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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苦丁茶（Ｉ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Ｃ．Ｊ．Ｔｓｅｎｇ）中熊果酸和齐墩果酸，并对不同部位、不同采收时间、不同
产地的苦丁茶进行比较。【方法】采用原位预处理-薄层色谱法。【结果】熊果酸、齐墩果酸能够很好地被分离，可
以同时被检识。【结论】苦丁茶中熊果酸含量较高，而齐墩果酸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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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意义】苦丁茶（Ｉｌｅｘ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Ｃ．Ｊ．Ｔｓｅｎｇ）
为冬青科冬青属植物，是我国南部地区广泛应用的
药、茶两用植物，主产于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是保健
茶中的佼佼者；药用具有散风热，清头目，除烦渴的功
效，用于头痛，齿痛，目赤，耳鸣，耳中流脓，热病烦渴，
痢疾等［１］；茶饮具有生津、提神、益智、抗衰老、降血
压、降血脂等效果。在我国，就栽培面积大小、产量多
少和民间应用的广泛程度而言，除了茶以外，位居其
次的便是苦丁茶。市面上苦丁茶的种类繁多，品种复
杂，随着其商品的多样化，同名异物不断增多。因此，
制定科学可靠的质量控制方法显得意义重大。【前人
研究进展】苦丁茶含有熊果酸和齐墩果酸活性成

分［２～４］，由于这两个化合物是同分异构体，结构相似，
性质相近，用一般的薄层色谱法难以分离。【本研究
切入点】目前尚没有采用薄层色谱法同时检识苦丁茶
中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文献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本文参照文献［５，６］，采用原位预处理法，建立苦
丁茶中同时鉴别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薄层色谱方法，
并对不同部位、不同采收时间、不同产地的苦丁茶进
行比较，为制定苦丁茶质量标准奠定实验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Ｂ２２００Ｓ型超声波清洗器；电热恒温干燥箱（上海
精密实验设备有限公司）；ＺＦ-２ 型三用紫外仪（上海
市安亭电子仪器厂）；ＹＯＫＯ-ＺＳ薄层色谱成像仪（武
汉药科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薄层层析硅胶 Ｇ预制板（批号 ２０１２１１０８，青岛海
洋化工有限公司）；薄层层析硅胶 Ｇ（化学纯，批号

０６０３２０，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国家药典委员会监
制）；其余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熊果酸对照品（批号 １１０７４２-２００５１８，供含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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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供）；齐墩果酸对照
品（批号 １１０７０９-２００５０５，供含量测定用，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院提供）。

  本实验所用药材样品均由广西中医药研究院中
药资源研究所提供，所有药材样品均经广西中医药研
究院赖茂祥研究员鉴定为苦丁茶。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粉末 １ ｇ，加乙醇 ３０ ｍＬ，超声处理 ３０
ｍｉｎ，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无水乙醇 １ ｍＬ使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

１．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熊果酸、齐墩果酸对照品，分别加无水乙醇制
成每 １ ｍＬ含 １ ｍｇ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１．２．３ 薄层原位预处理

  吸取供试品溶液 ５ μＬ、齐墩果酸对照品溶液和
熊果酸对照品溶液各 ３μＬ，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Ｇ 薄
层板上。将薄层板点样的一端浸入质量分数 １％碘

－二氯甲烷溶液约 １２～ １５ ｍｍ，使溶液浸过迅速取
出，立即覆以一玻璃板，３０ ｍｉｎ 后取下玻璃板，挥去
薄层板上残留的溶液。

１．２．４ 薄层色谱条件

  以环己烷-丙酮-乙酸乙酯-甲酸（９∶２∶１∶０．２）
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质量分数 １０％硫酸
乙醇溶液，在 １０５ ℃加热至斑点清淅，置紫外灯（３６５
ｎｍ）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
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荧光斑点。

１．２．５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嫩芽的薄层色谱分析

  （１）供试样品见表 １。

  （２）分别取上述供试样品制成供试品溶液，按上
述方法进行薄层试验。

１．２．６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色谱分析

  （１）供试样品见表 ２。

  （２）分别取上述供试样品制成供试品溶液，按上
述方法进行薄层试验。

１．２．７ 不同采集时间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色谱分析

  （１）供试样品来自广西南宁地区大院，时间分别
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１０ 月的 １３ 号，１１ 月 １８ 号，１２ 月 １６
号，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的 １８ 号，８ 月 ２６ 号。

  （２）分别取上述供试样品制成供试品溶液，按上
述方法进行薄层试验。

１．２．８ 苦丁茶嫩叶和老叶比较的薄层色谱分析

  （１）供试样品见表 ３。

表 １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嫩芽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ｓｈｏｏ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１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广西天等县天茗茶厂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
ｔｅ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

４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广西大新县苦丁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
ｌａｇｅ

２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广西天等县上映乡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ｈａｎｇｙ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５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广东梅州市大浦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３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广西大新县苦丁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
ｌａｇｅ

表 ２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老叶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１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广西天等县都康乡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ｕｋ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４
广西宾阳县思陇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ｉ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ｉｌｏｎｇ
Ｔｏｗｎ

