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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茵陈蒿 Artemisia capil laris Thunb. 为传统中

药 ,具有清热燥湿、利胆退黄等作用 ,用于黄疸疾病

的治疗 ,具有改善肝功能 ,提高 GO T、 GPT等水平

的作用。茵陈中的有效成分一般认为是香豆素和茵

陈色原酮 ,而这两类物质难溶于水。天津等地以茵陈

代茶饮 ,可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我们在进行

茵陈调血脂作用的研究时 ,首次从中提取出了水溶

性多糖 ,并采用改良的苯酚-硫酸比色法测定多糖含

量 ,获得满意结果。

1　仪器与药品

　　 UV-752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 ,

GO A型电热真空干燥箱 (天津市东郊机械加工厂 ) ,

RE-52A型旋转蒸发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

(+ )葡萄糖 ( AR, 105℃ 干燥至恒重 ) ,茵陈购

于张家口市药材公司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标准 ,于硅胶干燥器中干燥 2 d;其他试剂

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葡萄糖储备液的制备:精密称取葡萄糖对照品

100 mg ,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 100 mL。

2. 2　苯酚液的配制: 称取苯酚 100 g于烧瓶中 ,加

入 0. 1 g铝片和 0. 05 g碳酸氢钠 ,加热蒸馏 ,收集

182℃ 馏分 10 g ,加蒸馏水 190 g ,溶解 ,置棕色瓶

中备用。

2. 3　提取条件选择

2. 3. 1　反应温度选择: 精密吸取葡萄糖储备液 1. 0

m L于 100 mL容器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 ,作为对

照品溶液。分别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液 1. 0 mL于两

个具塞试管中 ,各加苯酚液 1. 0 mL,并分别迅速滴

加浓硫酸 5. 0 mL。另取两份 1. 0 mL水同上操作 ,

为空白液。一份于水浴中煮沸 15 min,另一份于 40℃

水浴中恒温 30 min。取出 ,冷却至室温 , 15 min后于

490 nm处测其吸光度值 ,分别为 0. 112和 0. 126。因

此 ,本实验采用 40℃ 恒温 30 min的方法。

2. 3. 2　苯酚及硫酸用量选择:吸取葡萄糖对照品液

1. 0 mL 5份 ,分别加入苯酚液 0. 2, 0. 4, 0. 6, 0. 8,

1. 0 mL,分别加水至 2. 0 mL,再各滴加浓硫酸 5. 0

mL, 40℃ 恒温 30 min后 ,测其吸光度值 ,分别为

0. 095, 0. 112, 0. 125, 0. 127, 0. 126,可见加入苯酚液

0. 6 mL以上时 ,反应都能完成 ;另取葡萄糖对照品

液 0. 6 mL 5份 ,分别加苯酚液 1. 0 m L,再分别滴

加浓硫酸 2. 0, 3. 0, 4. 0, 5. 0, 6. 0 mL,并均用水稀释

至 8. 0 mL,加入硫酸体积占总体积的 62. 5% 以上

时的结果较满意。

2. 3. 3　反应时间选择及稳定性:取对葡萄糖照品溶

液 1. 0 mL 3份 ,各加苯酚液 1. 0 mL,浓硫酸 5. 0

mL,于 40℃ 分别恒温 20, 30, 40 min。测得吸光度

值分别为 0. 16, 0. 125, 0. 126,可见加热 30 min即

可使反应完全。 另测反应完成后样品在不同时间内

的吸光度值 ,结果 3 h内稳定。

2. 4　标准曲线制备: 精密吸取葡萄糖贮备液 0. 5,

1. 0, 2. 0, 3. 0, 4. 0 mL定容至 100 mL。 分别取 1. 0

mL,各加入苯酚液 1. 0 mL,迅速滴加浓硫酸 5. 0

mL,另以 1. 0 mL水同上操作 ,作为空白液。 于 40

℃ 水浴中恒温 30 min,取出 ,冷却 15 min后 ,于

490 nm 处测其吸光度值 ,计算得回归方程 A=

0. 013 12C- 0. 015 34, r= 0. 999 5。实验表明 ,葡萄

糖为 5～ 40μg时与吸光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2. 5　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1. 0 mL, 10

