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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辣蓼总黄酮的提取工艺及不同极性

部位体外抑菌活性研究
△

罗晓韵，程轩轩，杨慧文，温淑婷，杨全

（广东药科大学 中药学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岭南药材生产与开发重点研究室，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目的：优化水辣蓼总黄酮的超声提取工艺，比较不同极性萃取物对致病性大肠杆菌的体外抑菌效果。
方法：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取料液比、超声时间及乙醇浓度三因素进行 ＢｏｘＢｅｈｎｋｅｎ响应面设计。采用牛津
杯法测定各萃取物的抑菌圈直径，通过微量稀释法和平板法测定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结果：水辣蓼总黄酮最优提
取条件为料液比１∶３８，乙醇浓度６６％，超声提取３次，每次３７ｍｉｎ；总黄酮质量分数为６０８４７ｍｇ·ｇ－１。不同极性
的萃取物中，乙酸乙酯部位抑菌活性最强，抑菌圈直径（１３６８±００８）ｍｍ，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为２５ｍｇ·ｍＬ－１。
结论：优化的提取工艺稳定可行、操作简便；水辣蓼的乙酸乙酯萃取物是其体外抑制致病性大肠杆菌的活性部位。

［关键词］　水辣蓼；总黄酮；响应面法；致病性大肠杆菌；抑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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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病是由病原性大肠杆菌所致的一种人

类与动物共患的多型性传染病，本菌能引起人类和

动物的肠道及泌尿系统感染。其中畜禽的大肠杆菌

性腹泻是养殖场中最常见的疾病，常引起大批畜禽

发育不良或死亡，经济损失严重［１５］。因此防治畜禽

大肠杆菌性腹泻，开发高效低毒和低耐药性药物是

养殖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兽医临床已证实，蓼科植物水辣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Ｌ具有祛湿止泻、散瘀止痛、杀虫等功
能，主治畜禽冷肠泄泻、寒痢等症［６７］。目前关于水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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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蓼的基础研究较少，药效物质基础及药理作用机

制尚不明确，质量控制标准缺乏，从而限制了辣蓼

资源应用。预实验发现，水辣蓼主要成分为黄酮，

本研究首先优化总黄酮提取工艺，并对不同极性部

位提取物的体外抗致病性大肠杆菌活性进行评价，

旨在确定其抑菌的有效部位，为充分利用水辣蓼资

源及中兽药开发奠定基础。

１　仪器与材料

１１仪器

ＫＱ５００ＤＥ数控超声波仪（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ＵＶ１８００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瑞利分析仪
器有限公司）；ＢＣＭ１０００Ａ超净工作台（苏州安泰空
气技术有限公司）；ＹＸＱＬＳＳⅡ高温高压灭菌锅（上
海东亚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１２材料

致病性大肠杆菌Ｏ７８购自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

中心；芦丁（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批

号：Ｊ１４３００６８，９８０％）；硫酸卡那霉素（健阳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牛肉膏（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细菌学蛋白胨、技术琼脂粉（广东环凯

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水辣蓼采于湖南省衡阳市，经广东药科大学杨

全教授鉴定为蓼科植物水辣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Ｌ的干燥全草，标本保存于中药学院标本馆。

２　方法

２１水辣蓼总黄酮提取工艺优化

２１１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１ｇ水辣蓼干燥
粉末（过４０目筛），以适宜的料液比、乙醇浓度、超
声时间及功率进行提取，合并滤液，浓缩，用提取

溶剂定容至１０ｍＬ，摇匀，备用。
２１２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芦丁１１０ｍｇ，
用７０％乙醇溶解并定容至５０ｍＬ，摇匀，备用。
２１３标准曲线的制备　分别吸取 ０、０５、１０、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ｍＬ对照品溶液，置
于１０ｍＬ量瓶中，以７０％乙醇定容。再分别精密移
取１ｍＬ上述溶液置于１０ｍＬ量瓶中，以亚硝酸钠
硝酸铝氢氧化钠法显色［８］，于５０５ｎｍ处测定吸光
度。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芦丁浓度（Ｘ，ｍｇ·ｍＬ－１）
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２１４供试品总黄酮含量测定　精密量取１ｍＬ供试
品溶液置于１０ｍＬ量瓶，按２１３项下方法测定吸
光度。根据标准曲线方程计算总黄酮含量。

