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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刺五加为五加科植物，其所含刺五加皂甙有极强的药理作用。根据刺五加皂甙的理

化性质，采用分光光度法在不同提取剂、不同料液比、不同温度、不同时间下对刺五加提取液

中皂甙含量进行测定，最后确定刺五加皂甙提取的最佳条件为：以 ()*乙醇为提取剂，料液比

为 !：+，温度为 ,%-，提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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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中草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药正逐

渐被世界认可，并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因此，中

药及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提取，有着极高的研究

价值。刺五加为五加科植物，俗名刺拐棒、老虎镣

子、刺老鸦子。该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部，

具有益气健脾，补肾安神等功效［! 3 &］。刺五加茎

叶制剂在临床上的应用很多，尤其是在糖尿病，冠

心病，脑血栓及神经衰弱、风湿性心脏病的治疗方

面效果显著，并有抗癌活性［$ 3 )］。目前刺五加所

含的糖类和甙类正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刺五加茎叶及根皮含有多种活性成分，如刺

五加皂甙、异秦皮定、紫丁香树脂等。皂甙又称皂

素，是广泛存在于植物界的一类特殊的甙类，水解

后生成皂甙元的结构，可分为三萜皂甙与甾体皂

甙两大类。皂甙结构复杂、极性大，存在同一植物

中的皂甙大多结构相近，分离困难。目前刺五加

皂甙的测定尚无药典方法，很多文献所述均是根

据三萜皂甙水解后产生齐墩果酸，由于齐墩果酸

在酸性条件下能与香草醛起显色反应，再用比色

法进行测定。但是刺五加皂甙是否就是三萜皂

甙，尚无定论。对于标准品的选择，有的用齐墩果

酸，有的用人参皂甙 45，究竟用那一种作为参比

更好，还需进一步的实验证明。

本文采用单因素试验，研究从中草药刺五加

中提取分离有降糖作用的活性成分———刺五加皂

甙［+ 3 ,］，利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刺五加皂甙的吸光

值，确定刺五加皂甙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深度

研究刺五加做一些基础工作。

! 实验部分

! # ! 主要仪器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

器总厂）；/67 2 )1 型离心机（上海安亭科技仪器

厂）；88 2 , 型恒温水浴锅（金坛荣华仪器公司）；

49)" 2 1 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 #" 原料及试剂

刺五加粉（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香草醛

（14）；甲醇（14）；硫酸（14）；正丁醇（14）；乙醇

（14）；石油醚（14）。

! #& 实验方法

! #& #! 样液制备

称取刺五加粉末（$% 目）!%:，转入 ")%;7 三

口烧瓶中，加入一定量提取剂，在一定温度的水浴

中回流提取一定时间，经减压抽滤后离心分离，将

上层清液转入 !%%;7 具塞比色管中静置，用移液

管取 ");7 提取液，转入分液漏斗中用石油醚萃

取，将提取液蒸发至干，用 ");7 蒸馏水溶解，转

入 ")%;7 分液漏斗，用正丁醇萃取，蒸干，用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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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转入 !"#$ 容量瓶中定容。

% &’ &! 单因素试验设计

以不同的提取剂、料液比、提取温度、提取时

间为影响因素作单因子试验，确定最佳的提取条

件。

% &’ &’ 分析方法

用移液管吸取 ( & "#$ 定容后的提取液，于

%(#$ 具塞比色管中加入新配制 )*香草醛 + 乙

醇溶液 ( & !#$，,,*（-.-）硫酸 "#$，摇匀，置 /(0

水浴上加热，取出冷却到室温，在 ""(1# 条件下测

定吸光值。

! 结果和讨论

! &% 提取剂的选择

分别以 %((#$ 的蒸馏水、2"* 乙醇、,"* 乙

醇、/"*乙醇、"(*乙醇、甲醇作为提取剂，在 )(0
水浴中回流提取 !3，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不同提取剂提取刺五加皂甙的吸光值及其平均值

!"#$%% &’()( + "#*(+#,-. /"$0% "-1 2%"- /"$0% (3 455 ") 1,33%+%-) %6)+"7),(- ".%-)

提取剂 测 定 值 平均值

蒸馏水 ( &!(% ( &!(4 ( &!(’ ( &!(’
2"*乙醇 ( &’2! ( &’2% ( &’)2 ( &’2%
,"*乙醇 ( &4!( ( &4!’ ( &4!% ( &4!%
/"*乙醇 ( &’2! ( &’2’ ( &’24 ( &’2’
"(*乙醇 ( &’’/ ( &’’, ( &’’) ( &’’,

甲醇 ( &4%" ( &4%( ( &4%% ( &4%!

结果表明，,"*乙醇作为提取剂时其吸光值

最高，从而确定提取出的刺五加皂甙含量最高。

虽然甲醇作提取剂时其吸光值与之接近，但用甲

醇作提取剂时温度不可过高，否则会沸腾蒸干。

! &! 料液比的选择

分别以 "(#$、/(#$、,(#$、)(#$、2(#$、%((#$
的 ,"*乙醇作为提取剂，在 )(0水浴中回流提取

!3。分析结果见表 !。

由于刺五加粉末的吸湿性强，采用加 %：" 的

料液比进行回流提取时，所得提取液太少，在实验

操作中不可行。而 %：/、%：, 和 %：) 的料液比相比

较，提取率差别不大，考虑节省原料，采用料液比

为 %：/ 是最合适的。

! &’ 提取温度的选择

用 ,"* 乙 醇 %((#$ 作 为 提 取 剂，分 别 在

"(0、/(0、,(0、)(0水浴中回流提取 !3，分析结

果见表 ’。

表 ! 不同料液比提取刺五加皂甙的吸光值及其平均值

!"#$%! &’()( + "#*(+#,-. /"$0% "-1 2%"- /"$0% (3 455 ") 1,33%+%-) +"),( (3 )’% 2,6)0+%

