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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花中总多糖提取条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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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野菊花总多糖的提取条件，并测定不同产地野菊花水煎剂中总多糖的含量。方法  采用苯酚-硫酸法测

定总多糖含量，并对多糖显色方式进行优选。结果  野菊花中总多糖回收率为 100.3%，RSD 为 1.19%，不同产地野菊花

中总多糖含量存在差异。结论  该方法准确、快速、重复性好，可用于测定野菊花中总多糖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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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in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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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zhou 450008, China; 2.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n extraction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in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And determine total 
polysaccharides in water extraction of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from various habitats. METHODS  Total polysaccharides were 
determined with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and orthogonal test was used to select the best coloration. RESULTS  Recovery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was 100.3%, RSD was 1.19%, there was difference among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from various habitats.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accurate, repeatable and suitable to determine total polysaccharides in water extraction of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KEY WORDS: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polysaccharides; phenol-sulfuric acid method 

 

野 菊 花 为 菊 科 植 物 野 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L.的干燥头状花序，具清热解毒之功效，

用于疔疮痈肿、头痛眩晕、目赤肿痛[1]。目前多是

对野菊花中黄酮类成分进行研究。近年来有报道

认为野菊花多糖也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有增

强免疫力、防衰老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2]。而关于

野菊花中总多糖含量的测定未见报道，故本研究

以野菊花中总多糖为指标，对野菊花水煎剂的提

取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对不同产地野菊花中的总

多糖含量进行了测定。 

1  仪器与试药  

TU-18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

仪器有限公司)；METTLER AE240 型电子分析天

平。葡萄糖对照品(分析纯，批号：20050805，上

海化学试剂厂)；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野菊花由

北京中医药大学张贵君教授鉴定为菊科植物野菊

Chrysanthemum indicum L.的干燥头状花序。 

2  方法与结果 

2.1  野菊花总多糖测定条件的研究 

2.1.1  苯酚液的配制  取苯酚 100 g，加铝片 0.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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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酸氢钠 0.05 g，常压蒸馏，收集 182 ℃馏分。

称取该馏分 5 g，置 100 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

刻度，摇匀后，滤过至棕色试剂瓶中，得 5%苯酚

液，置冰箱中储存备用。 

2.1.2  葡萄糖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干燥

至恒重的无水葡萄糖对照品 26.21 mg，置 250 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后稀释至刻度，制成葡萄糖对

照品溶液。 

2.1.3  多糖显色方式的优选  多糖的含量测定方

法中以苯酚-硫酸法最常用，并且常以葡萄糖为对

照，其文献所报道的显色方式不尽一致[3-7]。为此，

笔者综合文献报道，采用正交试验法对该显色方

式进行了优选。设计 5%苯酚(A)、浓硫酸的用量

(B)、水浴时间(C)3 个因素，每个因素取 3 个水平，

选用 L9(3
4)正交表进行试验因素水平见表 1。 

取安徽金寨野菊花样品 20 g，精密称定，加

适量水浸泡 10 min，煎煮 2 次，每次 20 min，滤

过，滤渣用水洗涤 2 次，合并水提液，浓缩至 250 

mL，精密量取 1 mL，置 100 mL 量瓶中，加水至

刻度，摇匀，作为样品液。精密量取样品液 2 mL，

置 25 mL 量瓶中，按正交表中方法显色，测定 490.5 

nm 波长处的吸光度，以多糖含量为评价指标。结

果见表 2，方差分析见表 3。 

表 1  因素水平表 

Tab 1  The factors and levels 

因素 
水平 

A(苯酚用量/mL) B(浓硫酸量/mL) C(水浴时间/min)

1 1.0 5.0 10 

2 1.4 7.5 15 

3 1.8 10.0 20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Tab 2  The results of orthogonal test 

试验号 
A 

(苯酚用量) 

B 

(浓硫酸量) 

C 

(水浴时间) 

D 

(误差) 
多糖含量/%

1 1 1 1 1 11.17 

2 1 2 2 2 11.25 

3 1 3 3 3 12.11 

4 2 1 2 3 10.77 

5 2 2 3 1 11.06 

6 2 3 1 2 11.95 

7 3 1 3 2 10.72 

8 3 2 1 3 11.24 

9 3 3 2 1 11.98 

K1 34.53 32.66 34.36 34.21  

K2 33.78 33.55 34.00 33.92  

K3 33.94 36.04 33.89 34.12  

R 0.25 1.13 0.16 0.10  

表 3  方差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A(苯酚量) 0.104 0 2 0.052 0 7.081 7 

