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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建立白子草总黄酮及总多糖降血糖有效部位的提取工艺 。方法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 ，考察提

取次数 、药材粒径 、浸泡时间 、料／液比 、乙醇浓度 、提取时间对白子草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并通过 L９ （３）４正交试验优化总黄
酮最佳提取工艺 ；以前期研究为基础 ，结合 L９ （３）４正交试验 ，优化总多糖最佳提取工艺 。结果 　白子草总黄酮最佳提取工艺

为 ：药材最粗粉加 ２０倍 ８０％ 乙醇 ，浸泡 ０ ．５ h ，回流提取 ２次 ，每次 １ ．０ h ；总多糖最佳提取工艺为 ：醇提后药渣加 ２０倍纯净水 ，

８０ ℃回流提取 ２次 ，每次 １ ．０ h 。该条件下白子草总黄酮及总多糖提取率均大于 ８０％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白子草总黄酮及

总多糖降血糖有效部位提取工艺稳定 、重复性好 ，为白子草降血糖活性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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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blood glucose唱lowering components of total fla唱
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from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
ZENG Lingjun ，KE Xiaowen ，SONG Hongtao （Department of Pharmacy ，Fuzhou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Military Re唱
gion ，Fuzhou ３５００２５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and establish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hypoglycemic components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from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Methods 　 Based on the singer factor test ，the influences of extracting
times ，diameter of drug powder ，soaking time ，solid唱liquid ratio ，ethanol concentration ，and extracting time on extraction ratio
of total flavonoids were studied ．The best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total flavonoids from Gynura div aricata （L ．） DC ．was es唱
tablished through L９ （３）

４ orthogonal tests ．On the base of previous studies combine with L ９ （３）
４ orthogonal tests ，the best ex唱

traction technology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from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The optimized extrac唱
tion technology of total flavonoids was confirmed as follows ：drug powder of less than １０ mesh diameter were soaking ０ ．５ hour
with ８０％ ethanol ，and solid唱liquid ratio １ ∶ ２０ ，and extracting twice ，each time one hour ．The optimized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total polysaccharides was confirmed as follows ：add ２０ times water to the residue of ethanol ，extraction temperature ９０ ℃ ，

and extracting twice ，each time one hour ．The extraction rate of both total fla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were more than
８０％ ．Conclusion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hypoglycemic components of total flavo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from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is stable ，reproducible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studies on hypogly唱
cemic components in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

　 　 ［Key words］ 　 Gynura divaricata （L ．） DC ．；total flavonoids ；to tal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 technology

　 　白子草 Gynura div aricata （L ．） DC ．为菊科三

七草属植物 ，又名白背三七 、白子菜 、大救驾 、大肥

牛 、厚面皮等 ，主要分布于我国台湾及华南 、西南地

区 ，多见于潮湿的阴地 。其性寒 ，味咸 、微辛 ，有清热

舒筋 、止血 、祛瘀之功效 ，用于百日咳 、风湿痛 、骨折 、

创伤出血 、痈肿疮疖等病症［１］
。白子草的地上部分

在民间为药食两用部位 ，其茎 、叶冲茶煮水服用 ，可

有效控制血糖及糖尿病并发症 。现行糖尿病的治疗

多为一种或几种化学药联用 ，由于化学药存在靶点

单一 、毒副作用多 、易产生耐药等缺点 ，促使人们将

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传统中药上来 。白子草具有较高

含量的黄酮和多糖类成分 ，且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白子草中的黄酮和多糖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降血糖

活性［２唱６］
。为进一步有效开发 、利用白子草降血糖活

性成分 ，本研究优化 、建立白子草中总黄酮和总多糖

降血糖有效部位的提取工艺 ，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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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 。

1 　材料与仪器

　 　 AL２０４型分析天平（梅特勒唱托利多仪器上海有

限公司） ；TU唱１９０１ 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有限公司） ；FW唱１００ 型高速万能粉
碎机（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无水葡萄糖对

