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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血藤为一种传统药用植物 。为了了解大血藤的药用成分 , 利用聚酰胺薄层层析及

HPLC法分析了大血藤各器官黄酮类化合物的组成。聚酰胺薄层层析及 HPLC 法分析都显示

大血藤叶片含有 10种不同的黄酮甙 , 而嫩茎 、 叶柄与老茎中分别含有 10种 、 8种及 5种不

同的黄酮甙;大血藤叶片黄酮类化合物经盐酸水解后HPLC 分析显示有 8种不同的黄酮类化

合物 。大血藤叶片及嫩茎的黄酮类化合物组成成分较多 , 具有一定的应用开发前景 。图 3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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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血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隶属大血藤科大血藤属 , 大血藤科为我国所特有
[ 1]
。大血藤为落叶木

质藤木 , 根和藤可入药 , 有强筋骨 、 活血散瘀 、 止痛和通经之效 , 并可治疗阑尾炎和风湿性关节炎

等 , 又可用作杀虫剂
[ 2]
。Rmoker等分离了大血藤的三萜类皂素如儿茶素等 , 并发现在体内具有明显

的抗病毒效应
[ 3]
;Han等证实了大血藤还含有较多的木质素 ,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及防癌作用

[ 4]
。黄酮

类化合物是植物体中非常重要的一类次生代谢产物 , 是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的有效成分 , 对体内自由

基有清除作用 , 可抑制细胞的凋亡 , 另外还具有抗肿瘤 、抗病毒 、抗突变等生理活性
[ 5]
, 是一类具有

广泛开发前景的天然药物 。目前我国对大血藤黄酮化合物的研究尚未报道 , 作者以分布在天台山华顶

国家森林公园的大血藤为材料 , 对其黄酮化合物的成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 为进一步了解大血藤化学

成分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样地设在浙江天台华顶国家森林公园西茅蓬附近 , 海拔 820 m 。在样地内选取 5 株大血藤植株 ,

每株之间至少间隔 10 m , 随机剪取叶片 、 叶柄 、 嫩茎 (1年生)与老茎 (多年生), 用塑料袋封装 ,

立即带回实验室 , 将材料洗净 , 自然风干 , 100 ℃水蒸气固定 2.5 min , 70 ℃干燥 12 h , 研磨后经过

0.25 mm金属网筛 , 将烘干样品放入磨口广口瓶 , 置于-20 ℃冰箱保存 , 备用
[ 6]
。

HPLC为Waters-600型 , 254 nm紫外灯为ZF-1型手提式紫外分析仪。

1.2　方法

1.2.1　黄酮类化合物的制备　取样品 1 g , 置 50 mL 小烧杯中 , 加入 70%乙醇 15 mL , 在磁力搅拌器



上搅拌30 min , 转换至 10 mL离心管中 , 4 000 s
-1
离心 5 min , 取上清液至 100 mL 烧杯中 , 再重复进

行搅拌 , 离心 , 直至上清液无色 , 合并上清液 , 提取液减压浓缩 , 回收乙醇 , 剩余液体用石油醚萃取

去脂类杂质 , 取水相部分真空干燥 , 用色谱甲醇溶解 , 过滤 , 移入 50 mL 容量瓶中 , 用色谱甲醇定

容 , 备用 。

1.2.2　HPLC法分析黄酮类化合物　大血藤黄酮类化合物的水解 。取样品 25 mL 置 50 mL 烧杯中 , 加

入5 mL 250 g·kg
-1
HCl , 80 ℃水解 1 h , 真空干燥 , 用色谱甲醇溶解 , 过滤 , 转移至 50 mL 容量瓶中 ,

定容 , 取 20μL进行 HPLC测定
[ 7]
。

HPLC测定 。色谱仪为 Waters-600 , 色谱柱为 C18 柱 (4.6 mm×250 mm), 检测器为Waters-2487

DualλAbsorbance Detector , 流动相为甲醇∶0.4%磷酸溶液 (45∶55), 流速为 1 mL·min
-1
, 柱温为 25

℃, 检测波长 360 nm , 进样量为 20μL , 灵敏度为 0.4 AUFS 。

1.2.3　黄酮类化合物的薄层层析鉴定　层析用聚酰胺片 10 cm×20 cm (浙江省黄岩四青生化材料厂

出品), 展开系统为水∶无水乙醇∶丁酮∶乙酰丙酮=13∶3∶3∶1 , 层析后晾干薄膜 , 喷上 1.0 g·kg
-1
AlCl3

甲醇溶液 , 显色后用 254 nm紫外灯照射检测层析点的 R f 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血藤不同器官黄酮类化合物的聚酰胺薄层层析分析

