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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藤茶不同部位制茶后的功能性成分总黄酮、二氢杨梅素、总糖、多糖的含量。方法  以 70%的乙醇溶

液提取藤茶中的总黄酮，以二氢杨梅素为对照品在紫外分光光度仪 292 nm 测定藤茶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采用 Hypersil 

BDS C18 柱，流动相为甲醇-水-磷酸(35∶65∶0.1)，流速为 1.0 mL·min1，HPLC 292 nm 处测定藤茶不同部位二氢杨梅素

含量；以蒸馏水为溶剂提取藤茶中的总糖，用 80%乙醇醇沉得到多糖，采用硫酸-苯酚法显色，以葡萄糖为对照品在紫外

分光光度仪 490 nm 测定藤茶不同部位总糖和多糖含量。结果  藤茶不同部位制茶后总黄酮、二氢杨梅素、总糖、多糖含

量差别比较明显，其中藤茶芽尖粉末的总黄酮和二氢杨梅素含量最高，分别为 53.64%，50.24%；藤茶老叶中的总糖含量

最高为 13.12%；藤茶嫩叶中的多糖含量最高为 2.03%，而茶梗中总黄酮、二氢杨梅素、总糖、多糖含量均为最低。结论  实

验所建立的测定藤茶不同部位制茶后的功能性成分含量的分析方法可行，结果可靠，能明确藤茶不同部位制茶后的功能

性成分含量，为藤茶资源的利用提供相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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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ontent of flavonoids, dihydromyricetint, otal sugar and polysaccharide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METHODS  Total flavonoids in Vine Tea were extracted with 70% ethanol solution. The content of 

total flavonoids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with dihydromyricetin as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at 292 nm. Using Hypersil BDS C18 column, the mobile phase was methanol-water-phosphate (35∶65∶

0.1) at a flow rate of 1.0 mL·min1. The content of dihydromyricetin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was measured at the UV 

detection wavelength of 292 nm. Total sugar in Vine Tea were extracted with distilled water and polysaccharide were extracted 

with 80% ethyl alcohol sink. The contents of total sugar and polysaccharide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were determined by 

UV-spectrophotometer at 490 nm with glucose as the reference substance.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s, total 

sugar, polysaccharides and dihydromyricetin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The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dihydromyricetin were the highest in 53.64% and 50.24% in the powder of shoot apices. The content of total sugar in the old 

leaves of Vine Tea was 13.12% and polysaccharide in the young leaves of Vine Tea was 2.03%. The content of total flavonoids, 

dihydromyricetin, total sugar and polysaccharide in tea stem was the lowest. CONCLUSION  The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are reliable, and can be used to clarify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 It can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basis for the use of rattan tea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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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茶又名显齿蛇葡萄[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Mazz.) W. T. Wang]是葡萄科蛇葡萄属的一

种野生藤本植物，广泛分布于湖南、湖北、广西、

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福建等省份[1-2]。藤茶

曾在瑶族、土家族、云南拉祜族、侗族等少数民

族及客家地区均被应用于茶饮和治疗方面[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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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证类本草》等古著中记载[4-5]，藤

茶具有去热烦，解毒，调中益气，止渴等作用。

藤茶具有入口微苦，回味甘甜的特殊口感，受到

很多人喜爱，一些研究表明，形成这种特殊口感，

可能跟藤茶中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和糖类成分有

关[6]，且诸多研究表明，藤茶中含有的黄酮类、多

糖类化合物具有抗肿瘤、抗氧化、抗炎、调血脂、

降血糖、保肝等药理作用[7-9]。本研究对藤茶的不

同部位制茶后有关功效和口感的总黄酮、二氢杨

梅素、总糖、多糖 4 种成分进行研究，探讨藤茶

不同部位制茶后有关这些功能性成分的含量，对

藤茶资源的利用提供相应的依据。 

1  仪器与试剂 

1.1  仪器 

UV1800PC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奥析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AY220 型分析天平(日本岛津)；

Waters2489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 公司)。 

1.2  样品 

藤茶经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教研室刘塔

斯教授鉴定为葡萄科蛇葡萄属显齿蛇葡萄植物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Hand.Mazz.) W. T. 

