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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对乳白香青和珠光香青进行定性、定量比较分析,建立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总黄酮含量

测定方法并进行对比分析。采用薄层层析实验对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中总黄酮进行定性鉴别; 用紫外分光

光度法, 对两种香青的总黄酮含量及其抗氧化活性进行测定。经测定,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中总黄酮含量

分别为40. 43mg / mL 和34. 32mg / mL ; 乳白香青抑制 DPPH 自由基的能力 IC50为2. 96mg / mL ; 珠光香青

IC50为3. 488m g/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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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乳白香青 ( Anaphalis lactea Maxim. )与珠光香青 ( Anaphalis margaritacea( linn. ) Benth. et

Hook. f. )均属菊科香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及四川西北部。为常用

藏药,全草用药,具有活血散瘀、祛风湿、消痞瘤、平肝潜阳、祛痰、平喘及外用止血、治风寒感冒、胃

溃疡等功效[ 1—4]。对开发和利用乳白香青资源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乳白香青和珠光香青中含有大

量黄酮类化合物[ 5]。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及药理作用,如它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剂[ 6 , 7] ,

可有效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 这种抗氧化作用可以阻止细胞的退化、衰老, 也可阻止癌症的发

生
[ 8, 9]

,对肾脏的保护作用、营养作用、对心血管的保护作用
[ 10]
、抗辐射、抗炎

[ 11]
、驱虫

[ 12]
、镇痛解热

及护肝等作用等,且无毒无害。对于以上两类香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化学成分研究,除了包锦渊

等[ 13 ]对乳白香青中黄酮含量进行测量过以外, 其他成分均未见报道。本文利用薄层层析法对乳白

香青、珠光香箐中黄酮类成分进行定性检测,用分光光度法进行定量分析。并对二者性质、含量以及

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对进一步研究其相关药理作用及开发西部地区药用植物资源有重

要意义。

　2　实验部分

2. 1　试剂与仪器

HH-6型数显恒温水浴锅(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 N -1001型旋转蒸发仪(上海爱朗仪器有限

公司) ; 752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循环水式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



司) ; 101A-2E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上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 HSGF254型硅胶薄层板(青岛海洋化

工厂分厂) ; AG204型电子分析天平(瑞士苏黎世梅特勒公司) ; DFY-300型摇摆式高速万能粉碎机

(浙江温岭市林大机械有限公司) ; 芦丁标准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00080-200306) ; 三

氯甲烷、甲醇和乙醇等试剂均为分析纯;乳白香青、珠光香青( 2011年8月采于青海省互助北山林场,

阴干,粉碎,过80目筛)。

2. 2　实验方法

图 1　芦丁校准曲线

2. 2. 1　对照品储备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在120℃干燥至恒重的芦丁对照

品25mg ,置于100mL 容量瓶中,加乙醇适量,超

声处理使之溶解, 冷置, 加乙醇至刻度并摇匀。

准确量取20m L, 置于50mL 容量瓶中,加水至刻

度并摇匀, 即得0. 1m g/ mL 的芦丁对照品溶液。

以浓度为横坐标, 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校准曲

线,结果见图1。

2. 2. 2　供试品储备液的制备

称取珠光香青、乳白香青粗粉( 80目)各约

1. 0g 置于索氏提取器中, 加入适量三氯甲烷回流提取至无色,弃去三氯甲烷液, 药渣挥去三氯甲

烷,加甲醇继续提取至无色(约2h) , 提取液蒸干,残渣加稀乙醇溶解( 30%—40% ) ,转移至50 mL 容

量瓶中,加稀乙醇至刻度并摇匀,作为供试品储备液。

3　结果与讨论

3. 1　定性检验

分别取珠光香青, 乳白香青粉各5g,分别置于两个100mL 烧杯中, 各加入50mL 甲醇,放于超声

仪上进行超声提取10—20min,过滤,甲醇定容,所得溶液作为样品定性溶液。

采用薄层层析法,各取少量样品溶液,以毛细管吸取分别在两个聚酰胺薄膜上进行点样,两类

样品均以芦丁为标准品进行点样,将薄层板同时置于相应展开剂(乙醇÷丙酮÷水= 7÷5 ÷6)中,溶剂

展开后热风吹干,喷以三氯化铝试液,热风吹干,取出, 放于紫外灯光( 365nm)下检视,在于对照品

相应的位置上,显示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3. 2　定量测定

3. 2. 1　线性关系的确定

准确吸取对照品溶液0.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0m L,分别置于25m L 容量瓶中, 各加水

