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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方法对黄花蒿提取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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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采收后的黄花蒿植株进行适 当的处理及干燥温度和贮藏时间对 比试验 ，采用 HPLC法测定， 

探讨提高青蒿素含量的加工新方法。结果表明：整株立式阴晾一定时问后晒干的处理随着阴晾时间的增加青 

蒿素含量呈抛物线状变化 ，4～5 d最高，达显著水平，之后逐渐下降；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青蒿素含量呈下降 

趋势 ，4O℃时叶片青蒿素含量较高；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青蒿素含量逐渐下降 ，贮藏 100 d后下降明显。采收 

后整株立式阴晾 4～5 d后再晒干方法能提高黄花蒿叶片的青蒿素含量。4O℃的干燥温度能使叶片中青蒿素 

含量损耗较少 。黄花蒿叶片的保质贮藏时问约 9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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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method which may improve the artemesinin content were determined by HPLC through the con— 

trast test on processing the post-harvest plant by suitable treatment and drying temperature and storage time．The re— 

sult showed that：firstly，with increasing airing time in the shade，the artemesinin content showed parabolic change af— 

ter the whole were dried and processed，4— 5 d highest，tO significant level，and then gradually decreased；Secondly， 

with the drying temperature increased，artemesinin content showed a downward trend，artemesinin content of leaves 

was higher at 40 ℃ ；Thirdly，with prolonging storage time，artemesinin content decreased gradually，and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100 d．The result showed that：the whole plant were verticaly aired 4—5 d and then dried in sun af- 

ter harvesting，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artemesinin content of leaves．The artemesinin content of leaves had less loss 

under dry temperature of 40℃ ．The quality preservation of leaves was about 90 d． 

Key words：Artemisia annua；machining artemesinin 

黄花蒿(Artemisia anrlufz)为菊科蒿属植物，是 

青蒿素的唯一来源植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治疟 

疾特效药(胡世林 ，2005)。黄花蒿 中青蒿素含量低、 

不稳定，提取得率低是制约黄花蒿长期、大规模生产 

发展的主要原因。不同的黄花蒿种质和生长地域性 

及立地条件，直接影响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韦树根 

等 ，2008；张荣沭等，2008；岑丽华等 ，2007；元 四辉， 

2007)；栽培中不 同的播种期 、给植株供氮量及不同 

的采收期也会影响青蒿素含量 (蒋运生等，2008；王 

满莲等，2009)。此外 ，加工方法及提取工艺也是影 

响青蒿素含量和回收得率的重要技术环节。本文通 

过对采收后的黄花蒿植株进行适当的处理及干燥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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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贮藏时间对比试验，探讨提高青蒿素含量的加 法(熊春媚等，2007)进行。 

工方法，为黄花蒿采收加工提供模式。 

2 结果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全自动恒温干燥箱、高效液相色谱仪、石油醚、粉 

碎机、60目网筛及小型提取设备。供试品种为广西 

药用植物园培育的黄花蒿新品种“桂蒿 l号”。实验 

地点选在融安县长安镇黄花蒿规范化种植研究基地。 

1．2方法 

(1)采收后处理：将黄花蒿整株砍下 ，置于室内， 

三株搭靠或靠栏 ，竖起、分散打开 ，立式如 自然生长 

状，在常温下 阴晾，设 阴晾时间 0 d(当天采收当天 

晒)、l d、2 d、3 d、4 d、5 d、6 d、7 d共 8个处理，然后 

在太阳下晒 1--2 d至干，打落、筛 出叶片。(2)干燥 

温度：将当天采收的黄花蒿 ，人工取下叶片，分别置 

于 4O、5O、6O、7O℃ 的全 自动恒温干燥箱中烘 2 d。 

另取一份置于室内常温阴干。分别测定它们的青蒿 

素含量。(3)贮藏时间：取按传统加工处理(当天采 

收当天晒)的黄花蒿叶片，用 洁净的布袋包装 ，在常 

温下，置室内干燥通风处存放。分别在存放时间 

3O、60、9O、l2O、150、180、2l0 d后采样 ，测定青蒿素 

含量 。(4)青蒿素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 

2．1整株立式阴晾时间对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不同阴晾时间对黄花蒿叶片中青蒿素含量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 ，阴晾 0～4 d，青蒿素含量呈上升趋 

势，4 d、5 d处理的最高，之后逐渐下降，阴晾 7 d处 

理的青蒿素含量已低于0 d处理的。表 1方差分析 

表明：处理 4和处理 5明显高于其它处理，达显著水 

平(P<O．05)，二者间差异不显著，青蒿素含量均为 

1．37 ；它们与 CK相 比青蒿素含量提高 29．24 。 

即：阴晾 4～5 d处理 ，能明显提高黄花蒿中青蒿素 

含量 ，比当天采收当天进行暴晒的传统加工处理方 

法提高 29．24 。 

2．2干燥温度对叶片中青蒿素的影响 

不同干燥温度对叶片青蒿素含量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黄花蒿 中青蒿素含量逐 

渐下 降，温度 达 70℃ 时 ，青 蒿 素 含 量 已下 降至 

0．52 (表 2)。表 2方差分析表明，处理 1的青蒿素 

含量最高，达极显著水平(P<0．01)，各处理受温度影 

响从小到大的排序为：处理 1>处理5>处理2>处理 

3>处理 4，而区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说 明不 

同的温度处理影响黄花蒿 中青蒿素的含量。 

表 1 不同的阴晾处理对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different shade process on the content of artemesinin 