Wang。芽尖、嫩叶、老叶、带叶茶梗、茶梗(分别

为选取显齿蛇葡萄植物的嫩芽、嫩叶、老叶、带

老叶的茎以及不带叶子的茎，按照传统的藤茶加

工工艺制作而成)和芽尖粉末(为显齿蛇葡萄植物

的嫩芽按照传统的藤茶加工工艺制作后掉落的白

色粉末)样品均来源于湖南省张家界茅岩河有限公

司藤茶基地，采摘时间为 2016 年 8 月份。样品粉

碎，于 105 ℃烘干至恒重，备用。 

1.3  试剂 

二氢杨梅素对照品(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药化学

教研室自制，含量>98%)；葡萄糖(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所，批号：110833-201205，分析纯)；硫酸、

苯酚、乙醇、硝酸铝、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均为

国产分析纯；蒸馏水(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剂教研室

自制)。 

2  方法 

2.1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2.1.1  二氢杨梅素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

真空 60 ℃干燥至恒重的二氢杨梅素对照品适量，

用 95%的乙醇溶解并定容至 10 mL 棕色量瓶，制

成 1.02 mg·mL1 二氢杨梅素对照品溶液，于

2~4 ℃储存备用。 

2.1.2  葡萄糖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真空

60 ℃干燥至恒重的葡萄糖对照品适量，用蒸馏水

溶 解 并 定 容 至 100 mL 棕 色 量 瓶 ， 制 成

0.113 mg·mL1 葡萄糖对照品溶液，于 2~4 ℃储存

备用。 

2.2  总黄酮的测定 

2.2.1  标准曲线的制定  精密吸取二氢杨梅素对

照 品 溶 液 2 mL 并 定 容 至 25 mL ， 制 成

0.081 6 mg·mL1 的对照品溶液，再依次取此对照

品溶液 0.4，0.8，1.2，1.6，2.0 mL，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加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室温避光放

置，2 h 以内于 292 nm 下测定吸收度，浓度为横

坐标(X)，吸光度为纵坐标(Y)，得线性回归方程为

Y=54.289X+0.077 2(r=0.999 5) ， 线 性 范 围 为

3.264~16.32 μg·mL1。 

2.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各种藤茶样品约 1 g，

平行 3 份，精密称定，用 70%乙醇 20 mL 回流提

取 3 次，每次 1 h，合并提取液，浓缩，70%的乙

醇定容至 50 mL，作为供试品溶液备用。 

2.2.3  测定方法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0.1 mL，

加 95%乙醇定容至 50 mL，以相应的溶剂为空白

溶液，于 292 nm 处测定吸光度，结果见表 1。 

2.3  总糖的测定 

2.3.1  标准曲线的制定  精密量取葡萄糖对照品

溶液 0.2，0.4，0.6，0.8，1.0 mL，分别置具塞试

管中，分别加水补至 2 mL，各精密加入 5%苯酚

溶液 1 mL，迅速精密加入硫酸 5 mL，摇匀，放置

10 min，置 40 ℃水浴中保温 15 min，取出，迅速

冷却至室温，以相应的试剂为空白，在 490 nm 的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浓度为横坐标(X)，吸光度为

纵坐标(Y)，得线性回归方程为 Y= 38.655X0.042 8 

(r=0.999 2)，线性范围为 2.825~ 14.125 μg·mL1。 

2.3.2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各种藤茶样品约 5 g，

平行 3 份，精密称定，加沸水 100 mL，回流提取

3 次，每次 1 h。合并提取液，冷却至室温(有黄酮

固体析出)，再过滤，将滤液浓缩到小体积，转移

至 50 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2.3.3  测定方法  精密量取上述供试品溶液上清

液 1 mL，置 50 mL 量瓶中，用水定容，再吸取 1 mL



 

·1544·       Chin J Mod Appl Pharm, 2017 November, Vol.34 No.11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017 年 11 月第 34 卷第 11 期 

置具塞试管中，加水补至 2 mL，按“2.3.1”项下

方法，自“各精密加入 5%苯酚溶液 1 mL”起，

依法测定吸光度，以葡萄糖计算藤茶中总糖含量，

结果见表 1。 

2.4  多糖的测定 

2.4.1  供试品溶液制备  精密吸取“2.3.2”项下

供试品溶液 30 mL，加入乙醇，使醇含量达到 80%，

放置 24 h，离心得到多糖，转移至 50 mL 量瓶中，

用水定容，摇匀。 

2.4.2  测定方法  精密量取“2.4.1”项下提取液

0.3 mL，置具塞试管中，加水补至 2 mL，按“2.3.1”

项下方法，自“各精密加入 5%苯酚溶液 1 mL”

