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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给大叶白麻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对大叶白麻根中可能的化学成分进行了预实验。初

步探索证明, 大叶白麻根中含有酚类、糖、多糖、苷类、有机酸、内酯类, 香豆素、甾醇、三萜等化学成分。还对

大叶白麻的根提取物运用 AB-8 型大空树脂进行了纯化富集, 并对其中两个主要馏分采用 DPPH·和

O-
2 ·自由基体系和亚硝酸盐体系进行了抗氧化性能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馏分对 DPPH·和亚硝酸盐具

有较好的清除作用, 且清除作用随着二者的用量的增加而增强。另外,这两个馏分对 O-
2 ·自由基体系也有

较好的清除作用, 且清除作用略强于维生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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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叶白麻[ Poacynum hendersonii( Hook. f ) Wodson. ] ,俗称大花罗布麻, 夹竹桃科白麻属多年生

草本植物,与罗布麻属的罗布红麻( Pocynum venetum. ) 、白麻属的白麻( P . p ictum)被人们统称为罗

布麻[ 1, 2]。因其具有延缓衰老、降压、降脂、抗感冒、镇静安神等功效[ 3—6] ,大叶白麻叶目前已被广泛

应用于药用保健业。鉴于此,目前与大叶白麻相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大叶白麻叶。研究表明,大叶

白麻叶中含有黄酮、木脂素、香豆素、萜类和维生素等成分, 主要成分为黄酮[ 7—10]。但到目前为止,

大叶白麻根中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及相关活性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为此本研究首先采用系统预实

验方法对大叶白麻根中化学成分进行了初步探究,研究表明大叶白麻根中可能含有酚类、糖及其甙

类、有机酸、内酯、香豆素及其甙、甾体、萜类物质等化学成分。另外还运用 AB-8型大孔树脂对大叶

白麻的根提取物进行进一步纯化, 并以纯化后的两个主要馏分为研究对象,采用 DPPH 和 O
-
2·自

由基体系和亚硝酸盐体系, 对大叶白麻根的抗氧化性能进行了考察,以期能为大叶白麻的进一步开

发利用提供有益的数据支持。

2　实验部分

2. 1　实验材料

实验用大叶白麻根于 2008年 8月中旬采摘于青海格尔木地区。

2. 2　主要试剂

化学成分预试验: 95%乙醇、盐酸、乙醚、对硝基苯胺、亚硝酸钠、次硝酸铋、碘化钾、硫酸铜、酒



石酸钾、氢氧化钾、氯化钠、白明胶、3, 5-二硝基苯甲酸、苦味酸、三氯化铁、碳酸钠、氢氧化铵、硫酸、

茚三酮、�-萘酚、镁粉、硼酸、丙酮、枸橼酸、氢氧化钾、氯仿、硫酸钠、冰醋酸、盐酸羟胺、铁氰化钾、甲
基红、甲基橙、石蕊、磷钼酸、三氯化铝、醋酸酐均为国产分析纯。

抗氧化性实验: 1, 1-二苯基苦基苯肼自由基( DPPH·,美国Sigma公司) ;无水乙醇、硫酸亚铁、

水杨酸、浓盐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T ris)、邻苯三酚(焦性没食子酸)、亚硝酸钠、柠檬酸、磷酸氢二

钠、对氨基苯磺酸、盐酸萘己二胺等均为国产市售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LTLD-5型实验室专

用超纯水机, 沈阳莱特莱德水处理系统有限公司)。

2. 3　主要仪器

ZF-2型三用紫外仪(上海市安亭电子仪器厂) ; AL-104精密电子天平(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

司) ; HH-1恒温水浴锅电子恒温水浴锅(上海鑫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 101型电热鼓风干燥箱(江

苏省吴江市庆霞烘箱电炉制造有限公司) ; Cary-3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 Varian 公司) ;

