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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青海省境内不同生态区的金露梅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生物活性成分含量以及差异。结果表明: 乐

都县金露梅 叶 中 总 氨 基 酸 ( 11.95% ) 、总 黄 酮 ( 18.88 mg /g ) 、多 酚 ( 10.6% ) 、维 生 素 C ( 5.25 mg /100 g ) 、儿 茶 素

( 1.16% ) 、单宁( 13.60% ) 和芦丁( 0.077% ) 的含量最高，蛋白质含量以玉树金露梅叶中最高，达到 16.9% ; 而总氨基酸

( 7.91% ) 、总黄酮( 12.13% ) 、茶多酚( 6.0% ) 、维生素 C( 4.17 mg /100 g) 、儿茶素( 0.20% ) 和芦丁( 0.0129% ) 的含量在

湟中县金露梅叶中最低。通过方差分析可知，不同地区金露梅叶成分含量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p ＜ 0.05) 。主成分分析

筛选出 4 个指标( 总黄酮、儿茶素、维生素 C、蛋白质) 代表金露梅叶的品质。金露梅叶的生物活性成分含量较高，值得

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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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areas in Qingha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target.The contents and difference of bioactive components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otal amino acids ( 11.95% ) ，total flavonoids ( 18.88 mg /g ) ，polyphenols ( 10.6% ) ，vitamin C ( 5.25 mg /100 g ) ，catechin
( 1.16% ) ，tannin( 13.60% ) and rutin ( 0.0773% )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Ledu county，Qinghai
province.The contents of protein was the highest in the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yushu county，which reached 16.9% .The
total amino acid( 7.91% ) ，total flavonoids( 12.13% ) ，tea polyphenols( 6% ) ，vitamin C( 4.17 mg /100 g) ，catechin( 0.20% )

and rutin( 0.0129% ) the contents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was lowest in Huangzhong county of Qinghai province.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s of components in the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different areas( p ＜ 0.05 ) .Four indexes ( total flavonoids，catechins，vitamin C，protein) were selec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represents the quality of the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The contents of bioactive components in leaves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was high，which would deserv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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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露梅叶采集时间和地点( n = 3)

Table 1 Times and ecotopes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n = 3)

序号 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 东经 北纬 海拔( m)

1 7 月 18 日 祁连县野牛沟乡 100°38'12″ 38°42'45″ 3363
2 7 月 10 日 湟中县田家寨镇 101°57'12″ 36°21'04″ 2600
3 7 月 10 日 玉树州结古镇 98°14'32″ 38°48'21″ 3681
4 6 月 24 日 大通县察汗河 101°30'08″ 37°14'54″ 2949
5 6 月 27 日 化隆县扎巴乡 102°30'14″ 36°14'15″ 2910
6 6 月 28 日 乐都市中坝乡 102°38'21″ 35°45'02″ 2060

