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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黄褐毛忍冬总绿原酸含量、总黄酮含量与抗氧化活性相关性；利用 50%甲醇恒温震荡提取黄褐毛忍冬花蕾中总绿

原酸、总黄酮，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含量，DPPH 比色法测定其抗氧化活性，采用 SPSS 软件对化合物含量与抗氧化活性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在 0.01水平上总绿原酸含量、总黄酮含量与黄褐毛忍冬抗氧化活性呈正相关，相关数为分别为 0.734 和 0.683，即

绿原酸对黄褐毛忍冬的抗氧化活性贡献最大，其次是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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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content of total chlorogenic acid, total flavono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Lonicera fulvotmentosa, the total chlorogenic acid and flavonoids was obtained with rotary shaker extraction technique, their content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detected by UV and DPPH methods,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both the content of phenolic ac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have been analyzed using SPSS method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s have been shown significant both the content of total chlorogenic 

acid and flavono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L. fulvotmentosa, the correlated factors were 0.734 and 0.683 at the 0.01 level. This means 

that the chlorogenic acid play important role for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L. fulvotmentosa, followed by was flavo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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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毛忍冬为忍冬科植物黄褐毛忍冬(Lonicera 

fulvotomentosa)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1]，2010年版

中国药典将黄褐毛忍冬定为山银花药材基源植物之一
[2]，是一种耐干旱，耐瘠薄，抗寒能力较强的药用植

物[3]。主要分布在贵州兴义、兴仁、册亨、安龙、梵

净山、雷山、贞丰、盘县、绥阳、印江、榕江等地，

尤其在黔西南境内储量最大[4]。黄褐毛忍冬的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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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要包括挥发油、黄酮类、有机酸、三萜类、无机

元素等，药理研究表明，黄褐毛忍冬具有抗氧化、抗

菌、抗炎、解热、保肝、止血、免疫调节，其中的有

机酸及黄酮类化合物具有降低心肌耗氧量，使冠脉、

脑血管血流量增加、抗心律失常、软化血管、降血糖

血脂等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具有

清除人体中超氧离子的自由基，抗衰老，增加机体免

疫力的生理活性[5]。 

黄褐毛忍冬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其化学成分、药

理性状、临床应用 、新产品开发、资源植物等近年来

屡见报道，但是对黄褐毛忍冬的抗氧化活性成分的报

道不多[6]，有关总绿原酸、总黄酮含量与抗氧化活性

之间的相关性尚未见报道，笔者采用 50%甲醇恒温震

荡提取黄褐毛忍冬花蕾中总绿原酸、总黄酮，紫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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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度法测定其含量，DPPH 比色法测定其抗氧化活

性，采用 SPSS 软件分析化合物含量与抗氧化活性之

间的相关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材料 

黄褐毛忍冬材料于2011年7月采于黔西南州境内

(安龙县、兴义市、兴仁县及贞丰县)，由贵州师范大

学方小平教授鉴定为忍冬科植物黄褐毛忍冬的干燥花

蕾，样品存放于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天然产物

研究室。 

绿原酸、芦丁( 含量> 98%，长沙上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甲醇(AR)、亚硝酸钠(AR)、硝酸铝(AR)及氢

氧化钠(AR)(上海广诺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水为双蒸

水。 

UV-2450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恒温培养振荡器(THY-111B；金坛市天宏实验仪器

厂)；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适量芦丁、绿原酸及 DPPH (1,1-二苯基-2-三

硝基苯肼)，加入甲醇配制成1.0 mg/mL芦丁、40.68 

μg/ｍL绿原酸及 0.1 mg/mL DPPH对照品溶液。  

1.2.2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黄褐毛忍冬0.10 g左右至 l00 mL的锥形

