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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多糖的含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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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对不同产地铁皮石斛引种到广东饶平铁皮石斛 @*?种植基地的铁皮石斛药材鲜品茎和叶中的多糖含

量比较研究"探讨环境因素对石斛多糖的影响$ 方法!以多糖含量为指标"应用苯酚 Y浓硫酸比色法测定不同产地的铁皮石斛

鲜品茎和叶中的多糖含量$ 结果!不同原产地的铁皮石斛茎和叶中的多糖含量均有一定差异"其中鲜品的茎以云南 Y9%,+&样

品的多糖含量最高"达到了 949$5"广东河源的样品的多糖含量最低"仅为 "4115/鲜品的叶以云南 Y;%,0&样品的多糖含量最

高"达到了 "4$#5"福建武夷山的样品的多糖含量最低"为 #4$95/多数品种的鲜品茎中的多糖含量高于叶中的多糖含量$ 结

论!原产地的生长环境对铁皮石斛多糖的积累可能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铁皮石斛!鲜品!多糖!含量测定!苯酚 Y浓硫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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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石斛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性微寒#味甘"

有滋阴益胃#清热生津#益智安神#强精壮骨之功效"

近年大量药理实验也表明铁皮石斛有增强免疫力#抗

氧化#抗疲劳#降血糖#护肝等作用
," 62-

"所以鲜品铁

皮石斛越来越多的被作为保健食品应用$ 多糖是铁

皮石斛的主要成分"与药理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多

糖质量分数的高低是目前判断铁皮石斛质量的主要

依据$ 本研究采用苯酚 Y浓硫酸测定不同产地铁皮

石斛引种到广东饶平铁皮石斛 @*?种植基地的铁皮

石斛药材鲜品茎和叶中的多糖含量"为铁皮石斛鲜品

的综合应用提供科学依据"最大程度的利用这一名贵

中药材
,0 6+-

$

材料与方法

"4实验材料!铁皮石斛新鲜药材均来自于广东永生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铁皮石斛 @*?种植基地%广东饶平&"采集于

1#"1 年 0 月%茎和叶分别采集"共收集 "" 份叶的鲜品样品""1

份茎的鲜品样品&"药材信息见表 ""药材留样现保存于广州

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药材经广州中医药大学陈建南研究员

鉴定$ 95苯酚#浓硫酸#无水乙醇"无水葡萄糖 %中国药品生

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批号!#+33 Y$9#"&$

14实验仪器!&IRDF)L(紫外 Y可见分光光度计%北京莱伯

泰科&"VTLMNZT7Y93# 离心机" FL()H(TR.U?119:电子天平

%德国&"*mRLG(H艾科浦 o系列纯水机"<Z<7*8Y旋转蒸发

仪%日本&"F%bY:%

1

&循环水式真空泵 $

34方法!%"&多糖的提取与精制!分别取鲜品铁皮石斛茎

和叶"剪成不超过 3\\的小段"混合均匀"称取 9#N"置 9##\I

圆底烧瓶中"加石油醚 19#\I$#u水浴回流 "K"抽滤"滤渣挥

干溶剂"加入蒸馏水浸提 1 次"趁热过滤"滤液减压浓缩至

"9#\I"加 #4"5活性炭脱色"抽滤"滤液浓缩后"加 $95乙醇

%; Y9&'&"静置 "1K#抽滤"得粗多糖"粗多糖加热水溶解"

FD̂LND法脱蛋白"脱蛋白溶液浓缩后"加 $95乙醇%; Y9&'&"

静置 "1K"抽滤"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丙酮#乙醚洗涤 3 次"沉

淀按以上步骤再次脱色#醇沉"得精制多糖 2#u烘干备用$

%1&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定 "#9u干燥至恒重的葡萄糖对

照品 $4$1\N"置于 "##\I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解"稀释至刻

度"摇匀$ 精密移取对照品溶液 #41# #4;# #42# #4+# "4##

"4;\I"分别置于 "#\I具塞试管中"各加水至 14#\I"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摇匀"加硫酸94#\I"摇匀"置沸水浴中加

热 1#\TM"取出"置冰浴中冷却 9\TM"以相应试剂为空白"在

;++M\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3&换算因素的测定!精密称定

干燥至恒重的自制多糖"#430\N"加水溶解"定容至 "##\I"摇

匀"作储备液"吸取储备液 #43\I于具塞试管中"加水至 "\I"

按(标准曲线的制备)项下的方法"自(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起"测定吸光度$ 从回归方程中求得多糖供试液中葡

萄糖的浓度"计算换算因子 Q$ 按下式计算换算因素%Q&$ Q̀

多糖溶液的浓度 %

.

