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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椇子总黄酮提取工艺及其解酒作用

张会香!!杨世军!!张 静

!桂林工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系"广西 桂林"3.$$3#

摘!要!分别用水和乙醇作为溶剂加热提取枳椇子中的总黄酮!用比色法测定黄酮的含量!分别以

提取时间"加热温度"料液比"提取次数等因素进行正交试验#对两种提取方法进行比较!确定各

因素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并对其解酒作用进行研究#水提取法的最优条件是$.$$4!料液比.561
78!加热$9":!回流提取#次%醇提取法的最佳条件$1$4!料液比.56%78!加热.9":!以体积

分数"$;的乙醇回流提取#次#实验结果显示!醇提取法比水提取法效果更好!枳椇子提取液具

有一定的解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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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 椇 子 系 鼠 李 科 植 物 枳 椇#!"#$%&’()*+&,
V:ADX$的干燥成熟带肉质花序轴的果实及种子%具
有很 好 的 药 理 作 用%其 功 效 主 要 为 清 热 利 尿&止 渴

除烦&解酒 等’近 年 来%国 内 外 学 者 对 枳 椇 子 药 理

作用及其机 制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研 究%有 文 献 报 道 称%
枳椇子对急性酒精中毒有预防作用’研究发现%枳

椇子的主要 化 学 成 分 为 黄 酮 类#包 括 山 奈 酚&洋 芹

素&3[%"%/0三羟基0#[%"[0二甲氧基黄酮&杨梅黄素&
槲皮素&双 氢 杨 梅 黄 素$和 蒽 醌 类 化 合 物 大 黄 素(.)

等’现代医学表明!黄酮类物质具有降低心肌耗氧

量%使冠状动 脉 和 脑 血 管 中 血 流 量 增 加%抗 心 律 失

常%软化血管%降低血糖&血脂%抗氧化%消除机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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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抗衰老和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能"
黄酮类化合 物 又 称 黄 酮 体#黄 碱 素!是 植 物 界

分布 最 广 的 一 类 成 分!具 有 广 泛 的 生 理 活 性!不 仅

用于防治高血压及动脉硬化的辅助治疗剂!而且具

有抗炎#抗菌#抗病毒及很强的保肝作用!其化学结

构为!0苯基色原酮!分子中具 有 酚 羟 基!可 与 =(#\

在碱 性 溶 液 中 显 色!在 一 定 浓 度 下!其 浓 度 与 吸 光

度符合比耳定律!可用这种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作者对枳 椇 子 中 黄 酮 成 分 的 提 取 工 艺 进 行 了

研究!确 定 了 其 最 优 提 取 工 艺 参 数!并 对 其 解 酒 作

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

?@?!仪器

E?@0远 红 外 恒 温 干 燥 箱!]F!.$F型 电 子 天

平!VT$.1$$F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水浴锅!旋转

蒸发仪)
?@A!试剂

枳椇子%市售&芦 丁!芸 香 叶 苷%中 国 医 药 集 团

上海化学试剂公司产品&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

钠#无水乙醇#甲醇!均为 =̂ "
试验动物%二级昆明种小白鼠!体重!$!!"5!

桂林医学院提供"

?@B!实验方法

?@B@?!芦丁标准曲线的绘制!取芦丁标准品适量

于小烧 杯 中!于.$" 4恒 温 干 燥!:!精 确 称 量

$9!$$$5!置于.$$78容量瓶中!用/$78甲醇温

热#_"7BD!溶 解 后 加 甲 醇 定 容 至.$$78"从 上

述溶液中吸取.$78于.$$78容量瓶!用甲醇定

容至.$$78!即得芦丁标准液’!$$"5(78)"
分别 取 芦 丁 标 准 液$!$9"!.9$!!9$!#9$!39$

78于%支试管中!用甲醇补足"78!分别加 入 质

量分 数";的 *,*‘! 溶 液$9"78!摇 匀 放 置%
7BD!然后再分别加入质量分数.$;的=(’*‘#)#溶

液$9"78!同样摇匀放置%7BD!最 后 再 加 入 质 量

分数3;的 *,‘? 溶 液378!摇 匀 放 置.$!!$
7BD!待测"

取标准样溶液从3$$!%$$D7扫描波长!以确

定实验的最大吸收波长!结果见图."

