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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碱性水提醇沉法进行黄芪多糖的提取, 用蒽酮2浓硫酸比色法测定多糖的含量。通过改

变黄芪的粒度, 水浴比, 水浴温度, 提取次数, 乙醇浓度及 pH 值等条件的研究, 筛选出最佳提取工艺条件:

于 1∶12 的水浴比在 70℃水浴提取 3 次, 乙醇浓度为 90% , pH = 10 的条件下黄芪多糖的提取率最高, 为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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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黄芪 (R ad ix A strag ali B ung e)是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荚膜黄芪的干燥根。黄芪属半干旱植物,

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黄芪的主要化学成分为单糖、多糖、皂甙、黄酮、多种氨基

酸及微量元素[1—3 ]。其中研究表明多糖具有促进免疫功能、提高巨噬细胞活性、抑制EA S、双向调节

血糖等作用, 不同产地的黄芪中多糖的含量不同[4 ]。关于黄芪多糖的提取方法报道很多, 如水提醇

沉法、微波提取法、CaO、N a2CO 3 水提醇沉法等, 但各种方法均有其优缺点, 而且得糖率不高[5 ] , 本

研究通过对碱性水提醇沉法进行了改进, 优选出提高黄芪多糖提取率的最佳方法。

2　实验部分
2. 1　仪器与试剂

722 型光栅分光光度仪 (山东高密分析仪器厂) ; BD S260 电热恒温水浴锅 (北京市医疗设备

厂) ; TD 42Ê 台式离心机 (湖南仪器仪表总厂离心机厂) ;D S1 植物粉碎机 (上海标本模型厂制造) ; 电

子控温电热套; 真空干燥器; 电子天平; 真空抽滤机等。

黄芪 (采自太行山, 经鉴定为膜荚黄芪)、苯酚, 浓硫酸, 无水乙醇, 蒽酮, 葡聚糖等试剂为国产分

析纯。

2. 2　实验方法

2. 2. 1　绘制校准曲线

准确吸取葡聚糖标准溶液 0. 0, 0. 2, 0. 4, 0. 6, 0. 8, 1. 0mL 分别加入 6 只试管, 各管均加双蒸水



至 2. 0mL , 再加 1. 0mL 蒽酮浓硫酸溶液, 然后加浓硫酸 5. 0mL , 混匀, 45m in 后在 722 型光栅分光

光度计上于 620nm 处测定吸光度, 绘制校准曲线并计算标准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 A = 0. 0191C

+ 0. 0038, 相关系数 r= 0. 9994。

2. 2. 2　黄芪多糖提取

称取一定量的黄芪粉碎或切段, 加水煎煮, 真空过滤后合并滤液, 调节溶液pH 值, 浓缩, 加无

水乙醇至不同浓度及不同的醇沉次数, 于 4℃环境下静止 24h, 弃上清液, 真空干燥, 测定其含糖量。

2. 2. 3　黄芪多糖含量的测定

精密称取上所得黄芪多糖粗品 30m g, 加双蒸水溶解并定容至 1000mL , 精密吸取 2. 0mL , 按校

准曲线的步骤操作。用回归方程计算多糖含量。

3　结果与讨论
3. 1　不同提取工艺的结果

在对黄芪多糖提取工艺研究中, 分别对黄芪多糖的粒度、水浴比、温度、乙醇浓度、pH 值等影响

黄芪多糖提取量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筛选出最佳提取条件, 结果见图 1、图 2、图 3、图 4。

图 1　水浴比对黄芪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图 2　提取温度对黄芪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图 3　乙醇浓度对黄芪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图 4　提取次数对黄芪多糖提取量的影响

在研究中, 对黄芪进行切段和粉碎分别进行了多糖的提取, 结果发现在切段的条件下黄芪多糖

的提取率高于粉碎时的提取率, 这可能是由于在粉碎的过程中损失一部分多糖。

从图 1 可知, 在提取过程中, 随着水浴比的增加, 黄芪多糖的含量增加, 当浴比达到 1∶12 时黄

芪多糖的提取量最多, 当浴比继续加大时, 黄芪多糖提取率逐渐趋于下降。主要是由于水的量太少,

不利于多糖的析出, 水的量太大, 将稀释多糖, 影响提取率。

从图 2 可知, 在温度为 70℃时, 多糖的提取率最高且产品为淡白色; 当温度在 80—100℃之间

时, 产品的颜色为深红色, 提取率有所下降。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黄酮及其类似物也被提取出来并混

合在多糖中, 黄酮及其类似物在多糖的干燥过程中不断变色至深红色。

图 3 表明, 随着乙醇用量的增加, 多糖的提取量逐渐增加。当达到 90% 时得率趋于定值。本研

究选择了一次醇沉法, 尽管二次醇沉法比一次醇沉法所得黄芪多糖的纯度有所提高, 但其提取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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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降。因为乙醇易挥发, 所以在沉淀过程中要使温度尽可能的低, 并且应使沉淀过程处于封闭状

态, 反之沉淀出来的多糖又溶解到溶液中, 从而降低了黄芪多糖提取率。

图 4 表明, 提取三次的提取量达到较好的效果, 四次提取率与三次提取相比变化不明显, 而且

三次提取也符合传统的中药煎煮方法。

在对提取过程中pH 值的研究中发现, 在pH = 10 的情况下, 黄芪多糖的提取率达到了最大。在

中性条件下纯度最高为 75. 4% , 提取率为 5. 4% ; pH = 10 的条件下黄芪多糖的纯度为40. 2% , 提取

率为 19. 2%。在N a2CO 3 碱性水提取条件下 (pH = 10) , 得到的黄芪多糖的量远远高于传统的水提

取方法, 碱性水提取方法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得率, 其主要原因是黄芪多糖作为黄芪纤维质的组成部

分, 其提取率取决于黄芪纤维质的溶胀作用和溶解性, 而纤维在碱性条件下的溶胀作用和溶解性均

显著增加, 而且在碱性条件下纤维之间的酯键容易断裂而发生剥皮反应, 使更多的多糖得以游离,

有利于提高多糖的产率。在碱性条件下是否对多糖的结构有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3. 2　不同多糖测定方法比较[6 ]

在本研究中, 选用了苯酚2浓硫酸法和蒽酮2浓硫酸两种方法测定了多糖的含量, 操作过程中发

现苯酚2浓硫酸法的显色稳定性不如蒽酮2浓硫酸比色法, 并且显色必须加热, 操作不便; 另外加热

过程可能使多糖物质在硫酸的作用下过度反应, 从而出现较大的检测误差; 而且蒽酮2浓硫酸比色

法制作的校准曲线的线性关系比较好。因此, 蒽酮2浓硫酸比色法为检测黄芪多糖的一种理想方法。

4　结论
本研究筛选出了最佳提取工艺, 即在 1∶12 水浴比、70℃温度、90% 乙醇醇沉一次、pH = 10 的

条件下提取三次, 黄芪多糖的最高提取率为 19. 2%。本工艺有较大应用前景和发展潜力适合普遍

的中小型企业的规模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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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astrag alan po lysaccharide (A SP ) w as ex tracted w ith alkaline w ater, and

determ ined by co lo rim etry w ith an th rone2vitrio l. T he op tim al experim en tal conditions w ere
investigated as: T he ratio of w ater is 1ö12, temp rature is 70℃, ethano l ch rom a is 90% , pH is 10. the

ex tracting ration of A SP is 19. 2%.

Key words　A strag alan Polysaccharide, Ex tracting T echno logy, Spectropho tom 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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