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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活性成分含量分析 

陈超君i，尹小红i，黄 敏1， 

(1．广西大学 农学院，南宁 530005； 

李雁群1，覃 锋2，黄荣韶1 

2．大化农业局 ，广西 大化 530800) 

摘 要：对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的多糖、总黄酮和总皂甙含量进行测定 和分析。结果表明：(1)孢子叶中活 

性成分含量的高低顺序为总黄酮>多糖>总皂甙，其中，总黄酮与多糖和总皂甙含量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 

平(P<O．01)，而多糖与总皂甙含量的差异则不显著(P>0．05)；营养叶则是多糖> 总黄酮>总皂甙，且各活 

性成分含量间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P<0．01)。(2)孢子叶与营养叶相比，多糖和总黄酮含量的差异均达 

到极显著水平(P<0．O1)，而总皂甙含量的差异不显著(P>0．05)。其 中，多糖含量是营养叶高于孢子叶，而 

总黄酮含量则是孢子叶高于营养叶。(3)石韦叶片中多糖含量与总黄酮含量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 

<o．O1)，而总皂甙含量与多糖和总黄酮含量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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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s，total flavonoides and total saponins in sporophyll and foliage leaf of Pyrro- 

sia lingua were determined and analyzed．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1)the functional composition content in the 

sporophyll was in a decreasing order of total flavonoides，po1ysaccharides and total saponins，and the content of totaI 

flavonoide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l saponins(P<O．01)，while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content of total saponins(P> O．05)；the functional composi— 

tion content in the foliage leaf was in a decreasing order of polysaccharides，total flavonoides and total saponins，and 

the differences of p。Iysaccharides，total flavonoides and total saponins content were significant(P< 0．01)．(2)The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l flavonoid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porophyll and the foliage 

leaf(P<0．01)，while the contents of total saponins in the sporophyll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ing with 

that in the foliage leaf(P>O．05)，and the contents of polysaccharides in the foliage leaf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porophyll，whereas the contents of total flavonoides in the sporophyll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foliage leaf． (3)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l flavonoides in leaves of P． 

1ingua (P<0．O 1)，while the content of total saponins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polysaccharides 

and tota1 flavonoides(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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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石韦来源于水龙骨科石韦属(Pyrrosia)多 

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含芒果甙、异芒果甙、绿原酸、黄 

酮和木犀草素等多种活性成分 (Takemoto＆ Hiki— 

ao，1963；Wang等，2006；Yang等，2003；张亚宁等， 

2006)，具有利水通淋、清热止血的功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药典委员会 ，2005)，常用 于治疗 热淋 、血 

淋、石淋 、小便不利、淋沥涩痛、吐血 、衄血、尿血 、崩 

漏和肺热喘咳等病症 。叶是石韦类药材最主要的药 

用部位，其活性成分含量的高低涉及到药材质量的 

优劣(商敏凤，2002)。但目前中药石韦活性成分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离鉴定(王楠等，2O03；徐成坤等， 

l999；郑兴等，1998，1999)、提取工艺(王瑞兰等， 

2004；王 自军等 ，2007)和含量测定(崔岚等，2003；马 

辰等，2003；钟小群等，2002)等方面，并未见有关其 

叶片活性成分含量分析的报道。此外，在其他蕨类 

植物上的研究还表明蕨类植物的孢子叶与营养叶的 

活性成分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阿孜古丽 ·克衣木 

等，2006)。本研究对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多糖、 

总黄酮和总皂甙含量进行 了测定 和分析，以期为石 

韦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 

l 材料与方法 

1．1植物材料 

供试的植物材料于 2007年 9月采自广西藤县， 

经广西大学农学院植物与植物生理生化教研室鉴定 

为石韦(Pyrrosia lingua)，分别取其孢子叶和营养 

叶，置于恒温干燥箱中，75℃下烘干，取出粉碎， 

备用。 

1．2测定项 目与方法 

多糖含量测定采用苯 酚一硫酸比色法(杨林莎 

等，2004)；总黄酮 含量测定采用 NaNO2一AI(NO． ) 一 

NaOH体系吸光光度法 (黄永林等；2006；项昭保等， 

2002)；总皂甙含量的测定采用香草醛一高氯酸比色 

法(黄荣韶等，2006；刘金磊等，2007)。 

1．3数据处理与分析 

Duncan，S新复极差法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相关性分析均采用 SPSS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活性成分含量的比较及差异分析 

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各活性成分的含量并不 

相同(表 1)。其中，孢子叶中活性成分含量的高低 

顺序为总黄酮>多糖>总皂甙，经检验可知，总黄酮 

与多糖和总皂甙含量的差异都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P<0．01)，而多糖与总皂甙含量的差异则并不显 