瓶中，加50%甲醇 25 mL，摇床恒温振荡提取 24 h[7,8]，

过滤并后用 50%甲醇定容于 25 mL，即为供试品液。 

1.2.3  标准曲线制定 

黄酮标准曲线的测定[9~10]精密吸取 0.1 mg/mL 的

对照品 0、1.0、2.0、3.0、4.0、5.0 于 10 mL的试管中，

加 0.3 mL 3% NaNO2溶液，摇匀放置 6 min，加入 0.3 

mL 10% A1( NO2)3 6 min 后，再加 4 mL 1 mol/L 的

NaOH溶液用水定容到 10 mL，摇匀放置 10 min。在

510 nm 波长处，以第一管溶液作为空白。测得不同浓

度下吸光度值，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

进行回归，绘制标准曲线。标准曲线方程为

Y=0.0119X+ 0.0015 ， r2 = 0.9917 ，线性范围为

0.1372~0.5789 μg/ mL。 

绿原酸标准曲线制定[11~12]精密吸取40.6 μg/mL绿

原酸的对照品 0、1.0、2.0、2.5、3.0、3.5、4.0 于 10 mL

的试管中，加甲醇定容到 10 mL。在 320 nm 波长处，

以第一管溶液作为空白。测得不同浓度下吸光度值，

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进行回归，绘制

标准曲线。标准曲线方程为 Y=0.0515X-0.0117，r2= 

0.9983，线性范围为0.1871~0.8329 μg/mL。 

1.2.4  样品吸光值的测定 

总黄酮吸光值的测定 取上述供试品滤液 0.5 

mL，按 2.3.1 黄酮标准曲线的测定方法的得到黄褐毛

忍冬 24 个样品吸光值，按照如下公式计算总黄酮含

量： 

总黄酮含量(%)=C×25×100/0.1×106 (C 为原液浓度) 

总绿原酸吸光值的测定：取上述供试品滤液 1 

mL，用甲醇稀释 25倍，按 2.3.2 绿原酸标准曲线的测

定方法的得到黄褐毛忍冬 24个样品的吸光值，按照如

下公式计算总原酸含量： 

总绿原酸(%)= C×25×100/0.1×106 (C 为原液浓度) 

1.2.5  清除 DPPH活性的测定[6,13] 

对照品溶液制备：取供试品的溶液1 mL加入50%

甲醇，定容于 25 mL的容量瓶中，即供试样品稀释了

25 倍，将实验室原配制 DPPH浓度为 0.1 mg/mL的对

照品溶液，稀释至 52 μg/mL(通过多次试验确定的适

宜此黄褐毛忍冬的浓度)。 

吸光度值测定：取 3 支试管，第 1 支试管加入稀

释好的植物提取液 1 mL与 DPPH溶液 4 mL，混合摇

匀，第 2 支试管加入 4 mL DPPH溶液与1 mL甲醇，

混合摇匀，第 3 支试管加入稀释好的植物提取液1 mL

与 4 mL甲醇，混合摇匀。在黑暗中 37 ℃放置 30 min，

以甲醇为空白在 517 nm 测定它们的吸光度值。按如

下公式计算抑制率：抑制率/% ={[1-(Ai-Aj)]/A0}×100 

(式中：Ai ：稀释25 倍浓度提取液和甲醇；A0：甲醇

+DPPH；A j： 稀释 25 倍浓度提取液+DPPH)，公式

中引入 A j是为了消除浸提液本身颜色对测定的干扰。 

1.2.6  酚酸含量与抗氧化活性分析 

利用 SPSS 软件对酚酸含量与抗氧化活性相关性

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 

2  结果与讨论 

2.1  黄褐毛忍冬中酚酸含量及其抗氧化活性 

24 个不同来源的黄褐毛忍冬样品中，总黄酮含量

为 6.00%~21.60%；总绿原酸含量为 3.10%~12.80%；

自由基清除率 24.30%~68.50%。总的看来，样品中总

黄酮及总绿原酸含量高的样品，其清除自由基活性也

普遍较高，表明自由基清除率与总黄酮及总绿原酸含

量有关。但由于总绿原酸包括绿原酸及异绿原酸，总

黄酮中包括芦丁、金丝桃苷、木犀草素-7-O-β-D-半乳

糖苷、忍冬苷、苜蓿苷、金圣草素-7-O-新橙皮糖苷、

苜蓿素-7-O-新橙皮糖苷和槲皮素[14]，样品的清除自由

基活性是这些化合物协同或拮抗的综合体现，因此，

个别样品中化合物含量和抗氧化活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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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褐毛忍冬中酚酸含量及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Table 1 The content of phenolic ac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L. fulvotmentosa 

