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3 卷 第 1 期 青 海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Vol. 33 No. 1
2015 年 2 月 Journal of Qingha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Feb. 2015

收稿日期: 2014 － 06 － 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61084) ;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 IＲT13074)

作者简介: 温小成 ( 1975—) ，男，甘肃天水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植物生理、生态。* 通信作者

紫丁香根部与枝条总酚、单宁与总黄酮含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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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紫丁香的药用价值，文中利用 Folin － Ciocalteu 等方法对紫丁香根与枝条总多

酚、单宁和总黄酮含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紫丁香根和枝条总多酚含量依次为( 96． 57 ±
3． 91) mg /g，( 172． 15 ± 12． 26 ) mg /g; 单宁含量依次为( 10． 56 ± 0． 490 ) mg /g、( 23． 64 ± 1． 52 )

mg /g; 总黄酮含量依次为( 13． 56 ± 1． 71) mg /g，( 21． 83 ± 1． 13 ) mg /g。成对数据 t 检验表明:

酚类物质在紫丁香根与枝条之间差异均极显著。紫丁香酚类物质在各部位有相同的分布趋

势，均为枝条中含量高于根的含量。与其他中草药植物多酚含量相比，紫丁香酚类物质含量较

高，这意味着紫丁香的根与枝条可能有较大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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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we determined the content of total phenolics，tannin and total flavones in
root and branches of lilac ( Syringa oblate) with spectrophotometry． The content of total polyphenol
in root and branches was ( 96． 57 ± 3． 91) mg /g and ( 172． 15 ± 12． 26 ) mg /g respectively; tannin
content was ( 10． 56 ± 0． 49 ) mg /g and ( 23． 64 ± 1． 52 ) mg /g respectively; total flavones was
( 13． 56 ± 1． 71) mg /g，( 21． 83 ± 1． 13) mg /g respectively． Paired sample t test showed that con-
tent of the three kinds of phenolic compound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root and in bran-
ches． Leaf showed higher content in total polyphenol，tannin and total flavones． Compared with oth-
er medicinal plants，Syringa oblata possess relatively higher phenolic compounds contents． In con-
clusion，Syringa oblata is a promising treasure in pharmacology research and medic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ilac; total polyphenol; tanni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紫丁香( Syringa oblata) 属于木犀科丁香属，该植物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是常见的观赏和药用植

物，我国东北至西南各省均有分布［1］。丁香入药最早可见于南朝齐梁陶弘景的《名医别录》，书中称其

为“鸡舌香”。根据《本草纲目》等有关文献的记载，丁香的花蕾、叶、树皮、树根、树枝、果实均可供药用，

紫丁香的根和茎，可清心、解热、治疗头痛健忘和失眠等症状。在临床上，丁香应用十分广泛，可用于治

疗呃逆、呕吐、反胃、泻痢、心腹冷痛、风湿痛、疝气、藓疾、肾虚、阳痿等多种疾病，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丁

香还是一种广谱抗菌药［2］。酚类物质是植物体内最重要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存在于植物体的皮、根、
叶和果肉中，含量仅次于纤维素和木质素，具有抗肿瘤，抗氧化，抗动脉硬化，防治冠心病与中风等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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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以及抗菌等多种生理功能［3 － 4］。植物酚类化合物主要由类黄酮、酚酸和单宁等三类物质构成，

各类又由许多亚类物质组成［5］，而黄酮又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类黄酮之一［6］。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具

有重要生物活性的物质，能显著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增加心肌营养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抑制血小

板聚集，对心率失常、高血脂、心肌缺血具有明显改善效果，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7 － 8］。单宁是分子量为

500 ～ 3 000 的植物多酚，是多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单宁已经被应用到多个领域，如医药领域利用了其

抑菌和抗病毒、抗癌变和抗肿瘤、抗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蛇毒蛋白的活性等生理活性［9］。以往对于丁香

