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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霜不同采收时期及各部位的总黄酮考察 3

吴巧凤  缪才刚 杭州 浙江中医学院药学系 萧山 萧山第一人民医院中药房

摘要  目的 对不同采收期的六月霜及其茎 !叶 !花不同部位中的总黄酮进行了含量测定 ∀方法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黄酮

的含量 ∀结果 总黄酮含量次序为 开花期 花蕾期 幼苗期 花 叶

茎 ∀结论 本法简便 !快速 !结果可靠 ∀可为指导六月霜药材的收购提供一定的理论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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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霜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奇蒿 ≥

的全草 习称南刘寄奴 ∀具有破血通经 !散瘀止痛 !消

食化积之功效 主治血滞经闭 产后瘀阻腹痛 食积不化≈ ∀

据报道 六月霜全草呈黄酮苷反应≈ 但对其全草及各部位

的定量分析研究尚未见报道 ∀为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一自然

资源 本文对不同采收期的六月霜全草及茎 !叶 !花各部位中

的总黄酮进行了提取并对其含量进行测定 ∀现报道如下 ∀

1  仪器和试药

1 1  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 °∞公司 ∀

1 2  试药  六月霜采自浙江省浦江县 并经浙江中医学院

中药资源教研室熊跃康教授鉴定为 ≥

∀芦丁标准品 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 ∀其它试剂均为

分析纯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3 4

2 1  标准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ε 烘至恒重的芦丁

标准品 置 量瓶中 加 乙醇适量 水浴加

热 使之溶解 放冷后用 乙醇稀释至刻度 即得

的芦丁标准品溶液 ∀

2 2  样品液的制备  取六月霜全草粉末 于 ε 干燥

精密称定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醚 加热回流至提

取液无色 放冷 弃取乙醚液 加 乙醇加热回流至

提取液无色 放冷后过滤于 量瓶中 并稀释至刻度 摇

匀 ∀精密量取 置 量瓶中 加 乙醇至刻度 待用 ∀

2 3  最大吸收波长的确定  取 个 量瓶 号不加 后

两个分别加入 标准品液和 样品液 个瓶中再各加

乙醇至 加 亚硝酸钠 摇匀后放置 加

硝酸铝 摇匀放置 后 加 氢氧化钠 再

加 乙醇至刻度 摇匀放置 后 以 号为空白 在

∗ 波长范围内对标准品和样品进行扫描 ∀结果表

明标准品和样品液均在 处有最大吸收 故实验确定

为测定波长 ∀

2 4  标准曲线的绘制  精密吸取标准品液

和 分别置于 量瓶中 其余操作同 /

0 以 号为空白 在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结果表明

在 ∗ 浓度范围内 吸光度与浓度成线性关系 ∀吸光

度与浓度的回归方程为 Α . χ . (ρ . ) ∀

2 5  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 份已知总黄酮含量的全草样

品 各加入一定量的芦丁标准品 同法制得样品液 总

黄酮的含量测定按 / 标准曲线0项下进行 计算回收率 结果

见表 ∀

2 6  稳定性考查  在显色后 和 测

定 吸收度分别为 和

∀故选择显色后 内测定 ∀

2 7  重现性试验  取同一样品按含量测定方法重复取样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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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所加芦丁 回收芦丁 回收率 平均回收

率

ΡΣ∆

 

定 次 其平均含量为 ΡΣ∆ ∀

2 8  提取条件的选择  为探索乙醇浓度对六月霜总黄酮的

影响 各取六月霜全草干燥粉末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

醚 加热回流至提取液无色 放冷 弃去乙醚液 分别加

和 三个浓度的乙醇各 加热回流至提取

液无色 放冷后过滤于 量瓶中并定容 ∀各吸 提取

液置 量瓶中 加 乙醇稀释至刻度 ∀再各取 置

量瓶中 按标准曲线下操作 测定总黄酮的含量 结果见

表 ∀

表 2  六月霜全草总黄酮含量 ν

序号 乙醇浓度 总黄酮含量 # ΡΣ∆

2 9  六月霜不同采收时期及部位的总黄酮的含量测定  各

取不同采收时期六月霜的全草及茎 !叶 !花不同部位干燥粉

末各 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醚 加热回流至提取液

无色 放冷 弃取乙醚液 加 浓度的乙醇各 其余操

作同/ 0 测得总黄酮含量见表 ∀

3  讨  论

3 1  由实验可知 的乙醇提取效果最佳 符合黄酮类化

表 3  六月霜全草及不同部位总黄酮的含量 ν

样  品 总黄酮含量 # ΡΣ∆

幼苗期

花蕾期

开花期

茎   

叶   

花   

合物在 ∗ 乙醇中溶解度最大的报道≈ ∀实验中曾

考察提取时间对总黄酮的影响 发现提取的最佳时间为

且再延长时间也不会明显提高总黄酮的含量 ∀故实验提取

时间为 ∀

3 2  本研究表明 以芦丁为对照品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六

月霜不同部位的总黄酮含量 经扫描最大吸收波长为

与文献稍有不同 加显色剂前样品溶液颜色很浅 不必对样

品进行纯化处理 ∀本法简便 !准确 !稳定 !线性关系良好 ∀

3 3  根据测定结果 六月霜开花期总黄酮含量最高 花蕾期

次之 幼苗期的含量最少 各部位花的含量最高 叶次之 茎

的含量最低 ∀可能是花的药价值最大 ∀建议六月霜宜于开

花时期采集 ∀在药材收购时应引起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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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汤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线粒体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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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药学院 佳木斯大学基础医学院

摘要  目的 观察天地汤不同极性提取组份对小鼠睾丸线粒抗氧化作用 ∀方法 采用 ⁄ 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 分别给予天地

汤氯仿 !乙醇 !水三种不同极性提取组份 观察其对小鼠睾丸线粒体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 丙二醛 ⁄ 和

×° 的影响 ∀结果 极性溶剂提取液对睾丸线粒体有抗氧作用 ∀结论 天地汤极性溶剂提取液对抗氧化机能的调节是其

延缓衰老的重要机制之一 ∀

关键词  天地汤 小鼠 线粒体 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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