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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浙江省不同产地桑叶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比较 ∀方法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嘉兴 !金华 !

临安 !温州 !湖州 ≠ !宁波 !仙居 !余杭 !湖州 个产地桑叶中黄酮的含量 ∀结果 ≠ 黄酮含量差异明显 范围在

∗ 之间 ∀ 在 个产地中 以临安产的桑叶中黄酮类成分含量最高 嘉兴的最低 ∀结论 产地对桑

叶中黄酮类成分含量影响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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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叶始载于5神农本草经6 为桑科植物桑 ∏

的干燥叶 全国大部分地区均产 尤以江苏 !浙

江一带为多 ∀本品性寒 味甘 !苦 具有疏散风热 清肺

润燥 清肝明目的功能 是常用中药之一 ∀桑叶含有的

成分比较复杂 黄酮类是其主要的有效成分≈ ∀为了

更好地开展桑叶药材质量标准化研究 本文以分光光

度法测定桑叶中黄酮成分的含量 对不同产地桑叶中

黄酮类成分的含量进行了比较研究 ∀

1  材料 !仪器及试药

1 1  材料

本试验所用桑叶经鉴定为 ∏ 的干燥

叶 采自嘉兴 !临安 !宁波 !余杭 !温州 !湖州 ≠ !湖州 !

仙居 !金华九个产地 采集日期均在 年 月 霜降

后 ∀采集后阴干 含量测定前研为粗粉 充分混匀 备

用 ∀

1 2  仪器

× ≤ ∂2 分光光度计 ∀

1 3  试药

乙醚 !石油醚 !甲醇 !亚硝酸钠 !硝酸铝 !氢氧化钠

均为分析纯 !芦丁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 供含量测定用 2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提取条件的研究

2 1 1  脱脂条件的比较  ≠称取 ε 干燥 的桑叶

粗粉 份 各约 分别置索氏提取器中 其中一份加

入石油醚 另一份加入乙醚 平行操作 加热回流

至提取液无色 弃去醚液 挥干 ∀加入甲醇加热回流

至提取液无色 放冷 滤过 滤液移入 量瓶中 用

甲醇稀释至刻度 ∀精密量取 置 量瓶中 用

水稀释至刻度 ∀精密量取 置 量瓶中 加水

至 加入 亚硝酸钠 摇匀 放置 加

硝酸铝 摇匀 放置 加氢氧化钠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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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水至刻度 摇匀 放置 在 ∗

波长范围内进行扫描 结果表明 由于 份样品溶液较

浑浊 使最大吸收峰不明显 ∀ 采用上述同样的方法

而脱脂时间为 得到的样品溶液澄清 在 波

长处有最大吸收 图 ∀并且比较了乙醚和石油醚的

脱脂效果 结果表明 乙醚的脱脂效果优于石油醚 ∀

图 1  样品溶液 乙醚脱脂 的吸收图谱

2 1 2  提取时间的比较  以 ≤ 2 反应对不同提取

时间的提取液进行定性试验 表 另外 取提取 的

提取液 在 处的吸收度为 仅为总提取液

的 ∀

表 1  提取时间的比较结果 3

提取时间 ≤ 2 粉反应

淡黄色  

淡黄绿色

淡黄绿色

淡黄绿色

淡黄绿色

近无色  

无色   

无色   

注 3芦丁对照品与 ≤ 2 粉反应黄略带绿色

上述结果表明 提取 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可以

提取完全 ∀

2 1 3  叶绿素等成分的干扰试验  用乙醚脱脂 取脱

脂后的乙醚溶液适量置蒸发皿中 挥干乙醚 残渣用甲

醇溶解 过滤 滤液照上述 ≠ 项下的方法 自/ 移

入 量瓶中0起 依法在 ∗ 波长范围内

进行扫描 结果表明叶绿素等脂溶性成分在 左

右的波长处基本无吸收 图 故不会干扰黄酮类成分

的含量测定 ∀

上述试验表明 用乙醚脱脂约 再用甲醇提取

的提取方法可行 ∀

2 2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精密称取芦丁对照品 置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精密吸取 置 量

