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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取率达到最大。此后，随预浸泡时间的增加，提取率下 

降。这是因为通过浸泡的方法提高了丹参细粉中的水含量， 

在微波的辐照下 ，细胞组织内部产生局部的高温 、高压 ，压迫 

了丹参的细胞组织，加快了目标成分由组织向溶剂中的传递 

过程，但时间不宜过长，以30 rain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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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预浸泡时间对丹参有效成分提取率的影响 

上述实验确定了微波辅助法提取丹参酮ⅡA的最佳工 

艺条件：将丹参细粉预浸泡 30 min、20倍量乙醇(70％)提取 

6 min、加热至 75℃、在微波输出功率为 450 W时提取 2次， 

其提取率可达到 97．55％。 

2．7 丹参选料粒度的影响及提取次数的确定 两种粒度丹 

参的提取率见表 2。用 100 mL50％的乙醇、微波辐照3 min、 

加热温度70～73℃、液固比15：1、微波输出功率450 W、丹 

参不浸泡直接进行微波提取。可看出丹参粒度变小，丹参酮 

ⅡA的提取率会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一次提取而言，丹参 

的粒度是影响提取率的重要因素，且两次提取基本上可以达 

到一个相当高的提取率水平，主要是由于粒度变小，比表面 

积增大，植物细胞、组织受破坏程度较大，从而利于有效成分 

的扩散。 

表2 不同丹参材料3次提取结果 

+ 、 
丹参酮ⅡA的提取率／％ 

⋯ ‘ 1次 2次 3次 总提取-g／％ 

丹参饮片 19．O7 19．98 11．20 50．25 

丹参细粉 38．77 16．45 7．o9 62．31 

2．8 微波工艺与传统热回流工艺的比较 根据上述实验结 

果，在提取溶剂浓度 (70％乙醇)、液 固比(15：1)、提取温度 

(70℃)等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微波提取3 min 

比热 回流提取3个小时得到产品的提取率还要高一些。此 

外，生产成本也明显降低，节省了能源。表3。 

表 3 微波提取与热回流提取丹参有效成分的比较 

提取 lO g丹参药材所需的能耗。 

3 结论 

研究了微波提取溶剂浓度、辐照时间、加热时间、微波输 

出功率、液固比、预浸泡时间及丹参粒径和提取次数对丹参 

中有效成分提取率的影响，确定了最佳的提取工艺路线： 

70％(、『／v)乙醇为提取溶剂 ，按 20：1(mL／g)的液固比，微波 

输出功率450 W，75℃，辐照6 min，提取2次得到丹参酮Ⅱ 

A的提取率为97．55％。微波辅助法提取丹参中的有效成分 

与传统的热回流法相 比，传统的热回流提取工艺，热的供给 

由蒸汽通过传导给提取溶剂，传热速度慢，不能将溶剂的温 

度在短时间内由室温升高到提取温度，造成提取物中丹参酮 

在逐渐加热过程中降解。微波提取法由于具有快速提取的 

优点，减少了提取物在高温下的受热时间，对于在高温下长 

时间的受热易分解的丹参酮类物质的提取是十分有利的。 

大大缩短了提取的时间，提高了丹参的利用率，节省了生产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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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濒危药用植物铁皮石斛种苗快繁技术有重大突破 

浙江健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研发铁皮石斛种苗快速繁殖及工厂化栽培技术建立的一项科研项目，近日通过了中 

国工程院、国家药典委员会专家的验收。这表明中国濒危药用植物铁皮石斛种苗快繁技术有了重大突破。 

铁皮石斛是中国特有的名贵药材，千年以来一直和灵芝、人参，冬虫夏草等被列为上品中药，并被道家养生经典《道臧》誉 

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因其主要分布在海拔 600—2500米的山谷半阴湿林中的树干或岩石上，野生资源已濒临绝迹 ，1987 

年被国务院列为珍稀野生药用植物加以保护。 

为解决野生资源缺乏的困难，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浙江大学，浙江中药研究所等研究单位和部分企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开发，使得铁皮石斛的人工栽培成活率和亩产量稳步提高。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浙江已形成了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铁皮石斛产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等一行专家在对铁皮石斛标准化种植进行论证后认为，这对进一步推进中国铁皮石斛种植业的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信．g-由新华社提供) 

104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