N-\I& -,多糖溶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

.

N-

\I& v稀释倍数 -$ 结果得到铁皮石斛多糖的换算因素为

#4$+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鲜品铁皮石斛茎 "剪成

不超过 3\\的小段 "混合均匀 "称取 +4#N"经石油醚脱脂

后药渣置 19#\I圆底烧瓶中 "加水 1##\I加热回流 1K"抽

滤 "滤 液 转 移 至 19#\I量 瓶 中 "加 水 至 刻 度 "摇 匀 $ 从

19#\I容量瓶中精密移取溶液 1\I"置 "9\I离心管中 "精

密加入无水乙醇 "#\I"摇匀 "冷藏 "K"取出 "离心 1#\TM"弃

去上清液 "沉淀加 +#5乙醇洗涤两次 "每次 +\I"离心 "弃

上清液 "沉淀加热水溶解 "转移至 19\I量瓶中 "放冷 "加水

至刻度 "摇匀 $ %9&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已知多糖含量的

石斛鲜品样品的 2 份 "加入相同量葡萄糖对照品 "按 (供试

品溶液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依法测定 "结

果回收率为 $0425 "=F: 1̀4;35 $ % 2 &精密度实验 ! 精

密移取供试溶液 2 份 "每份#43#\I"加水至 1\I"按 (标准曲

线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 "自 (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

起 "测定吸光度 $ 测定结果 "=F: "̀4305 "精密度较好 $

%0&重现性实验 ! 精密称取样品 2 份 "分别按照 (供试品溶

液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提取 "每份供试溶液取#43\I"加水

至 1\I"按 (标准曲线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 "自 (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起 "测定吸光度 $ 测定结果 "=F:`

"4915 "重现性良好 $ % + &稳定性试验 ! 精密移取供试溶

液 #43\I"加水至 1\I"按 (标准曲线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 "

自 (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起 "分别测定 3##2##

$##"1##"9##"+##1"##1;#\TM 的吸收度 $ 测定结果 " =F:

#̀4;95 "1;#\TM 内稳定性良好 $ % $ &样品测定 !精密吸

取按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制备的供试品溶液

"4#\I于具塞试管中 "按 (标准曲线的制备 )项下的方法 "

自(精密加入 95苯酚溶液 "4#\I)起 "测定吸光度 $ 按下

式计算样品中多糖含量 "多糖含量 %5 & `U.v:vQv'-/

v"##5 "式中 U.%

.

N-\I&为供试品溶液中葡萄糖的浓度 /

:为供试品溶液的稀释因素 /Q为换算因素 /'%\I&为供试

品溶液的体积 //%

.

N&为样品质量 $

结!!果

"4线性关系考察!2 个不同浓度的葡萄糖对照品

溶液的吸光度测定"结果见表 "$ 以萄糖浓度为横坐

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见图 ""得回归

方 >̀ #4#2#0Y#4#0;"/̀ #4$$$1"在 14;+ 6"0432

.

N-\I范围内线性良好 $

14样品测定结果!不同产地的铁皮石斛鲜品茎和

叶中多糖的含量测定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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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葡萄糖对照品移取量的吸收值

对照品取样体积%\I& 浓度%

.

N-\I& 吸光度

#41 14;+ #4#+"

#4; ;4$2 #41"3

#42 04;; #4320

#4+ $4$1 #49;3

"4# "14;# #42$2

"4; "0432 #4$29

图 5!葡萄糖标准曲线图

表 N!各产地的铁皮石斛采集信息及鲜品茎和叶中多糖的含量

编号 代码 产地 生长年限 栽培基质 采样时间 鲜品叶%5& % - 2̀& 鲜品茎%5& % - 2̀&

" ,1 云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 t#4#"+ 1430 t#4#;3

1 ,; 云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 t#4#33 3410 t#4#"$

3 ,9 云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2 t#4#13 143+ t#4##$

; ,0 云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 t#4#"2 "4$0 t#4#1$

9 ,+ 云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0 t#4#;0 949$ t#4#"1

2 F"# 浙江雁荡山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2+ t#4#31 14"0 t#4#;0

0 d"1 云南德宏州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Y ;4;+ t#4#3$

+ $#0 云南思茅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0" t#4#12 "49" t#4#;9

