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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瓜茎、叶、花中总黄酮的提取和测定表明 ,南瓜花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最高为3 .04 % , 叶和嫩茎含量分别为2 .51 % 和1 .3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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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xtraction and the preli minary determination of flavonoids in Cucurbita moschata ( Duch .) Poiret stem,leaf and flower were
reported .The result i ndicated that the flavonoids content in Cucurbita moschata ( Duch.) Poiret flower was highes :3 .04 % ,leaf and burgeoning stemwas :
2 .51 % and 1 .36 % .It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vtilization ,production and process and utilization in Cucurbita moschata( Duch.) Poiret stem,leaf
and flower .
Key words  Pumpkin;Leaf ;Stem;Flowers ;Flavonoids ;UV-spectrophotometry

  南瓜[ Cucurbit a moschat a ( Duch .) Poiret] 又名麦瓜、倭瓜、

金冬瓜等, 属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是我国重要的

经济作物。南瓜营养丰富, 富含南瓜多糖、维生素、氨基酸、β-

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具有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

场。我国是世界上南瓜产量第2 大国[ 5] , 总产量达410 万t ,

茎、叶约200 万t , 占世界总产量的30 % 。国内外对南瓜的营

养成分和保健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报道, 但对南瓜茎、

叶的研究报道却很少。目前 , 南瓜茎、叶除了很少量的被食

用和作为饲料外 , 大部分资源白白浪费了, 因此 , 对南瓜茎、

叶进行研究与开发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界, 生理作用广泛: 维持

血管正常的渗透压, 防止血管脆化, 对多种炎症、冠心病、心

绞痛等均有良好疗效[ 4] 。黄酮类化合物还是一种良好的活

性自由基清除剂[ 5] , 具有调整免疫和内分泌作用, 还有抗癌、

抗炎[ 6] 等多种医疗保健作用。为此, 笔者进行了南瓜茎、叶

中总黄酮的提取和测定。

1  材料与方法

1 .1 仪器、试剂与实验材料。①仪器。UV-160 型紫外分光

光度计( 日本岛津) ;AEL- 40SM 十万分之一天平( 日本岛津) ;

干燥箱CS-101-2CS( 重庆实验仪器厂) 。②试剂。亚硝酸钠、

硝酸铝、氢氧化钠均为分析纯。③供试材料。南瓜茎、叶、

花, 于2004 年7 月采集于校区山坡地,3 个重复。芦丁为对

照品, 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1 .2 实验方法

1 .2 .1 标准曲线的制定。称取芦丁24 .58 mg ,120 ℃烘干2 h

用80 % 乙醇溶解, 定容于25 ml 容量瓶中 , 摇匀 , 得到0 .98

mg/ ml 的标准母液。吸取此溶液2 .50 ml 再定容于10 ml 容量

瓶中, 摇匀, 得到0 .245 mg/ ml 的标准溶液。

  吸取该标准溶液0 .4、0 .8、1 .2 、1 .6、2 .0 、2 .4 ml , 分别置于

10 ml 容量瓶中, 加水至2 .4 ml , 加5 % 亚硝酸钠0 .4 ml 混匀 ,

放置6 min ; 加10 % 硝酸铝0 .4 ml , 混匀, 放置6 min ; 加4 .3 % 氢

氧化钠4 .0 ml , 再加水至刻度, 摇匀, 放置15 min ; 以试剂空白为

参比,在506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得到质量浓度( x) 与吸光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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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的标准曲线:y = 0 .9147 x - 0 .013 4 ,r2 = 0 .9975。

