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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芩为唇形科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其性

寒、味苦,可泻火安胎,在疾病治疗中被广泛用于临床[1] 。
研究得知,黄芩提取物是由黄芩干燥根茎经过一系列的提

取醇化精制后制备而成,是黄芩经过化学提取后得到的混

合物质。 黄酮类化合物是黄芩提取物的主要化学组分,但
是黄酮类化合物中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是黄芩素、黄芩苷、
汉黄芩素和汉黄芩苷 4 种活性物质[2] 。 另外,在黄芩的不

同组织提取物中所含的主要活性物质也不尽相同。 黄芩主

要的组织结构可分为花、叶、茎、根 4 个部分,黄芩花提取物

中含有黄芩苷、黄芩素等成分,但黄芩素含量较高;黄芩叶、
茎提取物中黄芩苷含量高;而黄芩根提取物所含的活性成

分较均衡,其黄芩素、黄芩苷、汉黄芩素、汉黄芩苷 4 种成分

均含有,且相互协同,共同发挥作用[3] 。 由于黄芩所含化学

成分复杂且不同部位所含成分不一,因此在黄芩提取物的

制备方面也出现了诸多有效的方法。
本文将通过黄芩的形态结构、化学成分、提取物制备工

艺 3 个方面来介绍关于提取黄芩提取物制备工艺的研究进

展,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建议,以期为其他中药或新

的药物提取物制备方法的未来研究和发展提供一定的

参考。
1　 形态结构

　 　 黄芩为直根系植物,黄芩的花为二唇形,蓝紫色,上唇

呈现瓣状,下唇比较宽阔,有盾状附属物存在于上唇的背

部,花冠管成直角且向上弯曲靠近基部,圆锥状花序存在

于茎端,有雄蕊和子房,其花粉粒是卵圆形,外壁具有

纹饰。
黄芩叶是对生的状态,外形为披针形状,拥有短柄或者

是基本无柄,叶片颜色上下不一,上面是深绿色,下面为浅

绿色,具有黑色的下陷点且有叶状的苞片,黄芩叶包括叶片

和叶柄两部分,观察其显微结构发现细胞呈现正多边形,排
列整齐,且其细胞壁很薄,细胞质浓稠厚大,细胞核的体积

大。 黄芩茎外形为四棱形,基部多分枝而且木化。
黄芩根呈现树枝状,粗细不均,主根粗大,侧根却很少,

为棕黄色或者黄色,是黄芩吸收营养物质的最主要的部位,

黄芩根尖是略透明的黄白色,解剖学发现其横截面形状接

近圆形,表皮、皮层、中柱三部分组成了黄芩根的初生结构。
同时研究发现黄芩茎基部分枝,茎的生长点会出现圆锥状

突起,而且会出现木化;黄芩种子为淡棕色椭圆形小体,其
果皮和种皮是很难分离开的[4] 。 研究黄芩的结构发育是研

究黄芩理论知识的基础,为黄芩的开发应用打基础。
2　 化学成分

2. 1　 黄酮及其苷类　 黄酮类化合物和其苷类成分是黄芩中

主要的作用活性物质,到现在为止有 40 种左右的黄酮类化

合物在黄芩中被发现,而黄芩素、黄芩苷、汉黄芩素以及汉

黄芩苷 4 种成分作为黄芩中具有显著药理作用的物质,是黄

芩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5] 。
2. 2　 萜类化合物　 根据相关的研究得知,萜类化合物成分

是除黄酮类成分以外,在黄芩中含量最多的化合物[6] 。
Shim

 

SH[7]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黄芩中存在着一种新型的

二萜化合物,将其命名为 Barbatellarine
 

F,并在之后的实验

中推敲出了其基本的结构。 魏顺发等[8] 通过分离纯化等技

术,从黄芩中发现了新克罗烷型双环二萜类的一类化合物。
由当前的研究可知,对于萜类成分在黄芩中存在、探讨的相

关文献比较少,值得进一步开发和深入研究。
2. 3　 挥发油类　 黄芩中挥发油成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较为

突出,巩江等[9] 利用水蒸气蒸馏的方法,从黄芩中提取得到

一些挥发油成分,如石竹烯、烯丙醇等;还有研究采用超临

界提取技术,在黄芩中提取得到挥发油成分,如舒云波等[10]

提取的棕榈酸、薄荷酮、亚油酸甲酯等主要物质;宋双红

等[11] 通过研究黄芩花、茎叶、根等不同部位中挥发油成分和

其含有量的差异,最后证明黄芩各个部位均含有大量的挥

发油活性成分,这些均表明黄芩具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有待进一步开发。
2. 4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目前药

材衡量的质量往往会根据其所含的微量元素来判断。 李化

等[12] 利用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在黄芩药材中发现了钙、
镁、铜等微量元素的存在,且有一定的含量,最后证明其存

在一定的差异,为黄芩成分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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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芩提取物制备工艺