AB-8型大孔树脂(天津南开大学化工厂)。

2. 4　实验方法

2. 4. 1　大叶白麻根中化学成分预试验方法

2. 4. 1. 1　预试样液制备

取干燥大叶白麻根粉碎后过 20目筛, 用于制备以下不同提取液。

( 1) 冷水提取液( A) :取大叶白麻根粉 2g ,加入 20mL 水,室温浸泡过夜, 滤取 10mL 滤液供检

试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等。

( 2) 热水提取液( B) : 冷水提取液余液及残渣在 50—60℃水浴上温浸 0. 5h 后抽滤,滤液供检

试糖、多糖,皂甙、甙类、酚类,有机、鞣质等成分。

( 3) 乙醇提取液( C) : 取大叶白麻根粉5g ,加无水乙醇约 50mL,水浴回流15min,过滤滤液浓缩

至 1/ 2,供检试黄酮、蒽醌、香豆素, 强心甙、内脂、甾体萜类等。

( 4) 酸性乙醇提取液( D) :取大叶白麻根粉 5g ,加无水乙醇约 50mL,水浴回流 15min,浓缩至

浆状以 2% HCl 10mL 溶解成酸性溶液,供检试酚类、有机酸、生物碱等。

( 5) 石油醚提取液( E) :取大叶白麻根粉 5g ,加乙醚 50mL,水浴回流 20min,过滤,供检试内脂

和挥发油等。

( 6) 甲醇提取液( F) : 石油醚处理过的材料, 用甲醇 20mL 回流提取 10min, 趁热过滤,供检试

黄酮甙、蒽醌甙、强心甙等。

2. 4. 1. 2　系统预试法 [ 11, 12]

采用化学成分预实验的方法对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化学成分进行定性鉴定, 具体采用试管法

和圆形滤纸层析法。

2. 4.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抗氧化性试验

2. 4. 2. 1　根提取物的制备

取烘干、粉碎的大叶白麻根 500g,于 70℃下用 75%乙醇回流提取 3次,合并提取液, 水浴 60℃

下减压蒸干溶剂,得浸膏 56g。取 20g 上述浸膏用 AB-8型大孔树脂进行吸附,以 10% , 30% , 50%,

70%, 90%的乙醇进行梯度洗脱, 分别得浸膏 0. 7, 5. 7, 6. 5, 0. 4, 0. 2g, 取产率较高的 30%, 50%部

分进行抗氧化活性检测,其中经 30%, 50%的乙醇洗脱所得的浸膏分别被命名为PH-3, P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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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 DPPH·抑制率测定
[ 13]

准确吸取不同质量浓度的 PH-3, PH-5 及维生素 C 水溶液 2mL, 加入 4mL 5×10- 5
mol/ L

DPPH·(用无水乙醇溶解)溶液, 摇匀后静置 30min,以样品溶液做对照,测 517nm 处的吸光光度

值 A ,同时测定样品溶液在 517nm 处的 A 0 ,空白对照液溶液在 517nm 的 A 1 ,按下列公式计算其清

除率。

清除率% = ( 1-
A - A 0

A 1
)×100%

式中: A ——样品组与 DPPH·溶液混合后的吸光度值; A 0——样品本身的吸光度; 以蒸馏水代替

显色剂; A 1——DPPH·溶液的吸光度值。

2. 4. 2. 3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 O
-
2 ·清除率的测定

[ 14, 15]

在 25mL 的比色管中加入 3mL Tris-HCl缓冲液( pH= 8. 2) , 1mL 不同质量浓度的沙棘果粉溶

液, 25℃±0. 5℃水浴平衡 20m in 后, 加入 0. 3mL 7mmol/ L 的邻苯三酚准确反应 4min, 加入 1mL

10mol/ L 的 HCl终止反应,在 322nm 处测 A。同时测定样品溶液在 322nm 处的 A 0 ,空白对照液在

322nm 的 A 1,按如以下方法计算清除率。

清除率% = [ A 0- ( A - A 1) ] / A 0×100%

式中: A 0——空白对照液的吸光度, 以蒸馏水代替样品液的吸光度; A——样品组的吸光度;

A 1——样品溶液本身的吸光度,以蒸馏水代替显色剂的吸光度。

2. 4. 2. 4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亚硝酸盐清除率的测定[ 16]

将 0. 5mol/ L 的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液( pH= 3. 0) 5. 0mL 置于 25mL 比色管中,加入 1mL

