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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紅景天藥材中 salidroside 和
p-tyrosol 之含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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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景天為多年生草本或亞灌木植物，為亞洲與東歐常用之藥材，本研究以高效液相層析儀

（HPLC）探討市售紅景天中活性成分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之含量，結果顯示 salidroside 及 p-

tyrosol 之標準曲線分別於 50∼400 µg/mL 及 25∼400 µg/mL 的濃度範圍內，呈現良好之線性關係

（r = 0.9998）。同日間（intra-day）與異日間（inter-day）試驗之相對標準偏差各為 0.35∼3.13%

與 0.09∼1.79%；回收率平均值各為 101.5%與 97.5%。在十二種市售藥材檢品中，每克藥材之

salidroside 含量介於 1.78∼18.63 mg 之間；而 p-tyrosol 含量介於 0.28∼7.56 mg 之間。

關鍵詞：紅景天，salidroside，p-tyrosol。

前    言

紅景天為景天科（Crassulaceae）紅景天屬（Rhodiola sp.），多年生草本或亞灌木植物，是亞洲與東

歐常用的藥材之一，全世界紅景天屬植物有兩百多種，主要分佈於北半球高寒地帶，包括北亞洲、阿拉

斯加、北歐、阿爾卑斯山脈至中亞的西馬拉亞山脈之高山地區 1-3。紅景天屬藏藥，有促進血液循環、止

咳、滋補之功效 3-5。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紅景天對於勞累過度所產生的食慾不振、睡眠障礙、工作能力

下降、暴躁不安、高血壓、頭痛及疲憊等症狀有良好的改善效果 3-8。薔薇紅景天（Rhodiola rosea）具

聯絡人：陳建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12 台北市立農街二段 155-1 號，電話：02-28201999 轉 6701

J Chin Med 17(4): 151-158, 2006 151



紅景天中 salidroside 和 p-tyrosol 之含量分析152

有“反壓力”（adaptogen）的作用，可對抗來自於生物、化學及生理因素所造成之壓力 3,6；西藏紅景天

（Rhodiola tibetica）則能增強整體動物在缺氧條件下的生存能力 8。

紅景天已分離出的化學成分包括 phenylethanoid, phenylethanol 衍生物，flavanoid, terpenoid, phenolic acid

及 organic acid 類等共有 40 幾種化合物 9-13，在 phenylethanol 衍生物中 salidroside（Fig. 1.）有抗疲勞、抗缺

氧及抗微波輻射作用，p-tyrosol（Fig. 1.）則有抗氧化之功能 11-16。

本研究利用高效液相層析儀（HPLC）探討紅景天中 saildroside 與 p-tyrosol 兩個指標成分之最佳分析條

件，並分析在 12 種市售紅景天藥材中之含量，期望能提供紅景天藥材品質之參考。

研究方法

一、材料與試劑

紅景天藥材為購自台北市十二家不同的中藥藥材行之乾燥根與莖。標準品 salidroside 由本實驗室自紅景

天藥材分離，並經文獻及光譜分析確認；p-tyrosol 購自 SIGMA 公司（St.Louis,USA），兩種標準品經 HPLC-

DAD（Photodiode array detector, DAD）檢測，純度皆大於 99%。Methanol（HPLC grade）及 acetonitrile（HPLC

grade）購自Merck 公司（Darmstadt, Germany）。

二、儀器設備

本實驗使用之高效液相層析儀為 Hewlett Packard 之 HP1100 型，包括：除氣器（G1322A Degasser）、

幫浦（G1311A Quarternary Pump）及光電二極管陣列式偵測器（G1315B DAD）。

三、標準品溶液之配製

精確秤取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各 50 mg，分別添加甲醇溶解之並定量至 50 mL，配製成濃度為 1.0

mg/mL，供作標準品儲備溶液。

四、檢量線之製作

精確量取上述之對照標準品儲備溶液加適量之甲醇稀釋調配一系列不同濃度之溶液，依序如下：

salidroside：400、200、150、100、50 µg/mL；p-tyrosol：400、200、150、100、50、25 µg/mL。取上述

溶液各 5 µL 分別注入 HPLC 進行分析。利用標準品之波峰面積（y 軸）和標準品之濃度（x 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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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Structures of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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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線性回歸，並求得檢量線之方程式 y = ax + b 與相關係數 r。