蔷薇科委陵菜属植物金露梅( Potentilla fruticosa
L.) ，又名金老梅、药王茶、金腊梅，金露梅灌丛是我

国高寒地区的一种典型性落叶灌丛［1］。金露梅在青

海北起祁连山、南至唐古拉山、呈东北—西南向带状

分布，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

露梅也是一种常见的藏药———班玛，《晶珠本草》记

载班玛主治消化不良和肺病，现代医药研究表明金

露梅的叶和花可入药，微苦、寒性，具有清暑热、益脑

清心、健胃消食，健脾化湿，调经等功能。主治消化

不良，浮肿，赤白带下，乳腺炎［2］。
近年来国内对金露梅的生物量、栽培技术、药理

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化学成分的研究

不多，特别是对青藏高原产的金露梅化学成分和生

物活性研究鲜有报道。青海省野生金露梅资源丰

富，目前仅用作牛羊饲料，其药用保健功能尚待开

发。藏区以金露梅叶片代茶饮用的历史悠久，俄罗

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利用金露梅叶生产“西伯利

亚茶”作为红茶和绿茶的替代品［3］。
为了进一步开发金露梅资源，研制保健功能的

“金露梅茶”，本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生态区

( 不同海拔，不同经纬度，不同生境，金露梅分布较

多) 金露梅叶的生物活性成分( 总氨基酸，总黄酮，多

酚，维生素 C，儿茶素，芦丁，单宁，蛋白质) 进行了较

系统的分析研究，进一步确证“金露梅茶”的特殊功

效，为合理开发金露梅保健茶和质量控制提供科学

依据，也可为金露梅叶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和中药使

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2015 年采自于青海省境内 6 个不同生态区，每

个生态区采集三份样品( 表 1) ，经马世震研究员鉴定

为金露梅( Potentilla fruticosa L.) 的叶片。
Agilent 1260 系列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安捷伦

科技公司; Cary－30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美国

Varian 公司; KjeltecTM 8400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丹麦

FOSS 公司; 美国 CEM MAＲS－6 微波消解系统 上海

沃珑仪器有限公司; Molelement 元素型超纯水机 上

海摩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E350 快速溶剂萃取

仪 配备有 34 mL 不锈钢萃取池，美国 DIONEX 公

司; SZC－ C 型 脂 肪 测 定 仪、SLQ － 6 型 粗 纤 维 测 定

仪 上海纤检仪器有限公司; PL203 型 电 子 天 平、
MS205DU 型精密电子天平 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

司; pHS－3E 型 pH 计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

公司; ML－1.5－4 型数显电加热板 北京中科奥博科

技有限公司; DHP 型电热恒温培养箱 北京市永光

明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DZKW－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双四孔 林茂科技 ( 北京) 有限公司; 101 － 3 型烘

箱 北京科伟仪器有限公司; TGL－16C 型高速台式

离心机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XW－80A 型微型涡

旋混合器 上海泸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样品前处理 样品采收后，置于 60 ℃ 下烘

干，储存于干燥器中，备用。将金露梅叶烘干样品粉

碎，过 0.425 mm 筛，于鼓风干燥箱中( 约 40 ℃ ) 干燥

至恒重，装入密封袋中密封，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1.2.2 生物活性成分的测定 总黄酮量采用三氯化

铝比色法测定; 蛋白质含量依据 GB 5009.5－2016 测

定; 采用 2，6－二氯靛酚滴定法测定维生素 C 含量; 总

氨基酸量采用 GB /T 5009.124－2016 测定; 单宁测定

( 氧化还原法) ［4］ 的方法; 芦丁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 外标法) ; 茶多酚和儿茶素按 GB /T 8313－2018
标准［5］ 测定。根据 WHO/FAO 评分模式，计算氨基

酸评分( AAS ) 、化学评分 ( CS ) 和必需氨基酸指数

( EAAI) 。成分分析由分析测试中心测定。

1.3 数据处理

( 每个样品平行操作 3 次，取平均值，采用 Excel
建立数据库，用 SPSS 19.0 软件对不同地区金露梅生

物成分进行方差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黄酮的含量

目前从金露梅中分离得到的黄酮化合物有异鼠

李素、槲皮素、山奈酚和芦丁等［6］，青海省 6 个生态区

( 表 2) 总黄酮质量分数均在 12 mg /g 以上，其中以乐

都境内的质量分数最高，为 18.88 mg /g，其次是祁连

＞ 化隆 ＞ 玉树 ＞ 大通，湟中的最低，为 12.13 mg /g，且

不同地区含量差异显著( p ＜ 0.05) 。金露梅叶总黄酮

的含量没有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可能和采收时金露

梅叶处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有关，同时不同的水肥条

件也与总黄酮的积累有关［4］。
李海朝等［7］的研究结果是青藏高原金露梅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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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生态区金露梅叶的生物成分含量( 珋x ± s，n = 3)

Table 2 Contents of biology component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different ecotope( 珋x ± s，n = 3)

总氨基酸
( % )

总黄酮
( mg /g)

蛋白质
( % )

茶多酚
( % )

维生素 C
( mg /100 g)

儿茶素
( % )

单宁
( % )

芦丁
( % )