B(浓硫酸量) 2.046 3 2 1.023 1 139.3 1 

C(水浴时间) 0.040 3 2 0.020 1 2.742 8 

D (误差) 0.014 7 2 0.007 3 1.000 0 

注：F0.01(2，2)=99，F0.05(2，2)=19 

Note: F0.01(2，2)=99，F0.05(2，2)=19 

可见，因素作用主次为 B>A>C，直观分析其

最佳显色条件组合为 A1B3C1。由方差分析结果可

见，B 因素对多糖含量大小的影响具有极显著意

义，因其为最高水平，故对其进行单因素考察。

精密量取样品液 2 mL，各加 5%苯酚液 1.0 mL，

混匀，精密加入适量浓硫酸，振摇后放置 10 min，

置 40 ℃水浴中保温 10 min，立即转入冷水浴中冷

却至室温，照分光光度法在 490.5 nm 波长处测定

吸光度。结果见表 4。 

表 4  浓硫酸用量单因素考察结果 

Tab 4  The results of sulfuric acid amount  
试验号 浓硫酸用量/mL 多糖含量/% 

1 10.0 10.27 
2 12.5 11.77 
3 15.0 11.16 

综上所述，优选显色方式为：取待测溶液，

加入 5%苯酚液 1.0 mL，混匀，精密加入浓硫酸

12.5 mL，振摇后放置 10 min，置 40 ℃水浴中保温

10 min，立即转入冷水浴中冷却至室温，照分光光

度法在 490.5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2.1.4  测定波长的选择  准确移取一定量的葡萄

糖对照品溶液置于 25 mL 量瓶中，加入新配制的

5%苯酚液 1.0 mL，混匀，精密加入 12.5 mL 浓硫

酸，振摇后放置 10 min，置 40 ℃水浴中保温

10 min，立即转入冷水浴中冷却至室温，在不同波

长下考察最大吸光度。结果在 490.5 nm 处有最大

吸收。故选定测定波长为 490.5 nm。 

2.1.5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密吸取葡萄糖对

照品溶液 0.6，1.2，1.8，2.4 和 3.0 mL 置 25 mL

量瓶中，然后依次精密加入 2.4，1.8，1.2，0.6 和

0.0 mL 蒸馏水，再各加 5%苯酚液 1.0 mL，混匀，

精密加入 12.5 mL 浓硫酸，振摇后放置 10 min，

置 40 ℃水浴中保温 10 min，立即转入冷水浴中冷

却至室温，照分光光度法在 490.5 nm 处测定吸光

度，以对照品溶液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

标，绘制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 Y=52.42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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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1，r=0.999 4。 

2.2  野菊花总多糖提取条件的优选 

2.2.1  正交试验方法设计  以安徽金寨野菊花为

样品，采用正交设计试验，对煎煮次数、煎煮时

间、加水量进行条件优选，用 L9(3
4)正交表安排试

验，因素水平表见表 5。  

表 5  多糖提取条件因素水平表 

Tab 5  The factors and levels about extraction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因素 
水平 

A(煎煮次数) B(煎煮时间/min) C(加水量/倍)

1 2 30 10 
2 3 40 15 
3 3 50 20 

2.2.2  多糖提取方法研究  取安徽金寨野菊花样

品 9 份，每份约 20 g，精密称定，加适量水浸泡

10 min，按正交试验表进行煎煮，滤过，残渣用水

洗涤 2 次，合并水提液，浓缩至 250 mL，精密量

取 1 mL，置 100 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

作为样品液。 

精密量取样品液 2.0 mL，置 25 mL 量瓶中，

按“2.1.4”项下方法自“加入新配制的 5%苯酚液

1.0 mL……”起操作，测定吸光度，按回归方程计

算多糖含量。结果见表 6，方差分析见表 7。 

表 6  总多糖提取条件正交试验 

Tab 6  The orthogonal test about extraction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试验号 
A 

(煎煮次数) 

B 

(煎煮时间) 

C 

(加水量) 

D 

(误差) 
多糖含量/%

1 1 1 1 1 10.41 
2 1 2 2 2 11.38 
3 1 3 3 3 12.76 
4 2 1 2 3 12.46 
5 2 2 3 1 13.48 
6 2 3 1 2 10.69 
7 3 1 3 2 13.79 
8 3 2 1 3 10.70 
9 3 3 2 1 12.90 

K1 34.55 36.66 31.80 36.79  
K2 36.63 35.56 36.74 35.86  
K3 37.39 36.35 40.03 35.92  
R 0.95 0.37 2.74 0.31  

表 7  方差分析 

Tab 7  Analysis of variance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A(次数) 1.441 1 2 0.720 5 7.979 3 