1 .2 .2 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和测定方法[ 7 ,8] 。①黄酮类化

合物的提取。将采集的新鲜南瓜叶、嫩茎、老茎洗净, 晾至表

面无水分 , 置于恒温干燥箱80 ℃下干燥, 制成干粉。分别称

取南瓜叶、嫩茎、老茎干粉0 .5 g 并置于100 ml 具塞锥形瓶

中, 加80 % 乙醇20 ml , 浸泡24 h , 超声提取1 h , 过滤, 洗涤, 滤

液用80 % 乙醇定容于50 ml 容量瓶中 , 得到黄酮类化合物提

取液, 待测。②黄酮类化合物的测定。吸取各样品提取液

1 .0 ml 置于10 ml 容量瓶中, 加水至2 .4 ml , 加5 % 亚硝酸钠

0 .4 ml , 混匀, 放置6 min ; 加10 % 硝酸铝0 .4 ml , 混匀, 放置6

min ; 加4 .3 % 氢氧化钠4 .0 ml , 再加水至刻度, 摇匀, 放置15

min ; 以试剂空白为参比, 在506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代入

方程计算。

1 .2 .3 回收率的测定。准确称取6 份南瓜叶样品, 每份0 .5

g 。分3 个等级 , 每个等级2 份, 分别加入一定量的芦丁标准

品, 按1 .2 .2 操作。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吸光度, 得出总黄

酮含量 , 计算回收率。

1 .2 .4  精密度试验。称取南瓜叶粉碎样品6 份 , 按1 .2 .2

测定。

1 .2 .5  稳定性试验。①提取液稳定性试验。提取液2 份按

1 .2 .2 操作, 每5 d 测定1 次, 共测定6 次。②显色液稳定性

试验。显色液每隔20 min 测定1 次吸光度, 共测定6 次。

2  结果与分析

2 .1  提取溶剂乙醇浓度的选择  取不同浓度的乙醇液对南

瓜叶、嫩茎、老茎干粉进行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和测定, 结果

表明( 表1) , 乙醇浓度为80 % 时, 提取液中黄酮类化合物得率

最大。

2 .2 超声波提取次数试验 将经1 .2 .1 步骤过滤的滤渣, 按

1 .2 .1 和1 .2 .2 方法进行二次提取和测定。在506 nm 处基本

无吸收 , 证明超声波提取1 次即完全。

2 .3 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分别称取南瓜叶、嫩茎、老

茎、花干粉3 份 , 按1 .2 .1 和1 .2 .2 方法进行提取和测定, 结

果表明( 表2) , 南瓜花和叶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 若加以开

发利用将有很大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9] 。嫩茎既有很高的食

用价值也可以和老茎一起作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加以开发

利用, 以含生物活性因子的饲料丰富市场 , 提高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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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乙醇浓度对黄酮类化合物提取的影响 %

乙醇浓度
南瓜叶黄酮

类化合物

嫩茎黄酮类

化合物

花黄酮类

化合物

50 1 .32 0 .86 1 .64

60 1 .84 0 .95 2 .41

70 2 .45 1 .32 2 .95

80 2 .51 1 .36 3 .04

90 1 .95 1 .04 2 .51

水 0 .80 0 .67 0 .83

  表2 南瓜叶、嫩茎、花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名称
黄酮类化合物∥%

Ⅰ Ⅱ Ⅲ
平均值∥% RSD

叶 2 .47 2 .51 2 .54 2 .51 1 .22

嫩茎 1 .29 1 .35 1 .44 1 .36 1 .81

花 3 .01 3 .03 3 .09 3 .04 1 .27

2 .4 样品的回收率  由表3 可知, 平均回收率为97 .79 % , 相

对标准差( RSD) 为2 .10 % 。

  表3 回收率试验结果

样品中总黄酮

含量∥mg/ ml

加入芦丁

量∥mg/ ml

回收芦丁

量∥mg/ ml

回收率

%

RSD

%

1 .110 8 0 .196 0 .198  100 .10

1 .304 8 0 .392 0 .377 96 .17 2 .10

1 .500 8 0 .588 0 .571 97 .11

2 .5  精密度试验 试验表明:1 ～5 个样品其总黄酮含量分

别为2 .47 % 、2 .51 % 、2 .54 % 、2 .59 % 和2 .55 % , 相对标准偏差

( RSD) 为1 .71 , 结果重现性较好, 精密度较高。

2 .6 稳定性试验 由表4 可知, 提取液至30 d 基本稳定, 相

对标准偏差( RSD) 为1 .29 % , 说明提取液的稳定性较好。此

提取液至少可保持30 d 以上。样品显色液相对标准偏差

( RSD) 为0 .67 % , 说明显色液在2 h 内基本稳定。

  表4 黄酮提取液与显色液保存时间与吸光度

保存时间∥d
提取液吸光度

Ⅰ Ⅱ
显色时间∥min 显色液吸光度

1 0 .222 0 .218    20 0 .222
6 0 .219 0 .211 40 0 .218
12 0 .227 0 .224 60 0 .224
18 0 .231 0 .223 80 0 .215
24 0 .231 0 .222 100 0 .215
30 0 .234 0 .232 120 0 .211

 注 : 此提取液乙醇浓度为70 % 。

3  结论与讨论

( 1) 南瓜茎、叶、花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以花最高为2 .51 % ,

叶次之为1 .95 % , 嫩茎最低为1 .05 % 。

(2) 南瓜适应性广、抗逆性强, 人工栽培成活率高, 夏季

茎、叶、花生长旺盛, 采摘期长, 开发成本低。南瓜茎、叶资源

十分丰富, 如果能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对南瓜茎、叶进行精深

加工, 开发出保健食品, 不仅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而且有利

于农民增收, 有着十分重大的经济和现实意义。

(3) 其营养成分和矿质元素含量丰富, 具有营养与保健

双重功能, 与其他蔬菜、水果进行比较, 资源广泛, 开发优势

大, 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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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转化为乳酸 , 醋酸和丙酸 , 使pH 值降至4 .5～5 .0 , 加速了

微贮饲料的生物化学作用, 抑制了丁酸菌、腐败菌等有害菌

的繁殖。由于微生物有益菌群的生长繁殖 , 还产生大量胞

内酶和胞外酶 , 在酶的作用下, 产生有益于牛生长的多种游

离氨基酸, 以及部分维生素 , 从而实现了秸秆营养价值的

提高。

( 4) 微贮饲料饲喂牛饲用价值高, 营养全面, 增重快。

其优点: 一是饲料成本低, 用1 kg 秸秆, 生产微贮饲料 , 可节

约精饲料20 % ～30 % 。二是营养价值高 , 微贮秸秆饲料有

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三是吸收率高, 秸秆经处

理后纤维素被部分降解, 尤其是木质素含量下降16 .5 % 。

四是适口性好 , 经过微贮处理的秸秆具有果香味 , 适口性

好, 增加进食量, 增重快。五是原料来源丰富 , 易保存 , 凡是

无毒、无霉变的稻草、麦秆、玉米秸秆等经处理后, 都可以做

微贮 , 如果封闭好 , 可保存3 年。

( 5) 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是漏气, 封顶后被老鼠挖洞数

个, 造成透气、腐烂。二是秸秆含水量不足, 由于贮存比较

晚( 11 月初) , 气温较低, 造成玉米秸秆含水量低, 使其不能

及时发酵 , 而到了春季 , 气温回升后就开始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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