照品（批号 ：１１０８３３唱２０１３０４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 ；芦丁（批号 ：１０００８０唱２０１２０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９５％ 乙醇（福建省莆田市医药酒精有限公

司） ；硫酸 、蒽酮 、亚硝酸钠 、硝酸铝 、氢氧化钠 、甲醇

均为分析纯 ；白子草种植于福州市郊区 ，经第二军医

大学郑汉臣教授鉴定为菊科三七属植物白子菜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总黄酮含量测定
2 ．1 ．1 　溶液的制备 　对照品溶液 ：取芦丁对照品约

１０ mg ，精密称定 ，置 ２５ ml量瓶 ，加甲醇适量超声溶

解 ，甲醇稀释至刻度 ，摇匀 ，即得 。

　 　供试品溶液 ：取白子草醇提物约 １ ．０ g ，精密称
定 ，置 ２５ ml量瓶 ，加甲醇适量超声溶解 ，甲醇稀释

至刻度 ，摇匀 ，即得 。

2 ．1 ．2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分别精密量取对照

品溶液和供试品溶液 ２ ．０ ml ，置 ２５ ml量瓶 ，加甲醇

至 ６ ．０ ml ，加入 １ ．０ ml ５％ NaNO２溶液 ，摇匀 ，放置

６ min后 ，加入 １ ．０ ml １０％ Al（NO３ ）３溶液 ，６ min
后再加入 ５ ．０ ml ４％ NaOH 溶液 ，摇匀 ，用水定容

至 ２５ ml 。 ２０ min后 ，以不加标准溶液或供试液的

相应溶液为空白对照 ，于 ４００ ～ ６００ nm 波长范围内
扫描 。结果供试品溶液与芦丁对照品溶液显色后最

大吸收波长均在 ５０９ nm 处 ，供试品溶液显色前和

空白对照溶液显色后在 ５０９ nm 处均无吸收 ，故选

择 ５０９ nm为检测波长 。结果见图 １ 。

2 ．1 ．3 　标准曲线的绘制与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

图 1 　供试品溶液显色前（A）与显色后（B）及空白对照溶液显色后（C）
与芦丁对照品溶液显色后（D）紫外扫描图

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０ ml
置 ２５ ml量瓶中 ，加甲醇至 ６ ．０ ml ，按“２ ．１ ．２”项下

方法操作 ，于 ５０９ nm 处测定吸光度 。 以吸光度为

纵坐标（A ） ，浓度为横坐标（C ，μg／ml）绘制标准曲
线 。得回归方程 ：A ＝ ０ ．００９ １C ＋ ０ ．０６７ ５ ，r ＝
０ ．９９９ ６ ，表明芦丁在 １６ ．４３ ～ ９８ ．５８ μg／ml范围内 ，

吸光度与浓度线性关系良好 。

2 ．1 ．4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４ ．０ ml ，
按“２ ．１ ．３”项下方法重复测定 ６次 。结果显示 ，RSD

为 ０ ．４８％ ，表明该法精密度良好 。

2 ．1 ．5 　重复性试验 　取白子草醇提取物 １ ．０ g ，按
“２ ．１ ．１”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６份 ，精密吸取供

试品溶液 ２ ．０ ml ，按“２ ．１ ．３” 项下方法操作 ，测定总

黄酮含量 ，计算 RSD 。结果 RSD为 １ ．８４％ ，表明该

方法重复性良好 。

2 ．1 ．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 ，于显色

２０ min后每隔 １０ min测定一次吸光度 ，计算 RSD 。

结果 RSD 为 １ ．２５ ％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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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min后于 ６０ min内基本稳定 。