B(时间) 0.214 5 2 0.107 2 1.187 5 

C(加水量) 11.440 1 2 5.720 0 63.345 

D (误差) 0.180 6 2 0.090 3 1.000 0 

注：F0.01(2，2)=99，F0.05(2，2)=19 

Note: F0.01(2，2)=99，F0.05(2，2)=19 

从正交试验结果中可见，各因素影响的顺序

依次为 C＞A＞B，最佳因素为 A3B1C3，即加 20

倍水，煎煮 3 次，每次 30 min，各因素均无极显

著性影响。从节约时间考虑确定为煎煮 2 次；对

煎煮时间、加水量进行单因素考察。 

煎煮时间考察：取安徽金寨野菊花样品约 20 

g，精密称定，加 20 倍水浸泡 10 min，煎煮 2 次，

滤过，滤渣用水洗涤 2 次，合并水提液，按上述

含量测定方法测定其中多糖含量，结果见表 8。根

据结果，选择采用煎煮 30 min。 

表 8  煎煮时间考察 

Tab 8  Investigation on time of decoction 
组别 样品量/g 煎煮时间/min 总多糖含量/% 

1 20.002 1 20 12.77 
2 20.000 6 30 13.22 

加水量考察：取安徽金寨野菊花样品约 20 g，

精密称定，加适量水浸泡 10 min，煎煮 2 次，每

次 30 min，滤过，滤渣用水洗涤 2 次，合并水提

液，按上述含量测定方法测定其中多糖含量，结

果见表 9。可见，加 25 倍量水与 30 倍量水结果

差别不大，故选择加 25 倍量水。 

表 9  加水量考察 

Tab 9  Investigation on amount of water 
试验号 样品量/g 加水量/倍 总多糖含量/% 

1 20.138 2 20 13.17 
2 20.013 4 25 13.36 
3 20.017 3 30 13.41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水煎煮工艺最佳条件为：

加 25 倍量水，煎煮 2 次，每次 30 min。 

2.3  不同产地野菊花中总多糖的含量测定 

2.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安徽金寨野菊花样

品约 2 g，精密称定，加 25 倍量水浸泡 10 min，

煎煮 2 次，每次 30 min，滤过，残渣用水洗涤 2

次，合并水提液，浓缩至 100 mL，精密量取 1 mL，

置 10 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

品溶液。 

2.3.2  稳定性试验   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1.0 

mL，置 25 mL 量瓶中，显色后每隔 30 min 测定吸

光度。结果样品在 0，30，60，90，120 min 内吸

光度 RSD 为 1.75%。表明样品在 120 min 内稳定。 

2.3.3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安徽金寨产野菊花

2 g，共称 5 份，按“2.3.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1 mL，置 25 mL 量瓶

中，显色后测定吸光度，按回归方程计算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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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 为 1.69%。 

2.3.4  仪器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葡萄糖对照品

溶液 1.8 mL，置 25 mL 量瓶中，显色后测定吸光

度 5 次，RSD 为 1.47%。 

2.3.5  回收率试验  取安徽金寨产野菊花 1 g，精

密称定，加入葡萄糖对照品适量，按“2.3.1”项

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1 

mL，置 25 mL 量瓶中，按“2.1.4”项下方法自“加

入新配制的 5%苯酚液 1.0 mL……”起操作，测定

吸光度，计算回收率。平均回收率为 100.3%，RSD

为 1.19%(n=5)。 

2.3.6  不同产地野菊花水煎剂中总多糖的含量测

定  取不同产地野菊花样品 2 g，精密称定，按照

“2.3.1”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

试品溶液 1 mL，置 25 mL 量瓶中，显色后测定吸

光度，按回归方程计算含量。结果见表 10。  

表 10  不同产地野菊花水煎剂中总多糖的含量测定(n=3) 

Tab 10  The content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in 
Chrysanthemi Indici Flos from various habitats(n=3)  

总多糖含量/% 
产地 

1 2 3 
平均值 RSD/%

平顶山 10.16 9.86 9.92 9.98 1.59

四川 11.31 11.26 10.92 11.16 1.90

安徽金寨 10.44 10.73 10.81 10.66 1.83

安徽亳州 13.43 13.28 13.02 13.24 1.57

江苏南京 16.89 17.23 16.63 16.92 1.78

江苏连云港 14.25 14.41 14.10 14.25 1.09

湖北汉口 14.13 14.51 14.32 14.32 1.33

广西 13.85 14.31 13.93 14.03 1.75

河北 14.38 14.01 14.16 14.18 1.31

阜阳青山(采集) 6.45 6.30 6.22 6.32 1.85

阜阳梅山(采集) 6.73 6.49 6.63 6.62 1.82

阜阳古碑(采集) 6.94 6.75 6.83 6.84 1.39

3  讨论 

笔者对野菊花的水提取工艺进行了正交试

验，最终确定为加 25 倍量水浸泡 10 min，煎煮 2

次，每次 30 min。显色方法采用苯酚硫酸法，该

法显色稳定，重复性及精密度均较好。 

结果表明，不同产地野菊花中总多糖的含量

存在着差异。青山、梅山、古碑的野菊花为采集

后直接晒干制成，其他市售野菊花则是炒制后再

晒干，结果未经炒制的野菊花中总多糖含量明显

较低，可见不同炮制方法对多糖含量有较大影响，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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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设计法优选穿山龙总皂苷的超声提取工艺 
 

刘胜利 a，黄礼德 a，郭立强 b，黄锁义 c*
(右江民族医学院，a.临床医学院；b.医学检验学院；c.药学系，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目的  确定穿山龙总皂苷的最佳超声提取工艺。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设计进行条件优选，通过分光光度法对提取

物进行总皂苷含量的测定。结果  检测波长为 410 nm，薯蓣皂苷元在 0.004~0.020 mg·mL1 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0.999 8)，

最佳超声提取工艺为：以水饱和正丁醇为提取剂，料液比 1∶30，超声温度 70 ℃，超声功率 180 W。结论  优选出的超

声提取工艺合理、经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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