6mL, 分别加入5% NaNO21m L, 混合均匀, 放置6min; 然后加入10% Al( NO3 ) 3 1mL, 摇匀, 放置

6min;再分别加入4% NaOH 10mL,加水至刻度,摇匀,放置15m in。以第一份溶液为空白,在500nm

处测吸光度值。得回归方程 A = 8. 8786C+ 0. 0267, 相关系数 r = 0. 9976, 线性范围: 0. 009—0.

0482g/ L。

3. 2. 2　样品含量的测定

准确称取乳白香青、珠光香青粗粉各1份,按3. 2. 1节处理.按3. 2. 1节的操作测乳白香青中总黄

酮含量及珠光香箐中总黄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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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方法学考察

3. 3. 1　稳定性测定实验

准确量取两类供试品溶液各0. 1mL,分别置25 mL 容量瓶中, 按3. 2. 1节操作, 每5min测定, 结

果表明在40m in内样品溶液的稳定性良好,乳白香青 RSD为2. 6% ,珠光香青 RSD为1. 31%。

3. 3. 2　精密度考察

取对照品溶液, 按3. 2. 1节的操作,连续测定其吸光度6次, 乳白香箐 RSD为0. 85%, 珠光香青

RSD为0. 38% ,表明用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3. 3. 3　样品回收率实验

取样品液5份,分别置于25m L 容量瓶中, 每份中加入芦丁对照品分别3. 0mL,按3. 2. 1节的操

作,得乳白香青平均回收率为93. 3% , RSD 为3. 6% , 珠光香青平均回收率为99. 32% , RSD 为3.

7%。

图 2　两种香青总黄酮对 DPPH 自由基抑制率

3. 4　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参考Larrauri
[ 14]和 Yokozaw a

[ 15]的测定方法并

加以改进。准确称取 DPPH 配制成0. 06mmol/ L 无

水甲醇溶液, 同时将样品用甲醇配制成一系列浓

度。取各浓度下样品0. 1mL 加入到3. 5mL DPPH

溶液中,用无水甲醇定容至5mL,充分混匀,在室温

下静置30min 后, 利用在515nm 波长下 DPPH 有

紫红色团的特征吸收峰, 以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加入样品提取物后吸光度的变化,测其吸光度值。DPPH 自由基的清除率计算公式: 清除率( %) =

( A 0- A ) / A 0×100,式中: A 0——未加提取液时 DPPH 溶液的吸光度值; A ——加入提取液测定时

的吸光度值。以样品( mg / mL)对 DPPH清除率作图(图2) ,就可以得到清除50% DPPH 时所需样品

的量,即 I C50值。IC50值以清除每毫克 DPPH 所需样品量表示。

3. 4. 1　含量测定与抗氧化活性

由表1可知,乳白香青总黄酮含量40. 43mgõmL
- 1

, IC50为2. 96m gõm L
- 1

;珠光香青中总黄酮含

量34. 32mgõm L
- 1 , IC50为3. 488mgõmL

- 1 ;由于 I C50值越小,抗氧化活性越强。故表明乳白香青较珠

光香青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

表 1　两种香青中总黄酮含量及 IC50 (mg/ mL)

总黄酮含量( mg/ mL) I C50( mg/ mL)

乳白香青 40. 43 2. 960

珠光香青 34. 32 3. 488

3. 5　讨论

3. 5. 1　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总黄酮鉴定

由实验可看出,以三氯化铝试液做显色剂, 薄层层析法对香青中总黄酮进行鉴定, 效果明显,表

明该方法不仅简便易行,而且结果可靠。

3. 5. 2　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含量比较

经过试验测定,乳白香青中总黄酮含量为40. 43m g/ mL, 珠光香青总黄酮含量为34. 32mg /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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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表明乳白香青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黄酮,同时为从香青中提取黄酮的最佳工艺研究提供了依据,

