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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种云南蕨类植物中的总黄酮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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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分光光度法,以芦丁为标准品,对 32种云南蕨类植物中总黄酮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所研究的

32种云南蕨类植物中均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而且其中 18 种植物的总黄酮质量分数超过 3% , 总黄酮质量分数

低于 1%的仅有 6 种, 表明蕨类植物是黄酮类化合物的极好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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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蕨类植物现存约 12 000 种, 以热带、亚热带地

区分布最广. 我国有 61科, 223属,约 2 600种,其

中可供药用的约 300余种,主要分布在华南及西南

地区. 云南是中国蕨类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约

有 1 500 种, 种数占全国的 57. 7%, 特有种类达

200余种.我国用蕨类植物入药已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 2世纪左右的5神农本草经6中就已有
记载[ 1] . 药用蕨类植物具有舒筋活血、除湿镇痛、

清热滑肠、止咳化痰、利尿安神、止血、驱虫、解毒、

抗菌、抗癌、抗 HIV 等功效. 药用蕨类植物的成分

主要有酚类化合物、黄酮类、生物碱类、甾体及三萜

类化合物等
[ 2~ 6]

, 其中黄酮类化合物是蕨类植物

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成分,且多具有生理活性, 如清

除自由抑制亚油酸氧化,在生理学、医学和营养学

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松弛血管痉挛、抗心肌缺血、降

血脂、抗肿瘤、抑菌、保肝等活性
[ 7~ 9]

.同时蕨类植

物中的黄酮类成分还具有一定系统学意义[ 10] .本

文对采自云南省的 32种蕨类植物的总黄酮质量分

数进行了测定, 为云南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指导和参考.

1  实  验

1. 1  仪器、样品与试剂  UV - VIS- PC2401型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公司) ; 32种蕨类

植物于 2006年分别采自云南元阳县、麻栗坡县、屏

边大围山、威信大雪山、彝良小草坝、广南坝美等地

(表 1) , 并经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陆树刚教授鉴

定.芦丁标准品 (上海生物试剂厂)、NaNO2、Al

( NO3) 3、NaOH、无水乙醇等均为分析纯,所用水为

蒸馏水.

1. 2  实验方法[ 11, 12]

1. 2. 1  蕨类植物的提取  将采来的植物洗净、晒
干、粉碎后,用无水乙醇回流提取 3次,每次 3 h,提

取液过滤、减压蒸干后, 放入真空干燥箱干燥备用.

1. 2. 2  溶液配制  蕨类植物粗提浸膏用无水乙醇
超声溶解,过滤,配制成 0. 2 mg/ mL 的使用液. 0. 2

mg/ mL 的芦丁乙醇溶液; 5%的 NaNO2 溶液; 10%

的 Al( NO3) 3 溶液; 1. 0 mol/ L 的 NaOH 溶液.

1. 2. 3  标准曲线方程  分别取 0, 0. 1, 0. 5, 1. 0,

1. 5, 2. 0, 2. 5, 3. 0 mL 的 0. 2 mg/ mL 芦丁标准溶

液于 8 支 10 mL 的比色管中, 分别加入 0. 3 mL

5%的 NaNO2 溶液, 0. 3 mL 的 10% Al( NO3) 3 溶

液和 1. 0 mol/ L NaOH 溶液 4. 0 mL,定容至刻度,

摇匀.以空白溶液作参比, 在 K= 510 nm 处测吸光

度.绘制所含总黄酮质量 m ( mg) - 吸光度 A 的标

准曲 线, 经 线 性 回 归, 得 回 归 方 程 m =

8. 319 8 @ 10- 3+ 0. 761A , 其线性范围为 0~ 0. 6

mg,相关系数 r= 0. 99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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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2 种云南蕨类植物样品总黄酮的质量分数

