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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鼓槌石斛 （Dendrobium chrysotoxum） 95%乙醇、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甲醇五种

粗提物体外自由基清除活性．方法 采用 DPPH 自由基清除法对云南鼓槌石斛五种提取物的体外自由基清除作用

进行研究．结果 鼓槌石斛乙酸乙酯粗提物的自由基清除效果最显著，其 IC50 为 0.12 mg /mL．结论 鼓槌石斛提

取物在体外自由基清除活性方面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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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 vitro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 including 95% ethanol， petroleum ether， ethyl acetate， -butanol and methanol extracts.

Methods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method was used to research the in vitro activity of five crude extracts.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thyl acetate extract exhibited a good scavenging action （IC50 = 0.12 mg/mL） .

Conclusion The extracts from have a certain value in antioxidant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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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斛 是 常 用 名 贵 中 药 材 ， 为 兰 科

（ ） 石斛属 （ .） 多种植

物的新鲜或干燥茎的统称，我国 76 种石斛属植物

中有 30 多种作药用[1]．在 《神农本草经》 中， 石

斛被列为上品， 具有滋阴清热、生津益胃、润肺

止咳、明目强身等功效[2]．国内学者从鼓槌石斛得

到联苄、菲类、芴酮等类型的化学成分[3-10]，且报

道其乙醇提取物及联苄化合物毛兰素 （erianin）、

鼓槌联苄 （chrysotobibenzyl） 和菲类化合物鼓槌石

斛素 （chrysotoxine）、毛兰菲 （confusarin） 具有体

内抑制小白鼠肝癌、艾氏腹水癌和 K562 肿瘤细胞

株生长的作用 [11-13]． 关于鼓槌石斛（

）自由基清除活性未见报道，为开发和应

用该药用植物笔者采用DPPH自由基清除法对鼓槌

石斛提取物的体外自由基清除活性进行研究[14，15]．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和试剂

1.1.1 仪器



分 组
K （%）

0.04 0.08 0.12 0.16 0.20 0.24 0.28 0.32 mg

石油醚 2.1 5.1 5.3 12.7 14.8 17.8 22.6 23.2

乙酸乙酯 17.4* 31.6* 48.5* 59.2* 69.6* 81.9* 82.0* 83.6*

正丁醇 36.7* 63.3* 77.9* 81.9* 82.2* 82.3* 82.5* 83.4*

甲醇 0.9 1.3 1.4 2.6 4.5 4.7 5.2 7.2

95%乙醇 6.2* 15.3* 22.6* 30.9* 36.6* 43.6* 51.6* 58.1*

722 s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旋转蒸发仪 （日本东京理化），FA

2004 型电子天平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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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槌石斛于 2012 年 11 月 10 日采自云南思

茅，样品由昆明医科大学刘毅教授鉴定，标本保

存于昆明医科大学药学院暨云南省天然药物药理

重点实验室.

1.3 提取与分离

鼓槌石斛 （0.25 kg），用 95%乙醇提取 5 次，

减压回收至无乙醇味， 得乙醇提取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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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g），乙酸乙酯 （4.6 g）， 正丁醇 （3.2 g），甲

醇 （5.5 g） 五个部分. 乙醇提取物和萃取的各部分

分别取 20 mg 进行自由基清除活性测试．

1.4 自由基清除活性测定[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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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检验，相关分析用直线相关分析.

2 结果

结果显示，鼓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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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乙酯和正丁醇萃取部分相对其它提取

物清除率略高，见表 1．方差分析及 检验显示，

石油醚与甲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05），

其余两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05），且不

同提取物清除率与剂量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 0.985、0.965、0.777、0.972、0.999， 值均

小于 0.01．鼓槌石斛的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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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鼓槌石斛提取物 DPPH自由基清除率（mg）

Fig. 1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rate of extracts from （mg）

两两比较，*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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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石斛属是兰科植物中一个较大的属， 广泛分

布于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等地．中外学者对多种

石斛属植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 发现该属植

物所含的化学成分类型多样， 除生物碱外， 还有

菲类、联苄类、 芴酮类、倍半萜类、香豆素、多

糖、甾体及挥发油等 [16]．在我国传统医学中， 石

斛为常用贵重药材， 药用历史悠久， 具有滋阴清

热、生津益胃、润肺止咳等功能， 用于热病伤津、

口干烦渴、病后虚热等多种病症．现代药理学研

究表明， 石斛具有抗肿瘤、抗衰老、增强人体免

疫力和扩张血管等作用[17]．

研究表明鼓槌石斛乙醇粗提物、石油醚和乙酸

乙酯提取物活性较好，自由基清除 IC50 分别为

0.28，0.76，0.12 mg/mL，进一步研究该两部分化

学成分，可能得到自由基清除活性较强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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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清除活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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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中寻找新的天然自由基清除剂和新的活性化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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