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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6789:8 反应产生的羟基自由基，采用比色法对大黄属药用植物：唐古特大黄、波叶大黄、穗序大黄不同部

分提取液清除羟基自由基的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植物不同部分的提取液均有一定的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

力，清除能力因种、植株部分和提取方法的不同而异。三种植物中清除率最高的部分分别是：唐古特大黄根及根茎的水

提液，为 (&. $; ；波叶大黄叶片的乙醇提取液，为 #,. 1; ；穗序大黄叶片水提液和叶柄的乙醇提取液，分别为 ($. !; 和

($. (; 。正品大黄植株地下部分清除率较非正品高，但地上部分清除率却低于非正品。

关键词：大黄；不同部分；提取物；清除；羟基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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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藏名君木扎，蓼科 ’ 30,4&0%$)2$2 * 大黄属

’ !52’* 6" *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唐 古 特 大 黄 ’ !52’*
#$%&’#()’* 7$8(*" 28 !2&2, *、掌叶大黄 ’ !52’*" .$,*$9
#’* 6(%%" *和药用大黄 ’ !52’*" 0//()(%$,2:$(,," *干燥的

根及根茎，是我国传统的中草药，使用历史悠久，始载

于《神农本草经》，具有泻下通便，破积滞，行淤血，外敷

清热解毒功效 + ! -。该属在我国分布的约有 ,1 种植物，

除 " V ) 种外均有药效，其中唐古特大黄、掌叶大黄、药

用大黄为正品。在我国西藏、四川、青海和甘肃等地区，

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使用大黄的根及根茎做药材，也食

用地上部分的基生叶柄和幼嫩的茎叶，称为“秋久”，在

《四部医典》、《妙音本草等药典中亦有记载。山大黄 ’包
括华北大黄、波叶大黄等 *，是我国华北地区的野生资

源，为食用大黄的一种，当地群众用叶柄作蔬菜或食品

加工的原料 + " -，所含营养成分与大多数水果蔬菜相似
+ ) -，味酸，多汁。国外在十八世纪就有食用大黄叶柄的

记载，通常作为蔬菜食用或加工成酒类 + , -。大黄属植物

含有蒽醌及甙类、苯丁酮甙类、芪类、鞣质类等生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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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质 $ % &。据文献报道 $ ’ ( !) &，大多数大黄属植物的根及

根茎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和羟基自由基，但关于地上部分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不多，本研究旨在探讨正品药用植物唐古特大黄、非正

品波叶大黄和穗序大黄不同部分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

力，并对正品与非正品药用植物、同一植物的不同部

分、不同提取方法的清除能力进行了比较，为合理利用

药用植物的地上生物资源、进一步开发大黄的保健效

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自由基在人类很多重大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机

体的衰老密切相关。抗氧化剂利用本身的氧化还原性

质，广泛参与、介导和调节机体的生化反应链等基本生

命过程，对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系统处于稳定状态起

极为重要的作用 $ !) &。能够从中草药中寻找植物抗氧化

剂，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大黄资源，具有很大意义。

本文利用 +,-./- 反应产生的·01，采用比色法对

唐古特大黄、波叶大黄、穗序大黄的根及根茎、茎、叶

片、叶柄等不同部分，分别进行水提取和乙醇提取，并

测定清除·01 的活性。

! 材料与方法

!2 ! 实验材料

唐古特大黄、波叶大黄，采自青海省果洛州，穗序

大黄采自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郊。

!2 " 主要仪器与试剂

日产岛津型 34 * 紫外分 光光度计及 其配套设

备；德国 567)8 * 9 型电子天平；国产 : * 8’ * ! 型烘

箱。

"));;/7 < = 二 甲 亚 砜 > ?);;/7 < = 过 氧 化 氢 ，

!%;;/7 < = 坚牢蓝 66 盐，!?;;/7 < = 硫酸亚铁，吡啶，

正丁醇，甲苯等，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试剂用去离子

水配制。

!2 @ 实验方法

!2 @2 ! 提取液制备

将新鲜的三种植物全株洗净，自然干燥，分根 A根
茎 B、茎、叶片、叶柄、果实等部分磨碎，过 !)) 目筛，精

确称取 )2 )%C，生药浓度为 %!C < ;7 以水和乙醇 A D%E B
$!! &为提取溶剂，提取条件分别为：

提取液以 @))) F C 离心 @);G-，取上清液冰箱储

存，备用。

!2 @2 " 羟自由基的产生 $ !" &

利用 +,-./- 反应产生羟基自由基：

+," H H 1"0"—!+,@ H H 10 * H ·01
反应体系是在 !);7 刻度具塞试管中，加入 ";7

"));;/7 < = 二 甲 亚 砜 ， !;! )2 !;;/7 < =1I7， "2 %;7
!?;;/7 < = +,J08，再加入 @;7 ?);;/7 < = 1"0" 启动反

