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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正交试验确定微波处理的最佳工艺参数, 用水煎煮法提取板蓝根多糖, 用苯酚 硫酸比色法测定

多糖含量。结果表明, 微波处理后, 板蓝根粗多糖得率达到 331062◊ , 多糖质量分数达到 751211◊ , 优于单独

使用水煎煮法。微波处理板蓝根的最佳工艺参数为水浸泡 1 h, 微波功率 480W , 处理时间 6 m in; 此工艺参数

下, 多糖得率和含量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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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best param eters of techno logy w as determ ined th rough o rthogonal test, then

u sing m ethod of bo iling w ater to ob ta in po lysaccharide of indigow oad roo t, and con ten t w as

determ inated w ith pheno l2vit rio lic co lo rim etry. T he ex tract ing ra te of un refined

po lysaccharide of indigow oad roo t by u sing m icrow ave trea tm en t w as up to 331062◊ , and

the con ten t of po lysaccharide w as up to 751211◊ , bet ter than u sing bo iling w ater ex tract ion

alone. T he po lysaccharide of indigow oad roo t has been ob ta ined fo r the first t im e by

m icrow ave techn ique, bo th ex tract ing ra te and con ten t are apparen t ly h 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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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蓝根 ( Indigow oad roo t)是指十字花科植物菘蓝 (Isa tis ind ig otica F ort. )的干燥根, 为清

热解毒之常用中药, 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 是理想的免疫增强剂[1 ]。

近年来, 多糖的提取大多采用 2 种方法, 即直接水煎煮法和有机溶剂 (如乙醚、乙醇、石油

醚等)脱脂后水煎煮法[2 ]。微波法是近年来比较新的一种方法, 具有快速、高效、安全、节能的特

点[3 ] , 已被应用于多种植物成分的提取, 但在板蓝根有效成分提取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

文中探讨了微波法在提取板蓝根多糖中的应用, 并和直接水煎煮法进行了比较。

1　试验材料与仪器

材料: 板蓝根, 河北菘蓝, 购于北京市同仁堂医药经营公司。



试剂: 葡萄糖标准品、苯酚 (分析纯, 北京西中化工厂)、硫酸 (分析纯, 北京化工厂)、乙醇

(分析纯, 北京化工厂)、蒸馏水 (实验室自制)。

仪器: 98 1 B 型电子控温电热套,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生产;M G 5520SDV 型

L G 微波炉,L G 电子中国公司生产; AB 204 B 型电子分析天平, 瑞士梅特勒公司生产; 101A 2

型电热恒温干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总厂生产; 回流提取装置, 实验室自制; TU 1800SPC 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D ZKW D 型水浴锅, 河北黄骅市航天

仪器厂生产; 金叶牌R E 52AA 旋转蒸发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生产; SZ 93 自动双重纯水

蒸馏器,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生产。

2　试验方法

211　水煎煮法

21111　测定乙醇不同体积分数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精密称取板蓝根饮片 30 g, 用蒸馏水回流提取 2 次, 先加蒸馏水约 300mL , 微沸煎煮 2 h,

过滤; 滤渣中再加蒸馏水约 240mL , 微沸煎煮 115 h, 趁热过滤。将 2 次所得滤液合并, 减压浓

缩至 200 mL , 平均分为 4 份, 加入乙醇, 使滤液中最终乙醇体积分数分别为 95◊ , 80◊ , 65◊

和 50◊ 。静置过夜, 过滤, 将沉淀物在 60 ℃的恒温干燥箱中烘干, 测定其质量, 粉碎得板蓝根

粗多糖。分别按照样品测定方法测定粗多糖得率及多糖质量分数。

21112　测定最佳乙醇体积分数

精密称取板蓝根饮片 30 g, 按照 21111 的方法进行试验, 并将最终的滤液减压浓缩至 50

mL , 加入乙醇, 调整滤液中最终乙醇体积分数, 使粗多糖得率最高, 将沉淀物在 60 ℃条件下烘

干, 得板蓝根粗多糖。

212　微波处理后水煎煮法

精密称取板蓝根饮片 30 g, 置于 1 000 mL 烧杯中, 加适量水浸泡, 用微波处理, 然后按照

21112 的方法进行试验, 得到板蓝根粗多糖。

3　板蓝根多糖的分析方法

311　回归方程的建立

1)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取称 105 ℃干燥至恒重的无水葡萄糖标准品 100m g, 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 加蒸馏水至刻度摇匀, 待用。

