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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 ( HPLC)测定罗汉果 (Momordica grosvenori )叶中总黄酮的含量 ,用保留时间定

性 ,用外标法定量。结果表明 ,罗汉果叶含有黄酮甙元槲皮素和山奈酚 ,槲皮素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79033. 73x

+ 6958. 30,r = 0. 9951;山奈酚线性回归方程为 y= 176444. 32x + 10827. 99,r = 0. 9944。罗汉果叶中总黄酮含

量为 1.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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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ercetin and kaempferol are found from Momordica grosvenori leav es by thei r

Retain-time in RP-HPLC. The contents of to tal flavonoids is measured by ex ternal standard

method, and the resul t is 1. 6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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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科植物罗汉果 (Momordica grosvenori )是

我国特有的经济、药用植物 ,为广西桂北地区的传统

特产。罗汉果营养价值高 ,含有丰富的果糖、蛋白质和

多种维生素 ,其性凉味甘 ,具有抗菌消炎 ,止咳润肺等

功效 ,广泛用于医药、饮料和调味品中 [1 ]。前人已经对

罗汉果的果实中甜甙
[2～ 4 ]
、多糖

[ 5]
、黄酮

[6, 7 ]
及块根中

淀粉 [8 ]、药用成分 [9 ]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但对罗汉

果叶的研究未见报道。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中 ,近 20年来

黄酮类化合物及其药理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大多数

具有显著生理药理活性 ,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有重

要的生理作用。国内外已经发现的黄酮类化合物有数

千种 ,相应在多种植物中开发出多种产品。因此 ,研究

和开发罗汉果叶黄酮类化合物 ,将填补罗汉果研究领

域的空白 ,对开发罗汉果系列产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实验部分

1. 1　材料与试剂

　　罗汉果叶: 2003年秋季采集于广西临桂县和永

福县。

　　 D-101大孔吸附树脂 (天津富邦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 )、 75%乙醇 (食用 )。

　　盐酸 ( A. R)、甲醇 ( A. R)、磷酸 ( A. R) ;二次蒸馏

水。

　　槲皮素及山奈酚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生产 )。

1. 2　仪器

　　 RE-52A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生化仪器厂生

产 )、WS210S型电子天平 (北京塞多利斯仪器系统有

限公司生产 )、 P200Ⅱ型高压液相色谱仪 ,包括 UV 20

Ⅱ 紫 外 可 变 波 长 检 测 器 ; Hypersi lC18 ( 5um ,

4. 6mmX200mm)色谱柱 ; Echrom98色谱工作站 (大

连依利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

1. 3　色谱条件

　　流动相: V甲醇∶V水∶V磷酸 = 60∶ 40∶ 0. 3;流速:

1. 0 ml /min;检测波长: 360 nm;灵敏度: 0. 08;柱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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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标准溶液及样品制备

