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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掌握竹红菌甲素的测定方法 , 测得了竹红菌甲素吸收曲线 , 研究了不同体质分数

乙醇溶液浸提 、 不同浸提时间 、竹黄子座不同颗粒度和不同乙醇用量对竹红菌甲素提取效果

的影响 。结果表明 , 竹黄子座中竹红菌甲素含量最佳测定方法是将颗粒度为 0.1 g·颗
-1
的竹

黄子座风干品 10颗浸泡于100 mL无水乙醇中 , 8 d后 , 稀释10倍 , 于465 nm波长下测定吸

光度 。图 1表3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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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红菌甲素 (hypocrellin A)是名贵野生药用真菌竹黄 Shiraia bambusicola的主要有效成分 。竹黄菌

隶属于子囊菌亚门Ascomycotina , 核菌纲 Pyrenomycetes球壳目 Sphaeriales肉座菌科Hypocreaceae 竹黄属

Shiraia
[ 1 , 2]

。常寄生在短穗竹 Semiarundinaria densiflora 、 苦竹 Pleioblastus amarus 、 雷竹 Phyllostachys

praecox 和篌竹Phyllostachys nidnlaria 等的枝秆上。近年来 , 竹黄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 对其

进行了化学成分
[ 3]
、药理作用

[ 4 ～ 6]
和临床应用

[ 7]
等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竹黄具有营气卫血 , 破瘀止

痛 , 促进新陈代谢 , 增强体质等功能
[ 8 , 9]

。

竹黄的有效药用成分竹红菌甲素更是倍受关注 , 它是一种 醌类光动力学色素 , 也是一种新型的

光化学疗法药物
[ 10]
, 经药理实验与临床应用 , 显示了较强的生理活性和药理作用。其主要药理作用

有镇痛 、抗炎 、 抗菌 、抗癌 、 护肝和保护心血管
[ 11 , 12]

等 。竹红菌甲素的含量是衡量竹黄品质的重要指

标 , 但很少有人研究竹黄竹红菌甲素含量测定方法 , 仅有吕孝敢等
[ 13]
报道竹黄乙醇溶液在 465 nm波

长下有最大吸收 , 且其他成分在这一波长下无干扰 , 可借以定量。该报道没有说明乙醇体积分数与用

量 , 也没有说明竹黄浸提时间与颗粒度 , 而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测定结果 。本文旨在摸索出竹黄子座

中竹红菌甲素含量测定的具体可操作性方法 , 为竹黄品质鉴定 、优良菌株选育和人工培养等研究工作

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竹黄子座　2001年 5月 1日 , 在临安九仙山短穗竹上人工采集野生竹黄子座 , 于室内通风处

风干 , 注意防霉和避免阳光曝晒。

1.1.2　竹红菌甲素浸提试剂　无水乙醇 , 分析纯 。



1.2　实验方法

1.2.1　确定测定波长　将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浸入100mL 无水乙醇中 , 分别在325 ～ 630

nm波长下 (7230G型分光光度计)每隔 5 nm测定吸光度 , 以获得竹红菌甲素吸收曲线 , 并确定测定

波长 。

1.2.2　确定浸提试剂体积分数与测定时间　将 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浸入 100 mL 体积分

数为 30%, 40%, 50%, 60%, 70%, 80%, 90%与 100%乙醇溶液 (无水乙醇)中 , 浸提 4 h , 12 h ,

24 h , 26 h , 48 h , 72 h , 96 h , 120 h , 144 h , 168 h , 192 h , 216 h和240 h后稀释 10倍 , 在 465 nm波

长下测定吸光度 。通过比较吸光度 , 选择一个最佳的提取时间和提取溶剂浓度 。

1.2.3　确定浸提颗粒度　采用 2×0.5 g , 4×0.25 g , 10×0.1 g 和粉状 (将竹黄风干品磨成粉后 , 用

棉布包好)4个不同颗粒度组成 1 g竹黄 , 分别浸入 100mL无水乙醇中 , 浸提 4 h , 12 h , 36 h , 48 h ,

72 h , 96 h , 120 h , 144 h , 168 h , 192 h , 216 h和 240 h , 后稀释 10倍在 465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通过比较吸光度 , 选择最佳浸提颗粒度 。

1.2.4　确定浸提试剂用量　将 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浸入 50 mL , 75 mL , 100 mL , 125 mL

和150 mL 无水乙醇中 , 浸提 4 h , 12 h , 24 h , 36 h , 48 h , 72 h , 96 h , 120 h , 144 h , 168 h , 192 h ,

