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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珊瑚根茎叶中总黄酮成分的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化学系 (南昌 3 3 0 0 2 7) 王软清
.

李先春

摘 耍 对草珊瑚根
、

茎
、

叶中总黄酮的提取与测定结果表明
,

草珊瑚植物中叶的总黄酮成分含量

最高 , 在提取草珊瑚全草时
,

提取时间在 3h 以上
。

关性词 草姗瑚 总黄酮 提取 含量测定

草珊瑚 S a r’. a n d ra g la br a (T hu n b
.

)

N ak al 为金 粟兰科植物
,

长江以南各省多有

分布
。

民间以肿节风
、

九节茶和接骨金粟兰等

名称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和风湿病
〔’〕 ,

现代研

究表明
,

草珊瑚具有显著的抗菌消炎作用
〔2 1 ,

以提取的总黄酮制成的片剂 (或针剂 )主治胰

腺癌
.

缩小肿块
〔, ; 。

为了合理利用草珊瑚资源
.

我们对草瑚

瑚干草的根
、

茎
、

叶中的总黄酮分别进行了提

取与测定
,

本文报道了江西信丰的草珊瑚根
、

茎
、

叶中总黄酮的提取与测定结果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材料
:

草珊瑚全草 (干燥 )
:

取 自江西信

丰县
,

标准样品
:

芦 丁(生化试剂
,

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 )
。

仪器
:

日立 U
一

3 4 5 0 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

计
。

L Z 样品的处理和测定条件

1
.

2
.

1 黄酮 类 化 合物的提 取
:

准 确 称 取

5
.

0 9 草珊瑚根 (或茎
、

叶 )于索氏提取器中
,

用乙醇提取一定时间
,

浓缩后按一定百分浓

度要求的乙醇 定容至 so m l容量 瓶中
,

供分

析测试用
。

1
.

2
.

2 样品的制备
以〕:

精密称取 12 0 ℃干燥

恒重的芦丁 1 9. 7 0 m g
,

置 so m l容量瓶中
,

用

乙醇稀释至刻度
,

摇匀
。

分 别取
_

L 述 芦 丁 标 液 。
、

。
.

25
、

0
.

5
、

o
·

7 5
、

l
·

0 0
、

l
·

2 5
、

1
·

so m l置 lo m l容量瓶中
,

用 3 0 %乙醇补充至 sm l
,

加 5 %N a N O
20

.

3 0m l
,

摇匀
,

放置 sm in
,

加入 一。%A I(N O
3
)
3 0

.

3 m l
,

6m in 后再加入 2
.

o o m l 4 % N a O H
,

此时溶液

显 红 色
,

混 匀
,

用 30 写乙醇 稀 释 至 刻 度
,

l o m in 后于波 长 4 8 o n m 以
m a 二

)进行吸收度测

定
,

测定结果
.

用最小二乘法作线性回归
〔石〕,

得

方 程 A = 1 0
.

5 7C 一 8
.

9 2 6 只 10
一 2

(C
:
m g /

m l)
, r = 0

.

9 9 9 5
。

1
.

3 样品测定
:

精密量取 0
.

50 m l不同方法

提取的样 品
,

按制备芦丁标样的方法依次进

行测定
,

由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总黄酮的含

量
。

1
.

3
.

1 草珊瑚叶用不同含量的乙醉提取比

较
:

按 1
.

2
.

1 方法
,

提取时间 1h
,

定容时乙醇

‘ A d d r e s s :

W
a n g D u n q in g

,

I死 p a r tm e n t o f C h e m is t ry
,

Jia n g x i T e ae h e r s ‘ U n iv e r s 一ty
,
N a n e h a n g

△ 国家 自然科学获金资助项 日

《中草药》1 99 6 年第 2 7 卷第 6 期
·

3 3 7
.



含量分别为 6 0 %
、

7 0 %
、

5 0 %
、

9 0 %
、

9 5 %
,

结

果总黄酮提取 率分别 为 0
.

7 79 %
、

0. 9 63 %
、

2
.

2 4 5 %
、

1
.

15 6 %
、

x
.

22 5 %
,

符合黄酮类化合

物在 8 0 % ~ 9 0 %乙醇中溶解较大的报道
。

1
.

3
.

2 草珊瑚根
、

茎
、

叶总黄酮含量的 比较
:

按 1
.

2
.

1 方法
,

提取时间 lh
,

按含 80 %乙醇

定容
,

结果见表 1
。

数据表 明
,

草珊瑚中总黄

酮有效成分主要集中叶中
,

茎中含量最少
。

农 1 草工瑚根墓叶中总苦 . 含 .

农 2 提取时间对草. 翔中总黄. 祖取率形晌

提取时 间(h ) 1 2 3 4 5

叶 A 0
.

5 6 7 6 0
.

5 8 5 6 0
.

6 2 2 9 0
.

6 2 4 1 0
.

6 3 2 0

提取量 (滩 / m l)6 2
.

1 4 6 5
.

8 5 6 7
.

3 8 ‘7
.

4 , 6 8
.

2 -

提取率 (% ) 1
.

2 4 3 1
.

2 7 7 1
.

3 4 8 1
,

3 5 0 1
.

3 6 5

根 A 0
.

2 0 3 9 0
.

30 5 2 0 6 3 4 7 0 0
.

3 8 4 7 0
.

3 9 2 3

提取量印 g / m l)3一 5 2 3 7
.

32 4 1
.

2 7 4 4
.

8 4 4 5
.

5 6

提取率(% ) 0
.

6 3 0 0
.

74 6 0
.

8 2 5 0
.

8 9 7 0
.

9 1 1

茎 A 0
.

0 90 7 0
.

14 5 1 0
.

1 7 28 0
.

2 1 16 0
.

2 3 42

提取量伽 g / m l)1 7
.

0 2 2 2
.

17 2 4
.

79 2 8
.

4 6 3 0
.

6 0

提取率(% ) 0
.

34 0 0
.

4 4 3 0
.

4 96 0
.

56 9 0
.

6 1 2

样品 吸收度(A ) 提取 量伽g / m l) 提取率 (% )

0
.

2 4 3 9

0
.

0 9 0 7

0
。

5 6 7 6

3 1
。

5 2

1 7 0 2

62
.

14

0
.

6 3 0

0
.

3 4 0

1
。

2 4 3

L 3
.

3 提取时间对草珊瑚中总黄酮提取率

的影响
:

按 1
.

2
.

1 方法
,

于不同时间分别抽提

草珊瑚根
、

茎
、

叶
,

然后均以 80 % 乙醇含量定

容
。

测定结果见表 2
。

由表可见
,

对草珊瑚叶

提取的最佳时间为 3一 4h
,

若再延长时间也

不会明显提高草珊瑚叶中总黄酮的提取率
。

同时可以看出
,

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
,

根
、

茎

中总黄酮的提取率增加幅度 比叶要大
。

2 结论

对草珊瑚中总黄酮有效成分来说
,

草珊

瑚叶中含量相对最高
,

因此
,

在采集草珊瑚植

物时要特别注意采全草珊瑚叶
。

另外在进行

草珊瑚全草提取过程中
,

提取时间要在 3h 以

上
,

以达到 充分利用其根茎中总黄酮有效成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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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论述及研讨了中成药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

中药制剂的设计
,

各种浸提技术及工艺优选
,

有效组分的分

离方法
,

各种剂型的制剂方法
,

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
,

主成分的鉴别试验及指标成分含量测定
,

制剂稳定性和

临床药理试验等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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