2 ．1 ．7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总黄酮含

量的白子草醇提取物 ９份 ，每份各 ０ ．５ g ，置 ２５ ml
量瓶中 ，每 ３ 份依次加入芦丁对照品 ４ ．０ 、５ ．０ 、

６ ．０ mg ，用甲醇溶解 、稀释至刻度 。精密量取样品

溶液 ２ ．０ ml ，按“２ ．１ ．３”项下方法操作 ，计算加样回

收率及 RSD 。 结果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９８ ．２５％ ，

RSD为 ２ ．５９％ ，表明该法准确可靠 。

2 ．1 ．8 　样品中总黄酮含量测定 　 精密称取白子草

醇提取物 １ ．０ g ，按“２ ．１ ．１” 项下制备供试品溶液 ，

取供试品溶液 ２ ．０ ml ，加甲醇至 ６ ml ，按“２ ．１ ．３”项

下同法操作 ，计算总黄酮含量 。

2 ．2 　总多糖含量测定
2 ．2 ．1 　溶液的制备 　对照品溶液 ：取葡萄糖对照品

约 ６０ mg ，精密称定 ，置 ２５ ml量瓶中 ，加水适量超

声溶解 ，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 。

　 　供试品溶液 ：取白子草水提取物约 ０ ．２ g ，精密
称定 ，置 ２５ ml量瓶中 ，加水适量超声溶解 ，用水稀

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 。

2 ．2 ．2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取葡萄糖对照品溶

液 ０ 、０ ．５ ml置具塞试管内 ，分别加入水 １ ．０ 、

０ ．５ ml ，加入新鲜配制的蒽酮试剂（０ ．２％ 的硫酸蒽

酮溶液）８ ．０ ml ，摇匀 ，置沸水浴中加热 １０ min ，迅速
置冰水浴冷却 １０ min 。 以首管为空白对照 ，于

５００ ～ ７００ nm 波长范围内扫描 。结果供试品溶液与

葡萄糖对照品溶液显色后最大吸收波长均在

６２６ nm处 ，供试品溶液显色前及空白对照溶液显色

后在６２６ nm处均无吸收 ，故选择 ６２６ nm 为检测波
长 。结果见图 ２ 。

2 ．2 ．3 　标准曲线的绘制与线性关系考察 　 分别精

图 2 　供试品溶液显色前（A）与显色后（B）及空白对照溶液显色后（C）
与葡萄糖对照品溶液显色后（D）紫外扫描图

密量取葡萄糖对照品溶液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４ 、０ ．６ 、

０ ．８ 、１ ．０ ml置于具塞试管内 ，加水至 １ ．０ ml ，摇匀 ，

按“２ ．２ ．２”项下方法操作 ，以首管为空白对照 ，于

６２６ nm处测定吸光度 。以吸光度为纵坐标（A ） ，浓

度为横坐标 （C ，μg／ml）绘制标准曲线 。得回归方

程 ：A ＝ ０ ．００３ ８ C＋ ０ ．０８２ ３ ，r ＝ ０ ．９９９ ６ ，表明葡萄

糖在 ２７ ．０３ ～ ２７０ ．３０ μg／ml范围内 ，吸光度与浓度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

2 ．2 ．4 　精密度试验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０ ．４ ml ，
按“２ ．２ ．３”项下方法操作 ，连续测定 ６ 次 ，计算

RSD 。结果 RSD为 １ ．１１％ ，表明该法精密度良好 。

2 ．2 ．5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白子草水提取物

０ ．２ g ，按“２ ．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６份 ，精

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０ ．４ ml置于具塞试管内 ，按

“２ ．２ ．３”项下方法操作 ，测定总多糖含量 ，计算

RSD 。结果 RSD为 ２ ．１６％ ，表明该法重复性良好 。

2 ．2 ．6 　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份供试品溶液 ，自显色

２０ min后每隔 １０ min测定一次吸光度 ，计算 RSD 。

结果 RSD 为 ２ ．０６％ ，表明供试品溶液在显色

２０ min后于 ６０ min内基本稳定 。

2 ．2 ．7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已知总多糖含

量的白子草水提取物 ９ 份 ，每份各 ０ ．１ g ，置 ２５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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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瓶中 ，每 ３份依次加入葡萄糖对照品 ２０ ．８ 、２６ ．０ 、

