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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分光光度法，以芦丁为标准品，对３２种云南蕨类植物中总黄酮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所研究的

３２种云南蕨类植物中均含有黄酮类化合物，而且其中１８种植物的总黄酮质量分数超过３％，总黄酮质量分数

低于１％的仅有６种，表明蕨类植物是黄酮类化合物的极好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

关键词：蕨类植物；总黄酮；分光光度法

中图分类号：犙９４９．３６，犗６５７．３２ 文献标识码：犃 文章编号：０２５８－７９７１（２００８）０４－０４０１－０４

蕨类植物现存约１２０００种，以热带、亚热带地

区分布最广．我国有６１科，２２３属，约２６００种，其

中可供药用的约３００余种，主要分布在华南及西南

地区．云南是中国蕨类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约

有１５００种，种数占全国的５７．７％，特有种类达

２００余种．我国用蕨类植物入药已有悠久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２世纪左右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已有

记载［１］．药用蕨类植物具有舒筋活血、除湿镇痛、

清热滑肠、止咳化痰、利尿安神、止血、驱虫、解毒、

抗菌、抗癌、抗犎犐犞等功效．药用蕨类植物的成分

主要有酚类化合物、黄酮类、生物碱类、甾体及三萜

类化合物等［２～６］，其中黄酮类化合物是蕨类植物

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成分，且多具有生理活性，如清

除自由抑制亚油酸氧化，在生理学、医学和营养学

上均具有重要意义，松弛血管痉挛、抗心肌缺血、降

血脂、抗肿瘤、抑菌、保肝等活性［７～９］．同时蕨类植

物中的黄酮类成分还具有一定系统学意义［１０］．本

文对采自云南省的３２种蕨类植物的总黄酮质量分

数进行了测定，为云南蕨类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及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指导和参考．

１ 实 验

１．１ 仪器、样品与试剂 犝犞－犞犐犛－犘犆２４０１型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３２种蕨类

植物于２００６年分别采自云南元阳县、麻栗坡县、屏

边大围山、威信大雪山、彝良小草坝、广南坝美等地

（表１），并经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陆树刚教授鉴

定．芦丁标准品（上海生物试剂厂）、犖犪犖犗２、犃犾
（犖犗３）３、犖犪犗犎、无水乙醇等均为分析纯，所用水为

蒸馏水．

１．２ 实验方法［１１，１２］

１．２．１ 蕨类植物的提取 将采来的植物洗净、晒

干、粉碎后，用无水乙醇回流提取３次，每次３犺，提

取液过滤、减压蒸干后，放入真空干燥箱干燥备用．

１．２．２ 溶液配制 蕨类植物粗提浸膏用无水乙醇

超声溶解，过滤，配制成０．２犿犵／犿犔的使用液．０．２

犿犵／犿犔的芦丁乙醇溶液；５％的犖犪犖犗２溶液；１０％
的犃犾（犖犗３）３溶液；１．０犿狅犾／犔的犖犪犗犎溶液．

１．２．３ 标准曲线方程 分别取０，０．１，０．５，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犿犔的０．２犿犵／犿犔芦丁标准溶

液于８支１０犿犔的比色管中，分别加入０．３犿犔

５％的犖犪犖犗２溶液，０．３犿犔的１０％犃犾（犖犗３）３溶

液和１．０犿狅犾／犔犖犪犗犎溶液４．０犿犔，定容至刻度，

摇匀．以空白溶液作参比，在λ＝５１０狀犿处测吸光

度．绘制所含总黄酮质量犿（犿犵）－吸光度犃的标

准曲 线，经 线 性 回 归，得 回 归 方 程 犿 ＝

８．３１９８×１０－３＋０．７６１犃，其线性范围为０～０．６

犿犵，相关系数狉＝０．９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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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２种云南蕨类植物样品总黄酮的质量分数

犜犪犫．１犜狅狋犪犾犳犪狏狅狀狅犻犱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３２犳犲狉狀狆犾犪狀狋狊犻狀犢狌狀狀犪狀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植物科属 植物名称 狑（总黄酮）／％