216 h和 240 h后 , 稀释 10倍 , 在 465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 确定最佳浸提试剂用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吸收波长对吸光度的影响

由图 1可见 , 竹红菌甲素在波长 465 nm处有一最大吸收峰 , 此吸收曲线与万象义等
[ 14]
测定的竹

红菌甲素吸收曲线一致 , 所以确定 465 nm为竹红菌甲素含量测定波长 。

图 1　竹红菌甲素吸收曲线
Figure 1　The absorbing curve of hypocrellin A

2.2　不同体质分数乙醇 , 不同提取时间对竹红菌甲

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由表 1可以看出 , 乙醇体积分数越高 , 竹红菌

甲素的提取效果越好 , 因为竹红菌甲素为脂溶性色

素 , 能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而不溶于水 。100%乙醇

(即无水乙醇)作为浸提试剂提取效果明显比其他浓

度乙醇溶液好 , 且无水乙醇易于回收 , 有利于下一

步竹红菌甲素的分离提纯且节约实验费用 。在 192 h

(即 8 d)吸光度达到最高值 , 如继续浸提 , 则吸光

度略有下降 。我们将浸提了 240 h (10 d)后的浸提液过滤 , 将竹黄子座颗粒继续浸于新的无水乙醇

中 , 除最初浸于无水乙醇的竹黄子座颗粒浸提液吸光度约等于 0 (可忽略)外 , 其他浸提液均仍有竹

红菌甲素溶出。所以我们选择无水乙醇浸泡竹黄 8 d后测定吸光度。

2.3　不同颗粒度对竹红菌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由表 2可见除粉状样品外 , 竹黄颗粒度越小 , 则乙醇对其所含的竹红菌甲素的提取效果越好 。粉

状样品虽然提取速度最快 , 但 34 h后反而落后于 0.1 g·颗
-1
的样品 。这可能是因为用棉布包住样品 ,

会有一部分竹红菌甲素被棉布吸收 , 从而使吸光度下降。而如不用棉布将竹黄粉包起来 , 则测定时必

须过滤 , 也会有一部分竹红菌甲素损失 , 从而影响测定准确性。我们将 0.1 g·颗
-1
的样品浸提了 240

h (10 d)后的浸提液过滤 , 将竹黄子座颗粒继续浸于新的无水乙醇中 , 8 d后测定浸提液吸光度约等

于0 (可忽略)。所以我们选择0.1 g·颗
-1
作为测定的颗粒度 。

2.4　不同乙醇用量对竹红菌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由表 3可得到 , 将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浸入 100 mL , 125 mL与 150 mL无水乙醇中 ,

经换算成相同乙醇体积 , 96 h后浸提液吸光度无明显差别 。而浸入 75 mL和 50 mL无水乙醇中 , 经换

算成相同乙醇体积 , 浸提液吸光度明显较小。所以选择将 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浸入 100

mL 无水乙醇中能得到准确的测定结果 , 且最节约实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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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体积分数乙醇溶液 , 不同浸提时间对竹红菌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varied alcohol liquors concentrat ion and immersed time on the dist ill impact of hypocrellin A

浸提时间/ h
不同乙醇体积分数下浸提液的吸光度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4 0.021 1 0.0289 0.0410 0.061 9 0.052 3 0.0705 0.0972 0.160 3

10 0.025 0 0.0458 0.0731 0.113 2 0.094 2 0.1344 0.1776 0.269 9

22 0.040 8 0.0710 0.1533 0.182 9 0.141 7 0.1962 0.2581 0.373 3

34 0.048 2 0.0904 0.1803 0.269 6 0.233 3 0.2761 0.2976 0.431 7

48 0.054 1 0.1093 0.1699 0.300 6 0.263 5 0.3135 0.3157 0.452 8

72 0.059 4 0.1672 0.2328 0.331 6 0.295 2 0.3088 0.3328 0.469 9

96 0.071 2 0.1952 0.2557 0.374 4 0.322 8 0.3535 0.3435 0.468 5

120 0.070 0 0.1952 0.2939 0.388 3 0.347 4 0.3690 0.03520 0.472 8

144 0.074 4 0.2324 0.2969 0.403 3 0.360 2 0.3711 0.3429 0.483 7

168 0.077 6 0.2376 0.3060 0.416 7 0.368 4 0.3872 0.3589 0.484 7

192 0.079 7 0.2469 0.2893 0.416 1 0.366 8 0.3924 0.3531 0.493 4

216 0.080 4 0.2749 0.3117 0.411 3 0.385 8 0.3820 0.3611 0.492 9

240 0.079 8 0.2708 0.3071 0.420 4 0.375 0 0.3862 0.3552 0.479 3

表 2　竹黄不同颗粒度对竹红菌

　 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varied stomatas granularity on the