起，依法测定吸光度，以葡萄糖计算藤茶中多糖

含量，结果见表 1。 

2.5  二氢杨梅素的测定 

2.5.1  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 系 Hypersil BDS 

C18(20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水-

磷酸(35∶65∶0.1)，流速为 1.0 mL·min1；进样量

为 5 μL；柱温为 25 ℃。 

2.5.2  标准曲线制定  精密吸取二氢杨梅素对照

品溶液 2 mL 并定容至 10 mL，制成 0.204 mg·mL1

对照品溶液，再依次取 0.4，0.8，1.0，1.2，2.0 mL

置 10 mL 量瓶中用 95%的乙醇定容，应用前经过

0.45 μm 微孔滤膜过滤，超声脱气。检测波长为

292 nm，浓度为横坐标(X)，峰面积为纵坐标(Y)，

得到相关标准曲线为 Y=13 215 931.4X+50 557(r= 

0.999 9)，线性范围为 8.160~40.800 μg·mL1。 

2.5.3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取干燥藤茶约 1 g，精密

称定，用 70%乙醇 15 mL，80 ℃回流提取 3 次，

每次 1 h。合并提取液，浓缩，70%的乙醇定容至

50 mL，作为供试品溶液备用。 

2.5.4  测定方法  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0.1 mL，

加 95%乙醇定容至 50 mL，再吸取 5 μL 注入高效

液相色谱仪中进行分析，获得样品的色谱图，通

过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计算二氢杨梅素的含量，

结果见表 1。 

2.6  方法学考察  分别取总黄酮、总糖、多糖、

二氢杨梅素供试品溶液，按“ 2.2.3”“ 2.3.3”

“2.4.2”“2.5.4”项下方法重复平行测量 6 次，进

行精密度试验；分别取 6 份样品按照“2.2.2”

“2.3.2”“2.4.1”“2.5.3”项下方法制备并测定，

进行重复性试验；取 1 份样品按照“2.2.2”“2.3.2”

“2.4.1”“2.5.3”项下方法制备，分别在 0，2，4，

6，8，10 h 测定，进行稳定性试验；取已知含量

的 6 份样品，分别加入适量的二氢杨梅素对照品，

按照“2.2.2”“2.3.2”“2.4.1”“2.5.3”项下方法制

备，并测定计算回收率。结果表明本试验的精密

度和稳定性良好，分析方法可靠，结果见表 2。 

表 1  藤茶不同部位制茶后总黄酮、总糖、多糖、二氢杨

梅素的含量 

Tab. 1  Determination results of total flavonoids, total sugar, 
polysaccharide and dihydromyricetin in different parts of 
Vine Tea(n=3)                                  % 

名称 总黄酮 总糖 多糖 二氢杨梅素 

芽尖 32.34  4.17 1.37 28.62 

芽尖粉末 53.64  3.58 1.03 50.24 

老叶 23.41 13.12 1.58 11.41 

嫩叶 36.58  9.81 2.03 32.89 

带叶茶梗  7.09  9.67 0.70  6.66 

茶梗  3.59  3.48 0.15  1.24 

表 2  总黄酮、总糖、多糖、二氢杨梅素精密度、重复性

和加样回收试验结果(n=5)  

Tab. 2  Results of precision, repeatability and recovery 
test(n=5)                                      % 

功能性成分
精密度 

RSD 

重复性 

RSD 

稳定性 

RSD 

加样回收率

RSD 

总黄酮 1.13 1.24 0.63 1.33 

总糖 1.27 2.63 0.99 3.67 

多糖 3.68 4.58 0.73 4.82 

二氢杨梅素 0.82 1.02 0.67 2.03 

3  讨论 

表 1 显示，藤茶不同部位总黄酮、二氢杨梅

素、总糖、多糖的含量差别比较明显。藤茶中以

芽尖粉末所含的总黄酮和二氢杨梅素含量 高，

其次是嫩叶、芽尖、老叶，而带叶茶梗、茶梗含

量 低。藤茶在制茶过程中，二氢杨梅素等黄酮

类化合物会大量析出[10]，在藤茶表面形成一层白

霜，芽尖粉末为藤茶制茶过程中跌落的粉末，故

其所含的总黄酮和二氢杨梅素含量较高；藤茶中

所含总糖以老叶中的含量 高，其次是嫩叶、带

叶茶梗，芽尖，芽尖粉末、茶梗含量 低。藤茶

中所含多糖以嫩叶中的含量 高，其次是老叶、

芽尖、芽尖粉末，带叶茶梗和茶梗的含量 低。 

茶叶的口感是指茶汤中水溶性物质对人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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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味觉的综合作用效应，主要包括一些黄酮类物

质、生物碱、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类等，它们的

含量所表现出的滋味特征也不同，回甘是主要由

苦味与甜味共同作用形成的特定滋味[11]。根据实

验结果可以推测出藤茶形成回甘滋味可能跟总黄

酮和总糖的含量差有关，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为苦

味和涩味，而糖类化合物为甜味，二者含量差别

越大，形成回甘程度越强。本实验初步对藤茶不

同部位制茶后有关口感和功效的 4 种成分进行含

量比较，建立测定总黄酮、总糖、多糖、二氢杨

梅素的方法，为之后进一步研究藤茶口感与其成

分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为藤茶资源的合理利用

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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