３１ ．２ mg ，用水溶解 、稀释至刻度 。精密吸取样品溶

液 ０ ．４ ml ，按“２ ．２ ．３”项下方法操作 ，计算加样回收

率及 RSD 。结果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９９ ．５４％ ，RSD
为 １ ．９７％ ，表明该法准确可靠 。

2 ．2 ．8 　样品含量测定 　取白子草水提取物 ０ ．２ g ，
按“２ ．２ ．１”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取供试品溶液

０ ．４ ml ，按“２ ．２ ．３”项下方法操作 ，计算总多糖含量 。

2 ．3 　总黄酮的提取工艺研究
2 ．3 ．1 　提取次数的考察 　 精密称取白子草药材最

粗粉（过 １号筛）１５ g ，加 ２０倍 ８０％ 乙醇浸泡 ０ ．５ h ，
分别考察提取 １次 、２次 、３次的总黄酮提取率 ，平行

实验 ３次 ，取平均值 。结果见图 ３ 。

图 3 　提取次数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总黄酮提取率随提取次数的增加而增大 ，但提

取 ３次与 ２次相比 ，总黄酮提取率增幅不大 ，考虑到

工业生产中节约能源和资源 ，确定提取次数为 ２次 。

同时 ，由于提取次数对有效成分提取率的影响较为

显著 ，易掩盖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将正交试验中提

取次数定为 ２次 。

2 ．3 ．2 　药材粒径的考察 　 精密称取 ５种不同粒径

的白子草药材 １５ g （饮片 ，１ 、２ 、３ 、４ 号筛） ，其余同

“２ ．３ ．１” 项 。结果见图 ４ 。

图 4 　药材粒径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白子草粉碎后比饮片提取率更高 ，粉碎后的不

同粒度提取率差别不明显 。鉴于药材太细易导致提

取罐管路堵塞 ，最终确定粒径为过 １号筛 。

2 ．3 ．3 　药材浸泡时间的考察 　 调整不同浸泡时间

０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h ，其余同“２ ．３ ．１”项 ，结果见图 ５ 。

　 　药材浸泡后提取率明显提高 ，而 ０ ．５ h 以上的
浸泡时间对总黄酮提取率影响很小 。因此 ，浸泡时

图 5 　浸泡时间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间定为 ０ ．５ h 。
2 ．3 ．4 　 料／液比的考察 　 调整不同料液比 １ ∶ ５ 、

１ ∶ １０ 、１ ∶ １５ 、１ ∶ ２０ 、１ ∶ ２５ 、１ ∶ ３０ ，其余同“２ ．３ ．２”

项 。结果见图 ６ 。

图 6 　料／液比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总黄酮提取率随料／液比的增加而增大 ，２０ 倍

量以上时提取率未见显著提高 ，故正交试验中溶剂

量的水平选择 １０ 、１５ 、２０倍量 。

2 ．3 ．5 　 乙醇浓度的考察 　 调整不同乙醇浓度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作为提取溶剂 ，其余同

“２ ．３ ．１”项 。结果见图 ７ 。

图 7 　乙醇浓度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总黄酮提取率随乙醇浓度的提高而升高 ，乙醇

浓度高于 ８０％ 后提取率又有下降趋势 ，因此 ，选择

６０％ 、７０％ 、８０％ 作为正交试验乙醇浓度水平 。

2 ．3 ．6 　提取时间的考察 　总黄酮提取率随提取时间

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但 ２ ．０ h后上升趋势逐渐平稳 ，

故正交试验中提取时间选择 １ ．０ 、１ ．５ 、２ ．０ h（图 ８）。

2 ．3 ．7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根据单因素实验结

果 ，考察料／液比（A） 、乙醇浓度（B） 、提取时间（C）３
个因素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选用 L９ （３

４
）正交表

进行正交试验 ，再进行方差分析 ，最终确定白子草总

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 ，见表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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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提取时间对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试验序号 料／液比
乙醇浓度