　 　 获得高纯度黄芩提取物需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提取

物质的质量、浓度都会直接影响黄芩的药效作用,给黄芩的

应用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 同时黄芩提取物在制备的过程

中其化学成分、药效、味道等均会出现变化,如何确定精制

的纯化工艺也是非常重要的。
3. 1　 黄芩提取物的制备工艺 　 黄芩提取物制备的传统方

法是水煎法,于千等[13] 采用了 3 种水煎法,其中最主要的步

骤为精密取黄芩适量、加水煮沸、过滤、蒸干等几部分,然后

通过改变水的温度在凉水、温水、沸水中分别提取黄芩提取

物,并做出对比确定了最佳的水提工艺:黄芩适量,直接加

12 倍量沸水中,提取 1 次,每次 1h。 但是传统的水煎法有许

多的缺点,例如耗时长,并且产生大量的废渣,且药材废渣

必需要经过填埋处理,这样就对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
且在水煎的过程中损失了许多挥发性油等主要成分,同时

蒸煮温度过高还伴随着许多不稳定的成分被破坏,导致产

业化成本高等,为了解决高温提取的缺点,江苏兴业聚化有

限公司提出了一种常温下黄芩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将黄芩

干燥粉碎,倒入到离子体表面改性装置中,然后加入水,并
加入黄芩苷的纳米级微粒,常温 10 ~ 25

 

mmHg 真空度下,启
动装置进行提取 3 ~ 6

 

h,过滤制得黄芩提取物[14] 。 常温下

提取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常温下许多的细菌无法被消

灭,其安全隐患较大,针对这个问题,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采用有机溶剂提取,在得到黄芩提取液后经过浓

缩,加乙醇静置,沉淀加乙醇再提取,提取液过滤,所得滤液

和上清液通过回收溶剂后得黄芩提取物[15] ,这样所得到的

物质的有效成分活性高,容易被提取。 劲牌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提供的方法是在得到稀释黄芩提取液后,稀释提取液

上大孔树脂,再静置,吸附,洗脱,再用乙醇洗脱,洗脱液浓

缩干燥后得到黄芩提取物[16] 。 王宏志[17] 利用酶法对黄芩

提取物进行制备,将黄芩生药材饮片加入适量酶液,溶于缓

冲液进行酶解,然后进行适当时间的灭酶,冷却定容,称取

溶液,将其挥干,将滤液残渣用甲醇溶解过滤,然后进行定

容处理,最后利用微孔过滤器,得到的滤液即为所需要的提

取物,同时利用果胶酶和纤维素酶来分别对黄芩进行提取,
通过设计正交试验,对浸提倍数、酶用量、酶解 pH、酶解温度

以及酶解时间等因素进行优化选择,得出纤维素酶酶解黄

芩生药材的最佳工艺条件是:浸提倍数 20,加入酶量为

25U / g,所需 pH 为 5. 0,温度为 50℃ ,时间为 7h;果胶酶酶解

黄芩生药材的最佳工艺条件是:浸提倍数 15,所需加酶量

15U / g,pH 设置为 4. 6,温度同样设置为 50℃ ,时间 7h。 天

津中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粗

提物的纯化工艺,通过将粗提物悬于水中,用氢氧化钠调

pH,加入活性炭保温后经过抽滤,盐酸调 pH,加热再抽滤,
乙醇冲洗沉淀,烘干等步骤制得精致提取物[18] ,此发明能够

使成品的纯度更高,有效成分更高,能够满足对药品制剂的

需求。 我们能够看出,提取物的制备过程涉及许多实验操

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参与。 针对这一不足,宁波

立华植物提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了一种黄芩提取物的制备

装置,该装置有用于水提操作的提取罐,调酸并静置的酸沉

罐,沉淀物的容器,离心装置,真空干燥器,并且容器的上方

设置有供水装置[19] ,这种装置对比目前我们所拥有的操作

技术来说,有能够更有效地被人体吸收的优点,且黄芩苷含

量高,品质好。 黄芩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就目前看来比较传

统化,其提取方法目前停留在水提法上,新的方法的研究目

前尚少。
3. 2　 黄芩不同部位提取物的制备工艺　 黄芩不同部位提取

物的制备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山西大学对一种黄芩花提取

物进行制备研究,其将一定量的黄芩花用乙醇作为溶剂回

流提取合并提取液,通过减压然后浓缩,再冷冻干燥得到了

粉末状的物质即黄芩花的提取物[20] 。 该研究通过实验证

明,黄芩花提取物对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以及大鼠的

氧化损伤有一定的改善,表明这种提取物可应用于保健品

或者抗衰老药品中。 山西大学还有一种黄芩叶提取物制备

方法,用水将黄芩叶数次煎煮提取,通过合并提取液,减压

浓缩冷冻干燥,大孔吸附树脂分离,洗脱,再将洗脱液进行

减压浓缩,由此得到黄芩叶提取物,其不仅提高了黄芩叶的

利用率,也同样证实了黄芩叶在抗衰老方面的应用以及在

保健品和药品中的应用[21] 。 湖北中烟技术中心王娜等[22]