五、同日間（Intra-day）及異日間（Inter-day）試驗

取標準品溶液 salidroside（400、200、150、100、50 µg/mL）與 p-tyrosol（400、200、150、100、50、

25 µg/mL）各不同的濃度進行同日間測試（intra-day test；在 24 小時期間，每個濃度重複注射 3 次）與異

日間測試（inter-day test；7 天內注射 3 次，每次間隔 24 小時以上），求其相對標準偏差值（R.S.D., %），以

評估HPLC 分析條件之穩定性及再現性。

六、檢品溶液製備

將不同廠商之乾燥紅景天經粉碎後各取乾燥粉末 1 g，分別加入甲醇 50 mL，以超音波震盪 30 分鐘進

行萃取。萃取液經由布氏漏斗以No.1 濾紙過濾後，加甲醇定量至 50 mL，每個樣品進行 3 重覆，並以 0.45 µm

濾膜過濾後，作為HPLC 分析之檢品溶液。

七、回收率試驗（Recovery）

精秤 1 g 乾燥之紅景天粉末為檢品，分別加入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標準品儲備溶液各 7.50、5.00、2.50

mL後，加甲醇至50 mL。以超音波震盪30分鐘後，萃取液經由布氏漏斗以No.1濾紙過濾後，加甲醇至50 mL。

再以 0.45 µm 過濾膜過濾後注入 HPLC 進行分析，以評估 HPLC 分析條件之準確性，每次定量值，為三次

重覆注射之平均分析結果。

八、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逐步稀釋標準品儲備溶液，每次注入 5 µL 予以分析，直到 signal/noise = 3/1，並紀錄此時的濃度值及

注入量，以評估HPLC 分析條件之靈敏度。

九、高效液相層析條件

分離管柱：Cosmosil 5C18-AR-II（4.6 × 250 mm）。移動相使用H2O 與CH3CN 以線性梯度進行沖提，

其比例開始時為 100% H2O:0% CH3CN；20 分鐘時為 85% H2O:15% CH3CN；35 分鐘時為 83% H2O:17%

CH3CN。流速設定為 1 mL/min。檢測波長為 223 nm。注射量為 5 µL。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上述之分析條件，進行紅景天之 HPLC 分析，結果如 Fig. 2 所示，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的滯留時間分別為 17.6 和 19.3 min。此外，也利用 HPLC-DAD 檢測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的波峰純

度，測定值皆為 99.9%以上，顯示能完全被分離，而無受到其他成分所干擾，因此本分析方法可作為

紅景天藥材中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之定量分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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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 1 of Rhizoma Rhodiola. Peak 1: salidroside, peak 2: p-tyrosol.

一、線性及範圍試驗

以本方法分析指標成分 salidroside 在濃度 50∼400 µg/mL 範圍內，及 p-tyrosol 在濃度 25∼400 µg/mL 範

圍內，其線性迴歸方程式及相關係數（r）分別為 salidroside: y = 5.1395x − 17.959 (r = 0.9998), p-tyrosol: y =

11.231x − 24.701（r = 0.9998），顯示兩者均呈現良好之線性關係。而偵測極限皆為 0.39 µg/mL。

二、精密度試驗

於兩個指標成分檢量線之範圍內，在同日間（intra-day）及異日間（inter-day），重覆注入高效液相層

析儀定量分析各 3 次，並計算其相對標準偏差值（R.S.D.,%），結果如 Table 1，其同日間之相對標準

偏差為 0.35∼3.13%，異日間為0.09∼1.79%，顯示此HPLC分析方法對於紅景天活性成分 salidroside及p-tyrosol

有良好的再現性。

三、準確度試驗

添加回收率的試驗結果如 Table 2，其中 salidroside 之回收率為 99.3∼102.8%，平均值為 101.5%，平均

相對標準偏差為 1.84%；p-tyrosol 之回收率為 95.6∼98.7%，平均值為 97.5%，平均相對標準偏差為 1.71%，

顯示有良好的準確性。

四、市售紅景天藥材中 salidroside 及 p-tyrosol 之含量比較

為瞭解市面上紅景天藥材的品質，本研究自藥材行購得十二種乾燥紅景天藥材，依上述之 HPLC

分析方法測定其 salidroside 與 p-tyrosol 兩個指標成分之含量，結果如Table 3 所示。十二種檢品中，salidroside

之含量以檢品 10 含 18.63 mg/g 為最高，檢品 12 含 1.78 mg/g 為最低，兩者相差達 10 倍；p-tyrosol 之含量以

檢品 6 含 7.56 mg/g 為最高，檢品 12 含 0.28 mg/g 為最低，兩者相差達 27 倍。

就化學結構及生物轉化（biotransformation）的觀點而言，salidroside 為 p-tyrosol 的 glycoside 衍生

物，可能水解失去糖基形成 p-tyrosol，產生轉換含量（convert content）17的現象，而 p-tyrosol 自 salidroside

轉化所產生的潛在含量依其分子量之比例 138/300 換算，即 converted content（salidroside → p-tyrosol）

= salidroside content × 138/300。換算後總 p-tyrosol 的含量（total content）如 Table 3，顯示檢品指標成