２１５单因素试验
２１５１提取次数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精密称定
１ｇ药材，按１∶３０料液比加入８０％乙醇，４００Ｗ功
率超声提取 ３０ｍｉｎ，考察不同提取次数（１、２、３、
４、５次）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２１５２料液比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精密称定１ｇ
药材，以８０％乙醇为提取溶剂，４００Ｗ功率超声提
取３次，每次３０ｍｉｎ，考察不同料液比（１∶１０、１∶２０、
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２１５３乙醇浓度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精密称定
１ｇ药材，按 １∶３０料液比，４００Ｗ 功率超声提取
３次，每次 ３０ｍｉｎ，考察乙醇浓度（５０％、６０％、
７０％、８０％、９０％）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２１５４提取时间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精密称定
１ｇ药材，按１∶３０料液比加入７０％乙醇，４００Ｗ功
率超声提取３次，考察提取时间（２０、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ｍｉｎ）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２１５５超声功率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　精密称定
１ｇ药材，按１∶３０料液比加入７０％乙醇，超声提取
３次，每次３０ｍｉｎ，考察超声功率（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
４５０、５００Ｗ）对提取样品总黄酮含量影响。
２１６响应面分析法优化提取工艺　在单因素试验
基础上，根据 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中的 Ｂｏｘ
Ｂｅｈｎｋｅｎ设计原理［８１０］，选取料液比、乙醇浓度和超

声时间进行三因素三水平响应面分析，因素水平设

计见表１。

表１　响应面实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料液比 Ｂ乙醇浓度（％） Ｃ提取时间／ｍｉｎ

－１ １∶２０ ６０ ２０

０ １∶３０ ７０ ３０

１ １∶４０ ８０ ４０

２２抑菌实验

２２１菌液的制备　致病性大肠杆菌 Ｏ７８菌株经复苏
后以营养肉汤于摇床１５０ｒ·ｍｉｎ－１３７℃培养２４ｈ，
以平板稀释法［１１］配制终浓度为１０×１０７ＣＦＵ·ｍＬ－１

的菌悬液。

２２２供试品药液的制备　水辣蓼不同浓度醇提液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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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按照优选的最佳工艺制备提取液回收溶剂，

浓缩至药液浓度为 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２００ｇ（生
药）·ｍＬ－１。

不同极性提取物的制备：将上述提取液，减压

回收溶剂后，混悬于蒸馏水中，依次用石油醚、乙

酸乙酯、水饱和的正丁醇萃取。各段萃取液分别回

收溶剂、蒸干，得四段浸膏。分别精密称定标准上

述浸膏各１００ｍｇ，以 ５‰ＣＭＣＮａ溶液 １ｍＬ分散，
１２１℃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制得无菌样品。阳性对照药
为卡那霉素（５‰ ＣＭＣＮａ溶解）。
２２３抑菌实验　吸取１００μＬ菌悬液均匀涂布后，
以牛津杯法测定药液抑菌活性，以５‰ＣＭＣＮａ作为
空白对照，３７℃恒温培养２４ｈ。观察抑菌情况，用
游标卡尺测量抑菌圈直径（ｍｍ），重复３次。
２２４不同极性萃取物中总黄酮含量与抑菌活性比
较　分别精密吸取２２２项下不同极性部位的药液
各１ｍＬ，置于１０ｍＬ量瓶中，按２１３项下方法显
色并测量吸光度，计算不同极性浸膏中总黄酮含量。

２２５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的测定　取２２２项下的
乙酸乙酯萃取液，以肉汤稀释法［１１］测量最低抑菌浓

度（ＭＩＣ）。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标准曲线方程

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芦丁浓度（Ｘ，ｍｇ·ｍＬ－１）为
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Ｙ＝１２１５２Ｘ－
００１２４，ｒ＝０９９９１。

３２单因素考察

３２１提取次数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总黄酮含量随
着提取次数增加呈上升趋势，提取次数超过 ３时，
总黄酮含量上升趋势减缓。考虑操作方便和时间成