图 1　大血藤黄酮类化合物聚酰胺薄层层析图谱
Figure 1　Polyacrylamide membrane chromatography of f lavonoids in

different Sargentodoxa cuneata organs

　　大血藤叶与茎的黄酮类化合物的聚酰胺薄层层

析紫外光下的模拟图谱如图 1所示。

从层析结果分析 , 大血藤叶片中含有 10 种的

黄酮甙 , 嫩茎中含有 10种黄酮甙 , 叶柄中含有 8

种黄酮甙 , 而老茎中只含有 5种黄酮甙。各种器官

的黄酮甙的聚酰胺薄层层析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

知 , 大血藤叶片与嫩茎的主要成分大致相同 , 嫩茎

含有 R f 值为 0.88的斑点 , 而叶片中并不含有;另

外嫩茎缺少 R f 值为 0.61的斑点 。由于大血藤的药

用部分为嫩茎 , 因此分析 R f 值为 0.88的黄酮类化

合物可能为大血藤药用有效成分 , 进一步的研究正

在进行中。R f =0.61 , R f =0.49 , R f =0.36 , R f =

0.19和 R f =0.01共 5个色斑在叶片 、嫩茎 、 叶柄

与老茎中均出现相同的颜色和迁移率 , 可知这 5种

黄酮成分同时存在于大血藤植株各部位中。

2.2　大血藤黄酮类化合物的 HPLC分析

按方法所述对大血藤叶片 、老茎 、 嫩茎和叶柄

的黄酮类化合物进行 HPLC 分析 , 结果如图 2 所

示。从图谱可知 , 大血藤叶片黄酮类化合物的成分

主要有 10种 , 其中 8种成分在方法所述的流动相

中可被洗脱 (将面积比例小于 1%的组分作为杂质

略去), 而其余 2种当洗脱液改变为甲醇时被洗脱 。

类似的分析显示嫩茎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的成分主要

有10种。叶柄中的黄酮类化合物有 8种 , 而老茎

中则只有 5种黄酮类化合物 。从图 2可知 , 在叶片

与嫩茎的 10种黄酮类化合物 HPLC 分析结果中的

峰的保留时间大致相等;而叶柄中的 8种黄酮类化合物的峰与叶片及嫩茎的保留时间也大致相等 ,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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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叶柄中也含有 10种黄酮类化合物 , 只是叶柄起到运输黄酮类化合物的作用 , 所以含量较低 , 导致

一些组分不可被分析;而老茎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可能由于代谢的进行不断被消耗 , 导致组分明显减

少 , 只含有洗脱较快的 5种组分 。

表 1　大血藤不同器官黄酮甙聚酰胺薄层层析结果
Table 1　Polyacrylamide membrance chromatography of flavonoids in different Sargentodoxa cuneata organs

色斑

编号

叶 嫩茎 叶柄 老茎

R f 值 显色 Rf 值 显色 R f 值 显色 Rf 值 显色

a 0.64
褐色

(黄绿)
0.88

无色

(红褐)
0.64

褐色

(黄绿)
0.61

无色

(黄绿)

b 0.61
无色

(黄绿)
0.64

褐色

(黄绿)
0.61

淡蓝色

(淡蓝)
0.49

无色

(黄绿)

c 0.54
淡蓝色

(淡蓝)
0.61

无色

(黄绿)
0.49

无色

(黄绿)
0.36

无色

(黄绿)

d 0.49
无色

(黄绿)
0.54

淡蓝色

(淡蓝)
0.42

无色

(黄绿)
0.19

淡蓝色

(淡蓝)

e 0.42
无色

(黄绿)
0.49

无色

(黄绿)
0.36

无色

(黄绿)
0.01

褐色

(褐色)

f 0.36
无色

(黄绿)
0.42

无色

(黄绿)
0.31

无色

(黄绿)

g 0.31
无色

(黄绿)
0.36

无色

(黄绿)
0.19

淡蓝色

(淡蓝)

h 0.19
淡蓝色

(淡蓝)
0.31

无色

(黄绿)
0.01

褐色

(褐色)

i 0.14
褐色

(黄绿)
0.19

淡蓝色

(淡蓝)

j 0.01
褐色

(褐色)
0.01

褐色

(褐色)