Tab. 1 Total favonoid contents of 32 fern plants in Yunnan province

植物科属 植物名称 w (总黄酮) / %

乌毛蕨科,狗脊蕨属 狗脊蕨 Woodwardia japonica 8. 70

乌毛蕨科,狗脊蕨属 单芽狗脊 Woodwardia unigemmata 8. 38

乌毛蕨科,苏铁蕨属 苏铁蕨 Brainea insignis 6. 48

鳞毛蕨科,耳蕨属 密果耳蕨 Polystichum pycnop terum 3. 58

鳞毛蕨科,耳蕨属 半育耳蕨 Polystichum semif er tile 4. 94

鳞毛蕨科,肉刺蕨属 有盖肉刺蕨 Nothop eranema hendersonii 5. 88

鳞毛蕨科,鳞毛蕨属 联合鳞毛蕨 Dryop ter is conjugata 5. 57

鳞毛蕨科,鳞毛蕨属 近川西鳞毛蕨 Dryop ter is neor osthornii 4. 31

水龙骨科,节肢蕨属 单行节肢蕨 A r thromer is wallichiana 3. 39

水龙骨科,石韦属 石韦 Py rr osia lingua 3. 59

水龙骨科,石韦属 庐山石韦 Py rr osia sheaer i 4. 03

水龙骨科,石韦属 绒毛石韦 Py rr osia subf urf uracea 1. 81

水龙骨科,水龙骨属 友水龙骨 Polypodiodes amoena 0. 94

水龙骨科,水龙骨属 蒙自拟水龙骨 Polypodiodes mengtz eense 3. 74

水龙骨科,瘤蕨属 光亮瘤蕨 Phymatosorus cusp idatus 5. 54

紫萁科,紫萁属 紫萁 Osmunda japonica 2. 82

紫萁科,紫萁属 分株紫萁 Osmunda cinnamomea 3. 35

紫萁科,紫萁属 绒紫萁 Osmunda clyatoniana 1. 16

瘤足蕨科,瘤足蕨属 大瘤足蕨 Plagiogy ria max ima 1. 05

瘤足蕨科,瘤足蕨属 镰叶瘤足蕨 Plagiogy ria distinctissima 0. 64

叉蕨科,轴鳞蕨属 泡鳞轴鳞蕨 Dryop sis mar if ormis 4. 44

叉蕨科,轴鳞蕨属 异鳞轴鳞蕨 Dryop sis heter olaena 5. 31

石杉科,马尾杉属 椭圆叶马尾杉 Phlegmar iurus henry i 2. 65

石杉科,石杉属 皱边石杉 Huper z ia cr ispata 2. 25

鳞始蕨科,鳞始蕨属 鳞始蕨 L indsaea ordorata 0. 65

桫椤科,白桫椤属 白桫椤 Sphaerop ter is brunoniana 4. 73

铁角蕨科,铁角蕨属 厚叶铁角蕨 A sp lenium grif f ithianum 0. 41

金星蕨科,钩毛蕨属 滇东南钩毛蕨 Cyclogramma neoaur iculata 2. 54

凤尾蕨科,凤尾蕨属 云南凤尾蕨 Pteris yunnanensis 0. 50

球子蕨科,荚果蕨属 东方荚果蕨 Matteuccia or ientalis 1. 31

蹄盖蕨科,短肠蕨属 喜马拉雅短肠蕨 A llantodia himalayensis 0. 56

骨碎补科,阴石蕨属 半圆盖阴石蕨 Humata p laty lepis 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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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样品的测定  在 10 mL 比色管中加入 0. 2

mg/ mL 的待测样品的乙醇液 5 mL, 再分别加入

0. 3 mL 5% 的 NaNO2 溶液, 0. 3 mL 10% 的

Al( NO3) 3溶液, 及 1. 0 mol/ L 的 NaOH 溶液 4. 0

mL,定容至 10 mL. 摇匀, 用空白溶液作参比. 在

K= 510 nm处测吸光度.

植物样品中总黄酮质量分数(以芦丁计, % ) =

m 1 m 3 V 1

m 2 m 4 V 2
@ 100

式中: m 1为所测样品液中的总黄酮量( mg) ;

m 2为配制样品使用液时所称粗提浸膏质量( mg) ;

m 3为粗提浸膏总量( g ) ; m 4 为植物样品总干重

( g) ; V 1为配制的样品溶液总体积( mL) ; V 2 为测

量时所取样品溶液体积( mL) .