0. 01% 亚硝酸钠溶液, 再分别加入 10mL 不同浓度待测液, 用水定容至刻度。37℃反应 1h。取

0. 5mL反应液于 50mL 容量瓶中, 加入 0. 4%(质量分数)的对氨基苯磺酸 1mL, 0. 2%盐酸 �-萘胺
1mL, 水3. 5mL,摇匀放置 15min,用分光光度计在544nm 处测A, 空白对照液在 322nm 的A 1,按下

列公式计算其清除率。

清除率% = ( 1-
A
A 1

)×100%

式中: A——样品加上显色剂的吸光度; A 1——空白对照液, 以超纯水代替样品。

3　结果与讨论

3. 1　系统预试结果

实验内容及结果见表 1。由表 1可看出, 大叶白麻根中含有酚类、糖、多糖、苷类、有机酸、内酯

类,香豆素、甾醇、三萜等物质。

3.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1, 1-二苯基苦基苯肼自由基( DPPH·) 是一种很稳定的以氮为中心的自由基, 呈紫色, 在

517nm 处有一个特征吸收峰。当遇到自由基清除剂时, DPPH·的孤对电子与自由基清除剂配对,

其颜色变浅, 在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变小。若受试物能将其清除,则提示受试物具有降低羟自

由基、烷自由基或过氧化氢自由基的有效浓度和打断脂质过氧化链反应的作用。

如图 1显示,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主要馏分 PH-3和 PH-5对 DPPH·都有很强的清除作用,

与 Vc的清除效果基本相仿, 其中 PH-5对 DPPH·的清除作用稍强于 PH-3。另外,随着提取物浓

度的增加,两种馏分对于 DPPH·自由基的清除作用迅速增强, 当各自的浓度达到 100�g/ mL 时,

其对 DPPH·的清除率分别为 94. 2%和 91. 3%, 但当两种馏分的浓度大于 100�g/ mL 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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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H·的清除作用变化不大。