本，故确定提取３次为宜，见图１。

图１　提取次数对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３２２料液比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随料液比的增加，
总黄酮含量成先升后降，并于 １∶３０处有最大值
（６２０ｍｇ·ｇ－１）。鉴于此，确定１∶３０为最优料液比，
见图２。

图２　料液比对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３２３乙醇浓度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由图３可知，乙
醇浓度为７０％时总黄酮含量有极大值５７８ｍｇ·ｇ－１。
故选择７０％为适宜醇浓度。

图 ３　醇浓度对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３２４提取时间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由图４可知，当
提取时间为 ３０ｍｉｎ时，总黄酮含量有最大值
（６０２ｍｇ·ｇ－１）。在３０ｍｉｎ后，随提取时间的延长，
对提取率的提高几乎无影响，故确定３０ｍｉｎ为最优
提取时长。

图 ４　提取时间对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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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超声功率对总黄酮含量影响　由图５可知，
当超声功率为 ４５０Ｗ 时总黄酮含量有极大值
（６９５ｍｇ·ｇ－１）。故认为４５０Ｗ为适宜超声功率。

图５　超声功率对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３３提取工艺的响应曲面优化

提取工艺响应曲面优化实验结果见表 ２。根据
实验结果建立总黄酮含量（Ｙ）对料液比（Ａ）、乙醇浓
度（Ｂ）及提取时间（Ｃ）的二元多项回归模拟方程：
Ｙ＝５９６７２＋０３２８２Ａ－０１４４７Ｂ＋０４１６８Ｃ－０１７８
７ＡＢ＋００５６６ＡＣ－０１１７３ＢＣ－０２２３９Ａ２－０５５８１Ｂ２－
０２４８９Ｃ２。

表２　响应面分析方案及实验结果

实验号 料液比 醇浓度（％） 超声时间／ｍｉｎ 总黄酮含量／ｍｇ·ｇ－１

１ １ ０ １ ６２９

２ ０ ０ ０ ６０３

３ ０ ０ ０ ５９４

４ ０ ０ ０ ６０８

５ ０ －１ －１ ４８７

６ ０ １ －１ ４７２

７ －１ －１ ０ ４７３

８ ０ ０ ０ ５８６

９ １ －１ ０ ５８３

１０ １ ０ －１ ５２６

１１ －１ ０ －１ ４８０

１２ ０ ０ ０ ５９２

１３ １ １ ０ ５２８

１４ ０ １ １ ５２２

１５ －１ １ ０ ４９０

１６ －１ ０ １ ５６２

１７ ０ －１ １ ５８４

表３　回归模型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Ｐｒｏｂ＞Ｆ 显著性

模型 ４５５９０ ９ ０５０６６ ４１５７３６ ＜００００１ 

Ａ ０８６１６ １ ０８６１６ ７０７１３５ ＜００００１ 

Ｂ ０１６７５ １ ０１６７５ １３７４７４ ０００７６ 

Ｃ １３９００ １ １３９９０ １１４０７６８ ＜００００１ 

Ａ×Ｂ ０１２７８ １ ０１２７８ １０４８６７ ００１４３ 

Ａ×Ｃ ００１２８ １ ００１２８ １０５０６ ０３３９５

Ｂ×Ｃ ００５５０ １ ００５５０ ４５１５１ ００７１２

Ａ２ ０２１１１ １ ０２１１１ １７３２６１ ０００４２ 

Ｂ２ １３１１５ １ １３１１５ １０７６３９６ ＜００００１ 

Ｃ２ ０２６０８ １ ０２６０８ ２１４０２４ ０００２４ 

残差 ００８５３ ７ ００１２２

失拟项 ００５２３ ３ ００１７４ ２１１５２ ０２４１０

净误差 ００３３０ ４ ０００８２

总离差 ４６４４２ １６

　　由表３可知，二次方程模型的Ｐｒｏｂ＞Ｆ＜００００１，
表明该二次方程模型极显著。失拟相 Ｐ＝０２４１０＞
０１，不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失拟因素，可以用回
归方程模拟实验的真实点。回归模型的 ｒ＝０９８１６
（ＲＡｄｊ

