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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水溶性多糖提取工艺的研究

刘春兰，
(中央民族大

邓义红， 杨林， 杜宁
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雪莲多糖是一种水溶性的功能性天然多糖，作者比较了料液比、温度、提取时间等因素对

新疆雪莲组织培养物中雪莲多糖提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雪莲水溶性多糖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

为料液比为1 g。12 mL，温度85℃，时间2 h．粗多糖最大得率为7．08％。此粗多糖总糖质量分

数为15．37％，从糖含量的角度，新疆雪莲组织培养物提取的粗多糖是野生雪莲提取的粗多糖的优

良替代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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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Process of Water Soluble PoIysaccharide

From Saussurea involucrata．

LIU Chun-lan，DENG Yi-hong， YANG Lin，DU ning

(College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The Central Universityfor Nationaliti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o optimiz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Saussurea involucrata，a

water-soluble polysaccharide was extracted from Saussurea involucrata by method of boiling

water and ethanol deposition．Reagent proportion，reaction temperature and reaction time were

selected with substitution degree and yield as index by L9(33)orthogonal desig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ptimal extraction conditions were 85℃，2 h as well as the ratio 1：1 2 v／v．By

Combination with the optinums condition，a high crude polysaccharides(7．08％)was obtained，

and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was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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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 et Kir)系菊

科凤毛菊属的高山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拔4 000

m以上的高寒地区，是我国中药中的珍稀名贵药

材，具有终止妊娠、清除自由基及抗疲劳等功

效El-Z]。由于新疆雪莲生长环境特异，生长缓慢，人

工栽培困难，加上长期以来雪莲的粗放型和掠夺性

采挖，使雪莲资源严重匮乏。目前雪莲已被列为国

家2级濒危物种而受到保护。

关于雪莲多糖的研究已有报道[3-‘]。随着人们

保健意识的增强，对于雪莲多糖的研究及开发越来

越重视，应用组织与细胞培养技术进行雪莲的离体

细胞培养生产活性成分，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以代

替野生的雪莲[5]。就此，采用常用的水提醇沉法从

料液比、温度、提取时间等3个因素对培养雪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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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的提取进行了优化，得如雪莲多糖的最佳提取工

艺，为开发利用雪莲资源，探索雪莲多糖的药理活

性提供研究线索。

1材料与方法

1。1试材

新疆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 et Kir)

系菊科凤毛菊属，购自新疆和静县，幽中央民族大

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杨林老薅鉴定。经乙醇提

取的新疆雪莲愈伤组织阐体继代培养物的固体残

渣由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提供。野生西藏雪

莲粗多糖及野生灏疆雪莲题多糖均囊俸砻所在单

位提供。

’苯酚液的配制：取苯酚晶体100 g置于干烧瓶

孛，加入0。1 g销片穰0．05 g碳酸氯镳，熬热蒸镶，

收集182℃馏分10 g，加蒸馏水190 g溶解，嚣于棕

色瓶中备用。

蔼萄藉标准贮备滚酶麓备：精确嚣取105℃手

燥至恒重的标准葡萄糖(娥化试剂)100 mg，置100

mL棕色容量瓶巾，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瓣得鹰量浓度秀1．0 mg／mL蘸萄糖标准贮务液。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722型光栅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总厂产

瑟；8002型电热恒温水浴锅：天津赘孛环实验电炉

有限公司产品；KQ-250DB超声波清洗机：江苏省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产舷；精密电子天平、LD4-8