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 ∀精密吸取 置 量瓶

图 2  脱脂后的乙醚溶液的吸收图谱

中 照上述脱脂条件的比较项下的方法 自 / 加水至

0起 依法在 ∗ 的波长范围内进行扫描

结果在 的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另取样品提取液

依法进行扫描 结果在 的波处有最大吸收 ∀故

本实验最大吸收波长定在 ∀

2 3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 ε 干燥至恒重的芦丁对照品

置 量瓶中 加甲醇溶解 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 ∀

精密吸取 和 分

别置 量瓶中 各加水至 加 亚硝酸钠

摇匀 放置 加 硝酸铝 摇匀 放置

加氢氧化钠试液 加水至刻度 摇匀 放置

在 处测定吸收度 表 以吸收度为纵坐

标 浓度为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图 ∀

表 2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吸收度 样品浓度 Λ #

            

图 3  标准曲线图

  结果在 ∗ Λ 范围内呈线性关系 回归方程

为 χ . Α . , ρ ∀

2 4  重复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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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临安产桑叶粗粉 份 各约 于 ε 干燥

精密称定 分别置索氏提取器中 加乙醚各 加热

回流 至提取液无色 弃去醚液 挥干 加甲醇各

加热回流 至提取液无色 滤过 滤液移至

量瓶中 用甲醇少量洗涤容器 洗液并入量瓶中

加甲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照上述脱脂条件的比较项

下的方法 自/精密量取 置 量瓶中0起 依法

在 波长处测定吸收度 结果含量分别为

和 平均

含量 ΡΣ∆为 ∀

2 5  稳定性试验

精密称取经 ε 干燥 的临安产桑叶粗粉 按上

述重复性试验项下的方法提取 及制备样品溶液 并分

别于 和 测定其吸

收度分别为

和 结果表明在 ∗

内吸收度基本保持不变 ∗ 内吸收度值的

ΡΣ∆ ∀

2 6  精密度试验

称取经 ε 干燥 的宁波产桑叶粗粉 照上

述重复性试验项下的方法 依法提取及制备样品溶液

分别重复测定 次 结果吸收度的 ΡΣ∆为 ∀

2 7  回收率试验

采用加样回收 照上述重复性试验项下的方法 依

法提取 !测定 结果平均回收率为 ΡΣ∆ 为

表 ∀

表 3  回收率试验结果 ν

相当于样品中所

含芦丁量

加入芦丁对照品

量

实测值 回收率

2 8  样品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经 ε 干燥 的 个产地的桑叶粗粉

分别照上述重复性试验项下的方法 依法提取 !测定

结果见表 ∀

表 4  样品测定结果 ν

产   地 含     量 平均含量 ΡΣ∆

临安    

湖州 ≠   

金华    

余杭    

湖州   

仙居    

宁波    

温州    

嘉兴    

3  结果与讨论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桑叶中黄酮类成分的含量 其

方法可行 重复性试验 ΡΣ∆ 为 精密度试验

ΡΣ∆为 加样平均回收率为 ν ,

Ρ Σ∆ ∀表明本方法稳定 准确 实用 ∀

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浙江省不同产地桑叶中黄酮

类成分的含量 结果其含量差异较为明显 含量范围在

∗ 之间 其中以临安产的最高 而嘉兴

产的则最低 可见产地对桑叶中黄酮类成分含量的影

响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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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朴为木兰科植物厚朴

• 或凹叶厚朴

∂ 的干燥干皮 !根皮及枝皮 ∀性苦 !

辛 !温 ∀有燥湿消痰 下气除满的功效 用于湿滞伤中

脘痞吐泻 食积气滞 腹胀便秘 痰饮喘咳 ∀其主要成

分为厚朴酚 和和厚朴酚 ≈ 本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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