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多糖等有效成分综合提取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 合肥 汪 东风
令

谢晓凤 严 俊 王泽农

摘 要 通过 近 年 的研究
,

得到一条能够一次性从茶叶 中提取茶多 糖
、

茶多酚 和咖啡碱等多种

有效成分的综合提取 工艺路 线
。

应用该工艺 能提取 左右的咖啡碱
、

左右 的茶多 酚和

左右的茶多糖
,

其得率同各成分单独提取量差异 不大
,

但质量优于单独提取
。

该工 艺还具有

减少原料及试剂消耗
,

节 省能源
,

降低成本
,

简便易行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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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茶叶消费 日趋高档化
,

而中低档茶

受 国际市场影响常滞销积压严重
,

制约 了茶

叶的发展
。

与此同时
,

在茶叶生产及加工过程

中还有大量 的修剪枝叶及加工副产 品
,

而 这

些产品多数为废物未加利用
。

前文〔‘〕已报道粗老茶治糖尿病的药理成

分基础是内含的茶叶复合多糖 简称茶多糖
,

除此还含有一定量的茶多酚及咖啡碱
。

茶多

酚和咖啡碱有诸多的生理功能〔
,

〕 ,

对这些有

效成分提取利用是解决 中低档茶及茶副产品

出路的有效途径之一
。

而目前诸多提取工艺

中或是单 成分单独提取卜
〕 ,

其 它成 分未能

充分利用 或是多成分综合提取〔 〕 ,

但茶多糖

均作为废物未加以利用
。

因此研究应用简便

的工艺技术和设备
,

在提取茶多酚
、

咖啡碱 的

同时
,

将其废液中茶多糖一并提取出来
。

材料

试验所用茶样分 别是 陈茶 年
,

茶场修剪枝梢
,

春季级外粗老茶
。

方法

咖啡碱及茶多酚的提取及检测方法 茶

叶预处理后
,

按文献法制得茶多酚及咖啡碱
,

其含量均按 国标法 〔〕测定
。

茶多糖 的提取及检测方法 茶叶预处理

后按文献法制得茶多糖
,

含糖量用苯酚
一

硫酸

法测定
。

茶多酚
、

咖啡碱与茶多糖综合提取工艺

及检测方法 茶叶预处理后
,

沸水常压下浸提

次
,

速冷至室温后 离心除杂
,

萃取分离
,

有

机层 回收
、

干燥
、

精制得咖啡碱
,

水层再 萃取

分离
,

有机层 回收
、

干燥得茶多 酚 残留的水

层醇析
,

离心甩干
,

干燥得茶多糖
。

按上述方

法提取 的产 品
,

其质量测定委托安徽省进出

口商品检验局进行
。

结果

茶多糖等有效成分单独提取得率及质

量 咖啡碱及茶多酚得率 以原料愈嫩者愈高
,

而茶多糖得率以粗老茶最高
。

用隔年陈茶为

原料经单独提取
,

各成分 的纯度分别是
,

咖啡

碱为 茶多酚为
,

其 中儿茶素

占 茶多糖含糖量 为
。

茶多糖等有效成分综合提取的得率及

质量 用综合提取的方 法所得 的各成分得率

均低 于单 独提取 表
,

其原 因与综合提取

时增加 了冷却工序等 因素有关
,

因为在低温

情况下茶汤中蛋白质与茶多酚等成分更容易

凝聚
,

从而在离心除杂后影响了提取的量
。

表 单独提取的各有效成分得率

原 料 咖 啡 碱 茶 多 酚 茶 多 糖

粗 老 茶

陈 茶
·

修剪 枝梢

命 ,  ,   ! ,

汪东风 男
,

安徽农业大学茶业 系副教授
,  年获农业硕 士

,

现 是 中国科 学技 术大学化学 系博士生
,

主要从 事茶叶生
物化学

、

茶叶深加工
、

茶叶多糖及稀 土生物大分 子的生理生化等研究
。

近 年先后获
“

纯 天然罐 装茶 水加工工艺
” 、 “

茶叶中有
效成分综合提取工艺

” 、 “

茶 叶专用 叶面肥
”