$ 河源 广东河源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3 t#4#1$ "411 t#4#13

"# 会昌 福建武夷山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9 t#4##$ "4;2 t#4#3;

"" 师宗 云南师宗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92 t#4#"1 "412 t#4#;2

"1 南雄 广东南雄 两年 碎树皮 1#"1 年 0 月 "43$ t#4#;; "429 t#4#3+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原产地不同的铁皮石斛鲜品

茎和叶中多糖的含量各有不同"鲜品的叶多糖的含量

在 #4$95 6"4$#5之间"以云南 Y;%,0&样品的含量

最高"福建武夷山样品的含量最低/鲜品的茎多糖含

量在 "4115 6949$5之间"以云南 Y9%,+&样品含量

最高"广东河源样品的含量最低$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多数品种的石斛鲜品茎中的多糖含量高于鲜品叶中

的多糖含量"从含量结果可以推测"铁皮石斛的原产

地生长环境对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有一定影响$

讨!!论

铁皮石斛原产地主要在浙江#云南#福建省等地"

尤以云南省数量为多"且品种丰富$ 产地环境和植物

本身的遗传特性是影响多糖含量的主要因素
,$ 6""-

"

采样季节和多糖提取工艺也会影响多糖含量的测定

结果$ 本实验中药品采样时间集中"降低了样品采收

时间对多糖含量测定的影响$ 从实验测得的数据可

以看出"原产地不同的铁皮石斛鲜品茎和叶中多糖的

含量各有不同"原产地在云南省的样品鲜品茎和叶多

糖含量整体情况较高于其他产地的样品鲜品"可以推

测出原产地环境与石斛植物体内多糖的含量积累可

能有一定相关性$ 另外可以看出多数品种的鲜品茎

中的多糖含量高于叶中的多糖含量$

铁皮石斛的叶中也含有一定的量的石斛多糖"在

鲜品铁皮石斛越来越多的被作为保健食品应用的背

景下"可以考虑铁皮石斛鲜品叶的应用$ 实验结果表

明"苯酚 Y浓硫酸比色法简单方便#准确可靠"且所需

仪器简单#操作方便#显色稳定#重现性好"可以用来

测定铁皮石斛中多糖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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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胰抵方对 N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大鼠骨骼

肌细胞膜葡萄糖转运蛋白 P 的影响

马!建!马晓静!杜丽坤!赵!娜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1&

作者单位!"9##;#!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马

建#杜丽坤& /"9##;#!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马晓静#赵娜&

摘!要!目的!观察不同浓度祛胰抵方对胰岛素抵抗大鼠骨骼肌细胞上葡萄糖转运蛋白 Y;%@7o,Y;&表达的影响并探

讨其发生的可能机制$ 方法!健康的雄性 /T.)L(大鼠 +# 只"随机抽取 "#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U&"饲以普通饲料"其余以高脂

饲料喂养 ; 周后腹腔内注射链脲佐菌素%F,b&建立 1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大鼠的模型$ 将建模成功后大鼠随机分为糖尿病模型

%:8&组"高#中#低浓度中药组以及迪化唐锭组$ >U组与 :8组给予生理盐水"各组均给药 "1 周$ 应用葡萄糖转运蛋白 ;

%@7o,;&<7AF*试剂盒测定骨骼肌组织胞膜 @7o,Y; 蛋白的含量$ 结果!与 >U组比较":8组大鼠的骨骼肌细胞中 @7o,Y;

表达明显降低/与 :8组比较" 药物治疗组骨骼肌细胞中 @7o,Y; 的表达明显增强$ 结论!祛胰抵方可能通过增强大鼠骨骼肌

组织细胞中 @7o,Y; 的表达以改善 1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

关键词!1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葡萄糖转运蛋白 ;!祛胰抵方

_GE?C?1&"2";?2A?AVA$G>?A,&$?$;#A"&2B9E%&N 1?#I&;&$.&>>?;G$,#;/X&>&;#>.G$">&'&>>.&8I=#A&)>G"2$&9=#A$%2=;&=$P WBB&";H!

