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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总黄酮含量测定
及对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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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研究不同采集时间蒲公英（根、叶、花）总黄酮含量变化规律及含量最高时期蒲公英根、叶、
花总黄酮对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超声提取法提取蒲公英中总黄酮，用ＨＰＤ４００型大孔树脂进行纯
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黄酮含量；溶血素测定法测定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结果　蒲公英总黄酮含量４月１０
日采集的最高。同一时期蒲公英根、叶、花中总黄酮含量高低为花 ＞叶 ＞根。蒲公英根、叶、花总黄酮均有增强
小鼠体液免疫的作用，其中花作用最强，与黄芪精口服液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不同时
期蒲公英根、叶、花中总黄酮含量不同，４月１０日采集的蒲公英花含量最高；蒲公英花总黄酮增强小鼠体液免疫
的作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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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公英为常用的药食两用中药材，其嫩苗是人
们喜爱的野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人体所必需的常

量和微量元素［１２］，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食用历史

悠久，早在《唐本草》中就有记载［３］。蒲公英含有

黄酮类、萜类等化学成分［４５］，具有免疫调节等作

用［６］。本文探讨了不同采收期蒲公英根、叶、花中

总黄酮含量变化规律，并观测其对小鼠体液免疫功

能的影响，为其合理采收利用及药效学应用提供科

学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原料及试剂　蒲公英药材采集于山东日
照，经济宁医学院药学院王建安副教授鉴定，采集

时间３月２５日至６月２５日，期间每月１０日、２５日
采摘，采集总量为５００ｇ，５０℃烘干后备用。样品保
存于济宁医学院药学院中药标本室。槲皮素对照

品（南昌贝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ＨＰＤ４００型大
孔树脂购自上海劲凯树脂有限公司。Ｄｒａｂｋｉｎ试剂
（Ｄ５９４１６ＶＬ，Ｓｉｇｍａ公司）。
１．１．２　实验动物　清洁级ＫＭ小鼠，（２０±２）ｇ，雌
雄兼用；新西兰家兔，（２±０．２）ｋｇ；豚鼠，（２００±
２０）ｇ。以上动物均采购于山西医科大学动物中心
（生产许可编号２００９０００１），动物实验符合实验福
利和动物伦理学的要求。

１．１．３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ＵＶ７５４Ｎ，上
海精科实业有限公司）；离心机（ＬＤ５２Ａ，北京雷勃
尔离心机有限公司）；超声波提取机（昆山市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１．２　总黄酮含量测定
１．２．１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将采集于不同时期的
蒲公英根、叶、花药材，５０℃干燥，粉碎过４０目筛，
分别称量药材粉末１００ｇ，加入６５％乙醇５０ｍｌ浸泡
３０ｍｉｎ后，在６０℃、８０ＫＨｚ的频率下超声提取３次，
每次２０ｍｉｎ，冷却后抽滤合并提取液，旋转蒸发回
收溶剂得提取浸膏，按照文献［７］进行纯化，回收洗

脱液得浸膏，再用甲醇将浸膏溶解，将其转移至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加甲醇定容，摇匀得待测液。
１．２．２　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用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称取槲皮素对照品０．０１００ｇ，用甲醇溶解后转移至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甲醇定容，得槲皮素对照品溶液，浓
度为 ０．１ｍｇ／ｍｌ。
１．２．３　检测波长的选择　取蒲公英供试品溶液和

槲皮素对照品溶液，按照文献［７］的方法显色，于

２００～７００ｎｍ的波长范围内进行全程扫描，扫描结
果两者在３８８ｎｍ波长处均出现最大吸收，且干扰
小，故选择检测波长为３８８ｎｍ。
１．２．４　标准曲线的建立　用移液管准确量取１．
２．２项下的槲皮素对照品溶液 ０、１、２、３、４、５、６ｍｌ，
分别转移到２５ｍｌ容量瓶中，按照文献［８］的方法显

色，用甲醇定容，在３８８ｎｍ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
以浓度为横坐标，以吸光度为纵坐标，得回归方程

为Ｙ＝２５．５１８Ｘ－０．００７６，ｒ＝０．９９９５。
１．２．５　总黄酮含量测定　精密量取不同编号的供
试品溶液１ｍｌ，转移至２５ｍｌ容量瓶中，按照１．２．４
项下方法配制溶液，于３８８ｎｍ波长处测定其吸光
度，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得出各药材总黄酮含量。