（％ ）

提取时间
（ t／h）

１ �１ ∶ １０ 灋６０ 煙１ 煙．０

２ �１ ∶ １５ 灋７０ 煙１ 煙．５

３ �１ ∶ ２０ 灋８０ 煙２ 煙．０

表 2 　正交试验结果 （n＝ ３）

试验序号 A 因素 B因素 C 因素 D（误差） 总黄酮提取率（％ ）

１ E１ y１ �１ 後１  ６４  ．４６

２ E１ y２ �２ 後２  ７４  ．９１

３ E１ y３ �３ 後３  ８０  ．１０

４ E２ y１ �２ 後３  ７８  ．４５

５ E２ y２ �３ 後１  ８１  ．７２

６ E２ y３ �１ 後２  ８３  ．３３

７ E３ y１ �３ 後２  ８０  ．５８

８ E３ y２ �１ 後３  ８１  ．０３

９ E３ y３ �２ 後１  ８８  ．１９

K１ ７３ y．１５７ ７４ �．４９７ ７６ 後．２７３ ７８  ．１２３

K２ ８１ y．１６７ ７９ �．２２０ ８０ 後．５１７ ７９  ．６０７

K３ ８３ y．２６７ ８３ �．８７３ ８０ 後．８００ ７９  ．８６０

R １０ y．１１０ ９ �．３７６ ４ 後．５２７ １  ．７３７

表 3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显著性

A １７０ F．７８２ ２ G３２ 忖．３４５ P＜ ０ ．０５

B １３１ F．８８５ ２ G２４ 忖．９７８ P＜ ０ ．０５

C ３８ F．５７７ ２ G７ 忖．３０６ P＞ ０ ．０５

D ５ F．２８０ ２ G１ 忖．０００

　 　由表 ２ 、３可知 ，RA ＞ RB ＞ RC ，各因素对总黄酮

提取率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 ：料／液比 ＞ 乙醇浓

度 ＞提取时间 。由于 A 因素列 ：K３ ＞ K２ ＞ K１ ；B因
素列 ：K３ ＞ K２ ＞ K１ ；C 因素列 ：K３ ＞ K２ ＞ K１ ，且 C
因素无显著性差异（P ＞ ０ ．０５） 。因此 ，综合考虑到

工业生产 ，最终确定方案为 A３B３C１ 。即白子草总黄

酮的提取方案为 ：料／液比 １ ∶ ２０ ，乙醇浓度 ８０％ ，浸

泡时间 ０ ．５ h ，提取时间 １ ．０ h ，提取次数 ２次 ，药材

粒径为最粗粉 。

2 ．3 ．8 　 工艺验证 　 精密称取白子草药材最粗粉

１５ g ，以优化的总黄酮提取工艺平行进行 ３组试验 ，

结果总黄酮提取率分别为 ８８畅５３％ 、８８畅４９％ 、

８８畅６０％ ，表明本研究建立的总黄酮提取工艺稳定 、

可靠 ，可用于工业化生产 。

2 ．4 　总多糖的提取工艺研究
2 ．4 ．1 　正交试验设计及结果 　参照文献［４］确定正

交试验各因素及水平 。以水为提取溶剂 ，考察料／液

比（A） 、提取温度（B） 、提取时间（C）３个因素对总多
糖提取率的影响 ，选用 L９ （３

４
）正交表进行正交试

验 ，再进行极差分析 ，得出白子草总多糖的最佳提取

工艺 ，见表 ４ 、５ 。

表 4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试验序号 料／液比
提取温度
（t／ ℃ ）

提取时间
（ t／h）

１ �１ ∶ １０ 灋８０ 煙１ 煙．０

２ �１ ∶ １５ 灋９０ 煙１ 煙．５

３ �１ ∶ ２０ 灋１００ 煙２ 煙．０

　 　由表 ５ 、６可知 ，RA ＞ RB ＞ RC ，各因素对总多糖

提取率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 ：料／液比 ＞ 提取温

度 ＞提取时间 。由于 A 因素列 ：K３ ＞ K２ ＞ K１ ；B 因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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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列 ：K２ ＞ K１ ＞ K３ ；C 因素列 ：K２ ＞ K３ ＞ K１ ，且 B
和 C因素均无显著性差异（P ＞ ０ ．０５） 。因此 ，综合