样品来源 
黄酮总 

含量/% 

总绿原酸 

含量/% 

自由基清 

除率/% 

安龙县龙广镇果约村 20.80 9.70 38.60 

安龙县龙广镇果约村 11.50 7.00 32.00 

安龙县笃山乡坡井村 15.30 6.30 23.40 

安龙县德卧县田坝村 10.50 5.96 28.20 

安龙县笃山乡龙井村 10.10 5.60 27.00 

安龙县龙广镇花木村 12.40 7.12 31.80 

安龙县德卧镇钟家地村 21.60 11.70 47.70 

安龙县德卧镇德卧村 12.60 6.96 36.60 

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 19.12 12.80 44.30 

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 12.50 7.34 30.00 

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 15.20 7.39 35.30 

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 11.30 5.71 31.00 

安龙县德卧镇大水井村 14.60 7.80 36.50 

贞丰县珉谷镇放牛坪村 12.70 7.67 34.80 

贞丰县珉谷镇明滩村 19.80 6.65 32.80 

贞丰县珉谷镇核桃村村 17.80 10.90 51.20 

贞丰县珉谷镇坪上村 17.30 10.70 57.80 

贞丰县珉谷镇马曹井村 19.90 10.80 68.50 

兴义市万峰湖镇龙万村 20.00 10.70 54.10 

兴义市则戒乡打场村 15.10 8.23 38.10 

兴义市泥函镇泥出村 14.80 7.47 37.20 

兴仁县屯角镇黄泥寨村 10.60 5.95 30.10 

兴仁县巴铃镇绿荫河村 18.09 10.80 41.50 

兴仁县大山乡猪槽箐村 6.00 3.10 24.30 

注：供试样品浓度 0.16 mg/mL(药材)；DPPH 的浓度为

52μg/mL。 

2.2  黄褐毛忍冬中酚酸含量及其抗氧化活性相关性 

从酚酸含量与清除 DPPH自由基活性相关性分析

结果看，在0.01 水平上，总绿原酸、总黄酮与 DPPH

自由基清除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734 和 0.683，均为

显著线性相关，但总绿原酸对 DPPH自由基清除率贡

献较总黄酮稍大一些。提示这两类化合物可能是黄褐

毛忍冬抗氧化活性的物质基础。 

3  结论 

3.1  在 0.01 水平上总绿原酸含量、总黄酮含量与黄褐

毛忍冬 DPPH自由基清除率呈正相关，表明绿原酸和

黄酮类化合物是该植物抗氧化活性的物质基础；

DPPH 自由基清除率与总绿原酸、总黄酮含量的相关

数分别为 0.734 和 0.683。即绿原酸对黄褐毛忍冬的抗

氧化活性的影响大于黄酮。 

3.2  黄褐毛忍冬中总绿原酸通常包括绿原酸和异绿

原酸、文献报道的主要黄酮类化合物包括芦丁、金丝

桃苷、木犀草素-7-O-β-D-半乳糖苷、忍冬苷、苜蓿苷、

金圣草素-7-O-新橙皮糖苷、苜蓿素-7-O-新橙皮糖苷和

槲皮素[14]。从组分中药的观点看，黄褐毛忍冬的抗氧

化活性是这些化合物相互协同或拮抗的综合表征，仅

以个别化合物或几个含量的含量评价药材的质量是不

科学的，也是不客观的[15]。这些单个化合物的含量与

抗氧化活性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它们的抗氧化作用机

制是相互协同或拮抗，正在进一步研究。 

3.2  DPPH清除自由基活性只是抗氧化活性之一，黄褐

毛忍冬中总绿原酸、总黄酮的其他抗氧化活性也有待

深入研究。 

表 2 黄褐毛忍冬中酚酸含量含量及清除 DPPH 自由基活性相关性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phenolic acids and their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L. fulvotmentos 

Pearson Correlation 总绿原酸含量/% 总黄酮含量/%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总绿原酸含量/% 1 0.852(**) 0.734(**) 

总黄酮含量/% 0.852(**) 1 0.683(**)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0.734(**) 0.683(**) 1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1-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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