乐都 11.95 ± 0.02a 18.88 ± 0.32a 15.80 ± 1.21b 10.60 ± 0.94a 5.25 ± 0.24a 1.16 ± 0.01a 13.60 ± 1.21a 0.077 ± 0.01a

大通 11.30 ± 1.02c 12.67 ± 0.12e 16.0 ± 0.46b 8.20 ± 0.04c 4.37 ± 0.07d 0.51 ± 0.28d 9.29 ± 0.41e 0.032 ± 0.01b

玉树 11.61 ± 0.35b 13.55 ± 0.34d 16.9 ± 0.36a 9.12 ± 0.06b 4.43 ± 0.34c 0.66 ± 0.23c 8.04 ± 0.63f 0.020 ± 0.02d

祁连 9.93 ± 0.61e 17.15 ± 0.54b 14.7 ± 0.63d 9.41 ± 0.25b 4.56 ± 0.26b 0.98 ± 0.05b 13.10 ± 0.05b 0.018 ± 0.05e

化隆 11.26 ± 0.62d 14.46 ± 0.57c 14.9 ± 0.02cd 7.83 ± 0.01d 4.38 ± 0.21d 0.49 ± 0.01d 9.69 ± 0.31c 0.024 ± 0.03c

湟中 7.91 ± 0.05f 12.13 ± 0.31f 15.2 ± 0.37c 6.02 ± 0.21e 4.17 ± 0.03e 0.20 ± 0.01e 9.45 ± 0.51d 0.013 ± 0.02f

平均值 10.66 14.81 15.58 8.52 4.53 0.67 10.53 0.031

注: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 0.05) 。

黄酮总量平均为 17.8 mg /g，明显高于黑龙江的( 平

均为 10.2 mg /g) ，青藏高原金露梅叶的总黄酮含量

表 3 不同生态区金露梅叶的氨基酸含量( g /100 g，珋x ± s，n = 3)

Table 3 Amino acid contents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in different ecotopes( g /100 g，珋x ± s，n = 3)

乐都 大通 玉树 祁连 化隆 湟中 平均

天门冬氨酸＊＊ 1.29 ± 0.01 1.25 ± 0.04 1.39 ± 0.03 1.92 ± 0.03 1.4 ± 0.03 1.11 ± 0.04 1.39
谷氨酸＊＊ 1.43 ± 0.02 1.38 ± 0.03 1.46 ± 0.03 1.08 ± 0.02 1.32 ± 0.04 0.91 ± 0.02 1.26

丝氨酸 0.51 ± 0.01 0.53 ± 0.02 0.54 ± 0.02 0.44 ± 0.01 0.55 ± 0.03 0.36 ± 0.01 0.49
甘氨酸＊＊ 0.6 ± 0.02 0.58 ± 0.02 0.59 ± 0.01 0.45 ± 0.03 0.55 ± 0.01 0.4 ± 0.02 0.53

精氨酸 0.74 ± 0.04 0.68 ± 0.03 0.73 ± 0.02 0.53 ± 0.02 0.68 ± 0.02 0.43 ± 0.03 0.63
苏氨酸* 0.59 ± 0.02 0.56 ± 0.01 0.56 ± 0.03 0.49 ± 0.01 0.56 ± 0.02 0.4 ± 0.03 0.53
脯氨酸 0.68 ± 0.03 0.66 ± 0.03 0.76 ± 0.03 0.64 ± 0.01 0.71 ± 0.02 0.55 ± 0.03 0.67

丙氨酸＊＊ 0.74 ± 0.03 0.7 ± 0.02 0.68 ± 0.03 0.55 ± 0.03 0.7 ± 0.02 0.49 ± 0.01 0.64
缬氨酸* 0.81 ± 0.01 0.77 ± 0.02 0.78 ± 0.01 0.65 ± 0.04 0.72 ± 0.01 0.54 ± 0.02 0.71

甲硫氨酸* 0.12 ± 0.02 0.09 ± 0.02 0.1 ± 0.01 0.06 ± 0.01 0.09 ± 0.01 0.05 ± 0.01 0.09
半胱氨酸 0.02 ± 0.01 0.02 ± 0.01 0.02 ± 0.01 0.02 ± 0.01 0.02 ± 0.01 0.01 ± 0.00 0.02