!!黄酮类物质经 =(#\ 显色后!在"$$D7有一明

显吸收峰!以下 以"$$D7的 最 大 吸 收 峰 为 测 量 波

长"将上述芦丁待测液于"$$D7的吸收波长下测

其吸光度-!结果见图!"

图?!芦丁标样紫外吸收光谱图

)-2C?!8DE&;:"$F0-"%:F.,0$&"(:0&%*&$*:&7F’.

图A!芦丁吸光度标准曲线图

)-2CA!+0&%*&$*,#$9."(01.&;:"$F0-"%,&F&,-03"(

:0&%*&$*:&7F’.

!!实验数据经回归后得到标准曲线为%.a$9!."
#/_$9$$%’0!a$9221/)

根据标准 曲 线 可 以 计 算 出 黄 酮 类 物 质 的 实 际

含量"

?@B@A!提取方法!用电子天平称取枳椇子粉末.$

5左右!置于圆底 烧 瓶 中!再 加 入 一 定 比 例 的 溶 剂!
于一定温度恒温水浴中加热一定时间!提取液经真

空浓缩过滤得滤液!待测"以制定芦丁标准曲线中

相同的显色方 法 进 行 显 色!在"$$D7测 定 其 吸 光

度"采用正交试验确定提取最佳工艺参数"

A!结果与分析

A@?!水提取法最佳条件的确定

根据单因 素 水 平 分 析 结 果 选 取 适 当 的 因 素 水

平!进行正交试验"选用82’#3)正交表进行正交试

验!因素水平如表.所示!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根据表!的极差分析!可以确定水提取法的最

佳提取条件为-#1.2#3#"因为此条件在正交试验

中没有进行!所 以 在 此 条 件 下 进 行 提 取!测 定 后 得

出-#1.2#3#条件下所提取出来的总黄酮质量分数

为!#%93!75(:5大 于 表 中 最 大 值!证 明 此 条 件 为

最佳条件!即.$$4#料 水 比 为.56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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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次为最佳提取条件!
表?!水提取法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8&;@?!)&,0"$:&%*’.9.’:"("$01"2"%&’*.:-2%"(>&0.$.5E

0$&,0-"%

水平
-

温度"
4

1
时间"
:

2
料水质量体积比"
#5678$

3
提取
次数

. 1$ $9" .63 .

! 2$ .9$ .6% !

# .$$ .9" .61 #

表A!水提取法中正交试验结果及分析表

8&;@A!81.$.:#’0:"("$01"2"%&’0.:0-%>&0.$.50$&,0-"%

试验
号 - 1 2 3

总黄酮
质量分数"
#75":5$

. . . . . 339..

! . ! ! ! %%9.%

# . # # # ..%9#/

3 ! . ! # .!39%$

" ! ! # . 1"92!

% ! # . ! .$#9!2

/ # . # ! .1"9.#

1 # ! . # .3#9$$

2 # # ! . 1/922

4. !!%9%3 #"#913 !2393 !.19$!

4! #.#91. !239$1 !/19/" #"39"1

4# 3.%9.! #$/9%" #1/93! #1#92/

A@A!醇提取法

根据单因 素 水 平 分 析 结 果 选 取 适 当 的 因 素 水

平%进行正交试验!选用82##3$正交表进行正交试

验%因素水平如表#所示!
表B!醇提取法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8&;@B!)&,0"$:&%*’.9.’:"("$01"2"%&’*.:-2%"(&’,"1"’.5E

0$&,0-"%

水平 -
醇体积分数";

1
温度"4

2
时间":

3
提取次数

. "$ %$ $9" .

! /$ /$ .9$ !

# #$ 1$ .9" #

!!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极差分析%可以得

出醇提取法的最优条件是&-.1#2#3#%即以乙醇体

积分数"$;’1$4’.9":’提取#次为最佳提取工

艺参数!

