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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苦丁茶嫩叶和老叶中槲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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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广西苦丁茶嫩叶与老叶中槲皮素和山柰素含量的差异 ∀方法  用甲醇 !乙醇 !水分别提取苦丁茶的嫩叶与

老叶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提取液中槲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 ∀结果  苦丁茶老叶中槲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为 ∗ Λ

和 ∗ Λ 嫩叶中槲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为 ∗ Λ 和 ∗ Λ ∀结论  不同部位的苦丁茶叶中槲

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存在着一定差别 在苦丁茶老叶的甲醇提取中两者含量较高 广西苦丁茶老叶可利用价值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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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苦丁茶 ΙΙεξ κυδινγχηα ≤ × 为冬青科冬青属

植物 ≈ ∀苦丁茶不但是一种中药 性凉 味甘苦 具有清热解

毒 !消炎 !调节肠胃等功效 而且是民间一种较为高级的茶

品 ∀广西苦丁茶产业已具有规模 天等 !大新等山区大面积

种植达 万亩 年产量茶青 嫩叶 近 万吨 老叶约 万

吨 ∀有文献报道 ≈ 苦丁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 熊

果酸及多种皂苷 其中有些黄酮苷元 槲皮素 !山柰素 !异鼠

李素等 含量与银杏叶相当 ≈ ∀为了对广西苦丁茶老叶进行

废物开发利用 提取具有明显生理活性的槲皮素及山柰素等

黄酮类成分 本实验考察了不同提取方法时苦丁茶嫩叶和老

叶中槲皮素及山柰素的含量差异 ∀

1  样品来源

样品采摘于广西天等县茶场 经鉴定为冬青科植物苦丁

茶冬青 ΙΙεξ κυδινγχηα ≤ × 的叶 ∀将苦丁茶叶分为嫩

叶 一芽两叶 和老叶 未脱落的老茶叶 将采摘的苦丁茶

叶分别用自来水洗净 风干 于 ε 恒温干燥 备用 ∀

2  仪器与材料

• 液相色谱仪 • 泵 六通阀 二

极管阵列检测器 ∏ 数据处理系统 ∀ ∞×× ∞

∞ 型电子天平 瑞士 ∀槲皮素及山柰素对照品 中国药

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批号分别为 2 2 甲

醇为色谱纯 水为重蒸馏水 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

3  方法与结果

3 1  样品处理 ≈

3 1 1  用甲醇提取  将苦丁茶嫩叶和老叶分别剪碎后 称

取样品 加甲醇 水浴回流 过滤 残渣再加甲

醇 回流 合并滤液 用甲醇定容至 量瓶中

得苦丁茶甲醇提取液 ∀

3 1 2  用乙醇提取  称取已剪碎的苦丁茶叶 加体积分

数为 乙醇 水浴回流 过滤 残渣再加体积分

数为 乙醇 回流 合并滤液 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定容至 量瓶中 得苦丁茶乙醇提取液 ∀

3 2 3  用水提取  称取已剪碎的苦丁茶叶 加 的

水煮提取 过滤 残渣再加水 煮 合并滤液浓

缩至 再加体积分数为 乙醇 搅匀使沉淀

静置 抽滤 滤渣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洗涤 滤液合并

置于 量瓶中 用体积分数为 乙醇定容至刻度 摇

匀 即得苦丁茶水提取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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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 山柰素的 ≥⁄为 ν ∀

3 2 6  精密度和稳定性试验  取槲皮素对照品溶液 浓度

为 Λ 和山柰素对照品溶液 浓度为 Λ

分别连续进样 次 每次 Λ 结果槲皮素峰面积的

≥⁄为 山柰素峰面积的 ≥⁄为 ∀

新配制样品溶液 份置冰箱冷藏 每隔 精密吸取

Λ 进样测定 次 共测定 次 结果槲皮素和山柰素的日

内 ≥⁄分别为 和 说明在 内样品溶液稳定

性良好 ∀

4  讨论

从测试结果可知 广西苦丁茶老叶中槲皮素含量为

∗ Λ 较嫩叶中含量 ∗ Λ 要低 山柰素含

量为 ∗ Λ 较嫩叶中含量 ∗ Λ 要高 ∀

不同部位的苦丁茶叶中槲皮素和山柰素含量存在着一定差

别 就槲皮素和山柰素的含量来分析 苦丁茶老叶的可利用

价值较高 而苦丁茶嫩叶则制成上乘的茶叶 通过综合开发

使山区茶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

就苦丁茶老叶的提取而言 用甲醇作溶剂提取效果最

好 乙醇次之 水的提取效果较差 ∀同时从提取液的颜

色及提取过程观察 甲醇与 乙醇的提取液呈草绿色 澄

清 容易过滤 而水的提取液呈浅棕黄色且过滤较难 浓缩液

用乙醇稀释时出现大量沉淀 ∀

本实验仿照中国药典里银杏提取物中总黄酮醇苷的测

定方法 ≈ 对苦丁茶中的槲皮素和山柰素进行含量测定 而

异鼠李素在苦丁茶叶中含量很低 故不作为定量指标 ∀本方

法操作重复性良好 准确度较高 能应用于苦丁茶系列产品

的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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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尖杉酯碱致房性早搏 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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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 女 岁 ∀因确诊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月

余 定期化疗入院 ∀ 月前因头痛 !头晕 !全身乏力住院治疗

查体 营养不良 重度贫血貌 胸骨压痛阳性 心肺腹未查及

异常 ∀血常规 • ≤ ≅ # # ° ×

≅ # 网织红细胞计数 ° ÷阳性率 骨髓

穿刺诊断 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 ∀先后给予 次

⁄ 方案 第 ∗ 天柔红霉素 第 ∗ 天阿糖胞苷

化疗 次鞘内注射 甲氨蝶呤 地塞米松

完全缓解 出院 ∀ 周后定期化疗再次入院 骨穿诊断

2 复发 ∀化疗前心电图 !心脏彩超未见异常 行 方

案 第 ∗ 天高三尖杉酯碱 第 ∗ 天阿糖胞苷

化疗 ∀化疗第 天 氯化钠注射液 高三

尖杉酯碱 静点约 时 患者出现心慌 !面色潮

红 测心率 次 分 律齐 血压 减慢输液速

度 上述症状有所缓解 ∀次日继续原方案治疗 静脉滴入含

液体约 左右时 患者出现咽部不适 !发抖 !多汗 !心

悸 立即停止输液 测心率 次 分 早搏约 次 分 床旁

心电图 窦性心律不齐 房性早搏 考虑为 的不良反应 给

予吸氧 静点地塞米松 肌注非那根 约 后

症状缓解 测心率 次 分 律齐 床旁心电图示正常心电

图 故更换化疗方案 ∀后因病情变化 患者放弃治疗 自动出

院 ∀

讨论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及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化

疗药物的超敏反应越来越受到关注 ∀ 是我国研制的一种

抗癌药物 从植物三尖杉中提取 常用于急性非淋巴细胞性

白血病 !恶性淋巴瘤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慢性粒细胞性白血

病等 ∀常见不良反应有骨髓抑制 !胃肠道反应 !心房扑动等 ∀

本例患者在心脏无明显器质性病变 心电图正常情况下使用

出现房性早搏 国内尚无报道 其机制有待探讨 请临床医

生予以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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