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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长期荞麦苗中总黄酮含量的变化研究

刘仁杰
，

卢垂文
，

都志军
，
王 玉华

，

胡难辉
�

�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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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生长期的盘播荞麦苗
，

经预处理后采用分光光度法检测其中总黄酮的含量
，

以获得不同生

长期荞麦苗中总黄酮的含量变化趋势
。

结果表明
�

随着生长期的延长
，

荞麦苗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亦逐渐

增高
，

直至生长到第 �� �时其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达到最高值为 ��
�

�� �眺
。

此后随着生长期的延长荞麦

苗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逐渐下降
，

但降幅较小
。

关扭询 �总黄酮 �分光光度法 �荞麦苗

中圈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

荞麦为萝科荞麦属双子叶植物
，

种子经过萌发后其芽苗的营养十分丰富” ，
�，，含有大量的黄酮类

化合物
、

维生素
、

微量元素等
，

具有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

维持微血管循环的作用
，

在降血脂及降血

糖方面都很重要
。

荞麦芽苗味微酸
，
口感好

，

可作菜用
，

还可鲜榨荞麦芽苗汁与果汁混合饮用
。

荞麦芽

苗作为蔬菜
，

实现了菜药同源
，

是一种营养保健的理想食品资源
。

近年来芽苗蔬菜生产迅速发展
，

荞

麦芽苗成为工厂化芽苗蔬菜生产的主要品种之一
，

因此采用荞麦苗为原料开发系列营养食品
，

有极其

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关于盘播荞麦苗的总黄酮含量变化分析未见报道
。

本研究首次对盘播荞麦

苗整个生长期进行跟踪检测
，

获得了其总黄酮含量的变化趋势
，

为荞麦芽苗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理

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 材料

荞麦种子
�
甜荞产自吉林省双辽市 �珍珠岩购自长春市石材城 �芦丁标准品购自上海化学试剂公

司
，

纯度 〕 ���
。

试剂
�
麦芽糖

、

木糖醇
、

山梨醇
、

���乙醇
、

正丁醇
、

硝酸铝
、

亚硝酸钠
、

氢氧化钠
，

石油

醚�沸程 ��
一
��℃�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级

。

�
�

� 方法

�
�

�
�

� 荞麦苗培育方法�’�

设备和装置
�
微型植物粉碎机

，

分光光度计
、

电热鼓风干燥箱
、

精密电子天平
、

分析电子天平等
。

塑料育苗盘���
�� � ��

��
，

高 � 。
��

，

盘底平整
，

有排水通气孔 �木质的栽培架�架的长宽与育苗盘配

套
，

层间距离 ��
�
��

，

栽培基质采用珍珠岩
。

种子选用及播种前处理
�
选用当年新的荞麦种子

，

且发芽率在 �� � 以上
。

播种前提前晒种 ��
，

除

去虫蛀
、

破残
、

畸形
、

腐霉
、

已发过芽的及特小
、

特瘪及成熟度不够的种子
，

先用 ��
一
��℃的洁净清水

淘洗 �遍后于 ��
一
��℃下浸种 �� �

。

浸种结束后
，

用清水冲洗 �遍
，

轻轻揉搓
、

冲洗
，

漂去附着在种皮

上的翰液
，

捞出荞麦种子并沥去多余水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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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刘仁杰等
�
不同生长期荞麦苗中总黄酮含量的变化研究 ��

播种
�
播种前须对苗盘和栽培基质消毒处理

。

苗盘用 ��石灰水浸泡 ��
，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

珍

珠岩用开水漂烫 �而� 。

准备工作结束后在苗盘底部平铺一层基质纸
，

然后在纸上再铺厚约 �一 �
�

���

经消毒处理的珍珠岩
，

刮平
、

轻轻压实
，

将经过浸种的种子均匀地撒播到栽培基质上
，

播种量每盘用干

种 �� �
。

播种完毕后
，

将苗盘置于栽培架上进行育苗
。

培育管理
�
每天进行 �次倒盘

，

调换苗盘上
、

下
、

前
、

后位置
。

均匀进行喷淋
，

湿润度以苗盘内不存

水为度
。

并保持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 ���左右
，

室温 巧 一
��℃ 。

采样
�
出苗后

，

每天喷淋前采样 �次
，

取荞麦苗茎高 ��� �� 为苗期的第 ��
。

至荞麦苗出现霉烂

时为生长最末期
。

在上述培育管理的条件下盘播荞麦苗的生长期为 �� �
。

每天选取长势均匀的苗除

去荞麦皮壳并紧贴根部剪割
，

于 ��℃��烘干备用
。

�
�

�
�

� 总黄酮标准曲线的制备卿�

定量总黄酮以芦丁为标准品
。

准确称取经干燥至恒重的芦丁标准品 ��
�

���
，

置于 ��� ��容量瓶

中
，

加 ���乙醇溶解定容至刻度
，

摇匀
，

得到浓度为 �
�

��留��的芦丁标准溶液
。

分别精确取上述芦丁

标准溶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
�

���于 �支 ����容

量瓶中
，

各加人 ������
�

溶液 ���
，

摇匀后反应 �而� ，

加人 ���的 ��������
�
�
，
溶液

，

摇匀后反应 �

而�，再加人 �� ��的 ������溶液
，

然后用 ���乙醇溶液定容至刻度
，

放置 巧���
，

以 。 号为空白对

照
，

充分反应后分别于 ��� �� 处测定吸光值
，

绘出标准曲线
，

求出回归方程
。

�
�

�
�

� 分光光度法定童检测总黄酮��，’�
称取经干燥的荞麦苗粉碎样品 �

�

��
，

用脱脂滤纸包好置于索氏提取器中
，

加人石油醚 �� ��
，

进

行加热回流提取至提取器中石油醚无色
，

关掉电源室温冷却后
，

弃去石油醚液
。

取出荞麦苗干粉样品

待干燥后装人磨口三角瓶中
，

加人 �� �� 的���乙醇溶液
，

再加热回流提取 ��
，

取提取液经抽滤后加

热至浆状以除去其中的乙醇
，

再将浆状液用 ���乙醇溶液定容至 ��� ��的容量瓶中备用
，

取上述经

定容的溶液 ���置于 �� ��容量瓶中
，

加人 ������
�

溶液 ���
，

摇匀后反应 ����
，

加人 �����

���
�
�
�
溶液 ���

，

摇匀后反应 ����
，

再加人 ������溶液 �� ��
，

再用 ���乙醇溶液定容至刻度
，

放

置 �� 而
� ，

充分反应后于 ��� �� 处测定吸光值
，

以不含芦丁标准品的体系为参比液
。

根据标准曲线的

回归方程计算进而得出荞麦苗样品中总黄酮的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
�

� 总黄酮标准曲线

按照制作总黄酮测定标准曲线的方法测得的各浓度芦丁溶液的吸光值见表 �
。

衰 � 不同浓度卢丁对应的吸光值

序号 � � � � � � � � �

标准品浓度��创动�� � �
�

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 �
·

���
�

�
�
其�� �

·

��� �
·

��� �
·

��� ����� �
�

���
�

以浓度��
，
�砂���为横坐标

，

吸光值��
��
��为纵坐标

，

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
，

得到回归方程
� �

���
�

����一������相关系数闭
�

��� ��
。

标准曲线如图 �所示
。

�含 二 �
�

白���

��

…
︵�飞�臼如宕扭币叹峨�峨��甘�几‘��匕曰���

�，��盆
�

�﹃

�
�

�
�

�

����

碗��

众 ���

圈 �

��� �
�

��� �
�

��� � ��

标准昌浓度 《叨�吐�

能� �
�

��� � ��� � ，

…
，， 幼 �，

二
，� 日口 ，� 口， �� ，� ，

…二钾安蔺的生长天� ‘��

不同浓度芦丁对应的吸光值 圈 � 不同生长期荞麦苗中黄砚类化合物的含�变化

��� 不同生长期盘播荞麦中总黄酮的含�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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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经盘播可以生长 ��
一
�� �

，

去间隔 ��的苗经预处理后以分光光度法进行定量检测
，

检测

结果以折线图表示见图 �
。

由图 �可以看出
，

盘播荞麦苗从播种第 � �开始长出苗
，

其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为 �
�

�� �岁�
，

随

着生长天数的增加
，

荞麦苗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亦逐渐增高
，

直至生长到第 �� �时其黄酮类化合物

的含量达到最高值为 ��
�

�� �吮
，

是种子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的 �
�

�� 倍
。

此后随着生长期的延长荞麦

苗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逐渐下降
，

但降幅较小
。

直到测定最终的第 �� �
，

荞麦苗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含

量为仍 ���� �吮
，

是种子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的 �
�

�� 倍�种子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为 �
�

�� �吮�
。

� 结 论

荞麦黄酮主要包括芦丁
、

桑色素
、

概皮素
、

茨菲醇等组分
。

其中芦丁具有扩张血管
，

降低毛细血管

脆性
，

改善心脑血管循环的作用
。

桑色素
、

茨非醇有抑菌和抗病毒作用
。

懈皮素对一些致癌物有抑制

作用
，

此外
，

它还具有祛痰
、

止咳
、

平喘
、

抗炎的作用
。

自古以来荞麦老幼妇孺皆宜食用
，

同时具有很好

的营养保健作用
。

本研究跟踪检测盘播甜荞芽苗中总黄酮的含量变化情况
，

结果随着生长天数的增加其含量增高
，

在生长期达到 �� �时含量达到最高
，

其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为 ��
�

���吮
，

是种子中黄酮类化合物含

量的 �
�

�� 倍
。

此后随着生长期的延长荞麦苗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逐渐下降
，

但降幅较小
。

据报道
，

荞麦萌发后黄酮总量随时间的增加呈先略有下降而后升高的趋势
。

在萌发初期
，

总黄酮含

量略有下降�荞麦黄酮含量在萌发 ��� 后迅速上升
，

在实验的萌发时间范围内�����
，

总黄酮含量还在增

加
，

但尚未达到最大值川
。

本检测结果与这一结论相一致
。

本研究首次确定盘播甜荞芽苗整个生长期内

黄酮类化合物的变化情况
，

并找出其含量的最高期
，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荞麦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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