表G!醇提法中正交试验结果及分析表

8&;@G!81.$.:#’0:"("$01"2"%&’0.:0-%&’,"1"’.50$&,0-"%

试验
号 - 1 2 3

总黄酮
质量分数"
#75":5$

. . . . . /.93%

! . ! ! ! ."3922

# . # # # !2392#

3 ! . ! # .$39#%

" ! ! # . 1#911

% ! # . ! .#39$%

/ # . # ! .3291!

1 # ! . # !!$9%%

2 # # ! . .!.9/%

4. "!.9#1# !"9%33 !%9.1 !//9.

4! #!!9#3" 29"# #1.9.. 3#191/

4# 32!9!3 ""$9/" "!19%# %.292"

A@B!浓缩提取液的吸光度测定

取提取液减 压 蒸 馏%得 浓 缩 液%以 此 浓 缩 液 为

样本%经=(#\ 显色后在"$$D7测其吸光度%计算其

黄酮质量浓度为33/9!2"5"78!

A@G!体外解酒试验

取上述浓缩提取液与白酒以一定比例混合%并

以纯水作对照%采用@]"$$2931_1"#比重法$测定

乙 醇 体 积 分 数%研 究 枳 椇 子 提 取 液 在 体 外 解 酒 作

用%结果见表"!
表H!体外解酒试验结果

8&;@H!I.:#’0"(’.9.’"(&’,"%"’,"%,.%0$&0-"%0.:0

测试溶液 乙醇体积分数";

酒精 "%

浓缩液 $

5#酒精$65#浓缩液$a%$63$ !1

5#酒精$65#浓缩液$a/$6#$ #$

蒸馏水 $

5#酒精$65#蒸馏水$a%$63$ #/

5#酒精$65#蒸馏水$a/$6#$ #1

!!根据体外解酒试验%可以看出试验中提取出来

的枳椇子总黄酮具有较明显的解酒作用!

A@H!动物实验

取小鼠.!只%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禁食

.!:后%灌酒./78"Z5#以体重计$%."7BD后试验

组灌浓缩提取液#/78"Z5%对照组灌蒸馏水%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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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同试验组!各组在灌酒后#$"%$"2$".!$"."$"

.1$7BD时分别 在 小 鼠 眼 底 静 脉 采 血"测 定 血 醇 体

积分数#1$!
表J!枳椇子总黄酮 提 取 液 对 醉 酒 小 鼠 血 中 乙 醇 体 积 分 数

的影响!-K."J
8&;CJ!81..((.,0:"(0"0&’(’&9"%($"701.L"9.%-&*#’,-:C

81#%;"%01.&’,"1"’,"%,.%0$&0-"%-%7-,.;’""*
%"8&78’

组别
时间&7BD

#$ %$ 2$ .!$ ."$ .1$

对照
组
!9#%!b
$9/$2

#9/#"b
$9/%3

"9$!!b
$9%/1

"9%1$b
\$9//3

"9#!$b
$92#.

392/2b
$91$"

试验
组
.922$b
$9/#1

#9!.!b
$9%%"

#9/11b
$9"3%"

#9%/!b
$9/$2""

#9"2.b
$92/1"

#9###b
$9/1."

注("6#$9$""""6#$9$.!

!!由表%可知"在#$7BD和%$7BD时"试验组血

醇虽小于对照组"但差异无显著性%6$$9$"’"然而

在2$)."$).1$7BD时"两 组 相 比 差 异 均 显 著%6#
$9$"’"且在.!$7BD时 两 者 相 比 差 异 极 显 著%6#
$9$.’"说明 枳 椇 子 总 黄 酮 提 取 液 具 有 降 低 醉 酒 动

物血中乙醇浓度的作用!

B!讨!论

黄酮类化合物在甲醇中的溶解度最高"显色反

应灵敏度也最高"但是考虑到甲醇的毒性及易挥发

性"所以测定方法中采取乙醇和水作为溶剂进行试

验"结 果 发 现 其 灵 敏 度 比 甲 醇 略 低"但 并 不 影 响 测

定的结果!通过体外解酒试验和动物实验"可以看

出枳椇子总黄酮具有较明显的解酒作用"但要了解

其解酒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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