注：各处理的多重比较采用 Duncan法；同列中不同小写和大写字母分别表示在5 和 1 的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Note：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difference among treatments；Different small and capital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The same below． 

2．3贮藏时间对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贮藏时间对黄花蒿叶片中青蒿素含量有不同程 

度的影响，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黄花蒿中青蒿素含 

量逐渐下降，贮藏时间至 300 d时 ，青蒿素含量下降 

至 0．59 (处理 10)，已到了不能利用的临界值 。从 

表 3方差分析得知 ：处理 1、处理 2和处理 3的青蒿 

素含量最高，达显著水平(P％0．01)，三个处理间差 

异不明显，其余处理受贮藏时间的影响，引起青蒿素 

含量下降的幅度从小到大的顺序为：处理4>处理5 

>处理 6>处理 7>处理 8>处理 9>处理 10。说明 

黄花蒿叶片的贮藏时间在 9O d内青蒿素含量虽有 

所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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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干燥温度对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drying temperatures 

on the content of artemes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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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9 

5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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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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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的贮藏时间对青蒿素含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storage times on 

the content of artemes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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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和讨论 

(1)整株立式阴晾一定时间后晒干的处理能提 

高黄花蒿 中青蒿素含量 ，阴晾 4～5 d后晒干达最 

高，为 1．37 ，比当天采 收当天晒 的传统采 收法提 

高 29．24 。其作用机理有待进 一步研究。(2)加 

工干燥温度的高低直接影响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 

随着干燥温度的升高青蒿素含量逐渐下降，4O℃时 

含量较高，差异显著 ；70℃时最低 ，仅 0．52 。杨水 

平等(1997)的研究认为 自然晒干的效果最好，青蒿 

素含量比阴干的样品含量高 23．76 ，比6 0℃烘干 

的高 101．7 。这与我们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 

贮藏时间对叶片中青蒿素影响较大，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青蒿素含量逐渐下降，常温条件下布袋存放 

90 d青蒿素含量基本不变，之后便迅速下降。加工 

生产中黄花蒿叶片不宜贮藏过长。(4)选择恰当的 

检测方法，准确反映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尤为重要， 

目前青蒿素含量的测定有双波长薄层扫描法、紫外 

分光光度法(李典鹏等，1995)、柱前衍生 RP—HPLC 

法(刘金磊等，2007)、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各种方法 

有各 自的优缺点 。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青蒿提取物 

中青蒿素的含量 ，与柱前衍生测定方法进行比较，其 

方法简单准确，分离效果好(熊春媚等，2007)。(5) 

生产 中提取工艺的不同直接影响青蒿素提取得率 ， 

郝金玉等(2002)的研究表明 ，微波辅助提取法 比用 

传统的热提取、索 氏提取法需要的时间短，大大提高 

提取速率。胡淼等(2006)应用超临界 CO。从黄花 

蒿中萃取青蒿素，在其优化条件下萃取 4 h，萃取率 

达 95 以上 ，萃 取物纯度在 15 以上。韦 国锋等 

(2007)应用大孑L吸附树脂 法提取青蒿素时，选择对 

青蒿素的吸附量大，解吸容易的 ADS一17树脂，用 

90 乙醇作洗脱剂 ，青蒿素得率和提取率分别高达 

0．3 和 75 以上 ，其含量大于 99 。 

综上所述，黄花蒿的加工方法是影响黄花蒿青 

蒿素提取得率、减少损耗的重要技术环节，在原料的 

加工处理 、干燥温度、贮藏时间及提取工艺等方面均 

为决定因素，处理得当将提高青蒿素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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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类型二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类型三 弓曲羽 两侧 
状脉 对称 

毛两 弓曲羽 两侧不 
面针 状脉 对称 

直向行走，粗壮，占 
叶宽 3．2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粗壮 ，占叶宽 2．5％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粗壮，占叶宽 2．2％ 

基部 和 叶尖 弯 曲， 
细，占叶宽 1．7 

每侧 9～1O条，以5O。～7O。从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2～3个，脉环不规则 

每侧 1O～11条 ，以 70。～85。从 主脉 开 
出，二级脉环每侧 3～4个，脉环规则 

每侧 8～9条，以 6O。～75。从 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2～3个，脉环规则 

每侧 9～10条，以6O。～75。从主脉开出， 

二级脉环每侧 5～6个，脉环规则 

不规 

网状 

规则 

网状 

则 脉岛发育不 1个分支 结环 
完善 

不规则 
网状 

不规则 

网状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脉岛发育完 1个分支 结环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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