异亮氨酸* 0.65 ± 0.05 0.63 ± 0.02 0.62 ± 0.02 0.48 ± 0.02 0.57 ± 0.02 0.42 ± 0.01 0.56
亮氨酸* 1.14 ± 0.05 1.09 ± 0.01 1.06 ± 0.02 0.79 ± 0.02 1.04 ± 0.04 0.71 ± 0.04 0.98

苯丙氨酸* 0.59 ± 0.02 0.55 ± 0.03 0.51 ± 0.01 0.44 ± 0.02 0.52 ± 0.02 0.37 ± 0.04 0.5
组氨酸 0.5 ± 0.03 0.48 ± 0.03 0.46 ± 0.03 0.39 ± 0.03 0.46 ± 0.03 0.34 ± 0.01 0.44

赖氨酸* 0.9 ± 0.01 0.84 ± 0.04 0.85 ± 0.04 0.65 ± 0.01 0.84 ± 0.04 0.54 ± 0.03 0.77
酪氨酸 0.64 ± 0.02 0.49 ± 0.02 0.5 ± 0.02 0.36 ± 0.01 0.53 ± 0.03 0.28 ± 0.01 0.47

必需氨基酸 4.81 4.53 4.49 3.56 4.34 3.03 4.14
香味氨基酸 4.06 3.91 4.12 4.03 3.97 2.91 3.92
氨基酸总量 11.95 11.3 11.61 9.93 11.26 7.91 10.66

必需 /氨基酸总量 0.4025 0.4009 0.3867 0.3585 0.3854 0.383 0.3883
必需 /非必需氨基酸 0.6736 0.6691 0.6306 0.5589 0.6272 0.6209 0.6349

注: * 必需氨基酸，＊＊风味氨基酸。

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白吉庆等［4］对药王茶中

总黄酮含量分析表明，采收月份对药王茶总黄酮含

量有影响，所采样品中以 8 月份为高，不同海拔高度

对总黄酮成分积累影响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结果

基本一致，金露梅叶的总黄酮含量与海拔高度的变

化无关。

2.2 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6 个采样地点金露梅叶中蛋

白质的质量分数相差较大，其中以玉树地区蛋白质

质量分数最高，为 16.9%，祁连的蛋白质质量分数最

低，为 14.7% ; 由表 3 可知，金露梅叶中富含多种氨基

酸，其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亮氨酸质量分数较高，

半胱氨酸质量分数最低; 不同生态区总氨基酸以乐

都境内的质量分数最高 11.95%，其次是化隆 ＞ 玉树

＞ 大通 ＞ 祁连，湟中的最低 7.91%，且不同地区质量

分数差异显著( p ＜ 0.05) 。
金露梅叶蛋白质含量低于茶叶，蛋白质对茶汤

的滋味产生良好作用［8］。故金露梅叶与其他茶相比，

味较淡。金露梅叶片中含有动物体必需的 7 种氨基

酸，所含有的必需氨基酸含量依次是亮氨酸 ＞ 赖氨

酸 ＞ 缬氨酸 ＞ 异亮氨酸 ＞ 苏氨酸 ＞ 苯丙氨酸 ＞ 甲硫

氨酸。
根据 FAO /WHO 的理想模式，质量较好的蛋白

质氨基酸组成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 EAA /
TAA) 为 40%左右，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

值( EAA /NEAA) 在 60% 以上，金露梅叶氨基酸组成

满足 FAO /WHO 的理想模式。根据 AAS 和 CS 计算

得出金露梅叶的第一限制氨基酸为蛋氨酸和半胱氨

酸，第二限制氨基酸为组氨酸，除这三种氨基酸外，

其它必需氨基酸的 AAS 和 CS 都大于 90，EAAI 为

92.42，说明金露梅叶必需氨基酸组成相对较平衡( 表

4) 。金露梅叶中必需氨基酸亮氨酸含量最高，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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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金露梅叶氨基酸评价表