著(P>0．05)；而营养叶中活性成分含量的高低顺 

序则是多糖>总黄酮>总皂甙，且各活性成分含量 

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P<0．01)。此外， 

孢子叶与营养叶相比，多糖含量低了 35．46 ，但总 

黄酮和总皂甙含量却分别高了233．52 和 3．45 ，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多糖 和总黄酮含量的差异均 

达到了极显著水平(P<0．01)，而总皂甙含量的差 

异则并不显著(P>0．05)(表 2)。 

2．2各活性成分含量问的相关性分析 

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3种活性成分含量问的 

相关性分析显示 ，多糖含量与总黄酮和总皂甙含量 

均呈负相关关系，而总黄酮含量与总皂甙含量则呈 

正相关关系(表 3)。其中，总黄酮含量与多糖含量 

的相关 系数为-0．990，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尸< 

0．01)；总皂甙含量与总黄酮和多糖含量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 0．385和一0．323，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 

0．05) 

3 结论与讨论 

多糖、黄酮和皂甙是三类应用广泛的植物生物 

表 1 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中活性成分的含量 

Table 1 Functional composition content in sporophyll and foliage leaf of P．1ingua 

注：数据为平均值士标准差( =3)，同一行数据后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0．05显著水平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达 0．01极显著水平。 

Note=Data are expressed as mean~SD(n=3)，the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row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small letter)and 

0．O1(capital letter)probability lev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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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石韦孢子叶与营养叶中多糖 、总黄酮和总皂甙含量的方差分析 

Table 2 Variance analysis of polysaccharides，total flavonoides and total 

saponins between sporophyll and foliage leaf of P．1ingua 

～ 表示达 0．O1极显著水平 ，下 同 一 Significant at 0．01 level，the same below 

表 3 石韦叶片中多糖、总黄酮和总皂甙含量的相关系数 

Table 3 Coefficients of polysaccharides，total flavonoides 

and total saponins content in the leaves of P．1ingua 

活性物质(韩慧等，2005)，在石韦孢子叶中含量最高 

的是总黄酮，其次为多糖，最低的是总皂甙，而在营 

养叶中含量最高的则是多糖 ，其次为总黄酮 ，最低也 

是总皂甙。在两种叶片中，总黄酮与总皂甙含量 的 

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水平 ，这表明了在石韦叶片 中 

黄酮类和皂甙类物质的生物合成、运输、积累和消耗 

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何水林等，2002)，这可能就是 

总黄酮含量与总皂甙含量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此 

外 ，多糖与总黄酮含量的差异也都达 到了极显著水 

平 ，并且两者表现出了极显著的相关性 ，这可能是因 

为黄酮类化合物的前体丙二酸单酰 CoA(malonyl— 

CoA)和香豆酰 CoA(coumaroyl—CoA)与糖代谢有 

关(张华峰等 ，2006)，而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 

了初生代谢与次生代谢的密切关系，同时也提示在 

石韦人工驯化的过程 中，协调好初生代谢与次生代 

谢的关系 ，有利于其活性成分 的积累 。 

石韦孢子叶与营养叶相比，多糖和总黄酮含量 

的差异均达到了极显著的水平，而总皂甙含量的差 

异并不显著。其中，多糖的含量是营养叶高于孢子 

叶，这可能是因为多糖或其转化产物参与了孢子的 

形成 ，从而导致了孢子叶中多糖含量的下降；而总黄 

酮含量则是孢子叶高于营养叶，与阿孜古丽 ·克衣 

木等(2006)对同科植物欧亚水龙骨 (Polypodium 

vulgare)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这可能是石韦在长期 

进化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次生代谢产物 

在植物提高自身保护和生存竞争能力、协调与环境 

关系上充 当着重要的角色(阎秀峰等 ，2007)，石韦在 

孢子叶中形成较多的黄酮类物质可直接影响植食性 

昆虫的取食并表现 出毒性或排趋性(高巍巍等， 

2006)，达到躲避虫害而顺利繁衍的 目的，具有重要 

的生态学意义。 

中药材 的药用功效都是建立在其活性成分基础 

之上的(董群等 ，2001；李广等 ，2003；周新等 ，2007)， 

本研究中石韦孢子叶和营养叶活性成分含量表现出 

的差异可为石韦药材的合理采收提供了依据，具体 

为：若要发挥多糖的功效则以采收营养叶为主；若要 

发挥总黄酮的功效则以采收孢子叶为主；若要发挥 

总皂甙的功效则采收孢子叶和营养叶均可。但如果 

要真正实现有针对性的发挥以上 3种活性成分的功 

效，还需进一步对其具体成分及相关的药理特性做 

深人的研究。此外 ，石韦药材 的原植物种类较多，除 

石韦外 ，还有庐 山石韦 (P．sheareri)、有柄石韦(P． 

petiolosa)、毡毛石 韦(P．drakeana)、北京石韦(P． 

davidii)和西南石韦(P．gralla)等，这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石韦药材使用的混乱。因此，十分有必要 

对石韦药材各原植物的活性成分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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