A*

W%*-"A* 9%*#E%-$";4 "%[4-"6.*#K*:R.)\%/&'C==%+%*')B J#&1%'*+#=J)%+#-$E%*-$ D-%P)/&%'>#=8.%-)&)A)B%(%-)"J)%+#-$E%*-$ FHGG]G"

8.%-*

*I$;=#";!0IJ&";?@&!,HH[.D(̂D)KDTMQIRDMSDHQgROTCTQLMNcT)K CTQQD(DM)SHMSDM)(L)THM.HM TM.RITM (D.T.)LMSDTM )KDD_G(D..THM HQ

NIRSH.D)(LM.GH()D(Y; %@7o,Y;& HM .iDID)LI\R.SIDSDII.TM (L).LMC D_GIH(D)KDGH..T[ID\DSKLMT.\HQcKL)\LOKLGGDM4.&;<2C$!

<TNK)OKDLI)KO\LID/T.)L((L).cD(DR.DC TM )KDD_GD(T\DM)4,DM HQ)KD\cD(D.DIDS)DC LMC LIIHSL)DC L.MH(\LISHM)(HIN(HRG %>U& (LMW

CH\IO" LMC cD(DQDC cT)K MH(\LICTD)4,KD(D.)HQ)KD(L).cD(DQDC cT)K KOGD(YSKHID.)D(HIQH(; cDDi.LMC (DSDT̂DC TM)(LGD(T)HMDLITMhDSW

)THM cT)K .)(DG)HJH)HSTM %F,b& )HD.)L[IT.KDC (L)\HCDIHQTM.RITM (D.T.)LMSDHQ)OGD1 CTL[D)D.\DIIT)R.4*Q)D(.RSSD..QRIIOD.)L[IT.KTMN

\HCDI." (LMCH\IOCT̂TCD)KD(L).TM)HCTL[D)D.\HCDI%:8& N(HRG" UKTMD.D\DCTSTMDN(HRG HQKTNK" \DCTR\LMC IHcSHMSDM)(L)THM.LMC

:TYKRL,LMNAMNH)N(HRG4=L).HQ>UN(HRG LMC :8 N(HRG cD(D(DSDT̂DC GKO.THIHNTSLI.LITMDLMC CH.DC QH("1 cDDi.4*CLG)NIRSH.D

)(LM.GH()D(.; %@7o,Y;& <7AF*iT))H\DL.R(D)KDG(H)DTM SHM)DM)HQ@7o,Y; TM .iDID)LI\R.SIDSDII.\D\[(LMD4,&$G>;$!UH\GL(DC

cT)K >UN(HRG" )KDD_G(D..THM HQ@7o,Y; TM .iDID)LI\R.SIDSDII.HQ(L).TM :8 N(HRG .TNMTQTSLM)IO(DCRSDC/ cKDM SH\GL(DC cT)K :8

N(HRG" )KDD_G(D..THM HQ@7o,Y; TM .iDID)LI\R.SIDSDII.HQ(L).TM C(RN)KD(LGON(HRG MH)TSDL[IO.)(DMN)KDMDC4'2A">G$?2A!gROTCTQLMN

SLM T\G(ĤDTM.RITM (D.T.)LMSDHQ)OGD1 CTL[D)D.\DIIT)R.[ODMKLMSTMN)KDD_G(D..THM HQ@7o,Y; TM .iDID)LI\R.SIDSDII.HQ(L).4

K&E D2=C$!,OGD1 CTL[D)D.\DIIT)R./ AM.RITM (D.T.)LMSD/ @IR)Y;/ gROTCTCDSHS)THM

!!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

细胞功能受损是导致 1 型

糖尿病发病的基础"其中胰岛素抵抗是贯穿 1 型糖尿

病发生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重要因素"1 型糖尿病胰

岛素抵抗被认为是环境与基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诸多候选基因当中"@7o,Y; 与 1 型糖尿病胰岛

素抵抗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
,"-

$ 近年来研究表明"

全身胰岛素抵抗主要表现是骨骼肌组织葡萄糖的代

谢发生障碍$ 细胞膜上参与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

取的 @7o,Y; 是肌肉组织葡萄糖代谢的关键因子之

一"同时它也是胰岛素抵抗机制研究的靶点之一$ 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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