表 1　大叶白麻根化学成分检测结果

成分类别 反应名称 正反应指标 现象

盐酸-镁粉实验 呈红色 -

黄酮及其苷类 三氯化铝实验 荧光变黄或加深 -

氨熏实验 呈黄色荧光 -

蒽醌类 碱性实验 加碱变红色,酸化后红色退 -

醋酸镁反应 呈红色 -

酚类 明胶实验 白色沉淀或浑浊 +

三氯化铁实验 呈绿、蓝或暗紫色 +

异羟肟酸铁实验 呈紫色 +

香豆素、内酯类 偶合反应 显红或紫色 +

荧光实验 蓝色或绿色荧光 +

3, 5-二硝基苯甲酸实验 显红色或紫色 -

强心苷类 碱性苦味酸实验 显红色或橙色 -

亚硝酰铁氰化钠实验 显红色且红色逐渐且逐渐消失 -

KI实验 无沉淀生成 -

生物碱类 KI/ I2 实验 无沉淀生成 -

碘化汞钾 无沉淀生成 -

硅钨酸实验 无沉淀生成 -

甾醇,三萜类 醋酸-浓硫酸实验 黄-红-紫-青-污绿色 +

氯仿-浓硫酸实验 氯仿层显红色或青色,硫酸层有绿色荧光 +

茚三酮实验 呈蓝、紫色 -

氨基酸,多肽,蛋白质 双缩脲反应 呈紫、红色 -

蛋白沉淀实验 有沉淀产生 -

糖,多糖,苷类 Fehling 反应 棕红色沉淀 +

Molish反应 形成紫红色环 +

有机酸 pH 试纸 pH< 7 +

溴酚蓝实验 黄色斑点 +

挥发油油脂类检测方法 挥发油实验 有油状物,有芳香味 -

油脂检验 有气体和白色气体生成 -

　　注:“+ ”为正反应,“- ”为负反应。

3. 3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碱性邻苯三酚体系产生的 O
-
2·的清除作用

图 1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用量对 DPPH·的清除率的影响

生物体内的氧化还原反应中, 大约

有 2%—5%的氧会产生 O-
2 ·, O-

2 ·是

活性氧的一种, 是机体内寿命最长的自

由基,通常作为自由基链式反应的引发

剂,产生活性更强的 H·自由基,进一步

给机体造成危害。本文通过邻苯三酚自

氧化产生 O
-
2·,来考察大叶白麻根的两

种主要馏分对 O
-
2·的清除作用。结果如

表 2所示,两种馏分对于 O
-
2 ·的清除作

用不呈现量效关系, 但二者的清除效果

略强于 Vc。

3. 4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亚硝酸盐清除率的测定

亚硝胺是一类化学致癌物, 它能引起人和动物肝脏等多种器官的恶性肿瘤。正常情况下人们直

接从食物中摄入的亚硝胺极少, 但亚硝胺的前体物质(亚硝酸盐)却大量存在于食物中,其在人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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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胃中能合成亚硝胺。因此清除体内外的亚硝酸盐和阻断亚硝胺的合成是预防癌症发生的一条

途径。为此本文以 Vc为对照,测定了大叶白麻根提取物中两种不同馏分对亚硝酸盐自由基清除率

(图 2)。在实验浓度范围内, Vc及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两种馏分对亚硝酸盐的清除率与其质量浓

度存在一定的量效关系,随着质量浓度升高二者对亚硝酸盐的清除率增加。当三者的质量浓度

< 0. 5mg / mL时, 清除率随着浓度的增大而急剧增大;当三者质量浓度> 0. 5mg/ mL,三者清除率的

增加幅度开始变小。另外,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两种馏分对亚硝酸盐的清除率小于 Vc,其中 PH-5

对亚硝酸盐的清除率强于 PH-3, 其 IC50分别为 0. 48mg / mL 和 1. 07mg/ mL。

表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对 O-
2 ·清除作用

提取物用量

( mg/ mL )

清除率( % )

PH-3 PH -5 Vc

0. 2 70. 2 65. 6 49. 7

0. 3 68. 8 57. 2 59. 4

0. 4 61. 2 57. 8 62. 9

0. 5 65. 7 62. 3 61. 5

1 65. 5 62. 2 60. 6

2 58. 2 49. 8 51. 3

3 56. 8 54. 6 49. 9

4 43. 6 64. 3 54. 7

图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用量对亚硝酸盐

清除作用的影响

4　结论
( 1) 经化学成分预试验证实, 大叶白麻根中可

能含有酚类、糖、多糖、苷类、有机酸、内酯类, 香豆

素、甾醇、三萜等化学成分。

( 2) 大叶白麻根提取物的两个主要馏分对

DPPH·自由基,超氧阴离子及亚硝酸盐均具有较强

的清除能力,其清除作用与 Vc 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其中,两个馏分对 DPPH·自由基和亚硝酸盐的清

除率与其浓度成正相关, 随着根提取物浓度的增大

而增强; 两个馏分对超氧阴离子也具有较强的清除

作用,其清除能力与浓度不存在量效关系。上述实验

表明大叶白麻根中含有抗氧化物质,具有较强的抗

氧化能力,说明我们大叶白麻的根提取物可能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的新资源,值得进一步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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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Experiment of Chemical Components in the Root of

Poacynum Hendersonii(Hook. f) Wods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CAO Yue
( M edical Coll ege of QingH ai Univer sity , X ining 810001, P. R . China)

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 of the possible components in root of Poacynum

hendersonii ( Hook. f ) Wodson. w a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opt imal use. T he main

components in root of Poacynum hendersonii ( Hook. f ) Wodson. were phenolic compounds,

monosaccharide, polysaccharide, glycosides, org anic acid, inner ester, coumarin, steroids, triterpenes and

so on. The crude ext racts of Poacynum hender sonii( Hook. f ) Wodson. root w ere purif ied by the AB-8

macroporous resin, and antioxidant act ivities of the two main fract ions w ere invest ig ated by free

radicals system of DPPH·and O
-
2 · and sodiumnit rite free radical. The tw o fractions had strong

scavenging effects on DPPH· radical and sodiumnit rite f ree radical, and scavenging effects of them

had posit ive correlation to the amount. What is more, these two fract ions also had good scavenging

ef fects on the superox ide anion f ree radical, and the scaveng ing ef fects w ere st ronger than that of

vitamin C.

Key words　Poacynum H end ersonii ( Hook. f ) Wodson. ; Preliminary Experiment ; Ant iox idant

Activit ies; DPPH·; O
-
2·; Sodiumnit rite Free Ra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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