1. 4. 1　标准溶液配制

　　分别配制浓度为 0. 2 mg /m l的槲皮素、山奈酚

标准溶液。准确吸取槲皮素标准溶液 0. 2 ml ,山奈酚

标准溶液 1 m l,置入 10 ml容量瓶中 ,用甲醇定容、摇

匀 ,得混合标准溶液。

1. 4. 2　样品溶液制备

　　称取粉碎的罗汉果叶 50 g ,置入圆底烧瓶中 ,再

加 500 ml蒸馏水在电炉上煮沸 ,沸腾 20 min,冷却 ,

过滤 ;重复 3次 ,合并滤液。将滤液以 10 m l /min速度

过大孔吸附树脂柱 ,吸附完毕后 ,用蒸馏水清洗 ,除去

一些水溶性杂质至流出液无色 ,然后用 75%乙醇洗

脱 ,收集洗脱液 ,并将洗脱液用旋转蒸发仪旋干 ,得到

粗黄酮 3. 75 g;粗黄酮再经无水乙醇溶解 ,过滤后旋

干得到精制黄酮 1. 4 g。

　　准确称取上述精致黄酮 60 mg ,置于圆底烧瓶 ,

加入甲醇 30 ml及盐酸 ( 1∶ 1) 10 m l,水浴加热回流

水解 1 h,然后用甲醇定容至 50 ml得样品待测溶液。

1. 5　总黄酮含量计算

　　总黄酮含量计算按银杏提取物总黄酮甙含量计

算方法 [10 ]计算。总黄酮甙含量= (槲皮素含量+ 山奈

酚含量 )× 2. 51。

2　实验结果

2. 1　色谱分离效果

　　混合标准溶液和样品待测溶液的色谱图见图 1

和图 2。

　　图 1和图 2显示 ,在本试验的色谱条件下标准溶

液和样品待测溶液中各目标峰得到充分洗脱和分离。

标准溶液中槲皮素和山奈酚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8. 57

min、 15. 8 min;样品待测液中槲皮素和山奈酚的保留

时间分别为 8. 56 min、 15. 7 min。两种溶液中槲皮素

和山奈酚的保留时间一致。

图 1　标准混合溶液色谱图

Fig. 1　 Standa rd sample spectrum

1. 甲醇峰 ; 2. 槲皮素 ; 3. 山奈酚

1. Me thano l, 2. Que rcetin, 3. Kaempfero l

图 2　样品色谱图

Fig. 2　 Sample spectrum

1. 甲醇 ; 2. 槲皮素 ; 3. 山奈酚

1. Methano l, 2. Querce tin, 3. Kaempfero l

2. 2　标准曲线绘制

　　分别取混合标准溶液 5μl、 10μl、 15μl、 20μl、 25μl

进样 ,测定质量 (μg )和峰面积 ( mv. min)之间关系 ,得

槲 皮 素 线 性 回 归 方 程 为: Y = 6958. 30 +

179033. 73X , r = 0. 9951;山奈酚线性回归方程为: Y

= 10827. 99+ 176444. 32X , r = 0. 9944。

2. 3　精密度试验

　　精确吸取样品溶液 20μl ,重复进样 5次 ,根据山

奈酚峰面积积分值 ,得 RSD为 3. 75%。

2. 4　回收率试验

　　采用加样回收法 ,称取槲皮素标准品 1mg,山奈

酚标准品 2 mg ,加入已准确称量好的普通叶子精致

黄酮样品中 ,重复水解制样过程 ,定容 50 m l,得测试

液。进样 20μl进行分析 ,计算槲皮素、山奈酚的回收

率分别为 97. 28% , 101. 36%。

2. 5　样品测试

　　准确吸取样品待测溶液 20μl , 进样 ,测定槲皮

素、山奈酚色谱峰面积积分值 ,以外标法计算其含量。

结果在罗汉果叶黄酮粗品中 ,槲皮素含量为

0. 827% ,山奈酚含量为 9. 87% 。罗汉果叶黄酮精品

中槲皮素含量为 1. 53% ,山奈酚含量为 21. 50% 。根

据 1. 4. 2试验得率 ,推算罗汉果叶中槲皮素含量为

0. 04284% ,山奈酚含量为 0. 602%。

2. 6　总黄酮的含量

　　黄酮粗品中黄酮甙含量为 26. 8% ,黄酮精品中

黄酮甙含量为 57. 8% ,罗汉果叶中黄酮甙含量为

1. 618% 。

3　结束语

　　试验结果表明罗汉果叶中存在黄酮化合物 ,其甙

元是槲皮素和山奈酚 ,这与罗汉果果实中黄酮甙元
[ 7]

一致。罗汉果叶总黄酮甙含量为 1. 618%。通过本法

对罗汉果叶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为罗汉果叶在药用领

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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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用银杏提取物总黄酮甙含量计算方法来计算

罗汉果叶总黄酮含量不是十分准确的 ,因为各种黄酮

甙中糖基不尽相同 ,换算系数可能不一样。 精确的罗

汉果叶总黄酮含量计算方法以及罗汉果黄酮的药理

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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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的电荷占据数有关 , 3p轨道的电荷占据数增加 ,

有利于其氢化物的稳定。

　　 ( 2)吸氢前后 ,取代元素 M的 3d电子的变化是

影响 ZrMnM合金储氢性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吸氢

后 , Co的 3d分波态密度向成键区偏移 ,加强了与氢

原子的成键作用 ,使得 Co的加入能延长合金的循环

寿命。

　　 ( 3)在 ZrMnM合金中 , Co和 Mn与 H的成键特

征很相近 , Co的加入利于改善 ZrM n2合金的氢压平

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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