考虑到工业生产的需求 ，最终确定方案为 A３ B１ C１ 。

白子草总多糖的提取方案为 ：提取溶剂为水 ，乙醇醇

提后的药渣以料／液比 １ ∶ ２０ ，提取温度 ８０ ℃ ，提取

时间 １ ．０ h ，提取次数 ２次 。

表 5 　正交试验结果（n＝ ３）

试验序号 A 因素 B 因素 C 因素 D（误差）
总多糖

提取率（％ ）

１ _１ 滗１ j１ 镲１ u７１ 蜒．６５

２ _１ 滗２ j２ 镲２ u７４ 蜒．３２

３ _１ 滗３ j３ 镲３ u７０ 蜒．４５

４ _２ 滗１ j２ 镲３ u７７ 蜒．５３

５ _２ 滗２ j３ 镲１ u８１ 蜒．７９

６ _２ 滗３ j１ 镲２ u７６ 蜒．６８

７ _３ 滗１ j３ 镲２ u８０ 蜒．７１

８ _３ 滗２ j１ 镲３ u８３ 蜒．６５

９ _３ 滗３ j２ 镲１ u８１ 蜒．６８

K１ ７２ 滗．１４ ７６ j．６３ ７７ 镲．３３ ７８ u．３８

K２ ７８ 滗．６７ ７９ j．９２ ７７ 镲．８４ ７７ u．２４

K３ ８２ 滗．０１ ７６ j．２７ ７７ 镲．６５ ７７ u．２１

R ９ 滗．８７ ３ j．６５ ０ 镲．５２ １ u．１６

表 6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F值 显著性

A １５１ _．２８ ２ "５７ è．１７３ P ＜ ０ 谮．０５

B ２４ _．２８ ２ "９ è．１７５ P ＞ ０ 谮．０５

C ０ _．４１ ２ "０ è．１５５ P ＞ ０ 谮．０５

D ２ _．６５ ２ "１ è．０００

2 ．4 ．2 　工艺验证 　取白子草药材 ８０％ 乙醇提取后

的药渣 ，以优化的总多糖提取工艺平行进行 ３ 组试

验 ，结果总多糖提取率分别为 ８３ ．７５％ 、８３ ．５１％ 、

８３ ．６２％ ，表明本研究建立的总多糖提取工艺稳定 、

可靠 ，可用于工业化生产 。

3 　讨论

　 　本课题组前期比较了超声法 、微波法及回流法

对白子草总黄酮提取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超声法总

黄酮提取率最高 ，其次是回流法［５］
。但超声法不适

合工业化生产 ，故本研究采用回流法对白子草总黄

酮提取工艺进行了系列研究 。此外 ，本研究也是首

次对白子草中总黄酮及总多糖成分同时进行提取工

艺研究 ，充分开发利用了白子草中的降血糖活性成

分 ，以白子草中总黄酮和总多糖为组方的降血糖制

剂有望比单一组分制剂作用更强 ，后续研究将进行

相关药效试验 。

　 　采用回流提取法 ，通过正交试验设计最终优化 、

建立了白子草中总黄酮及总多糖的提取工艺 ：药材

最粗粉 ，以 ２０倍量 ８０ ％ 乙醇浸泡 ０ ．５ h ，回流提取
２次 ，每次 １ ．０ h ；醇提后药渣加入 ２０ 倍量纯净水 ，

８０ ℃回流提取 ２次 ，每次 １ ．０ h 。所得总黄酮及总
多糖提取率均大于 ８０％ ，工艺稳定 、可靠 ，可用于工

业化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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