　　说明:括号外为聚酰胺薄层层析紫外光下斑点颜色, 括号内为聚酰胺薄层层析喷洒AlCl3-甲醇溶液后紫外光下显色斑点

图 2　大血藤叶片黄酮甙的 HPLC分析图谱 [流动相为甲醇∶0.4%磷酸 (45∶55)]
Figure 2　The HPLC analysis of flavonoids in Sargentodoxa cune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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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血藤叶片黄酮类化合物水解产物的 HPLC分析

植物体内的黄酮类化合物常与糖结合以甙的形式存在 。在盐酸存在下 , 糖苷键被打开 , 黄酮游离

出来 。大血藤叶片的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较高 , 并且近年来大血藤也被作为抗癌药加以应用 , 为了进

一步研究大血藤的黄酮类化合物 , 按方法所述将大血藤叶片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物在盐酸水解后进行

HPLC分析 , 结果如图 3所示。显示叶片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 8种 , 说明在大血藤叶片的 10种黄酮甙

中 , 有2种是同一种黄酮的不同糖类的结合物 。

图 3　大血藤叶片黄酮类化合物水解产物的HPLC分析图谱
Figure 3　The HPLC analysis of hydrolyzed f lavonoids ext racted from

the leafblades of Sargentodoxa cuneata

3　结语

聚酰胺薄层层析结果显示大血藤叶片

中含有10种的黄酮甙 , 嫩茎中含有 10种

黄酮甙 , 叶柄中含有 8种黄酮甙 , 而老茎

中只含有 5种黄酮甙 , 并且大血藤叶片与

嫩茎的主要成分大致相同 。HPLC 分析显

示大血藤叶片 、 嫩茎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成

分主要有 10种 , 相应地叶柄中含有 8种 ,

而老茎中则只含有 5种 , 从保留时间上看

这些组分大致相等。大血藤叶片与嫩茎的

黄酮类化合物组成成分较多 , 具有较广阔

的应用前景 , 因此本研究可为开发利用大

血藤药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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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study on the flavonoids from Sargentodoxa cune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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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rgentodoxa cuneat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primary effective

components , the flavnoids in different organ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by HPLC and polycrylamide membrane

chromatograph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10 , 10 , 8 and 5 kinds of flavonoids in the leafblade , twig ,

leafstalk and stem , respectively.The HPLC analysis of the hydrolyzed flavnoids extracted from the leafblad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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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entodoxa cuneata suggested that there were 8 kinds of flavonoids in leaflades of Sargentodoxa cuneata.The

relatively more components in the leafblades and twig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wide application of Sargentodoxa

cuneata.

Key words:Sargentodoxa cuneata;flavonoid;HPLC;polyacrylamide membrance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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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海镜书画展” 在京开展暨 《华海镜书画》 首发

由浙江林学院园林与艺术学院和北京蒂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华海镜书画展” 2002

年8月 18日在北京蒂嘉画廊展出。书画界知名人士王靖宪 、 薛永年 、 殷双喜 、 朱培尔 、吕书庆 、 许

宏泉 、乐泉 、李文亮 、纯空大师等参观了展览。开幕式之后举行了华海镜书画艺术研讨会。由中国艺

苑出版社出版的 《华海镜书画》 同时推出。

专家学者对华海镜的书画艺术评价甚高 。王靖宪 (原人民美术出版社古籍部主任 、 美术评论家):

君画不拘一家一格 , 然无论创作 、 写生 、临摹 , 皆格调幽雅清新 , 笔墨淋漓劲健 , 君之书法尤胜于绘

画 , 隶书学汉而雄浑 , 行草醉心于书家林散之 , 而于林之格局外自有己之气度 。薛永年 (中国美术学

院博士生导师 、 教授 、美术评论家):汉隶合公方 , 宝子于灵苗 , 遒古而清劲 , 行草融藏真 , 昌硕于

个性 , 空灵而苍浑。至于兰竹之潇洒出尘 , 睡鸭蔬果之神超墨妙 , 写实人物之形神兼备 , 均为同行中

不可多得者也。朱培尔 (《中国书法》 杂志主编助理 、 书法篆刻家):无论碑隶之苍劲厚浑 , 还是行草

之跌宕潇洒 , 无不流露出作者宁静秀逸的天然气质与清雅古香的文化底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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