disti ll impact of hypocrellin A

浸提时间/ h
不同竹黄颗粒度下浸提液的吸光度

0.5 g·颗-1 0.25 g·颗-1 0.1 g·颗-1 粉状

4 0.123 8 0.156 7 0.160 3 0.385 1

10 0.229 5 0.289 8 0.269 9 0.397 5

22 0.258 0 0.358 6 0.373 3 0.411 3

34 0.306 0 0.366 5 0.431 7 0.409 5

48 0.281 4 0.380 3 0.452 8 0.416 9

72 0.290 9 0.378 3 0.469 9 0.405 5

96 0.298 7 0.386 7 0.468 5 0.420 9

120 0.303 1 0.396 6 0.472 8 0.427 4

144 0.314 9 0.395 6 0.483 7 0.432 3

168 0.307 1 0.399 8 0.484 7 0.425 4

192 0.310 5 0.388 7 0.493 4 0.427 4

216 0.303 2 0.377 3 0.492 9 0.405 0

240 0.290 4 0.374 9 0.479 3 0.411 4

表 3　不同乙醇用量对竹红菌

　　甲素提取效果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varied alcohols dosage on the

distill impact of Hypocrellin A

浸提时间/ h
不同乙醇用量下浸提液的吸光度

50 mL 75 mL 100 mL 125mL 150 mL

4 0.123 8 0.148 8 0.160 3 0.223 5 0.254 4

10 0.229 5 0.259 5 0.269 1 0.289 8 0.325 1

22 0.258 0 0.291 1 0.373 7 0.381 4 0.397 5

34 0.281 7 0.316 6 0.431 7 0.442 3 0.458 7
48 0.281 4 0.324 1 0.452 8 0.462 9 0.465 6

72 0.290 9 0.321 1 0.468 5 0.456 2 0.483 5

96 0.298 7 0.356 3 0.469 9 0.469 5 0.463 8

120 0.303 1 0.373 2 0.472 8 0.486 9 0.482 5

144 0.314 9 0.384 6 0.483 7 0.490 3 0.488 8

168 0.307 1 0.401 1 0.484 7 0.475 6 0.482 0

192 0.310 5 0.430 4 0.493 4 0.492 8 0.489 7

216 0.303 2 0.421 9 0.492 7 0.492 8 0.492 1

240 0.298 4 0.408 3 0.486 5 0.483 6 0.479 9

3　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 , 得到竹黄子座中竹红菌甲素含量测定方法:以 1 g (10×0.1 g)竹黄子座风干品

在100 mL无水乙醇中浸泡 8 d后 , 稀释 10倍 , 465 nm波长测定吸光度 。

由于竹红菌甲素不溶于水 , 所以竹黄子座必须经过风干后 , 才能进行竹红菌甲素含量测定 , 否则

会影响测定准确性。如果天气干燥 , 竹黄子座可以直接在空气中风干 , 注意避免阳光曝晒;如果在潮

湿的季节 , 则可将竹黄子座在低于 60 ℃的恒温干燥箱中烘干。如不马上进行测定 , 应将竹黄子座入

冰箱冷藏室中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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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文所得测定方法比前人研究结果更为具体 ,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研究中发现竹黄不同个体及同一个体的不同部位竹红菌甲素含量有一些差异 , 但似乎又无规律

可循 , 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将它们都同等对待 。这必定给实验结果带来一定的误差。在今后的研究中应

找出差别的规律 , 以便取样更加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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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crellin A in Shiraia bambus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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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bsorbing curve of hypocrellin A and effect of alcohol concentrations , immersed time , stomata

granularities , alcohol dosages on the extraetion of hypocrellin A were studied in the pap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st scheme of determining the content of hypocrellin A in Shiraia bambusicola stomata was 1 g of air-dried

stomata of Shiraia bambusicola (each pellet weights 0.1 g , amount to 10 pellets were saturated by 100 mL of Et-

OH.Then we dilute the extract by 10 times and determine the absorption at the wavelength of 465 nm after 8 days.

Key words:Shiraia bambusicola;hypocrellin A;determining mothod;ex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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