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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药用植物束花石斛提取物的体外抗氧化活性．方法 采用 DPPH自由基清除法对束花石

斛提取物的体外自由基清除作用进行研究．结果 束花石斛的乙醇粗提物、乙酸乙酯和正丁醇提取物活性较好，

IC50分别为 0.39，0.27，0.40 mg/mL．结论 各提取部分均比芦丁（IC50 = 0.063 mg/mL）抗氧化活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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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of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 in

Yunnan. Method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in vitro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in

vitro of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 in Yunnan．Result The EtOH（95%） crude extract，EtOAc extract and
the n-BuOH extract exhibited higher scavenging activities（IC50 = 0.39，0.27，0.40 mg/mL， respectively） than

the others．Conclusion No extracts have stronger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than rutin（IC50 = 0.063 mg/mlL）.

［Key words］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Medicinal plant；Antioxidant activities

Journ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CN 53 - 1221 R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1202066）；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2012FB156）；云南省教育
厅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9Y0182，2013C247）；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2013G009）

［作者简介］文小玲 （1976～），女，湖南永州市人，理学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医学统计和天然药物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徐俊驹．E-mail:junjuxu007@126.com；李玉鹏．E-mail:liyupeng26@126.com

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2014，35（4）：4耀 5

石斛为传统名贵中药，具有生津养胃、滋阴

清热、润肺益肾、明目强身的功效[1]．束花石斛[2]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又名黄草石斛，系

兰科石斛属药用植物，附生于岩石或树干上，云

南、贵州、广西和西藏等省区有分布．黄草石斛

可用作单味药，并在多种复方中广泛使用，该植

物为 2000年版药典收载 5 种药用石斛之一[3]．药

理研究发现该植物浸膏可明显降低豚鼠肠管自发

活动，使节律消失，肠管处于完全麻痹状态，并

可拮抗乙酰胆碱对肠管的作用[4]，同时还发现束花

石斛具有抗凝血作用．文献报道从该药用植物中

分离得到一个新的菲类抗炎活性化合物[5，6]，其它

化合物主要包括联苄、菲类、芴酮和生物碱等类

型的化学成分[7-13]．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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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束花石斛提取物 DPPH自由基清除率（%）
Tab. 1 The DPPH free radicals clearance rate of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 extract（%）

0.04 mg 0.08 mg 0.12 mg 0.16 mg 0.20 mg 0.24 mg 0.28 mg 0.32 mg

石油醚 0.7 1.6 3.8 4.4 6.1 7.3 8.7 9.3

乙酸乙酯 10.2 20.4 23.4 35.7 42.0 44.0 50.8 58.5

正丁醇 2.8 15.0 18.7 22.8 26.1 31.4 34.7 41.1

水 0.8 4.4 7.0 9.5 10.2 10.6 11.9 13.6

95%乙醇 11.1 11.4 18.4 20.5 23.2 27.8 55.2 57.4

名 称
K

表 2 束花石斛提取物清除 DPPH自由基活性的 IC50值
Tab. 2 IC50 values of Dendrobium chrysanthum Wall

extracts in DPPH free radicals clearance

名 称 DPPH（IC50 mg/mL）

石油醚萃取部分 1.64

乙酸乙酯萃取部分 0.27

正丁醇萃取部分 0.40

水相 1.10

95%乙醇提取物 0.39

芦丁 0.063

仪器: 722 s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RE-52A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

生化仪器厂），FA 2004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试剂：DPPH（1， 1-二苯基

-2-苦基肼自由基， Sigma-Fluka公司产品）；芦丁

对照品（中国医药集团贵州生物试剂公司）；95％

乙醇（分析纯，天津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其它试

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植物来源

束花石斛于2012年11月20日采自云南思茅，标

本保存于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医药化学系科研室.

1.3 提取与分离

束花石斛（0.20 kg），用 95%乙醇提取 5次，

减压回收至无乙醇味，得乙醇提取物 22.0 g．乙醇

提取物用水溶解，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正
丁醇，甲醇进行萃取，减压浓缩后分别得到石油醚

（3.0 g），乙酸乙酯 （5.2 g），正丁醇 （4.3 g），水

相 （7.2 g） 5个部分.乙醇提取物和萃取的各部分

分别取 20 mg进行抗氧化活性测试．

1.4 抗氧化活性测定

1.4.1 DPPH 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DPPH 试剂25

mg，用95％分析纯的乙醇溶解，并定量转入250 mL

容量瓶中，用95％乙醇定容，摇匀，得质量浓度为100

mg/L的DPPH储备液，置于冰箱中冷藏备用.

1.4.2 样品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待测试样品 20

mg，溶解在分析纯的乙醇中，并转入 100 mL的容

量瓶中，用乙醇定容，摇匀，得质量浓度为 200

mg/L的样品溶液，置于冰箱中冷藏备用．

1.4.3 芦丁标准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芦丁 2.5

mg，溶解在分析纯的乙醇中，并转入 100 mL的容

量瓶中，用乙醇定容，摇匀，得质量浓度为 25

mg/L的样品溶液，置于冰箱中冷藏．

1.4.4 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的测定 准确量取

1.2 mL DPPH 液，加入 2.8 mL 95%乙醇溶液，混

匀，在λ = 520 nm测吸光度作为 Ac值，自由基

清除率为零．分别准确量取各样品溶液 0.2、0.4、

0.6、 0.8、 1.0、 1.2、 1.4、 1.6 mL， 加入 1.2 mL

DPPH液及 2.6、2.4、2.2、2.0、1.8、1.6、1.4、1.2

mL的 95％乙醇溶液混合均匀，在λ = 520 nm测

吸光度作为 Ai值．另外分别准确量取各样品溶液

0.2、0.4、0.6、0.8、1.0、1.2、1.4、1.6 mL，加入

3.8、3.6、3.4、3.2、3.0、2.8、2.6、2.4 mL 的 95
％乙醇溶液后混合均匀，在λ = 520 nm测吸光度

作为空白校正 Aj值．以芦丁作为阳性对照．按下

式计算自由基清除率 K值．

K＝ 1-（Ai-Aj）
Ac

×100 %

2 结果

束花石斛乙醇提取物及其不同溶剂萃取部分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随着量的加大有逐步增强的

趋势；但不同提取物自由基清除作用差别较大，乙酸

乙酯萃取部分相对其它提取物清除率略高，见表1.

束花石斛的乙醇粗提物、乙酸乙酯提取物和正

丁醇提取物对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 IC50值相对于

其它提取物的 IC50值较小，表现了较强的自由基清

除活性，但比芦丁弱，见表 2．

3 讨论

研究表明束花石斛的乙醇粗提物、乙酸乙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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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丁醇提取物活性较好，自由基清除 IC50分别为

0.39，0.27，0.40 mg/mL，进一步研究该乙酸乙酯部分

化学成分，可能得到抗氧化活性较强的化合物.

笔者首次用 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研究方法对

该植物不同溶剂提取物抗氧化活性进行研究，该研

究为其研究开发和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此研究

基础上，笔者将进一步采用新的药理活性筛选方法

跟踪，分离得到新的活性成分，从该植物中寻找新

的天然抗氧化剂和新的活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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