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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银花为中医常用药，其化学成分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介绍了金银花中有机酸的品种、分布及含量、分析方法及鉴定、

提取分离及纯化、含量测定、生物活性和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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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Honeysuckle has complicated chemical composition. In this paper, the varieties, 

distribution, contents,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s, bioactivit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of 

main organic acids in Honeysuckle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honeysuckle; organic acid; chlorogcnic acid 

 
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Caprifoliaceae）植物忍

冬（LoniceraL.japonica Thunb），同属多种植物的干燥

花蕾，为中医常用药[1]。全世界忍冬植物约 200 种，

我国有 98 种，广布于全国各地，而以西南部种类最多，

其中可供药用的品种达 47 种[2]。金银花化学成分复杂

多样，研究表明，其富含挥发油，此外含黄酮类、三

萜类及有机酸等[2]。在本文中，将就其中的有机酸进

行相关探讨。 

1  有机酸的品种 

绿原酸类化合物是金银花的主要有效成分，包括

绿原酸（Chlorogcnic acid）和异绿原酸（Isochlorogenic 
Acid）[3,4]，其中异绿原酸为一混合物[5]，它的异构体

有 7 种，分别为 4,5-二咖啡酸酰奎尼酸，3,4-二咖啡酸

酰奎尼酸，3,5-二咖啡酸酰奎尼酸，1,3-二咖啡酸酰奎

尼酸，3-阿魏酰奎尼酸，4-阿魏酰奎尼酸，5-阿魏酰奎

尼酸。其它有机酸还有咖啡酸（coffeic acid）及棕榈

酸（palmitic acid）[2,6]。绿原酸和异绿原酸的结构式如

图 1、图 2。 

2  有机酸的含量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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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不用品种、不同部位、不同收获时间

的金银花中有机酸的含量差别很大。据统计，绿原酸

含量为 0.0423%~5.93%，3,5-二咖啡酸酰奎尼酸含量

为 2.4%~6.1%、咖啡酸含量为 0.0065%~0.0712%[6-8]。 
金银花药材从幼蕾到开放分为幼蕾、三青、二白、

大白、银花、金花五个阶段。为了科学确定金银花中

绿原酸含量最高时期，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刘高峰等，

2001）对山东平邑产5个不同生产阶段金银花以HPLC
法进行了主要有效成分绿原酸的含量测定，含量由高

到低的顺序为：三青（4.62%）>二白（4.30%）>大白

（4.02%）>银花（3.87%）>金花（3.77%）。以花蕾阶

段为高，花开放后则含量降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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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原酸的结构式         图 2 异绿原酸的结构式 

3  分析方法及鉴定 

3.1  物理参数的确定 
绿原酸的溶点 206~208 ℃，异绿原酸的熔点

148~150 ℃[10]。 
3.2  薄层色谱法 

薄层色谱鉴别展开剂为氯仿-甲醇-甲酸（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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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点于同一薄层板上，展开，

取出，晾干，在紫外光（365 nm）下显蓝色荧光[11]。 
3.3  紫外光谱法 

绿原酸、异绿原酸在 328 nm 左右处有强吸收峰，

见文献[10]。 
3.4  红外光谱 

绿原酸、异绿原酸的红外光谱图见文献[10]。其特

征吸收峰有：VO-H=3300 cm-1，VC-O=1250~1000 cm-1，

VC=C=1650~1450 cm-1，VC=O=1735 cm-1。 
3.5  质谱法[12] 

绿原酸：EI-MSm/z：354(M+)，180(caffeicacid)+，
163(caffeoyl)+。 

咖啡酸：EI-MSm/z：180(M+)，163(M+-OH)，
136(M+-CO2，基峰)，89，77，44。 

3,5-二咖啡酰奎尼酸：EI-MS m/z：498(M+-H2O)，
336(M+-H2O-caffeoylorM+-caffeicacid) ， 180 
(caffeicacid)+，163(caffeoyl)+。 

棕榈酸：EI-MSm/z:256(M+)，213，199，185，
171，157，129，115，73，43（基峰）。 
3.6  NMR 谱[12] 
3.6.1  1H-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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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在 1H-NMR 谱中绿原酸的化学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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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1H-NMR 谱中 3,5-二咖啡酰奎尼酸的化学位移 

