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度 ,经回归得线性方程 A= 6. 344× 10- 3
C -

1. 302× 10- 3 , r为 0. 998 9。

3. 6　多糖的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约 0. 1～ 0. 15 g粗

多糖样品于小烧杯中 ,加水适量使溶解 ,定量转移至

100 mL容量瓶中 ,加水稀释至刻度 ,混匀 ,得样品溶

液 ,分别吸取该溶液 10. 0, 7. 5, 9. 0 mL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加水至刻度 ,得 3组供试品浓液。分别吸取

该供试品溶液各 2 m L于具塞试管中 (每组 3份 ) ,按

标准曲线项下方法操作 ,以酚-硫酸溶液为空白 ,在

488 nm处进行比色测定 ,按回归方程求出供试品溶

液中多糖含量。 同样测定对照药材 ,结果见表 1。
表 1　多糖含量测定结果

组　数 吸光度
检出量

(μg /m L)

含　量

(% )
t检验

伊犁黄芪 1 　 0. 155 　 12. 3 　 0. 35

2 0. 115 9. 15 0. 34

3 0. 140 11. 14 0. 35 P < 0. 001

蒙古黄芪 4 0. 19 15. 17 6. 6

5 0. 225 17. 83 6. 3

6 0. 27 21. 38 6. 3

3. 7　回收率实验: 取样品液 10. 0 mL 6份置 100

mL容量瓶中 ,分别加入 0, 5. 0 mL 0. 1 mg /mL的

标准品溶液 ,加水稀释至刻度 ,每份取 2 mL,按样品

测定项下操作 ,以酚 -硫酸溶液为空白 ,在 488 nm

处进行比色测定 ,计算回收率 ,结果回收率为

94. 7% ,RSD= 0. 32% (n= 6)。

4　讨论

4. 1　我们通过反复实验 ,发现伊犁黄芪中含黄芪甲

苷极少 ,在薄层板上只能见到模糊斑点。

4. 2　从图 1-B, C中可以看出伊犁黄芪与蒙古黄芪

的区别 ,这可用于对伊犁黄芪的鉴别。

4. 3　从多糖含量测定结果可看出伊犁黄芪多糖含

量明显低于蒙古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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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 L. 为马齿苋科马齿

苋属植物 ,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止血的功效。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有降血脂、抗衰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

作用。其化学成分含有 L -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 ,还

富含有机酸、氨基酸、蒽醌、香豆素等成分 [1 ]。马齿苋

多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我们采用蒽酮-硫酸比色

法 [2 ] ,对不同生长期的马齿苋多糖进行了含量测定。

1　仪器与试药

UV-240型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 马齿苋药

材 1, 2, 3分别在 7, 8, 9月份采集于天津郊区。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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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蒽酮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2　方法与结果