２＝０９５８０），表明实测值与预测值具有高度关
联性。变异系数 ＣＶ％ ＝２０１３５％，说明模型的

置信度较高。根据 Ｐｒｏｂ＞Ｆ值，Ａ、Ｂ、Ｃ、Ａ２、Ｂ２

均为二次回归模型的极显著因素（Ｐ＜００１），ＡＢ和
Ｃ２为模型的显著因素。其中料液比（Ａ）和醇浓度
（Ｂ）存在交互作用。此结论亦可以根据等高线密度
和响应曲面陡度得到证实［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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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液料比与醇浓度对总黄酮含量的等高线图和响应面图

图７　液料比与超声时间对总黄酮含量的等高线图和响应面图

图８　乙醇浓度与超声时间对总黄酮含量的等高线图和响应面图

　　由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ｐｅｒｔ８０软件得出，总黄酮最优提取
工艺：料液比１∶３８，乙醇浓度６６％，超声提取３次，
每次３７ｍｉｎ。在此条件下重复实验５次，总黄酮含量
为６０８４７ｍｇ·ｇ－１，与模型预测值（６３４９４ｍｇ·ｇ－１）
接近。

３４抑菌实验结果
由表４～５可得，水蓼提取物抑菌活性与药液浓

度、总黄酮含量呈正相关，不同极性萃取物中以乙

酸乙酯段萃取物总黄酮含量最高及抑菌活性最强。以肉

汤稀释法测定其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为２５ｍｇ·ｍＬ－１。

表４　不同浓度水辣蓼醇提液的抑菌圈

空白组 卡那霉素
药液浓度／ｇ·ｍＬ－１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５０ ２００

抑菌圈直径／ｍｍ — １４１９１±００１ １１９９±００４ １３１４±００３ １３３２±００７ １３７１±００７

注：“—”为无抑菌圈。下同。

表５　水辣蓼不同极性萃取物的抑菌圈直径及总黄酮含量
卡那霉素 石油醚层 乙酸乙酯层 正丁醇层 水层 空白对照

抑菌圈直径／ｍｍ １３７８±０１０ — １３６８±００８ — — —

总黄酮含量／ｍｇ·ｇ－１ — ５０９３ ２３６４６ ８１２８ ３６０７ —

·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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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乙酸乙酯段提取液最低抑菌浓度测定
药液浓度／
ｍｇ·ｍＬ－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６２５

生长情况 — — — ＋＋＋＋＋

注：—无菌生长；＋菌体较少；＋＋菌体较多；＋＋＋菌体很多。

４　讨论

预实验发现，水辣蓼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

分别比较了药材的水提液、醇提液和粗多糖对致病

性大肠杆菌Ｏ７８的抑制效果。结果显示，醇提液的抑
菌圈较为明显。同时还发现，上述样品中总黄酮含

量与抑菌活性呈正相关。故本文对水辣蓼总黄酮的

醇提工艺进行优化，并制备不同极性的萃取物，进

行抑菌活性的比较。结果显示，乙酸乙酯萃取物为

水辣蓼抑制致病性大肠杆菌的活性部位，最低抑菌

浓度（ＭＩＣ）为２５ｍｇ·ｍＬ－１。
鉴于超声波对固体样品提取效率较高，可避免

高温对目标成分的破坏，具有提取时间短、提取温

度低的优点。本研究采用响应面法优化水辣蓼总黄

酮的超声提取工艺，并确定最佳工艺参数：料液比

１∶３８，醇浓度 ６６％，超声提取 ３次，每次 ３７ｍｉｎ。
各因素对总黄酮得率的影响程度：提取时间（Ｃ）＞
料液比（Ａ）＞乙醇浓度（Ｂ）。最佳工艺条件下实
测总黄酮提取量为 ６０８４７ｍｇ·ｇ－１，与理论值
６３４９４ｍｇ·ｇ－１基本相符。回归分析与验证试验
表明该工艺稳定可行。

水辣蓼作为一种常见易得的传统中草药，在中

医及兽医临床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本研究已

证实，水辣蓼对Ｏ７８致病性大肠杆菌有较好的抑菌活
性。未来还将对水辣蓼体内抑菌效果及作用机制进

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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