的研究多集中于花蕾和叶片中多酚物质的提取及抗氧化性能研究［10］，但对不同种属的丁香以及丁香不

同部位化学成分的含量测定与药用价值研究还比较少［11 － 12］。为了更好地研究、开发和利用紫丁香，本

文对紫丁香根部和枝条总多酚、单宁和黄酮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材料

在青海大通苗圃( 海拔 2 553 m，101°34'23． 8″ E，37°1'21． 33″ N) 采集 7 龄紫丁香幼苗 10 株。分部

洗净，根与枝条挑选直径 8 mm 以下者冷冻干燥，粉碎，过筛，编号包装在塑料袋中密闭于冰箱中低温干

燥保存，待用。
1． 2 测定方法

总多酚含量的测定用 Folin － Ciocalteu 法; 单宁含量的测定采用分光光度法，总黄酮含量测定用对

照法( 以芦丁为对照品) 。

2 结果

2． 1 总多酚含量测定结果

2． 1． 1 Folin － Cicalten 法总多酚标准曲线建立

以没食子酸含量( C) 为横坐标，吸光度( A) 为纵坐标建立校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A = 127． 57C －
0． 006 3( 见图 1) 。

图 1 没食子酸吸光度值标准曲线

Fig. 1 Calibration curve of gallic acid absorbency

2． 1． 2 稳定性、精密度、重现性、加标回收率试验结果

( 1) 稳定性实验。吸光度值分别为 0． 162，0． 160，0． 159，0． 156，0． 157 和 0． 155，ＲSD 为 0． 01%，表

明 10 h 内溶液稳定性好。
( 2) 精密度实验。吸光度值分别为 0． 091，0． 090，0． 091，0． 091，0． 090 和 0． 090，ＲSD 为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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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重现性实验。吸光度值依次为 0． 176，0． 165，0． 201，0． 184，0． 161，0． 197，0． 186，0． 174，0． 167
和 0． 193，ＲSD 为 0． 13%，具有良好的重现性。

( 4) 加标回收率实验。回收率为 99． 31% ～101． 59%，平均加标回收率为 100． 53%，表明该方法准

确度较高( 表 1) 。
表 1 总多酚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Tab. 1 Ｒesults of recovery test
本底量 /μg 加标量 /μg 测得总量 /μg 回收率 /%

52． 76 100 153． 19 101． 59

51． 96 100 149． 91 99． 31

50． 01 100 151． 86 100． 57

50． 14 100 153． 67 99． 69

50． 68 100 150． 97 101． 52

2． 1． 3 总多酚含量计算

紫丁香中总多酚含量用外标法按如下公式计算:

总多酚浓度 = ( 总多酚吸光度数 A + 0． 006 3) /127． 57
质量含量( w% ) = ( 总多酚浓度 × 6 250) / ( 取样量 0． 2 × 1 000) × 100
其中: 6 250 为稀释倍数，0． 2 为取样量( g) 。

2． 2 单宁含量测定结果

2． 2． 1 柠檬酸铁铵法单宁标准曲线建立

以单宁酸含量( D) 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建立校准曲线，回归方程为: A = 10． 087D + 0． 161 3。
该标准曲线相关系数 r = 0． 999 0，在 0． 000 ～ 0． 062 5 mg /mL 范围内，单宁酸与吸光度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上述样品吸光度为两吸光度值之差，该标准曲线不经过原点，不需要校正通过原点( 见图 2) 。

图 2 单宁酸吸光度值标准曲线

Fig. 2 Standard curve of rutin absorbance

2． 2． 2 稳定性、精密度、重现性、加标回收率试验结果

( 1) 稳定性实验。单宁含量为 81． 71，81． 58，81． 55，81． 46，81． 34，81． 36 mg /g。随时间的延长，其

值有下降趋势，但幅度不大，紫丁香根相对标准偏差 ＲSD 为 0． 15 %。表明 10 h 内溶液稳定性好。
( 2) 精 密 度 实 验。单 宁 含 量 依 次 为 21． 89，21． 86，21． 95，21． 94，21． 89，21． 93 mg /g。ＲSD 为