份 ,同 2. 4项下操作 ,结果吸光度的 RSD= 1. 45% 。

2. 6　多糖的提取与精制

2. 6. 1　茵陈多糖的提取: 称取干燥至恒重的茵陈

800 g ,用 95% 乙醇温浸 30 min,两次 ,以除去色素

和脂溶性杂质。 药渣中加水 2 000 m L,微沸煎煮 1

h,过滤 ,滤渣再用 1 500 mL水煎煮 1 h,过滤 ,合并

提取液 ,浓缩至 200 mL,分成 4份 ,每份 50 mL,加

入乙醇 ,使醇含量分别达到 70% , 75% , 80% , 85% ,

静置过夜 ,抽滤 ,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洗

涤 ,得灰白色粗多糖 ,于真空干燥器中干燥后称重。

各定容至 1 000 mL,再稀释 100倍 ,依法操作 ,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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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含量。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醇沉浓度时茵陈多糖的得率和含量

Table 1　 Yield and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from

A. capillaris with dif f erent concentration

of alcohol precipitation

醇沉浓度 /% 多糖得率 /%
多糖含量 /%

以粗多糖计 以生药计

70 0. 620 4. 96 0. 478

75 0. 725 5. 36 0. 516

80 0. 840 6. 55 0. 630

85 0. 830 6. 43 0. 619

2. 6. 2　多糖的精制: 将上述粗多糖溶于水 ,用

Seveg法除去蛋白 ,加 1% 活性炭脱色 ,抽滤 ,加入

乙醇使醇浓度达 80% ,静置过夜 ,抽滤 ,残渣依次用

无水乙醇、丙酮、乙醚多次洗涤 ,真空干燥 ,即得精制

茵陈多糖。

2. 7　换算因子测定: 精密称取茵陈多糖 10 mg ,溶

于 100 mL容量瓶中 ,稀释至刻度 ,摇匀。精密吸取

0. 1 mL,加水至 1. 0 mL,按 2. 4项下操作。测其吸

光度值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浓度 ,再按下式计算换算

因子 ,得 f = 1. 485 (n= 6)。

f = W /CD

式中 W 为多糖质量 ( mg ) , C为多糖液浓度 (μg /mL ) ,

D为稀释因素。

2. 8　样品液制备及测定: 准确称取干燥茵陈粉末

100 mg , 3份 ,分别置于索氏提取器中 ,用 95% 乙醇

回流提取 1 h,改用水微沸煎煮 , 3份分别煎煮 1, 2,

3次 ,各定容至 100 mL,为样品液。分别精密吸取上

述样品液 10 mL,分别定容至 100 mL,各取 1. 0

m L,按 2. 4项下操作 ,平行做 6次 ,并按下式计算

多糖含量 (以粗多糖计 ) ,并计算以生药计多糖含

量。结果见表 2。表明提取两次即可。
含量= CDf /W

式中 W 为样品质量 , C为糖浓度 , f 为换算因子 ,D 为

稀释因素。

2. 9　回收率试验:精密吸取 2号样品液 0. 5 mL 6

份 ,分别加入不同量的对照品溶液 ,并使其总体积至

1. 0 mL,按 2. 4项下操作 ,测得葡萄糖的平均回收

表 2　样品中多糖的含量

Table 2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in samples

编号 提取次数
多糖含量 /%

以粗多糖计 以生药计

1 1 5. 55 0. 46

2 2 6. 73 0. 65

3 3 6. 82 0. 66

率为 99. 8% , RSD= 1. 35% (n= 6)。

3　讨论

　　苯酚 -硫酸比色法是测定多糖含量较为经典有

效的方法之一 ,但各自的报道中 ,对反应温度的控

制、试剂中苯酚及硫酸用量不尽相同。常见的反应温

度有煮沸、 40℃ 恒温和室温 3种 ,鉴于冬天和夏天

室温相差较大 ,本实验仅比较了前两种条件 ,证实本

法以 40℃ 恒温 30 min较好。加入苯酚量 0. 6 mL

以上时 ,反应能完成 ,因此配制苯酚液时可以不必蒸

馏。对于硫酸的用量 ,经实验对比认为硫酸占总体积

62. 5% 以上时 ,在重现性、稳定性及回收率方面都

有明显的优越性 ,并且与文献报道一致 [1 ]。

关于多糖的干燥 ,许多文献都是采用真空干燥

和冷冻干燥。在真空干燥器中放入五氧化二磷或固

体氢氧化钠等干燥剂 ,保持高真空度 ,可提高干燥速

度。也有文献报道用 60℃烘干 [2 ]。我们经过多次实

验证实 ,干燥多糖不能加热 ,否则会使多糖变成粘稠

的半固体状态 ;同样也不能室温下缓慢干燥 ,这样也

会使多糖变成难溶的角质块状物 [3 ]。 茵陈水提取液

中含有丰富的多糖 ,这与我们进行的茵陈多糖的降

血脂作用研究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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