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谱都表明含有效成分栀子苷 可为其药材鉴材别及开发利

用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见图 ∀

图 5  三种栀子属植物的根和茎的薄层层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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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三种栀子属植物的根和茎在性状 !特别在显微均存在

明显差异 可根据药材根木栓层的脱落情况 !石细胞环带的

列数 木质部的发达和纤维束是否排成明显环状程度 粉末

中薄壁细胞是否呈明显链珠状等特征来区分三者 茎的粗

细 皮层宽窄及石细胞散在或成环带 !木部和髓部宽窄程度

髓部草酸钙簇晶的有无或多少及晶鞘纤维的存在与否等特

征可用来区分三者 ∀从而为三种栀子属植物根和茎药材质

量标准的规范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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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工艺研究

钱叶 吕不望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的  研究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工艺 ∀方法  采用正交试验法进行优选 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多糖含量 ∀结果  粉

碎度 !提取次数和加水量因素对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提取有显著性影响 ∀结论  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为将药材粉

碎至粗粉 加水 倍量 提取 次 每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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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Στυδψ ον εξτραχτιον προχεσσοφ πολψσαχχηαριδε φροµ Χαυλισ∆ενδροβιι

± ≠ ∂ ∏2 (Ηανγζηου Ηυ Θινγ Ψυ Τανγ Πηαρµ αχευτιχαλΧο. , Λτδ,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 ΜΕΤΗΟ∆  × ∏ ¬2

× ∂ 2 Ρ Ε2

ΣΥΛΤΣ  ¬ ∏ ∏ ¬

≤ ∏ ⁄ ΧΟΝΧΛΥΣΙΟΝ  × ∏ ¬ ≤ ∏ ⁄

≤ ∏ ⁄ ∏ ¬ ∏

ΚΕΨ Ω ΟΡ ∆ Σ: ≤ ∏ ⁄ ∂ 2

  石斛为兰科植物环草石斛 !马鞭石斛 !黄草石斛 !铁皮石 斛或金钗石斛的新鲜或干燥茎 为一常用补阴药 具有益胃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 ∂



生津 滋阴清热的功能 其主要化学成分为多糖及生物碱 ∀

近年来研究表明 石斛多糖是石斛强壮作用的有效成分 能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并具有抗肿瘤活性 ≈ ∀笔者通过正交试

验优选提取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最佳工艺 ∀

1  仪器与材料

•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惠普上海分析仪器有限

公司 石斛药材经鉴定为铁皮石斛 ∆ενδροβιυµ χανδιδυµ

• ¬ 的干燥茎 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正交实验设计

根据多糖性能 选用水煎煮工艺 选择提取时的加水量 !

提取时间 !提取次数 !药材粉碎度 个试验因素 每个因素

个水平进行优选 采用 表对石斛进行石斛多糖的提取

和测定 并作为考察指标 ∀因素水平表见表 ∀

表 1  试验因素与水平

Ταβ 1  ƒ √ ¬

水平

因素

加水量

倍

提取

时间

≤提取

次数
⁄粉碎度

饮片

长小段

粗粉

2 2  实验方法

2 2 1  样品的提取  取符合规定的石斛药材 按 表

条件进行提取 提取液浓缩至相对密度约 加 倍量乙

醇使沉淀 混匀 后 以 离心 弃去上清

液 残渣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溶液数毫升洗涤 离心后弃

去上清液 反复操作 ∗ 次 真空干燥 得多糖粗品 ∀

2 2 2  样品测定方法  取经 ε 干燥至恒重的粗多糖约

精密称定 置于 量瓶中 加水溶解 并稀释至刻

度 摇匀 精密量取 置于 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

度 摇匀 备用 准确吸取样品测定液 置于 比色

管中 加入 苯酚溶液 在旋转混匀器上混匀 小

心加入浓硫酸 于旋转混匀器上小心混匀 置沸水浴

中煮沸 取出 冷却至室温后用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 ∀

2 2 3  标准曲线  精密称取经 ε 干燥至恒重的葡萄糖

置 量瓶中 加水适量使溶解 稀释至刻度 摇

匀 精密吸取 置 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摇匀 备

用 此标准溶液 含葡萄糖 ∀

准确吸取葡萄糖标准溶液

相当于葡萄糖 分别置于

比色管中 准确补充水至 加入 苯酚溶液

在旋转混匀器上混匀 小心加入浓硫酸 于旋

转混匀器上小心混匀 置沸水浴中煮沸 取出 冷却至

室温后用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以吸收度

值为 ≠ 葡萄糖浓度为 ÷ 得回归方程 ≠

÷ ρ ∀

2 2 4  重复性试验  取在某一试验水平获得的粗多糖样品

份 按以上方法测定 ≥⁄为 ∀

2 3  结果

按正交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计算多糖含量 并将结果进

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表 ∀从表中可知

≤ ≤ ≤ ⁄ ⁄ ⁄ 各因

素影响程度依次为 ⁄ ≤ 因而石斛中石斛多糖最佳

的提取条件是 ≤ ⁄ 其中 ⁄和 ≤ 因素对石斛中石斛

多糖的提取分别有非常显著和显著性影响 ∀

表 2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表

Ταβ 2  ∏

试验号 ≤ ⁄
石斛多糖的
含量

ρ

ρ

ρ

表 3  方差分析表

Ταβ 3  ∂

方差来源
离差平
方和

自由度 方差 Φ值
显著性

Π

≤

⁄

误差

注 ƒ ƒ

3  讨论

从 正交表对石斛中石斛多糖提取工艺的比较结

果看 影响石斛多糖含量的因素依次为粉碎度 提取次数

加水量 提取时间 最佳提取条件为 ≤ ⁄ 但根据计

算 因素 水平间几乎在同一数量级 从省时节能 降低

成本的角度考虑 选择 ≤ ⁄ 即石斛中石斛多糖的最佳

提取条件为将药材粉碎至粗粉 加水 倍量 提取 次 每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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