等多项科研成果 发 明专利两项
,

在 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 多篇
。

△安徽省
“

八五
”

项关 项 目及安徽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内容之一 部分内容 已在
’

国际茶会上 宜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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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综合提取的各有效成分褥率

原 料 咖 啡 碱 茶 多 酚 茶 多 糖

粗 老 茶  

陈 茶  
·

修剪枝梢   
·

同样用隔年陈茶为原料
,

同综合 提取 的

各成分经安徽省进出 口商 品检验局测定
,

其

质量分别达到如下指标 茶多酚外观呈粉白

色 晶状
,

纯度  
,

水分
,

重金属

拜
,

儿茶素含量  !
,

咖啡碱残留
。

咖啡碱呈 白色粉状
,

纯度  !
,

水分
,

灰分
,

重金属 拼
。

茶多 糖 外观 呈 灰 白色 粉 状
,

含糖 量

 
,

水分 写
,

灰分 环
,

重金属

拜
。

单独提取与综合提取比较 与单独提取

相 比
,

综合提取先行分离出了咖啡碱
、

蛋白质

和色素等杂质
,

后又进一步分 离抽提 出了茶

多酚主成分及酷溶性等成分
,

使茶多糖提抽

时无需再用乙 醚
、

丙酮等洗涤除杂
,

这不但减

少 了乙 醚及丙酮等有害危险品的应用
,

同时

也简化了工艺
,

提高了效益 表
。

此外
, ,

原

料还节省一半
,

有利于茶叶资源的充分利用
。

与此同时
,

综合提取减少了茶叶浸提
、

浓缩等

工序
,

可节省能源
。

根据单独提取比综合提取

多 消耗的茶叶原料
、

试剂
、

水电等情况
,

按茶

叶原料 折人 民币 元
,

乙醚
、

丙 酮

各 折人 民币 元
,

水电消耗折 元

计
,

在提取表 相 同量产品的情况下
,

综合提

取可降低成本 元以上
。

表 单独提取与综合提取效益 比较

提取
方法

单独提取

综合提取

原料 哪 阶料 水夕 期 水夕侧 叭
了曰 ‘月

扎

消耗 产量 含量 产量 含量 产量 含量 乙醚 丙酮
 

一 一

注 原料为隔年陈茶

讨论

目前有利用升华法直接从茶叶中提 取

咖啡 碱
,

除需要特殊 的升华装置外 〔 
,

得率

也较低
。

而先用萃取法再用升华法精制
,

不仅

可用于综合提取
,

而且可大大提高得率
。

茶多酚提取方法 目前亦较多
,

有先用钙

盐沉淀
,

再用酸转溶
,

然后用乙酸乙醋萃取 有

先用有机试剂除杂
,

再用乙 酸乙醋萃取 有利

用柱层析方法制备等
。

经我们初步比较
,

后一

种方法虽简便
,

但洗脱所耗试剂太多
,

成本较

高
,

而前一种方法
,

在操作过程中茶多酚易氧

化
,

产品中含咖啡碱亦多
。

因此这两种方法在

综合提取时均不可取
。

按上述方法提取的茶多

糖不含有茶多酚
、

咖啡碱及游离氨基酸〔川
,

但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果胶等成分
,

两者含量约

占茶多糖的
。

有关茶多糖提取工艺
、

茶多

糖组成及活性的关系将另文报道
。

本 文侧重于 茶叶深加 工综合利用的角

度
,

研究了适合工业化的溶剂多阶式分步提

取法
,

在提取茶多酚和咖啡碱后的废液 中再

提取茶多糖
,

这不仅大大降低 了各成分 的提

取成本
、

符合当今农副产 品化学加工无污染

之要求
,

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各成分的纯度
。

因

此
,

本工艺不仅对有效地开发利用中低档茶

和茶副产品有重要作用
,

而且十分适合现有

茶多酚厂的技改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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