0． 16%。
( 3) 重现性实验。单宁含量依次为 40． 08，38． 02，40． 17，42． 30，42． 40，41． 48，40． 13，38． 70，38． 02，

32



青海大学学报 第 33 卷

41． 11，40． 24 mg /g，ＲSD 为4． 01%，具有较好的重现性。
( 4) 加标回收率试验。回收率为 99． 31% ～101． 59%，加标平均回收率为 100． 53%，表明该方法准

确度较高( 表 2) 。

表 2 单宁加标回收实验结果

Tab. 2 Tannin recovery test
本底量 /μg 加标量 /μg 测得总量 /μg 回收率 /%

52． 76 100 153． 19 101． 59

51． 96 100 149． 91 99． 31

50． 01 100 151． 86 100． 57

50． 14 100 153． 67 99． 69

50． 68 100 150． 97 101． 52

2． 2． 3 单宁含量计算

紫丁香中单宁含量用外标法按如下公式计算:

单宁浓度 = ［( A2 × 10 － A1) － 0． 161 3］ / 10． 087 mg /mL
单宁质量分数 w% = ( 单宁浓度 × 160) / 1． 0 × 100
其中: A1，A2 为测定吸光度值，10，160 为稀释倍数，1． 0 为取样量( g) 。

2． 3 总黄酮含量测定结果

2． 3． 1 波长确定和校准曲线绘制

经测定，在波长 415 nm 处芦丁对照品有最大吸收、样品也有较大吸收，确定测定波长为 415 nm。
经计算得到芦丁含量( E) 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A = 8． 368 4 E + 0． 004 9，相关系数 Ｒ2 = 0． 999 6，在

0． 008 ～ 0． 06 mg /mL 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图 3) 。

图 3 芦丁吸光度标准曲线

Fig. 3 Standard curve of rutin absorbance

2． 3． 2 精密度、稳定性、加标回收率试验结果

( 1) 精密度实验。吸光度值分别为 0． 250 8，0． 250 8，0． 250 8，0． 250 9，0． 251 和 0． 250 8，ＲSD 为

0． 04%。
( 2) 稳定性实验。吸光度值分别为 0． 250 8，0． 250 8，0． 251，0． 251，0． 251 1，0． 251 7 和 0． 251 5，

ＲSD 为 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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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加标回收率实验。回收率为 99． 31% ～101． 59%，平均加标回收率为 100． 53%，表明该方法准

确度较高( 表 3) 。
表 3 芦丁加标回收率实验

Tab. 3 Ｒutin recovery test

样品 总黄酮含量 /mg 加标量 /mg 加标后总黄酮含量 /mg 回收率 /% 平均回收率 /% ＲSD /%

1 0． 02 0． 005 0． 024 8 99． 20 99． 05 1． 28

2 0． 02 0． 010 0． 029 3 97． 67

3 0． 02 0． 015 0． 034 7 99． 10

4 0． 02 0． 020 0． 040 4 101． 00

5 0． 02 0． 025 0． 044 2 98． 22

2． 3． 3 紫丁香不同部位总黄酮含量

表 4 表明，紫丁香根中总黄酮含量为 13． 56 mg /g ( 1． 36% ) ，枝条中总黄酮含量为 21． 83 mg /g

( 2． 18% ) 。成对数据 t 检验结果表明，根和枝条中总多酚含量差异极显著( df = 9，p ＜ 0． 01) ( 表 5) 。

表 4 紫丁香根与枝条酚类物质含量

Tab. 4 Content of phenolic compounds in root and branches of lilac

化合物 部位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误

总黄酮
枝条 10 1． 95 2． 42 2． 18 0． 11

根 10 0． 99 1． 70 1． 36 0． 17

单宁
枝条 10 2． 04 2． 68 2． 36 0． 15

根 10 0． 96 1． 13 1． 06 0． 05

总多酚
枝条 10 14． 89 19． 06 17． 22 1． 23

根 10 8． 87 10． 44 9． 66 0． 39

表 5 紫丁香总多酚、单宁和总黄酮在根与枝条的成对数据 t 检验结果

Tab. 5 Paired sample t tests on total phenolics，tannin and total flavones in root and branches of lilac