制备了黄芩根提取物,并对其有效成分进行了研究探讨,用
乙醇回流提取黄芩根,过滤,合并滤液,减压浓缩,然后石油

醚萃取,正丁醇试剂提取醇溶性成分,收集醇层,减压浓缩,
得黄芩根提取物,并采用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证明黄

芩根提取物可作为潜在的烟用香料,并进一步利用卷烟加

香实验对黄芩根提取物进行分析,证明黄芩根提取物在烟

草中的作用是可以增加香气,改善烟草的味道以及改善烟

气。 对于黄芩茎的提取目前研究较少,暂未发现其有效的

提取方法。 通过对黄芩花、叶、茎、根的提取,发现了一些黄

芩原本未经发现的研究作用,为黄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

依据,同时增加了黄芩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
3. 3　 黄芩不同成分提取的制备工艺 　 黄芩为黄酮类化合

物,其主要含有的成分包括 4 种,分别是黄芩苷、汉黄芩苷、
黄芩素、汉黄芩素,对于这些成分也有相应的提取制备研

究。 黄芩苷能够抑制变态反应,具有迅速而广泛的抗菌作

用,采用的提取方法是络合法生产黄芩提取物,将黄芩水提

取,再将提取液过滤浓缩,然后络合反应会在加入明矾后发

生,络合物滤出烘干制得提取物,然后通过聚酰胺膜分离、
紫外分光光度法等方法对提取物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得出

最佳的制备工艺[23] 。 张慧等[24] 以黄芩茎叶作为提取原料,
利用单因素试验的方法,通过比较黄芩叶目数、料液比、提
取功率、乙醇浓度以及提取时间等因素来探讨其对黄芩苷

提取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黄芩素作为黄芩的主要成分,在
黄芩总含量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较少,但药理研究充分

证明,黄芩素在抗氧化、抗癌症等方面的生理活性更强。 黄

芩素提取一般是从黄芩的有机提取物中分离制得,或者采

用浸渍法、煎煮法、回流法以及溶剂提取法。 刘云华等[25] 利

用酶解法,利用黄芩中存在的黄芩酶对黄芩苷进行水解,然
后回流提取制备黄芩素,操作过程中同样涉及过滤、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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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提取液、干燥等步骤,同时他们对黄芩素的提取工艺进

行了优化,通过对酶解温度、酶解时间以及药材的粒度进行

探讨发现,酶解温度对实验的影响最为显著。 汉黄芩素和

其他成分一样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在医疗领域广泛应用。
为了提高汉黄芩素的含量,李文娟等[26] 设计实验研究出制

备高纯度黄芩素的方法,将黄芩用酸水解,再用乙醇提取制

得提取物浸膏,用聚酰胺树脂纯化,最后将汉黄芩素的洗脱

物进行分离,利用高速逆流色谱,其原理是酶解的黄芩通过

自身的作用将汉黄芩苷转化为汉黄芩素,再用溶剂体系的

高速逆流色谱制备汉黄芩素,该方法对于制备高含量的汉

黄芩素有显著效果,为药物纯化提纯工艺提供参考。 对于

汉黄芩苷的提取制备可采用黄芩苷的制备方法,目前对于

此种成分的研究只停留在基本的水提醇提工艺或者是酶法

提取。 王宏志[17] 在最合适的酶水解条件下通过单因素实验

以黄芩为原料,通过多温度、加酶量等的考察得出最佳的酶

提工艺,然后通过对酶提工艺的比较分析发现果胶酶提取

能够对黄芩苷和汉黄芩苷的得率产生抑制作用,能够降低

它们的提取率,而黄芩素和汉黄芩素的得率却得到了提高,
说明酶提法对于汉黄芩苷的提取并不乐观。 对于黄芩中总

黄酮类的提取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方法。 王欣[27] 就黄芩总黄

酮的提取方法进行了总结,发现主要的提取方法有操作相

对简单的溶剂提取法和浸渍法,以及较复杂的超声提取法、
微波提取法和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还有涉及分解的酸水解

法和酶解法等,这些研究方法都能为新技术的发展提供

依据。
4　 总　 　 结

　 　 黄芩提取物成分复杂,极具多样性[28] ,其制备工艺在水

产品、水果保鲜、纺织品、防腐剂以及口腔疾病等方面均有

显著的作用,对于多种疾病均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黄芩提

取物的制备工艺虽然多样,但每种方法均存在缺陷。 普通

的水煎法虽然能够制得黄芩提取物,但需要消耗大量的时

间,且在提取后会产生大量的废液残渣,处理不当将影响环

境;有机溶剂提取法虽提取方便、操作简单且提取率高,但
其工艺成本较高,且提取液中某些重金属离子的残留会产

生毒害作用;酶提法中反应快速高效,但是对于温度、pH 等

的控制也必须精确无误,否则会给酶活性带来影响;而涉及

到微波提取和超临界萃取等的方法,在能够制得纯度高的

提取物的同时,对于设备的要求非常高,且微波提取只适用

于热稳定的物质,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应对提取物

的制备工艺进行不断的实验优化,同时开发出作用显著、机
制明确地创新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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