1. 2. 5  加标回收实验  取 4支 10 mL 比色管,分

别加入 2mL 0. 3 mg/ mL 的乙醇样品溶液,在其中

3份中分别加入 0. 5 mL 的 0. 2 mg/ mL 的标准溶

液, 然后再在 4 支比色管中分别加 0. 3 mL 5%

NaNO2溶液, 0. 3 mL 10% 的 Al( NO3) 3 溶液, 及

1. 0 mol/ L的 NaOH 溶液 4. 0 mL, 定容至 10 mL,

摇匀. 用空白溶液作参比.在 K= 510 nm 处测吸光

度.

回收率( %) = [测得总量/ (样品含量+ 加标

量) ] @ 100

2  结果与讨论

所研究 32种蕨类植物中涉及 15科, 22属.从

表1可看出, 黄酮类化合物普遍存在于蕨类植物

中,但不同蕨类植物中, 总黄酮的质量分数明显不

同.在所测试的样品中, 质量分数最高的是狗脊蕨

( Woodwardia j aponica) , 达到了8. 70% .质量分数

最低的是厚叶铁角蕨( A sp lenium gr if f ithianum ) ,

仅为 0. 410% .蔡建秀等曾对 22种福建产蕨类植

物的总黄酮质量分数进行了研究[ 12]
, 发现鳞始蕨

科植物乌蕨( Stenoloma chusans)的地上部分的黄

酮质量分数高达 34. 24% .本研究测定了其同科植

物鳞始蕨( L indsaea ordorata)中总黄酮质量分数,

仅为 0. 65%. 福建产狗脊蕨地上和地下部分的黄

酮质量分数分别为 3. 045% 和 2. 774% , 石韦

( Pyrr osia l ingua)的黄酮质量分数为 2. 188% . 而

云南产狗脊蕨的黄酮质量分数达 8. 70% , 石韦的

黄酮质量分数为 3. 59%. 表明植物的生长环境不

同,其黄酮质量分数也有明显差异.综合文献报道

和本研究结果,初步可以看出乌毛蕨科、鳞毛蕨科、

水龙骨科、叉蕨科植物中黄酮含量相对丰富, 而凤

尾蕨科、铁角蕨科、瘤足蕨科植物中黄酮含量相对

较低.

从银杏叶、桑叶中提取的总黄酮制成的药用片

剂或针剂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显示较好的疗效,

其中银杏叶黄酮质量分数在 2. 5% ~ 5%(干重)之

间,桑叶黄酮质量分数在 1% ~ 3% (干重)之间. 在

测定的 32个样品中,有 18个种的总黄酮质量分数

超过 3%,总黄酮质量分数低于 1%的仅有 6种, 表

明蕨类植物是黄酮类化合物的极好资源.

3  加标回收率

选择了部分样品进行了加标回收实验,以考察

测定方法及结果的可靠性.平均加标回收率测定结

果见表 2.从测定的结果看,测定样品的平均加标

回收率在 96. 7% ~ 102% 之间, 标准偏差在

1. 2%~ 2. 9%之间,表明测定方法可靠, 测定结果

可信.

表 2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结果( n= 3)

Tab. 2 T he recovery o f total favonoids in some fern plants

样品名称
原样品液中

总黄酮量/ mg

加标后总平均

黄酮量/ mg

平均回收

率/ %
RSD/ %

狗脊蕨 Woodw ardia japonica 0. 31 0. 42 102 2. 6

单芽狗脊 Woodw ardia unigemmata 0. 36 0. 46 100 2. 1

苏铁蕨 Brainea insignis 0. 27 0. 36 97. 2 1. 9

有盖肉刺蕨 Nothop eranema hender sonii 0. 32 0. 42 100 1. 2

异鳞轴鳞蕨 Dryop sis heterolaena 0. 20 0. 29 96. 7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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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total flavonoid contents of 32 kinds of fern plants in Yunnan Province w as determined by

spect rophotometry.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fern plants contained f lavonoids, and the total f lavonids con-

tents were dif ferent for the various ferns. The total flavonoid contents of 18 among the 32 kinds of fern plants

w ere beyond 3%, which indicated that fern is a good resource of flavonoid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chemical const ituents and pharmacology.

Key words: fern; total f lvono ides; spectrophot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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