2)建立回归方程。a1 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 0, 110, 210, ⋯, 610 mL 分别置于 50 mL 容量瓶

中, 加双重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b1 精密吸取上述溶液各 210mL 分别置于具塞试管中, 并

各加质量浓度为 0105 gõmL - 1的苯酚溶液 110 mL , 垂直快速加入浓硫酸 510 mL , 充分振摇;

c1 置沸水浴上加热 15m in, 取出, 然后置冷水浴中冷却。在 490 nm 波长处测定吸光度A , 得回

归方程为: c= 221476A + 01530 9, 其相关系数为 r= 01997 0。

312　样品多糖含量的测定

精密称取提取出来的粗多糖 100 m g, 定容于 100 mL 容量瓶, 重复自 311 中 2) b1 开始的

试验过程, 按照回归方程计算多糖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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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结果与分析

411　不同乙醇体积分数的影响

图 1　乙醇体积分数对粗多糖得率及

多糖质量分数的影响

图 1 示出乙醇体积分数对板蓝根多糖沉淀效果的

影响。可以看出, 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80◊ 时, 板蓝根粗

多糖的得率和多糖质量分数均达到最高。随着乙醇体积

分数的增加, 水溶性物质如多糖等易于形成沉淀, 因此

粗多糖得率提高; 但当乙醇体积分数达到 95◊ 时, 会除

去单糖、低聚糖、甙类等干扰性成分, 因此得率下降。

412　微波处理最佳工艺参数的确定

采用L 9 (34)正交设计, 探索用微波处理板蓝根饮片

的最佳工艺参数。

在料液体积比为 1∶10 的条件下, 分别对干药材加

水浸泡时间、微波处理时间以及微波功率等进行试验分

析, 试验因素水平分别为: A 浸泡时间 015, 110, 115 h; B 微波功率 320, 480, 640 W ; C 微波处

理时间 2, 4, 6 m in。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因　　素

A

浸包时间öh

B

微波功率öW
C

处理时间öm in

得率ö◊

1 1 (015) 1 (320) 1 (2) 31165

2 1 (015) 2 (480) 2 (4) 71264

3 1 (015) 3 (640) 3 (6) 91729

4 2 (110) 1 (320) 3 (6) 71046

5 2 (110) 2 (480) 1 (2) 71442

6 2 (110) 3 (640) 2 (4) 51898

7 3 (115) 1 (320) 2 (4) 51267

8 3 (115) 2 (480) 3 (6) 81583

9 3 (115) 3 (640) 1 (2) 61041

M 1 201158 151478 161648

M 2 201386 231289 181429

M 3 191891 211668 251358

R i 01165 21604 21904

可以看出, 微波处理板蓝根饮片的最佳工艺组合为A 2B 2C 3, 即工艺参数为: 水浸泡 1 h, 微

波功率 480W , 微波处理 6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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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微波处理对提取板蓝根多糖的影响

对采用最佳工艺参数微波处理和未经微波

处理直接采用水煮醇沉法得到的粗多糖得率及

质量分数进行比较, 结果见图 2。可以看出, 与未

经微波处理的提取结果相比, 微波处理后板蓝

根粗多糖得率和多糖质量分数均有明显提高,

其中粗多糖得率提高了 121432 个百分点, 多糖

质量分数提高了 51847 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

微波加热的特性决定的。从细胞破碎的微观角

度看, 微波加热导致细胞内的极性物质, 尤其是

水分子, 吸收微波能后, 产生大量的热量, 使细

胞内温度迅速上升, 液态水汽化产生的压力将细胞膜和细胞壁冲破, 形成微小的孔洞; 进一步

加热, 导致细胞内部和细胞壁水分减少, 细胞收缩, 表面出现裂纹。孔洞或裂纹的存在使细胞外

溶剂容易进入细胞内, 溶解并释放出胞内产物。而单纯用水煎煮法处理药材时间不能太长, 否

则, 板蓝根的木栓层和皮层被煮烂, 树脂状物、植物蛋白和木质部薄壁细胞中的淀粉粒会大量

溶出。将这 2 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仅巧妙地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而且使粗多糖得率

和多糖质量分数明显提高。

5　结　论

1)将微波技术应用于板蓝根多糖的提取, 粗多糖得率和多糖质量分数均明显提高。

2)用微波处理板蓝根饮片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用水浸泡 1 h, 微波功率 480 w , 微波处理时

间 6 m in。

3)微波技术应用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是一种省时便捷, 值得推广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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