登离心枧；乾京暇用离心税产瑟；101-3鳖电热鼓菇

干燥箱：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产品；UV—

Jasc053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产品。

1。2方法

1．2．1 雪莲中粗多糖的提取 样品与体积分数

95％的乙醇混合水浴回流2 h，过滤，挥干有机溶剂

后，滤渣加入一定比瘸蒸馏承，在一定温度下浸提，

每隔15 min搅拌1次。然后离心(3 000 r／min)，上

清渡用乙醇沉淀，使乙醇体积分数达到一定值，静

置过夜，离心(3 000 r／min)，圆收上潘乙醇，沉淀震

无水乙醇、乙醚洗涤后于40℃真空干燥，即得粗多

糖。将此粗多糖称重，得多糖质量。出粗多糖的质

量和样品的质量之眈得粗多糖褥率E“”。

多糖得率(％)=(萼磊瓣)×100％
1．2．2多耱含量罅测定标准蘸线裁备：耩密吸

取质爨浓度为lmg／mL葡萄糖标准溶液0．5，1．0，

2．0，3．0，4．0 mL，均定容100 mL，葡萄糖质量浓度

分割为5，10，20，30，4．0 gg／mL。分裂取l。0 mL，

各加入苯酚溶液1．0 mL，混合后迅速加入浓硫酸

5．0 mL，混合均匀，另以1．0 mL水同上操作，作空

白液。予40℃水浴放置30 min，取出，冷却15

min。取其一，以空自傲对照，从430 nm始每隔壁

10 nm测定1次至530 rim，进行最大吸光度测定，选

择最大测定波长),max。在Xmax处测定备管吸光

度A值，绘锲标准燕线[8’103。

样品测定：取10 mg粗多糖溶于少鬣水中，定

容至100 mL，静止后取出1．0 mL，再定容至100

mL(ilt时滚滚屡量浓度为10 pg／mL)，精确吸取

1．0 mL粗多糖液予刻度试管巾，按标准曲线操作

测定A值。

衰1试验嚣素永警袭【“3

Tab．1 Experiment factor and level

1．2．3雪莲中粗多糖的确证及理化性质 取粗多

糖瘩溶滚10 mL，加入过量酶斐转试；塞|煮沸2 min，

将产生的红色沉淀趁热除去，滤液加入硫酸酸化，

加热煮沸10 min后用质量分数10％氢氧化钠中

穰，秀熬入一定量斐棒试荆，热热煮沸，观察是否有

砖红色沉淀。取粗多糖水溶液lO mL，加入I。一KI

试剂，观察溶液是否变蓝。

2结果与分析

2．1标准曲线的绘制

结果表明最大吸收波长天一隽490 Ilm，凳匿l。

故以490 nm为测定波长。在490 nm波长处测定

吸光度，得网归方程：A=o。008 3C—O．001 4，R2=

0．997 6(携一S>。试验表明在糖黉量浓度5一-40弘g／

mL范围内，吸光度舄糖质量浓度呈现良好的线形

荚系如图2。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吸收渡I曼／nm

鍪1纛筵骧毂滚繁豹选撵

Fig．1 The selection of the optimal absorbtion wavele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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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葡萄糖橼准曲线

Fig．2 The standard cal ve of攀OCOSe

按标准曲线操作测定A值，代入回归方程，求

出总糖藤量分数为15。37％。在襁同的条件下提取

后，测得野生新疆霸莲翻西藏雪莲粗多糖中糖禽

量，如表2。由表4可知新疆雪莲组织培养物提取

的粗多糖孛糖含量稠野生薪疆雪莲提取的粗多糖

中糖含量比较接近，比野生西藏雪莲提取的粗多糖

中糖质量分数多2．57％。从糖含量的角度，新疆霉

莲组织培养物提取熬粗多糖罴野生雪莲提取的艇

多糖的优良替代品。

襄2糨多糖中多糖质量分数

Tab．2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 in rude polysaccharide

辫莲种类 多糖质量分数／％

组织培养物

辩生薪疆

野生西藏

15．37

lS．25

12．80

∞
、

嘲

整

馨

坻

馥90

0．88

龇0 86

纛
n74

2．2雪莲多糖提取工艺条件

据多糖提取方法，按照正交实验。结栗如表3

和图3。不同因素水平对提取率有明显的作用，当

料液比增大时，多糖质量增加。当料液比1 g。12

mL时，多糖凌量增加很少。提取激度低，多糖扩散

慢，提取率低。由图3可以看出，在同一条件下随

温度增加，多糖质量呈现上升趋势。

隧浸提彝季阅的增艇，多糖震璧也有递增趋势。

如图3所示，当浸提时间超过2 h，多糖质量增加不

明显，从节能方面考虑，选择浸提2 h为宜。

表3委交实验续栗

Tab．3 The results of orthogonal design

列弩A B C篙g熟
l l l 1 0．222 4

2 1 2 2 0．244 l

S l 3 3 0。281 6

4 2 l 2 0．250 2

S 2 2 3 0．287 4

8 2 3 l 0，253 8

7 3 1 3 0．284 6

8 3 2 l 0．304 4

9 3 3 2 0．354 0 7。08

Kl 0．748 1 0．757 2 0．780 6

K￡0。791 4 0．835 9 0。848 3+

K3 0．942 0 0。889 4 0．853 6

R?0．0646 0．044 1 0．0243

啪
、

糠

整

鞑
媳

重3不霹霪素簿霉莲多糖摄取率豹彰滴

Fig．3 Effect of factor on the extraction rate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Sau$$urea involucrate

表4多糖质量方差分析 从表4方惹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多糖质量为指
Tab．4 Variance analysis based on yield aS index 标射，各因素均无显著性彩噙(P>◇。05)。

Fo．∞(2，2)=19。0

从极差R值的大小(RA>R。>尺c)可得出，料

液比(A)是影响雪莲多糖提取的主要因素，其次是

温度(容)，最爨是浸提对阕(e)。放定值再结合各

因素K值，可得出较好的因素水平是A。B。c2，与正

交实验所设计的工艺条件基本一致。综合能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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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原因考虑，选择料液比为l g；12 mL，浸挺温

度为85℃、浸提时间为2 h较为理想。如表2所

示，以提取多糖质量鸯目掾，料渡毙戳l g；12 mL，

温度85℃，时间2 h，提取率可达7．08％。

2．3雷莲粗多糖的分析

霉莲酵沉淀锈去除还原糖后，酸化瘩解，糯入

适量斐林试剂产生砖红色沉淀，证明雪莲醇沉淀含

有多糖成分。在多糖溶液中加入I。一KI试剂，溶液

未变成蓝色，说唉多糖孛零含有淀粉。雪莲中褪多

糖是灰褐色粉末，溶于水，不溶于高浓度的乙醇、丙

酮等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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