有重要应用价值。

3. 5. 3　方法学考察结果分析

( 1) 通过用三氯甲烷和甲醇提取乳白香青、珠光香青中的黄酮,由实验得出的测定结果,表明

提取黄酮较为完全,提取含量较高。

( 2) 用 NaNO2õA1( NO 3 ) 3-NaOH 体系与黄酮形成络合物的化学吸光分析法,其回归方程的相

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线性关系好, 且线性范围宽,其方法简便快捷。

( 3) 对本次试验进行稳定性、精密度以及回收率检验, 结果表明在40min内样品溶液的稳定性

良好且本方法精密度良好, 样品回收率较高。

4　结论
本实验测定方法可以准确地进行定性、定量检测,操作简便快速、结果可靠、重现性好,可完善

在乳白香青、珠光香青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并有效控制其质量,同时也为乳白香青、珠光香青中化

学成分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以芦丁为对照品, 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体系作为显色剂,建立了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两种香青中总黄酮含量的方法, 并用于测定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中总黄酮的含量,结果表明本法操

作简便快速, 结果稳定可靠,可用于测定香青总黄酮含量。同时对其抗氧化活性进行测定, 其 IC50值

分别为2. 960mgõm L
- 1
和3. 488m g/ mL,说明两种香青总黄酮均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因此,可以

对这两种香青中总黄酮作为天然抗氧化剂来开发。目前国内外对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的研究很少,

对化学成分和相关活性的研究也仅停留在成分预试和有效成分含量分离测定方面。为了更好的开

发、利用这一植物资源, 对乳白香青与珠光香青中抗氧化类物质的提取、分离及各成分间的协同作

用和活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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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es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Anaphalis lactea Maxim. And Anaphalis margaritacea Benth.

WANG Yinga, b　ZHANG Ben-Yina　DANG Juna, b　T AO Yan-Duoa　M EI Li-Juana　WANG Qi-Lana

a( N orthw est Institute of P lateau B iolog y, Chinese Acad emy of Sciences,X ining, Qinghai 810008, P. R .China)

b( Graduate Univ ersity of Ch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s, Beij ing 100049, P. R .China)

Abstract　T o screen the ex t ract ing method of total f lavones in A naphalis lacteal M ax in and

Anaphalis mar gar itacea Benth, this study took different methods to mak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f opt im ized ext ract ing technique of total f lavones.

It also make full use of A naphalis lacteal Maxin and Anaphalis mar gar itacea Benth resources. This

study used rutin as a comparison, applied spectrophotometry at 500 nm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total f lavones in. T he qualitat ive analy sis is m ainly in chemical analysis w ay s. By comparing and

analysis, The content of total f lavones in A naphalis lacteal Maxin( 40. 43 mg / mL) relat ively higher

than in A naphalis margaritacea Benth( 34. 32 mg/ mL) .

Key words 　 Anaphal is lacteal M ax in; Anaphal is margaritacea Benth; Total F lavones;

Ant iox idant Act ivity

如何上网查阅 《光谱实验室》上发表的论文

(论文在发表后约1- 2个月,上网才能检索到)

1) 在浏览器上输入“w ww . cnki. net”,然后回车, 进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首页。

2) 找到“资源总库”下面的“特色导航”, 点击“期刊大全”。找到“专辑导航”, 点击“自然科学与工程技

术”。

3) 页面出现后,找到红字标题“基础科学( 803种期刊)”,然后点击“物理学( 46)”, 出现期刊的“图形方式”

(即期刊的封面)后, 第1页第3排左起第2位即为《光谱实验室》。或找到红字标题“工程科技Ⅰ ( 1032种期刊)”,

再点击“化学( 56)”, 出现期刊的“图形方式”(即期刊的封面)后, 在第1页第5排左起第1位即为《光谱实验室》。

点击《光谱实验室》即可查阅有关内容。

也可以在“专辑导航”中点击“核心期刊导航”, 首页出现后, 找到红字标题“第四编自然科学 ( 352种期

刊)”,即可查阅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若要查阅《光谱实验室》, 请点击“化学/晶体学类( 26)”, 出现期

刊的“图形方式”(即期刊的封面 )后,在第1页的第3排左起第4图即为《光谱实验室》。

目前, 《光谱实验室》是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独家网上出版期刊 ,因而在其他网站上将有可能查不到本

刊内容。

《光谱实验室》编辑部

2108 光谱实验室 第 30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