分的含量差異性降低，約可區分為高、中、低三部分，總 p-tyrosol 的含量在檢品 1、3~6 及 10~11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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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HPLC chromatogram of sample 1 of Rhizoma Rhodiola. Peak 1: salidroside, peak 2: p-tyro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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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含量，範圍為 8.20~10.86 mg/g；檢品 2 及 7∼9 為中含量，範圍為 5.06∼6.05 mg/g ; 檢品 12 則為低

含量，含量為 1.10 mg/g。

由於紅景天的種類很多，基原、產地、採收季節、儲藏條件與儲藏時間等因素皆可能造成上述 salidroside

Table 2.  Recoveries of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from Rhizoma Rhodiola

Compound Added
(mg/g)

Recovery
(%)

Average recovery
(%)

R.S.D.
(%)

salidroside 7.50 99.3
5.00 102.80 101.5 1.84
2.50 102.20

p-tyrosol 7.50 95.6
5.00 98.2 097.5 1.71
2.50 98.7

Table 1.  The intra-day and inter-day precision for analysis of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Compound Concentration
(µg/mL)

Intra-day
(R.S.D.%) (n = 3)

Inter-day
(R.S.D.%) (n = 3)

salidroside 400 1.14 0.60
200 3.13 1.79
150 0.92 0.60
100 0.35 0.16
050 1.22 1.47

p-tyrosol 400 0.92 0.56
200 2.84 1.65
150 0.92 0.83
100 0.44 0.09
050 1.37 1.52
025 2.06 1.16

Table 3.  Contents (mg/g) of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converted contents from salidroside to p-tyrosol, and
totaol contents of p-tyrosol in Rhizoma Rhodiola

Content Converted content Total content
Samplea

salidroside p-tyrosol salidroside → p-tyrosol total p-tyrosol

1 7.83 5.80 3.60 9.40
2 3.52 3.44 1.62 5.06
3 13.65 1.92 6.28 8.20
4 8.43 5.44 3.88 9.32
5 8.95 5.76 4.12 9.88
6 6.69 7.56 3.08 10.640
7 6.59 2.47 3.03 5.50
8 4.68 3.09 2.15 5.24
9 4.48 3.99 2.06 6.05
10 18.63 2.29 8.57 10.860
11 9.69 5.00 4.46 9.46
12 1.78 0.28 0.82 1.10
aSamples 1~12 represent twelve crude drugs purchased form different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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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tyrosol 之含量差異。

由以上的結果，顯示本研究提供簡單、快速、靈敏且高穩定性的 HPLC 分析方法，可用以檢測紅景天

藥材之重要活性成分 salidroside 和 p-tyrosol。經由 12 種檢品分析結果得知，salidroside 含量最高者與最低者

差異達 10 倍，而 p-tyrosol 更高達 27 倍之多，充分顯示市售紅景天藥材有極大的品質差異，其原因可能與

品種、產地、季節與儲藏等因素有關。因此，期望藉由本實驗之研究結果，作為紅景天藥材品質管制之參

考，以提昇市售產品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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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zoma Rhodiola, a perennial herbaceous plant, is a traditional medicine mainly used in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are bioactive constituents of Rhizoma
Rhodiola.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HPLC method for determining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in Rhizoma Rhodiola. The results showed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rresponding peak area and concentration. The linear calibration range of salidroside and p-
tyrosol were 50~400 µg/mL (r = 0.9998) and 25~400 µg/mL (r = 0.9998), respectively.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f marker substances for intraday and interday analyses were
0.35~3.13% and 0.09~1.79%, and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s of the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were 101.5% and 97.5%, respectively. The salidroside and p-tyrosol contents ranged between
1.78~18.63 and 0.28~7.56 mg/g for twelve raw material samples of Rhizoma Rhodiola.

Key words: Rhizoma Rhodiola, Salidroside, p-Tyrrosol.

Correspondence to: Chien-Chih Chen, Tel: 02-2820-1999 ext. 6701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