Table 4 Amino acid evaluation table of Potentilla fruticosa leaves

氨基酸种类
氨基酸含量

( g /100 蛋白质)

金露梅
氨基酸评分

( AAI)

金露梅
氨基酸化学
评分( CS)

FAO 氨基酸模式谱
( g /100 蛋白质)

鸡蛋氨基酸模式谱
( g /100 g 蛋白质)

苏氨酸 4.97 124.25 105.74 4 4.7
缬氨酸 7.22 144.4 109.39 5 6.6

蛋氨酸 + 半胱氨酸 1.03 29.43 18.07 3.5 5.7
异亮氨酸 5.25 131.25 97.22 4 5.4

亮氨酸 9.19 131.29 106.86 7 8.6
苯丙氨酸 + 酪氨酸 9.1 151.67 97.85 6 9.3

赖氨酸 7.22 131.27 103.14 5.5 7
组氨酸 4.13 41.3 242.94 10 1.7

氨基酸评分总数 884.85 881.22
AAS 29.43

样品指数 CS 18.07
EAAI 92.42

氨基酸的 9.19% ( 表 4) ，金露梅叶风味氨基酸含量较

高，占总氨基酸的 36.96%，是金露梅茶独特风味的

主要组成成分之一。

2.3 茶多酚的含量

由表 1 可知，不同生态区金露梅叶茶多酚质量

分数范围在 6.0～10.6%，其中以乐都县境内的含量最

高，为 10.6%，湟中的最低 6.0%，且不同生态区含量

差异显著( p ＜ 0.05) 。
茶多酚是茶叶中含量最多，对人体药用价值最

大一类成分，是 目 前 茶 叶 化 学 成 分 研 究 的 热 点 之

一［9］。茶多酚是茶叶中最主要的生物活性物质，是茶

汤苦涩味和收敛味的贡献者，茶多酚含量越高，茶叶

品质也越好。金露梅的茶多酚含量接近红茶和黑茶

的含量［10］，具有较高的代茶潜力。

2.4 维生素 C 的含量

维生素 C 是人体内重要的化学成分，参与人体

内多种重要生物化学反应。能够保持人体细胞及血

管基质的完整性，维生素 C 现已广泛应用于抗感染、
过敏性反应、心血管系统、癌症、糖尿病等临床辅助

治疗［11］。
由表 2 可知，6 个采样地点金露梅叶维生素 C 质

量分数依次是乐都 ＞ 祁连 ＞ 玉树 ＞ 化隆 ＞ 大通 ＞ 湟

中。金露 梅 叶 的 维 生 素 C 含 量 低 于 茶 叶 中 的 含

量［12］，可以通过人工栽培的手段来提高金露梅叶的

维生素 C 含量，提高金露梅茶的品质。

2.5 儿茶素含量

儿茶素( catechin) 是一种黄烷醇型黄酮化合物，

儿茶素类化合物在绿茶等多种食物和药用植物中广

泛分布。大量的研究证实，儿茶素具有抗氧化、抗肿

瘤、抗动脉粥样硬化、防辐射、防蛀护齿、抗溃疡、抗

过敏及抑菌抗病毒等多种生物学功能［13］。
由表 2 可知，6 个采样地点以乐都县的最高，达

1.16%，湟中县的最低，只有 0.20%，6 个采样地点儿

茶素含量依次是乐都 ＞ 祁连 ＞ 玉树 ＞ 大通 ＞ 化隆 ＞
湟中，不同地区 金 露 梅 叶 中 儿 茶 素 含 量 差 异 显 著

( p ＜ 0.05) 。金露梅叶中有较高的儿茶素含量，为进一

步开发其保健和药用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2.6 单宁和芦丁含量

单宁不仅是多种传统草药和药方中的活性成

分，而且具有独特和多样的生理活性。研究表明，单

宁具有抑菌抗病毒、抗癌变与抗肿瘤、抗心脑血管疾

病等药理作用［14］。当然单宁含量高，会影响茶的口

感，需要通过后期加工来改良口味。
由表 2 可知，不同产地的金露梅叶中的单宁和

芦丁质量分数各不相同，其中以青海省乐都县金露

梅叶中单宁和芦丁质量分数最高，分别达到 13.60%
和 0.077%，而以玉树金露梅叶中的单宁质量分数最

低，仅为 8.04%。金露梅叶单宁的含量比绿茶的要

略高［15］。湟中芦丁含量最低，为 0.013%。单宁含量

高低依次为乐都 ＞ 祁连 ＞ 化隆 ＞ 湟中 ＞ 大通 ＞ 玉

树，芦丁含量高低依次为乐都 ＞ 大通 ＞ 化隆 ＞ 玉树

＞ 祁连 ＞ 湟中。通过方差分析可知，不同地区金露

梅叶中 单 宁 和 芦 丁 含 量 都 存 在 着 显 著 差 异 ( p ＜
0.05) 。

2.7 不同生态区金露梅主成分特征值和贡献率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表 2