2. 1　多糖的提取与纯化: 取马齿苋干品 (水分 5%

～ 6% ) 2 g ,水煎煮 3次 ( 1. 5, 1. 0, 0. 5 h) ,过滤 ,提

取液静置 12 h后 ,取其上清液减压浓缩 ,浓缩液以

乙醇调至浓度 75% ,搅拌 ,静置 24 h ( 5℃～ 10

℃ ) ,沉淀物再分别以无水乙醇、丙酮、乙醚回流洗

涤 ,得灰白色粗多糖粉末 ,于 60℃ 烘干 ,密封备用。

2. 2　溶液的配制

2. 2. 1　葡萄糖标准液的配制: 精密称定 105℃ 干

燥至恒重的葡萄糖 0. 102 3 g ,以蒸馏水溶解 ,定容

至 100 mL容量瓶中 ,质量浓度为 1. 023 mg /mL。

2. 2. 2　马齿苋多糖液的制备:精密称定 60℃ 干燥

至恒重的马齿苋多糖各 50 mg ,加少量蒸馏水溶解 ,

定容至 100 mL容量瓶中。

2. 2. 3　蒽酮溶液的配制: 称取 0. 2 g蒽酮 ,加 100

m L浓硫酸 ,混合摇匀即得 (现配现用 )。

2. 2. 4　样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3批马齿苋干

粉 (过 80目筛 )各 0. 5 g 分别置圆底烧瓶中 ,以

80% 乙醇 20 mL,回流提取 1 h ,趁热过滤 ,残渣用

80% 热乙醇洗涤 ( 8 mL× 3) ,残渣连同滤纸置于圆

底烧瓶中 ,以 40 mL蒸馏水 ,加热回流提取 1 h,趁

热过滤 ,残渣用热水洗涤 ( 8 mL× 3) ,洗液并入滤液

中 ,放冷后 ,定容至 100 mL容量瓶中。

2. 3　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量取葡萄糖标准液

0. 1, 0. 2, 0. 3, 0. 4, 0. 5, 0. 6 mL于 10 mL容量瓶 ,

以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分别取 2 mL上述溶液

于 10 mL具塞试管中 ,以 2 mL蒸馏水作空白 ,各

自加入 4 mL蒽酮试剂 ,立即摇匀 ,置沸水浴中加热

8 min,迅速冷至室温 ,于 620 nm 处测定吸光度

( A)。以 A对葡萄糖浓度 C做回归处理 ,得回归方

程 C= - 0. 802 3+ 26. 684 A, r= 0. 999 1。表明葡

萄糖在 3. 41～ 20. 46μg /mL范围内与吸光度呈较

好的线性关系。

2. 4　换算因子的测定:分别取 2 mL多糖供试液及

4 mL蒽酮试剂于具塞试管中 ,摇匀 ,以下按“标准曲

线”项下操作测定 A值 ,计算供试液中葡萄糖含量。

计算换算因子 f = 4. 823, RSD= 1. 63% (n= 3)。

2. 5　稳定性实验:取 2. 4项中供试液 ,每隔 1 h测

定 1次吸光度 ,连续 6 h内考察其稳定性 , A=

0. 536, RSD= 0. 83% (n= 7) ,样品反应液较稳定。

2. 6　加样回收率测定:精密称定样品 2粉末 0. 2 g

及一定量化的多糖溶液 ,按“样品液制备”项制备溶

液 ,定容至 100 mL。各取制备液 0. 5 mL,于具塞试

管中 ,加水 1. 5 mL,按“标准曲线”项下测吸光度 ,计

算回收率为 102. 21% , RSD= 1. 5% (n= 5)。

2. 7　样品测定:分别量取各样品液 1 mL,置具塞试

管中 ,加水 1 m L,以“标准曲线”项下操作测定吸光

度 ,求出供试液中葡萄糖的含量。 按下式计算样品

中多糖含量 (表 1)。 多糖% = ( C· D· f /W )×

100% 。
式中: C为供试液中葡萄糖含量 ( mg /mL ) , D为供试液的稀

释因素 , f 为换算因子 , W为样品重量 ( mg )。

　　表 1　不同生长期马齿苋的多糖含量 (n= 5) (% )

样品 采集期 多糖含量 R SD

1 07-05 8. 63 2. 92

2 08-10 10. 22 1. 86

3 09-08 11. 06 3. 76

3　讨论

不同生长期的马齿苋多糖含量差异较明显 ,目

前的研究表明多糖具有诸多的生理活性 ,考虑到充

分利用有限的中药资源 ,应当选择最佳的采集期 ,从

而提高中药的使用价值。

本实验首先以 80% 乙醇回流提取除去小分子

糖、苷类、生物碱等干扰 ,再用水提取多糖 ,以蒽酮-

硫酸比色法测定样品中的单糖 ,通过单糖和多糖的

换算因子计算药材中的多糖。蒽酮试剂较稳定 ,但在

应用过程中 ,反应时间、温度要严格控制 ,充分混匀 ,

否则影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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