料液比 测 定 值 平均值

%：/ ( &4), ( &4)/ ( &4)) ( &4),
%：, ( &42% ( &42( ( &42! ( &42%
%：) ( &42( ( &4)2 ( &4)) ( &4)2
%：2 ( &4!2 ( &4’( ( &4’% ( &4’(
%：%( ( &4!/ ( &4!" ( &4!/ ( &4!/

表 ’ 不同提取温度提取刺五加皂甙的吸光值及其平均值

!"#$% ’ &’()( + "#*(+#,-. /"$0% "-1 2%"- /"$0% (3 455 ") 1,33%+%-) )%2&%+")0+%

温 度 测 定 值 平均值

"(0 (&"’! ( &"!) ( &"’( ( &"’(
/(0 (&"/’ ( &"// ( &"/2 ( &"//
,(0 (&/)% ( &/)! ( &/," ( &/,2
)(0 (&,4( ( &,4" ( &,4,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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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提取时间提取刺五加皂甙的吸光值及其平均值

!"#$% ! &’()( " "#*(+#,-. /"$0% "-1 2%"- /"$0% (3 455 ") 1,33%+%-) %6)+"7),(- ),2%

时 间 测 定 值 平均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表 ’ 可看出，随着温度的升高，提取率也随

之上升，但当达到 -%.以后，提取液开始沸腾，温

度不再上升，提取率也不再上升，故 -%.是最适

宜的提取温度。

# &! 提取时间的选择

用 ,*/乙醇 +%%01 作为提取剂，分别在 -%.
水浴中回流提取 #$、!$、)$、-$，分析结果见表 !。

可知，随着提取时间的延长，提取率也随之升

高，但超过 )$ 以后，升高的幅度不大，考虑时间和

用料的原因，)$ 是最佳的提取时间。

’ 结论

采用回流提取的方法提取刺五加皂甙，最佳

提取条件是以 ,*/乙醇为提取剂，料液比为 +：)，

温度为 -%.提取 )$，在这几个影响因素中，提取

剂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其次是料液比，对于温度在

*% " -%.范围内，提取率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

-%.之后几乎没影响。

参考文献：

［+］吕圭源，王一韬 &中药新产品开发学［2］&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青，张洪岩，张本等 & 刺五加化学药理作用研究的新进展［3］& 中草药 ，+(((，’（’）：#’! " #’)
［’］张喜旺，杨亚平 & 中药刺五加化学成分的最新进展［3］&时珍国医国药，#%%#，+’（+）：!* " !*
［!］赵余庆，吴立军，李铣等 & 刺五加中活性成分的结构研究［3］& 中草药，，+((%，#+(（’）：!! " !*
［*］潘海峰，孟艳彬，缪红 & 刺五加的研究概况［3］& 承德医学院学报，#%%#，+(（#）：+*, " +*-
［)］谢蜀生，许世凯 &刺五加多糖免疫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3］& 中华肿瘤杂志，+(-(，++（*）：’’- " ’!%
［,］曹广文，杜平 &黄芪多糖、刺五加多糖和枸杞多糖在体内对 145 细胞搞肿瘤活性的调节作用［3］& 第二军医大学学

报，+((’，+!（+）：+% " +’
［-］许世凯 & 刺五加多糖对小鼠免疫功能和影响［3］& 中成药，+((%，+#（’）：#* " #)

8&),2,9"),(- (3 )’% :6)+"7),-. ;(-1,),(-
3(+ 47"-)’(&"-"6 5%-),(0* 5"&(-,-*（455）3+(2 47"-)’(&"-"6

5%-),(0*（<0&+ & %) ="6,-）>"+2*

6478 9: " ;<=+，>?@78 A<=B+，#

+ & CDEEFBF DG C$F0<HIJ K=L M<DEBJ @=B<=FFI<=B，9K=N$F=B O=PH<H:LF DG QFKN$=DEDBJ，3<K=BP: 9K=N$F=B ##!%%’，C$<=K；
#&7K=R<=B O=L:PHIJ S=<TFIP<HJ ，3<K=BP: 7K=R<=B #+%%%(，C$<=K( )

）

4#*)+"7)：4NNDIL<=B HD L<GGFIF=H UIDUFIHJ DG PKUD=<=P <= KNK=H$DUK=KV PF=N<D:P（W:UI& FH 2KV<= ）?KI0P，PFUFNHDU$DHD0FHFI XKP KUUE<FL
<= H$<P UKUFI HD LFHFI0<=F H$F ND=HF=H DG PKUD=<=P <= 4NK=HUDUK=KN<P PF=H<D:P :=LFI L<GGFIF=H FVHIKNH<=B ND=L<H<D=，X$<N$ <=NE:LFP L<GGFIF=H
FVHIKNH<=B KBF=H，HF0UFIKH:IF K=L FVHIKNH<=B H<0F& 4P K IFP:EH，H$F DUH<0KE ND=L<H<D=P XFIF DYHK<=FL KP GDEEDXP：H$F PDETF=H <P ,*/ FH$KZ
=DE，H$F HF0UFIKH:IF <P -%. K=L H$F FVHIKNH<=B H<0F <P )$&
?%@A(+1*：KNK=H$DUK=KV P=H<D:P（I:UI& FH 0KV<=）$KI0P；PKUD=<=P；FVHIKNH<D=；DUH<0<[KH<D=

·+*·第 +
!!!!!!!!!!!!!!!!!!!!!!!!!!!!!!!!!!!!!!!!!!!!!!!!!!!!!!!!!!!!!

期 王玉琴等：刺五加中刺五加皂甙提取条件的优化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