在 1H-NMR 谱中绿原酸和 3,5-二咖啡酰奎尼酸的

化学位移如图 2 和图 3。 
3.6.2  13C-NMR 

在 13C-NMR谱中绿原酸和3,5-二咖啡酰奎尼酸的

化学位移如图 4 和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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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 13C-NMR 谱中绿原酸的化学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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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 13C-NMR 谱中 3,5-二咖啡酰奎尼酸的化学位移 

4  提取分离 

4.1  提取 

 

图 6 k 级逆流法提取金银花中绿原酸的工艺流程 

对于绿原酸的提取，传统的方法有水提醇沉法、稀

醇提取法、水提石灰乳沉法等，近年发展起来的还有逆

流提取法、减压内部沸腾法、酶法、超滤膜法、超声波

法、微波预处理法、超临界 CO2 法。在这里，就主要

介绍这些新方法。 
逆流提取是指提取剂从第 1 级加入流向最后一级，

而物料从最后 1 级加入流向第 1 级，即两相逆向流动的

提取过程。逆流法提取金银花中绿原酸的流程（见图

6）：新鲜水从第 1 级进入逆流体系，对第 2 级排出的渣

2 进行提取，提取后的渣 1 排出体系；而去除沉淀后的

水相 1 进入第 2 级，对第 3 级排出的渣 3 进行提取；分

离得到的水相2进入第3级，对第4级的渣4进行提取；

以此类推，最后水相 k-1 进入 k 级对原料进行提取，排

出的渣 k-1 进入 k-1 级，而去除沉淀后的水相 k 部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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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所需的金银花提取液。 
4.1.1  逆流提取法 [13] 

经过向智男等人（2006）实验确定了提取温度为

80 ℃，pH 3.5，最初料液比为 1:20，提取时间逐级为

30、20、15 和 10 min 的 4 级逆流法水提绿原酸。 
4.1.2  减压内部沸腾法[14] 

该方法首先用少量低沸点解吸剂润湿被提取物

料粉末，使其中的有效成分充分解吸，然后加入一定

温度的热溶剂，并迅速减压，使渗透到植物组织内部

的解吸剂首先沸腾汽化，强化提取过程。减压内部沸

腾法具有提取温度低、浸膏中绿原酸含量高、杂质含

量小、提取时间短等优点。 
郝瑞然等（2006）采用减压内部沸腾法提取绿原

酸，在温度为 70 ℃，压力为-0.066 MPa，每次提取

时间 4 min 的条件下，得率为 9.0%，浸膏绿原酸含

量为 18.5%。 
4.1.3  酶法[15] 

采用纤维素和果胶酶分别或联合处理药材，然后

再醇提。纤维素酶是一类将纤维素水解成水溶性糖的

复合酶类，金银花用纤维素酶处理后，结构致密的细

胞壁被破坏，这有利于胞内绿原酸的溶出。加入果胶

酶后将金银花中不溶性的果胶降解成可溶性的半乳糖

醛酸和其它物质，增加了提取物的得率。 
刘佳佳等（2002）向干金银花粉末中加入 0.5%纤

维素酶液进行酶处理，处理液经 60%乙醇 40~50 ℃回

流，结果表明绿原酸粗提物的得率比乙醇回流法提高

了 25.97%。 
4.1.4  超滤法处理[16] 