２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广西大新县苦丁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
ｌａｇｅ

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３ ２０１１．０７．２４
广西南宁地区大院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ｕｒｔｙａｒｄ ９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广东梅州大浦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

４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广西武鸣县罗波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Ｗｕｍ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ｕｏｂｏ
Ｔｏｗｎ

１０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
广东清远市清新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Ｑｉｎｇ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广西马山县白山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ａ Ｓｈ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Ｂａｉｓｈａｎ
Ｔｏｗｎ

１１ ２０１２．０８．２５
海南省保亭县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ｏ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６ ２０１１．１２．２２
广西上林县镇芋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ｈａｎｇｌ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Ｚｈｅｎｙｕ
Ｔｏｗｎ

２７２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１ Ｎｏ.３，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表 ３ 苦丁茶嫩叶和老叶样品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ｓｈｏｏｔ ａｎｄ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药用部位
Ｐａｒｔ

编号
Ｎｏ．

采集时间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产地
Ｐｌａｃｅ

药用部位
Ｐａｒｔ

１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广西天等县天茗茶厂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ｉａｎｍｉｎｇ ｔｅ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

嫩芽
Ｓｈｏｏｔ ４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广西天等县都康乡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ｉａｎｄｅ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ｙ Ｄｕｋ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２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广西大新县苦丁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嫩芽
Ｓｈｏｏｔ ５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广西大新县苦丁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Ｋｕｄ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３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广东梅州市大浦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

嫩芽
Ｓｈｏｏｔ ６ 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广东梅州市大浦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ｉ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Ｄ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７ ２０１２．０２．１１
广东清远市清新县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Ｃｉｔｙ
Ｑｉｎｇｘ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８ ２０１２．０８．２５

海南省保亭县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ｏ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老叶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２）分别取上述供试样品制成供试品溶液，按上
述方法进行薄层试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产地苦丁茶嫩芽的薄层试验

  不同产地苦丁茶嫩芽的薄层实验结果见图 １。
从图 １ 看，不同产地的苦丁茶嫩芽均能检出熊果酸，
但斑点大小不同，表明含量有一定差异；采自广西天
等县天茗茶厂、广西天等县上映乡及广西大新县苦丁
村的嫩芽（样品 １～３）在本文的薄层色谱条件下检不
出明显的齐墩果酸斑点，可能是因为样品中齐墩果酸
含量较低的缘故。

图 １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嫩芽的薄层色谱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ｓｈｏｏｔ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１～５：苦丁茶嫩芽样品，６：齐墩果酸对照品，７：熊果酸对
照品

  １～５：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ｓｈｏｏｔ，６：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７：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２ 不同产地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试验

  不同产地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试验结果见图 ２。
从图 ２ 看，不同产地的苦丁茶老叶均能检出熊果酸和
齐墩果酸，其中熊果酸斑点均很明显，而齐墩果酸的
斑点则相对较弱，表明熊果酸的含量较高，齐墩果酸
的含量较低。

图 ２ 不同产地的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色谱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ｓ

  １～１１：苦丁茶老叶样品，１２：齐墩果酸对照品，１３：熊果酸

对照品．

  １～ １１：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１２：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１３：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２．３ 不同采集时间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试验

  不同采集时间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试验结果见
图 ３。

图 ３ 不同采集时间的苦丁茶老叶的薄层色谱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ａ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１～１２：苦丁茶老叶样品，１３：齐墩果酸对照品，１４：熊果酸

对照品

  １～ １２：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１３：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１４：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从图 ３ 看，不同采集时间的苦丁茶老叶均能检出
熊果酸和齐墩果酸，其中熊果酸斑点均很明显，而齐
墩果酸的斑点则相对较弱，表明熊果酸的含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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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墩果酸的含量较低。

２．４ 苦丁茶嫩叶和老叶比较的薄层试验

  苦丁茶嫩叶和老叶比较的薄层试验结果见图 ４。
从图 ４ 看，苦丁茶老叶（样品 ４～８）均能检出熊果酸
和齐墩果酸，而采自广西天等县天茗茶厂和广西大新
县苦丁村的苦丁茶嫩芽（样品 １～２）则没能明显检出
齐墩果酸，表明传统的应用中苦丁茶一般只用其嫩芽
是不够科学的，其老叶同样具有药用价值，应充分利
用苦丁茶老叶资源。

图 ４ 苦丁茶嫩叶和老叶比较的薄层色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ｌａｙｅｒ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 ｓｈｏｏｔ

ａｎｄ ｏｌｄ ｌｅａｖｅ

  １～８：苦丁茶样品，９：齐墩果酸对照品，１０：熊果酸对照品

  １～８：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ｋｕｄｉｎｃｈａ，９：ｏｌｅａｎ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１０ ｕｒｓ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３ 结论

  本文建立的薄层色谱法能同时检识苦丁茶中熊
果酸和齐墩果酸，该法分离效果较佳，重现性好，为制
定苦丁茶质量标准奠定了实验基础。苦丁茶中熊果
酸的含量较高，齐墩果酸的含量较低。苦丁茶老叶不
失其药用价值，应充分利用苦丁茶老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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