乌毛蕨科，狗脊蕨属 狗脊蕨犠狅狅犱狑犪狉犱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８．７０

乌毛蕨科，狗脊蕨属 单芽狗脊犠狅狅犱狑犪狉犱犻犪狌狀犻犵犲犿犿犪狋犪 ８．３８

乌毛蕨科，苏铁蕨属 苏铁蕨犅狉犪犻狀犲犪犻狀狊犻犵狀犻狊 ６．４８

鳞毛蕨科，耳蕨属 密果耳蕨犘狅犾狔狊狋犻犮犺狌犿狆狔犮狀狅狆狋犲狉狌犿 ３．５８

鳞毛蕨科，耳蕨属 半育耳蕨犘狅犾狔狊狋犻犮犺狌犿狊犲犿犻犳犲狉狋犻犾犲 ４．９４

鳞毛蕨科，肉刺蕨属 有盖肉刺蕨犖狅狋犺狅狆犲狉犪狀犲犿犪犺犲狀犱犲狉狊狅狀犻犻 ５．８８

鳞毛蕨科，鳞毛蕨属 联合鳞毛蕨犇狉狔狅狆狋犲狉犻狊犮狅狀犼狌犵犪狋犪 ５．５７

鳞毛蕨科，鳞毛蕨属 近川西鳞毛蕨犇狉狔狅狆狋犲狉犻狊狀犲狅狉狅狊狋犺狅狉狀犻犻 ４．３１

水龙骨科，节肢蕨属 单行节肢蕨犃狉狋犺狉狅犿犲狉犻狊狑犪犾犾犻犮犺犻犪狀犪 ３．３９

水龙骨科，石韦属 石韦犘狔狉狉狅狊犻犪犾犻狀犵狌犪 ３．５９

水龙骨科，石韦属 庐山石韦犘狔狉狉狅狊犻犪狊犺犲犪犲狉犻 ４．０３

水龙骨科，石韦属 绒毛石韦犘狔狉狉狅狊犻犪狊狌犫犳狌狉犳狌狉犪犮犲犪 １．８１

水龙骨科，水龙骨属 友水龙骨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狅犱犲狊犪犿狅犲狀犪 ０．９４

水龙骨科，水龙骨属 蒙自拟水龙骨犘狅犾狔狆狅犱犻狅犱犲狊犿犲狀犵狋狕犲犲狀狊犲 ３．７４

水龙骨科，瘤蕨属 光亮瘤蕨犘犺狔犿犪狋狅狊狅狉狌狊犮狌狊狆犻犱犪狋狌狊 ５．５４

紫萁科，紫萁属 紫萁犗狊犿狌狀犱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２．８２

紫萁科，紫萁属 分株紫萁犗狊犿狌狀犱犪犮犻狀狀犪犿狅犿犲犪 ３．３５

紫萁科，紫萁属 绒紫萁犗狊犿狌狀犱犪犮犾狔犪狋狅狀犻犪狀犪 １．１６

瘤足蕨科，瘤足蕨属 大瘤足蕨犘犾犪犵犻狅犵狔狉犻犪犿犪狓犻犿犪 １．０５

瘤足蕨科，瘤足蕨属 镰叶瘤足蕨犘犾犪犵犻狅犵狔狉犻犪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犻狊狊犻犿犪 ０．６４

叉蕨科，轴鳞蕨属 泡鳞轴鳞蕨犇狉狔狅狆狊犻狊犿犪狉犻犳狅狉犿犻狊 ４．４４

叉蕨科，轴鳞蕨属 异鳞轴鳞蕨犇狉狔狅狆狊犻狊犺犲狋犲狉狅犾犪犲狀犪 ５．３１

石杉科，马尾杉属 椭圆叶马尾杉犘犺犾犲犵犿犪狉犻狌狉狌狊犺犲狀狉狔犻 ２．６５

石杉科，石杉属 皱边石杉犎狌狆犲狉狕犻犪犮狉犻狊狆犪狋犪 ２．２５

鳞始蕨科，鳞始蕨属 鳞始蕨犔犻狀犱狊犪犲犪狅狉犱狅狉犪狋犪 ０．６５

桫椤科，白桫椤属 白桫椤犛狆犺犪犲狉狅狆狋犲狉犻狊犫狉狌狀狅狀犻犪狀犪 ４．７３

铁角蕨科，铁角蕨属 厚叶铁角蕨犃狊狆犾犲狀犻狌犿犵狉犻犳犳犻狋犺犻犪狀狌犿 ０．４１

金星蕨科，钩毛蕨属 滇东南钩毛蕨犆狔犮犾狅犵狉犪犿犿犪狀犲狅犪狌狉犻犮狌犾犪狋犪 ２．５４

凤尾蕨科，凤尾蕨属 云南凤尾蕨犘狋犲狉犻狊狔狌狀狀犪狀犲狀狊犻狊 ０．５０

球子蕨科，荚果蕨属 东方荚果蕨犕犪狋狋犲狌犮犮犻犪狅狉犻犲狀狋犪犾犻狊 １．３１

蹄盖蕨科，短肠蕨属 喜马拉雅短肠蕨犃犾犾犪狀狋狅犱犻犪犺犻犿犪犾犪狔犲狀狊犻狊 ０．５６

骨碎补科，阴石蕨属 半圆盖阴石蕨犎狌犿犪狋犪狆犾犪狋狔犾犲狆犻狊 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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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样品的测定 在１０犿犔比色管中加入０．２