应，加去离子水补充到刻度，混匀，其中以二甲亚砜作

水相中·01 的分子探针。

!2 @2 @ 羟基自由基的测定 $ !" &

取 !2 @2 " 体系反应液 !;7，加入 ";7 !%;;/7 < = 坚

牢蓝 66 盐，在暗室中反应 !);G;，加 !;7 吡啶使颜色

稳定，再加 @;7 甲苯K 正丁醇 A @K ! B 混合液，充分混合，

静置分层。下相中含有未反应的偶氮盐，用吸管移走。

甲苯 < 正丁醇相用 %;7 经正丁醇饱和的水冲洗，移去

未反应的偶氮盐，将上清液移到比色皿中，于 8")-;
测定吸光度值 5/。

!2 @2 8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

在上述的反应体系中加入一定量的提取液，测定

吸光度值 5L，并按下式计算：

清除率 M A5/ * 5LB < 5/ F !))E 。

" 结果与分析

"2 ! 唐古特大黄各部分清除羟基自由基的效果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唐古特大黄植株的各个部分

均有清除能力，其中地下部分较地上部分强，各部分水

提液的清除率比相应部分乙醇提取液的清除率高，其

强弱顺序分别是：水提液：根（及根茎 B N 果实N 主茎N
叶片N 叶柄；醇提液：根 A根及根茎 B N 果实N 叶柄N 叶

片N 主茎。

"2 " 波叶大黄和穗序大黄各部分清除羟基自由基的

效果

由表 " 可知，波叶大黄地上部分的清除率较根部

高，不同部分提取方法不同，清除率不同，叶柄以水提

液较好，叶片则以乙醇提取液较好，这种差异主要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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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

水提取

乙醇提取

温度 AO B
")
")

时间 A P B
8
8

溶剂量 A;7 B
!)
!)

植株部分

根 A根茎 B
茎

叶片

叶柄

果实

水提液 AE B

D#2 )
D!2 )
’#2 %
%#2 #
D%2 @

乙醇提液 AE B

DD2 !
882 ’
8’2 %
%!2 ’
’%2 #

表 ! 唐古特大黄各部分水提液和乙醇提液的

清除率及效果（-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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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部位

根 $根茎 %
叶

叶柄

水提液 $& %

’!( )
’*( *
+#( ’

乙醇提液 $& %

,-( +
+)( .
’#( ’

表 * 波叶大黄各部分水提液和醇提液的

清除率及效果（/ 0 "）

植株部位

根 $根茎 %
叶

叶柄

水提液 $& %

,-( ,
’#( !
.,( #

乙醇提液 $& %

.-( #

.#( ,
’#( ’

表 " 穗序大黄各部分水提液和醇提液

清除率及效果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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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种植株地上、地下部分清除率的比较

提取方法
唐古特大黄 波叶大黄 穗序大黄

水提液 $& %
乙醇提取液 $& %

地下

’-( #
’’( !

地上

,+( -
.*( *

地下

’!( )
,-( +

地上

’,( .
’’( ,

地下

,-( ,
.-( #

地上

,"( !
,"( )

片与叶柄中生理活性物质的含量和种类分布不同所

致。穗序大黄中叶片水提液与叶柄乙醇提取液的清除

效果相当，均比根部强。

*( " 唐古特大黄、波叶大黄和穗序大黄羟基自由基

清除率的比较

从表 ) 的比较来看，正品唐古特大黄根的清除率

比非正品波叶大黄、穗序大黄高，为 ’-( #& 和 ’’( !& ，

而地上部分的清除率却低于波叶大黄，乙醇提取液甚

至比穗序大黄更低。不同种和部位，所含生理活性物质

的分布不同，因此不能笼统地确定提取溶剂。

" 讨 论

我国已在从中草药中发掘抗氧化剂的研究领域进

行了探索，创造性地以单味中草药作为抗氧化剂进行

了研究。植物中抗氧化成分最多是酚羟基化合物，郑俊

华等认为大黄中的蒽醌类、苯丁酮甙类、鞣质类化合物

均有抗氧化活性 5 !" 6。从我们的测定结果来看，不仅可

利用正品唐古特大黄的根及根茎这一药用部分的抗氧

化活性，且从其地上部分和波叶大黄、穗序大黄中寻找

抗氧化剂不失为一种利用生物资源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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