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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为桑科植物桑Morus alba L．

的干燥叶，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之功，临床常用

于治疗风热感冒、肺热燥咳、头晕头痛、目赤昏花等证[1]。现代

药理研究表明，桑叶中含有黄酮、生物碱、多糖、维生素、氨基

酸等成分，其中黄酮类成分如芦丁、槲皮素、异槲皮苷等具有

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抗肿瘤和抗菌等作用[2-4]。本试验旨

在测定不同来源桑叶药材中总黄酮含量（以芦丁计），为其质

量控制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
1.1 仪器

AR2140型分析天平（美国AVS公司）；CP225D型十万分

之一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SG330H 型超声清洗仪

（上海冠特超声仪器有限公司）；UV-1240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Shimadzu公司）。

1.2 试剂

芦丁对照品（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MUST-10060，纯度＞98.5％）；乙醇为色谱纯，其余试剂均为分

析纯，水为纯化水。

1.3 药材

10批桑叶药材样品（见表 1）经辽宁中医药大学许亮副教

授鉴定为真品。。

2 方法与结果
2.1 溶液的制备

2.1.1 对照品溶液 取芦丁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75％乙

醇制成每1 ml含芦丁0.156 0 mg的对照品溶液。

2.1.2 供试品溶液 取样品粉末（过 20目筛）约 5.0 g，精密称

定，置于锥形瓶中，加 75％乙醇 25 ml，超声（功率：250 W，频

率：40 kHz））提取 2次，每次 30 min，滤过，合并滤液，置于 50

ml量瓶中，用75％乙醇定容，即得。

2.2 检测波长的选择

精密量取“2.1.2”项下供试品溶液 0.1 ml，置于 10 ml量瓶

中，加75％乙醇定容。取“2.1.1”项下对照品溶液作对照，在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00～600 nm 波长范围内进行扫描，以

75％乙醇为空白试剂。结果，供试品和对照品均在 510 nm波

长处有最大吸收，表明510 nm为最适检测波长。

2.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吸取“2.1.1”项下对照品溶液 0、1.0、2.0、3.0、4.0、5.0

ml，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分别加 75％乙醇稀释至 5 ml，加

5％亚硝酸钠溶液0.3 ml，摇匀，放置3 min；然后加10％亚硝酸

铝溶液0.3 ml，摇匀，放置3 min；再加4％氢氧化钠溶液4 ml后

加水定容，摇匀，放置5 min后，在510 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

以芦丁质量浓度（x，mg/ml）为横坐标、吸光度（y）为纵坐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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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建立测定桑叶中总黄酮含量的方法。方法：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以芦丁为对照品，采用亚硝酸钠-硝酸铝-

氢氧化钠显色法，在510 nm处测定桑叶中总黄酮的含量。结果：芦丁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0.031 2～0.156 mg/ml（r＝0.999 9）；精

密度、稳定性、重复性试验的RSD＜2％；加样回收率为95.7％～101.0％（RSD＝2.1％，n＝6）。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稳定、重复

性好，可用于桑叶中总黄酮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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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in Morus alba. METHODS：

UV-visible spectrophometry was performed with Al（NO2）3-NaNO2-NaOH color-test at the wavelength of 510 nm with the reference

of rutin. RESULTS：The linear range of rutin was 0.031 2-0.156 mg/ml（r＝0.999 9）；RSDs of precision，stability and reproduc-

ibility tests were lower than 2％；recovery was 95.7％-101.0％（RSD＝2.1％，n＝6）. CONCLUSIONS：The method is simple，sta-

ble and reproducible，and can be used for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s in M. al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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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桑叶药材样品来源

Tab 1 Sources of M. alba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样品来源
辽宁大连（购买）

山西（购买）

沈阳和平区（采集）

辽宁大连大黑山（采集）

辽宁大连（购买）

辽宁大连（购买）

山西（购买）

山西（购买）

辽宁大连童牛岭（采集）

安徽（购买）

采/购时间
2013.06

2013.05

2013.10

2013.11

2013.06

2013.06

2013.05

2014.05

2013.10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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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 y＝5.006 7x+0.009 7（r＝0.999 9）。

结果表明，芦丁检测质量浓度线性范围为 0.031 2～0.156

mg/ml。

2.4 精密度试验

取“2.1.1”项下对照品溶液适量，连续进样测定 6次，记录

吸光度。结果，芦丁吸光度的RSD＝0.28％（n＝6），表明仪器

精密度良好。

2.5 稳定性试验

取“2.1.2”项下供试品溶液（编号：2）适量，分别于放置 0、

10、20、30、40、50、60 min进样测定，记录吸光度。结果，芦丁吸

光度的RSD＝0.9％（n＝7），表明供试品溶液在 60 min内基本

稳定。

2.6 重复性试验

精密称取同一批样品（编号：2）适量，按“2.1.2”项下方法

制备供试品溶液，共 6份，进样测定，记录吸光度。结果，芦丁

吸光度的RSD＝1.2％（n＝6），表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2.7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样品（编号：2）适量，共 6份，分别加入一定质

量的芦丁对照品，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进样测

定，计算样品含量，并计算加样回收率，结果见表2。

表2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 2 Results of recovery test（n＝6）

取样
量，g
0.503 4

0.501 9

0.504 2

0.502 8

0.503 1

0.503 6

样品含
量，mg
3.435

3.425

3.440

3.431

3.433

3.429

加入量，
mg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3.120

测得量，
mg

6.621

6.275

6.313

6.381

6.438

6.439

加样回收
率，％
101.0

95.7

96.3

97.3

98.2

96.5

平均加样回
收率，％

97.7

RSD，
％

2.1

2.8 样品含量测定

取 10批样品各适量，分别按“2.1.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

溶液，进样测定，计算样品含量，结果见表 3（总黄酮含量以芦

丁计）。

表3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

Tab 3 Results of contents determination of samples（n＝3）

编号
1

2

3

4

5

总黄酮，mg/g

14.34

14.20

15.11

14.44

13.61

编号
6

7

8

9

10

总黄酮，mg/g

11.96

9.306

6.823

14.410

5.305

3 讨论

桑叶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也是药食两用的重要资源，黄

酮类化合物是其重要的活性成分，约占干叶质量的3.3％，是植

物茎叶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多的植物[5-6]。现代药理表明，

桑叶黄酮类成分中芦丁具有多种药理作用[7-10]；桑叶总黄酮可

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液黏度，因此降血脂效果较

为显著[11]。由此可见，总黄酮的含量对桑叶药材质量有较大影

响，由于不同来源桑叶药材总黄酮含量可能不同[10]，有必要对

其进行测定。

本试验通过测定不同来源的桑叶药材中总黄酮含量发

现，其总黄酮含量在5.305～15.11 mg/g之间，其中安徽产桑叶

中总黄酮含量最低，沈阳产桑叶中总黄酮含量最高。由此可

见，不同来源的桑叶药材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在开发利用时应

注意总黄酮含量对桑叶药材质量的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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