犿犵／犿犔的待测样品的乙醇液５犿犔，再分别加入

０．３犿犔５％ 的 犖犪犖犗２ 溶液，０．３犿犔１０％ 的

犃犾（犖犗３）３溶液，及１．０犿狅犾／犔的犖犪犗犎溶液４．０

犿犔，定容至１０犿犔．摇匀，用空白溶液作参比．在

λ＝５１０狀犿处测吸光度．

植物样品中总黄酮质量分数（以芦丁计，％）＝

犿１犿３犞１
犿２犿４犞２

×１００

式中：犿１为所测样品液中的总黄酮量（犿犵）；

犿２为配制样品使用液时所称粗提浸膏质量（犿犵）；

犿３为粗提浸膏总量（犵）；犿４为植物样品总干重

（犵）；犞１为配制的样品溶液总体积（犿犔）；犞２为测

量时所取样品溶液体积（犿犔）．

１．２．５ 加标回收实验 取４支１０犿犔比色管，分

别加入２犿犔０．３犿犵／犿犔的乙醇样品溶液，在其中

３份中分别加入０．５犿犔的０．２犿犵／犿犔的标准溶

液，然后再在４支比色管中分别加０．３犿犔５％

犖犪犖犗２溶液，０．３犿犔１０％的犃犾（犖犗３）３溶液，及

１．０犿狅犾／犔的犖犪犗犎溶液４．０犿犔，定容至１０犿犔，

摇匀．用空白溶液作参比．在λ＝５１０狀犿处测吸光

度．

回收率（％）＝［测得总量／（样品含量＋加标

量）］×１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所研究３２种蕨类植物中涉及１５科，２２属．从

表１可看出，黄酮类化合物普遍存在于蕨类植物

中，但不同蕨类植物中，总黄酮的质量分数明显不

同．在所测试的样品中，质量分数最高的是狗脊蕨

（犠狅狅犱狑犪狉犱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达到了８．７０％．质量分数

最低的是厚叶铁角蕨（犃狊狆犾犲狀犻狌犿犵狉犻犳犳犻狋犺犻犪狀狌犿），

仅为０．４１０％．蔡建秀等曾对２２种福建产蕨类植

物的总黄酮质量分数进行了研究［１２］，发现鳞始蕨

科植物乌蕨（犛狋犲狀狅犾狅犿犪犮犺狌狊犪狀狊）的地上部分的黄

酮质量分数高达３４．２４％．本研究测定了其同科植

物鳞始蕨（犔犻狀犱狊犪犲犪狅狉犱狅狉犪狋犪）中总黄酮质量分数，

仅为０．６５％．福建产狗脊蕨地上和地下部分的黄

酮质量分数分别为３．０４５％ 和２．７７４％，石韦

（犘狔狉狉狅狊犻犪犾犻狀犵狌犪）的黄酮质量分数为２．１８８％．而

云南产狗脊蕨的黄酮质量分数达８．７０％，石韦的

黄酮质量分数为３．５９％．表明植物的生长环境不

同，其黄酮质量分数也有明显差异．综合文献报道

和本研究结果，初步可以看出乌毛蕨科、鳞毛蕨科、

水龙骨科、叉蕨科植物中黄酮含量相对丰富，而凤

尾蕨科、铁角蕨科、瘤足蕨科植物中黄酮含量相对

较低．

从银杏叶、桑叶中提取的总黄酮制成的药用片

剂或针剂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显示较好的疗效，

其中银杏叶黄酮质量分数在２．５％～５％（干重）之

间，桑叶黄酮质量分数在１％～３％（干重）之间．在

测定的３２个样品中，有１８个种的总黄酮质量分数

超过３％，总黄酮质量分数低于１％的仅有６种，表

明蕨类植物是黄酮类化合物的极好资源．

３ 加标回收率

选择了部分样品进行了加标回收实验，以考察

测定方法及结果的可靠性．平均加标回收率测定结

果见表２．从测定的结果看，测定样品的平均加标

回收率在９６．７％～１０２％之间，标准偏差在

１．２％～２．９％之间，表明测定方法可靠，测定结果

可信．

表２ 加标回收率的测定结果（狀＝３）

犜犪犫．２犜犺犲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狋狅狋犪犾犳犪狏狅狀狅犻犱狊犻狀狊狅犿犲犳犲狉狀狆犾犪狀狋狊

样品名称
原样品液中

总黄酮量／犿犵

加标后总平均

黄酮量／犿犵

平均回收

率／％
犚犛犇／％

狗脊蕨犠狅狅犱狑犪狉犱犻犪犼犪狆狅狀犻犮犪 ０．３１ ０．４２ １０２ ２．６

单芽狗脊犠狅狅犱狑犪狉犱犻犪狌狀犻犵犲犿犿犪狋犪 ０．３６ ０．４６ １００ ２．１

苏铁蕨犅狉犪犻狀犲犪犻狀狊犻犵狀犻狊 ０．２７ ０．３６ ９７．２ １．９

有盖肉刺蕨犖狅狋犺狅狆犲狉犪狀犲犿犪犺犲狀犱犲狉狊狅狀犻犻 ０．３２ ０．４２ １００ １．２

异鳞轴鳞蕨犇狉狔狅狆狊犻狊犺犲狋犲狉狅犾犪犲狀犪 ０．２０ ０．２９ ９６．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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