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各生物活性成分的特

征值和累计贡献率，以累计贡献率达 85% 以上来确

定主成分的个数，再根据其特征向量，列出主成分的

函数表达式，计算各品种主成分值，对金露梅的 8 种

生物活性成分进行综合评价。由表 5 可知，第 1 主成

分和第 2 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 1，分别为 5.38 和

1.81，贡献率分别为 67.21% 和 22.67%，前 2 个主成

分的累计贡献率 89.88%，表明前 2 个主成分能反映

综合营养品质 89.88% 的信息。因此，选取前 2 个主

成分作为评价金露梅营养品质的主要指标。

2.8 金露梅不同营养成分主成分分析因子载荷阵

由表 6 可知，第 1 主成分主要负载总黄酮，儿茶

素和维生素 C 3 个指标，第 2 主成分主要负载蛋白质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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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成分特征值以及贡献率

Table 5 Contribution rate and
eigenvalu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积贡献率( % )

1 5.38 67.21 67.21
2 1.81 22.67 89.88
3 0.46 5.78 95.67
4 0.31 3.89 99.56
5 0.03 0.44 100.000

表 6 主成分分析因子载荷阵

Table 6 Factor load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组件

1 2
总黄酮 0.980 － 0.123
儿茶素 0.956 0.126

维生素 C 0.951 0.200
单宁 0.890 － 0.435

茶多酚 0.878 0.391
芦丁 0.805 0.309

蛋白质 － 0.111 0.933
总氨基酸 0.497 0.750

3 结论
本研究选择六个生态区———青海省湟中、祁连、

化隆、大通、乐都和玉树的金露梅叶为研究对象，分

析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以及差异。其中总氨基酸

( 11.95% ) 、总黄酮( 18.88 mg /g) 、茶多酚( 10.60% ) 、
维生素 C ( 5.25 mg /100 g ) 、儿茶素 ( 1.16% ) 、单宁

( 13.60% ) 和芦丁( 0.077% ) 的质量分数在青海省乐

都县金露梅叶中最高，蛋白质质量分数以玉树金露梅

叶中最高，达到 16.9%，而总氨基酸( 7.91% ) 、总黄酮

( 12.13% ) 、茶多酚( 6.0% ) 、维生素 C( 4.17 mg /100 g) 、
儿茶素( 0.20% ) 和芦丁( 0.0129% ) 的质量分数在青

海省湟中县金露梅叶中最低。通过方差分析可知，

不同地区金露梅叶成分含量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p ＜
0.05) 。因此，地域差异对金露梅中有效成分含量的

多少有很大的关系。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 8 个检测指标中筛选

出 4 个指标( 总黄酮，儿茶素，维生素 C，蛋白质) 来

代表金露梅的品质。金露梅叶含有较高含量的黄酮

类化合物。同时，维生素 C 和蛋白质的含量也较高。
茶多酚含量接近全发酵茶的含量，金露梅叶中氨基

酸含量丰富，比例适宜，符合 FAO /WHO 的参考蛋白

模式，属于优质蛋白。由此可见，金露梅叶有良好的

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开发成金露梅茶有很大的市

场前景，同时若能在保健功效和药用价值方面进行

开发，金露梅叶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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