化合物 均值 标准偏差 平均标准误差 t 值 自由度 显著水平

总黄酮 － 0． 83 0． 06 0． 02 － 44． 66 9． 00 ﹡﹡

单宁 － 1． 31 0． 19 0． 06 － 21． 56 9． 00 ﹡﹡

总多酚 － 7． 56 1． 44 0． 45 － 16． 64 9． 00 ﹡﹡

注: ﹡﹡表示差异极显著

3 结论与讨论

结果表明，紫丁香根和枝条总多酚含量依次为( 96． 57 ± 3． 91) ，( 172． 15 ± 12． 26) mg /g; 单宁含量依

次为( 10． 56 ± 0． 49) ，( 23． 64 ± 1． 52) mg /g; 总黄酮含量依次为( 13． 56 ± 1． 71) ，( 21． 83 ± 1． 13) mg /g。

成对数据 t 检验表明，各类化合物在紫丁香根与枝条之间差异均极显著。紫丁香酚类物质在各部位有

相同的分布趋势，均为枝条中含量高于根的含量。紫丁香根与枝条中总多酚含量远高于单宁含量。

王丽丽［10］报道紫丁香叶总多酚含量是 3． 65%，远低于本实验的测定结果。这可能与青海独特的

高寒气候有关。徐蕊等［13］报道小叶丁香皮中黄酮含量为 14． 86%，韩佳宏等［14］报道辽东丁香枝中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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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 8． 52%，高于本实验对黄酮的测定结果; 这可能与所取丁香材料木质部与韧皮部的比例有关，随

着枝条增粗，韧皮部比例下降，黄酮含量也下降。目前没有对丁香单宁含量的报道。

富含多酚的木本中草药香桃木( Myrtus communis) 叶中多酚含量 3%、蒙古栎( Quercus mongolicus) 含

6． 39%、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 含 18． 1mg /g、土茯苓( Smilax glabra) 含 14． 6mg /g、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中含 3． 36mg /g、侧柏( Biota orientalis) 叶中多酚含量 23． 5mg /g 和油松叶 104． 30 mg /g［15］。我们

发现，紫丁香根与枝中多酚含量较高，超过大多数富含多酚的生药。富含单宁的木本中草药双荚决明

( Senna bicapsularis) 嫩枝叶含单宁 1． 38%、大叶千斤拔( Flemingia macrophylla) 嫩枝叶含 1． 91%、银合欢

( Leucaena leucocephala) 嫩枝叶含 2． 34%、金合欢( Acacia farnesiana) 嫩枝叶含 2． 67%、白饭树( Flueggea
virosa) 嫩枝叶含 2． 80%［16］和油松根 2． 54%［15］。比较发现，紫丁香根与枝中单宁含量较高。常见药用

植物麻疯树( Jatropha curcas) 根含总黄酮 3． 06%［17］、构树(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皮含 1． 94%、白千层

( Melaleuca leucadendron) 枝 0． 69%、柏木( Cupressus funebris) 枝含 0． 95%［18］。比较发现，紫丁香根与枝

中总黄酮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

虽然丁香( Syringa sp． ) 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但目前还没有被列入国家药典。研究表明，紫丁香根

与枝条含有较高水平的酚类物质。此外，植物多酚在农业、环境保护、食品、化工等领域也有诸多应

用［3，18］。且紫丁香资源量极其丰富，紫丁香极其富含的酚类物质具有较大药学研究价值和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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