依照超滤膜物理化学性能，采用超滤可除去水提

或醇提液中多糖、蛋白质等大分子，而绿原酸等小分

子则可透过膜的一种提取方法。优点是能有效保留有

效成分，无污染，绿原酸得率较高；但该法对提取液

预处理要求高，产量易受超滤条件的影响，且膜清洗

麻烦。 
4.1.5  超声波法 

利用超声产生的强烈振动和空化效应，加速植物

细胞内物质的释放、扩散并溶解到溶液中，从而达到

分离的目的。克服了无水提法难以过滤的制约因素，

无醇提法因溶剂使用而带来的成本高、溶剂回收难之

弊，而且绿原酸的得率和纯度都有所提高[17]。与常规

的溶剂提取法相比，该方法能大幅度地缩短提取时间、

溶剂消耗量少，但目前仅限于实验室规模。 
刘祥兰等（2000）向干金银花粉末中加 12 倍量水，

超声波清洗器（25 Hz）处理 0.5 h，其提取液减压浓

缩、60 ℃干燥得浸膏，加适量水溶解浸膏，用乙酸乙

酯萃取，萃取液减压浓缩，60 ℃干燥得提取终产物[18]，

最终绿原酸的得率为 62.85%。王宏军等（2003）采用

同样的方法提取绿原酸，测得的最终得率为 58%[19]。 
4.1.6  微波预处理法 

微波预处理法是利用微波加热的特性来对物料

中的目标成分进行选择性提取，与传统法比具有提取

时间短、绿原酸提取率高、粗产品中杂质少，对环境

的污染少等优点。 
韦藤幼等（2003）确定了微波预处理法提取绿原

酸的最佳参数是乙醇浓度为 75%、乙醇溶液用量为

样品量的 1.25 倍、微波处理时间为 70 s，热水温度

90 ℃、洗涤 10 min 及热水用量为样品量的 25 倍[20]。 
4.1.7  超临界 CO2法 

用超临界 CO2提取绿原酸。该方法具有操作范围

广，便于调节的特点，可以通过控制压力或温度，有

针对性地将绿原酸萃取出来[16-17]。该方法不仅解决了

传统溶剂提取毒性残留的问题，而且其渗透力极强，

提取效率高，产品纯度高。但生产成本较高，只停留

在实验室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 
4.2  绿原酸的分离纯化 

绿原酸的分离纯化的传统方法主要有正丁醇法、

絮凝法、乙酸乙酯法等，在此就不加以累述。本文中

主要介绍 β-环糊精共沉淀法、柱层析法、离子交换

纤维法。 
4.2.1  β-环糊精共沉淀法 

将绿原酸提取液中加入一定量的 β-环糊精

（β-CD）作为载体，β-CD 与绿原酸形成超分子化合

物而产生共沉淀，进行分离纯化。采用与共沉淀相反

的条件使 β-CD-绿原酸解络，将绿原酸由包合态转换

成游离态，静置分出 β-CD，回收溶剂后得绿原酸白

色粉末。武雪芬等（1999）发现，当 β-CD 与绿原酸

加入量相当时，二者可形成 1:1 型超分子化合物，绿

原酸得率最高[21]。该法的优点在于操作简便，并且

β-CD 可回收再用。 
4.2.2  柱层析法 
4.2.2.1  大孔树脂法[22] 

绿原酸溶于水、醇等溶剂中，在测定时很难用溶

剂提取等一般分离方法使其与粗提液中水溶性杂质

分开。大孔树脂吸附特别适合水溶性化合物纯化分

离。该法具有吸附容量大、选择性好、易于解吸、机

械强度高、再生处理简单、操作简单、得率恒定、产

品质量稳定、成本低等特点，且吸附法仅用少量溶媒

洗脱树脂就能达到浓缩目的，但耗用时间长，吸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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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清洗困难。采用大孔树脂柱法时，D101 柱不吸附

绿原酸，用水可将其全部洗脱出，是目前分离绿原酸

的最佳途径。高春荣等采用单因素试验法，以纯化物

中绿原酸的质量分数为考察指标，得出吸附原液金银

花质量浓度 0.25 g/mL，pH 值为 7，流速 3 mL/min，
为 D101 大孔树脂金银花提取液较优的除杂条件。此

工艺所得的绿原酸提取率达 85%以上（与金银花中

绿原酸总含量相比），质量分数达 65.12%。 
4.2.2.2  硅胶柱法 

绿原酸粗提液经硅胶柱进行分离，以乙酸乙酯-
甲醇-水混合溶剂洗脱，回收溶剂后得白色结晶，即为

纯化的提取物。与 β-CD 共沉淀法及正丁醇法相比，

柱层析法所得的产品纯度最高。该法能使绿原酸和黄

酮获得较好的分离和提取，吸附剂聚酰胺可反复使用，

反复层析可以纯化，纯化度高。但此法操作麻烦，产

量低，洗脱耗费时间长，消耗洗脱剂及载体量较大，

不易回收，费用高，主要用于分析研究中，不适于工

业生产[23]。 
4.2.3  离子交换纤维法 

强碱性离子交换纤维（Ionexchagefiber，IEF）是

含有羧基的小分子有机物、多酚化合物的良好吸附剂。

童勇等（2006）以乙醇为溶剂，采用动态吸附实验考

察优化的吸附-解吸条件，得到了离子交换纤维纯化绿

原酸的优化工艺条件为：吸附时间 60 min，流速 4.0 
mL/min，解吸时采用体积比甲醇-盐酸（1 mL/min）
=4:1 混合溶液作为解吸剂，流速为 0.8 mL/min。离子

