加热回流 30 min，放冷，再称定

质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质量，摇匀，滤过即得。 
2.3  系统适用性实验 

取内标、对照品和供试品溶液，照“2.1”项下

的色谱条件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见

图 1。 
经测定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双去甲氧

基姜黄素以及内标醋酸地塞米松的理论塔板数分

别是 14 561，14 038，12 094 和 14 929，同时姜

黄素与去甲氧基姜黄素的分离度是 2.620，去甲氧

基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的分离度是 2.452，
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和醋酸地塞米松的分离度是

5.234，均符合《中国药典》2005 年版的规定。 
2.4  线性实验 

分别取“2.2.2”项下对照品储备液 0.5，1，2，
4，6，8 mL 于 10 mL 量瓶，各加内标溶液 1 mL，
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得系列质量浓度的对

照品混合溶液。分别进样 10 µL，以各组分的质

量浓度为横坐标(ρ)，以对照品与内标物峰面积比

为纵坐标(A)，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程见表 1。 
2.5  精密度实验 

取“2.2.2”项下对照品溶液 2 mL 于 10 mL 量

瓶，加内标溶液 1 mL，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取 
 

 
图 1  姜黄（A）、对照品溶液（B）和供试品溶液（C）高

效液相色谱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s of turmeric(A), reference 
solution(B) and sample solution(C) 
 
表 1  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回归方程 
Tab.1  The calibration data of curcumin,demethoxycurcumin 
and bisdemethoxycurcumin 

Compound Regression equation r Linear range 
/mg·L-1 

Curcumin A=0.053 3ρ-0.111 0 0.999 8 12.6～201.6

Demethyoxycurcumin A=0.044 5ρ+0.001 0 0.999 0 4.6～73.6 

Bisdemethyoxycurcumin A=0.063 6ρ-0.047 1 0.999 9 4.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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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µL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连续测定 6 次，结果 3
种组分与内标物峰面积比值的 RSD 分别为 1.0%，

1.7%和 1.0%，表明本法精密度较好。 
2.6  重复性实验 

照“2.2.3”项下方法制备同批姜黄供试品溶液

5 份，分别精密量取 1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内

标溶液 1 mL，加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各

取 10 µL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计算含量分别为姜

黄素 2.41％（RSD=1.6%）、去甲氧基姜黄素 1.01%
（ RSD=2.2% ）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 0.48 ％

（RSD=2.5%），表明本法重复性较好。 
2.7  稳定性实验 

精密量取“2.2.3”项下姜黄供试品溶液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加内标溶液 1 mL，加甲醇稀释

至刻度，摇匀，即得。在 0，2，4，6，8，12，24 h
进样，计算 RSD 分别为为 1.1%，2.0%，1.6%，表

明样品溶液在 24 h 内稳定。 
2.8  回收率实验 

照“2.2.3”项下方法制备同批姜黄供试品溶液

3 份，分别取 1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内标溶液

1 mL，加入对照品适量，用甲醇稀释至刻度，得高、

中、低浓度溶液各 3 组，取 10 µL 注入高效液相色

谱仪,测定结果见表 2。 
2.9  样品测定 

取 3 批姜黄药材按“2.2.3”项下操作，精密量

取 1 mL，置 10 mL 量瓶中，加内标溶液 1 mL，加

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在“2.1”条件下，各取

10 µL 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结果见表 3。 
 
3  讨  论 
3.1  《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中姜黄素的检测波长

为420 nm[1]，但在该波长下选择不到合适的内标物。

经姜黄素对照品溶液的紫外分光光度法表明，其最

大吸收波长为 252 和 422 nm,而醋酸地塞米松的紫

外最大吸收为 240 nm，经过反复实验，最后确定以

260 nm 作为本法的检测波长。 
3.2  《中国药典》2005 年版中姜黄药材的含量测

定采用 C8 柱
[1]，对姜黄素单成分检测。本实验采用

C18 柱对 3 种姜黄素类成分同时检测，结果表明，

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峰形较好，去甲氧基姜

黄素的色谱峰轻微拖尾，其对称因子为 1.25。 
3.3  HPLC内标法测定姜黄中姜黄素类成分可应用

于准确测定药材及相关制剂中姜黄素类成分的含

量。 
 
表 2  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回收率实验结果. n=3 
Tab.2  The recovery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curcumin,demethoxycurcumin and bisdemethoxycurcumin. n=3 

 
表 3  姜黄样品测定结果. n=3 
Tab.3  Result of turmeric samples. n=3 

Lot. Source 
Curcumin 

/% 
Denethoxycurcumin 

/% 
Bisdemethoxycurcumin

/% 

061109 Guangxi 2.41 1.01 0.48 

070302 Yunnan 1.55 0.92 0.53 

070411 Guangxi 2.21 1.1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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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Sample/µg Added/µg Found/µg Recovery/% RSD/% 

483.9 588 1 063.8 99.0 

499.6 490 994.3 100.9 

Curcumin 

498.1 392 899.4 102.3 

1.2 

198.2 240 438.2 100.0 

203.2 200 407.1 101.9 

Demethoxycurcumin 

209.7 160 373.8 102.5 

1.2 

96.4 120 220.2 103.2 

103.8 100 203.8 100.0 

Bisdemethoxycurcumin 

99.8 80 180.7 101.1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