１．３　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测定
１．３．１　蒲公英供试液的制备　分别称取４月１０
日采集的蒲公英花、叶、根药材粉末５ｇ，按照１．２．１
项下方法得总黄酮浸膏，在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蒸馏
水定容，配得浓度为０．０５ｇ／ｍｌ的蒲公英供试液。
１．３．２　兔血红细胞悬液的制备　家兔耳缘静脉
取血２０ｍｌ，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５ｍｉｎ，弃上清液；加与
沉淀等量的生理盐水，离心１５００ｒ／ｍｉｎ，５ｍｉｎ，清洗
２次，弃上清液；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弃上清液，
得兔血红细胞，用生理盐水１∶５稀释，得兔血红细
胞悬液，测定小鼠体液免疫功能时用作抗原。

１．３．３　豚鼠血清溶液的制备　取豚鼠心脏血
１０ｍｌ，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上清，用生理盐水
１∶１０（Ｖ∶Ｖ）稀释，置于４℃冰箱中备用，测定小鼠
体液免疫功能时用作补体。

１．３．４　溶血素测定法测定小鼠体液免疫功能［９］

　５０只ＫＭ小鼠随机分为空白组（生理盐水）、阳
性对照组（黄芪精口服液）、蒲公英根、叶、花供试

液组，共５组，每组１０只，分别灌胃给药０．５ｍｌ，给
药后０．５ｈ，每鼠腹腔注射０．２ｍｌ兔血红细胞悬液，
免疫小鼠常规喂养６ｄ，眼球取血，处理样品［１０］，离

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上层血清，用生理盐水稀释
５００倍。取１ｍｌ已稀释好的血清置于试管中，加入
兔血红细胞悬液０．５ｍｌ，将试管置于冰浴中冷却，
向试管中加入补体１ｍｌ，再将其移至３７℃恒温水浴
中，保温 １０ｍｉｎ，随即放置于冰浴中。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测其吸收度。经兔红细胞免疫后
的小鼠，可产生兔红细胞抗体即溶血素，血清溶血

素含量以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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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抗体含量。

ＨＣ５０＝
样品吸收度值

免红细胞溶液半数溶血时的吸收度值

×稀释倍数 （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蒲公英中总黄酮含量
４月１０日各器官中总黄酮的含量比其它时期

含量高，花中总黄酮含量最高。见表１。

表１　蒲公英中总黄酮含量（％）

采集日期
总黄酮含量

花 叶 根

２０１５．３．２５ ３．００ １．７５ １．２５

２０１５．４．１０ ３．７０ ３．５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５．４．２５ － ２．５０ １．７５

２０１５．５．１０ － ２．３７ ０．６３

２０１５．５．２５ － ２．２５ ０．５０

２０１５．６．１０ － ２．１３ ０．４５

２０１５．６．２５ － ２．０１ ０．４０

　　注：－表示没有蒲公英花

２．２　小鼠体液免疫功能测定结果
蒲公英根、叶、花总黄酮均有增强小鼠体液免

疫功能的作用，其中花作用最强，与黄芪精口服液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蒲公英根、叶、花总黄酮
对小鼠半数溶血值（ＨＣ５０）的影响（珋ｘ±ｓ）

　　组别 ｎ ＨＣ５０
空白对照组（生理盐水） １０ ２３．３２±９．３４

阳性对照组（黄芪精口服液） １０ ２８０．８８±８６．８５

蒲公英根组 １０ １８６．２３±３８．７９

蒲公英叶组 １０ １０４．４１±４４．２４

蒲公英花组 １０ ２３６．３２±１０３．３７△

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与阳性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同一时期蒲公英不同部位的总

黄酮含量有明显差异，其高低顺序为花 ＞叶 ＞根，
与蒲公英的传统药用部位为地上部分相一致。中

药质量取决于其中有效物质的含量，而有效物质的

含量高低与采收期有密切关系。蒲公英是人们喜

爱的绿色保健中草药，为使其发挥更大的保健作

用，笔者测定了不同时期蒲公英总黄酮含量，结果

表明，３～６月份蒲公英花、叶、根中总黄酮含量变
化遵循逐渐升高达到峰值又逐渐降低的动态变化

规律，４月１０日各器官中总黄酮的含量达到最高
值，其中花含量最高，该结果为蒲公英的合理采收

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文以ＨＣ５０观测蒲公英根、叶、花对小鼠体液
免疫功能的影响。笔者选取总黄酮含量最高的４
月１０日蒲公英花、叶、根，研究了其对小鼠体液免
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均有增强小鼠体液免疫的

作用，其中花作用最强，该结果为蒲公英药效物质

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综上所述，蒲公英花中总

黄酮含量最高，而且增强小鼠体液免疫的作用最

强，有必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如开发蒲公英花茶

等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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