交换法用于绿原酸的分离有其独到的优点，仅用少量

解吸液就能达到浓缩分离的目的，且工艺较为简单，

绿原酸的得率也比较高[24]。 
4.3  绿原酸含量的测定 

绿原酸的测定有容量法、色谱法、比色法、紫外

分光光度法、三波长分光光度法、导数光谱法、纸层

析-比色法、纸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薄层光密度法、

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气相层析

法、高效液相层析法[22,25]。 

5  生物活性 

绿原酸（chlorogenicacid，CGA）化学名 3-o-咖啡

酰奎尼酸（3-o-caf-feoylquinicacid），属酚类化合物，

是一种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从结构来看（见图 1），
它是咖啡酸的葡萄糖苷酯，应比具有相似分子结构的

抗氧化剂如咖啡酸、阿魏酸、介子酸等有更好的生物

代谢功能。绿原酸是酚类抗氧化剂，研究表明，它不

仅能快速地消除羟基自由基，而且能有效地通过电子

转移修复脱氧鸟苷酸氧化性羟基加成自由基。除了抗

氧化力强外，绿原酸还具有抑制和杀灭多种致病菌和

病毒、抗肿瘤、抑制突变、抗致畸、抗过敏、升高白

细胞、保肝利胆、降血压、降血脂及调节细胞色素 P450
连接酶活性等功能[18,26-29]。 

6  产品开发 

6.1  医药上的应用 
金银花的提取液可制成金银花注射液、银黄注射

液、双黄注射液、双黄连粉、金银花流浸膏等多种形

式的制剂[8]。金银花制成的复方药可用于感冒、流感、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扁桃炎、支气管炎、肺炎、急性

菌痢、钩端螺旋体病、急性皮肤感染[30]，泌尿系感染、

血栓性深静脉炎、胆道感染、乳腺发炎、急性阑尾炎、

传染性肝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 
6.2  保健食品中的应用 

用金银花的藤、叶、花蒸馏取露，称“金银花露”。
它是夏令时节芳香可口的保健清凉饮料，可预防夏秋

小儿热疗的痱子、中暑、肠道传染病。长期饮用金银

花茶还有防感冒、降脂减肥、延缓衷老及滋润皮肤等

功效。金银花保健茶属纯天然高级饮品，具清热解毒，

广谱抗菌，长期饮用能减少人体大肠对胆固醇的吸收，

起到降血脂，降胆固醇的作用。是心脏病，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患者对甜料特殊需求的一种保健饮料。

金银花啤酒，除啤酒自身风味外，还具有金银花的保

健功能。此外，市场上还出现了金银花润喉片、金银

花糖果、金银花冰淇淋、金银花生态水等一系列保健

食品。 
6.3  化妆品和日用保健品中的应用 

用溶剂提取的金银花有效成分，加入到洗浴剂及

化妆品中，对皮肤没有伤害，增强皮肤活力，达到延

缓皮肤衰老的作用。此外，对脂溢性皮炎，皮肤炎症

有一定的疗效；对去屑止痒，柔发健肤也有作用[8,31]。

含有金银花有效成分的牙膏，有减少牙龈红肿、出血

的功效。金银花花露水则能够清热解毒、祛痱止痒、

提神醒脑。 

7  前景与展望 

我国金银花植物资源丰富，采收加工方便，金银

花化学成分复杂、药理作用多样、临床应用频率高。

近年来金银花的功能不断被发现，开始由单一的中草

药逐步向茶叶、饮料、化妆品及日用化工品等方面发

展。寻找适宜的金银花品种，研究更适合于工业化提

取纯化金银花有机酸的方法，开发以金银花为主要原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3 No.9(总 99) 

 97

料的制剂，对于满足市场需求，提高金银花的深加工

水平，创造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深远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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