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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茯芩中活性成分提取方法的探索

§ 超声辅助提取

1. 超声波振荡破坏茯苓菌丝体细胞壁，促进活性成分释放。

2. 优化提取条件（如超声功率、温度、时间）提高提取效率。

3. 高效、快速，可用于大规模提取，降低成本。

§ 微波辅助提取

1. 微波加热快速均匀，穿透性强，可加速活性成分溶解。

2. 采用合适的微波强度和处理时间，确保提取效率和成分稳定性。

3. 环保、节能，减少提取溶剂用量和提取时间。



 茯芩中活性成分提取方法的探索

超临界流体萃取（SFE）

1. 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溶剂在临界条件下对活性成分进行萃

取。

2. 超临界流体选择性强，可实现特定成分的高效提取。

3. 低温、无残留，保证提取成分的生物活性。

酶辅助提取

1. 利用酶催化反应降解茯芩中阻碍活性成分释放的成分。

2. 选择合适的酶种类、用量和作用条件，提升提取效率和成分

活性。

3. 绿色环保，酶可循环利用，降低提取成本。



 茯芩中活性成分提取方法的探索

1. 利用流动相和待提取物逆向流动，实现活性成分高效分离。

2. 通过优化流动相组成、流速和温度参数，提高目标成分的分离度。

3. 可实现自动化操作，提高提取效率和稳定性。

§ 疏水-亲水相互作用色谱（HIC）

1. 利用疏水和亲水相互作用分离茯苓中活性成分。

2. 调整缓冲液离子强度、pH值和柱子类型，实现目标成分的选择性吸附和洗脱。

3. 可用于分离极性差异较大的活性成分，提高提取纯度。

§ 逆流色谱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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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层色谱分离茯芩中的活性成分

薄层色谱分离茯芩中的活性成分

1. 薄层色谱（TLC）是一种用于分离和鉴定有机化合物的色谱技术，利用其在固定相和流动相之间

的分配差异。在茯芩活性成分的分离中，TLC可用于分离不同的化合物类，如黄酮类、萜类和多糖

类。

2. TLC分离茯芩活性成分的步骤包括：样品制备、选择合适的分离体系（流动相和固定相）、样品

点样、展开、显色和分析。通过比较样品斑点与标准品的斑点位置和颜色，可以推测分离出的活性

成分的类型。

3. TLC分离茯芩活性成分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可以分离出痕量级的目标化合物。还可以通

过TLC分离制备纯度较高的活性成分，用于后续的结构鉴定和药理活性研究。薄层色谱分离条件的优化

1. 薄层色谱分离茯芩活性成分的条件优化至关重要，影响分离效果的因素包括流动相的组成和极性、

固定相的类型和粒度、展开方式和显色剂的选择。

2. 流动相的极性与样品活性成分的极性相关，极性相似的物质在流动相中分配系数接近，分离效果

较差。因此需要根据样品的极性选择合适的流动相。

3. 固定相的类型和粒度影响样品在层析板上的保留和分离效果。不同的固定相具有不同的选择性，

选择合适的固定相可以有效提高分离效率。



 薄层色谱分离茯芩中的活性成分

薄层色谱展开发育

1. 薄层色谱展开是指流动相沿着固定相运动的过程，是 TLC 分离的关键步骤。展开方式分为升流

法、降流法和水平展开法。不同展开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样品和分离目的。

2. 升流法是将流动相从层析板下方缓慢浸润至上方的展开方式，适用于大多数样品的分离。降流法

是将流动相从层析板上方滴下，适用于挥发性较强的样品或需要快速展开的情况。

3. 水平展开法是将层析板水平放置，流动相从一侧缓慢流向另一侧，适用于样品量较小或需要高分

辨率分离的情况。

薄层色谱显色

1. 薄层色谱显色是指使分离出的活性成分显现的方法，常用的显色剂包括紫外灯、显色试剂和化学

反应。不同显色剂对不同类型的化合物具有不同的显色效果。

2. 紫外灯显色法利用化合物在特定波长下的紫外吸收特性，使活性成分在紫外灯照射下显色。显色

试剂显色法则是利用显色试剂与活性成分发生反应，产生有色产物，从而使活性成分显现。

3. 化学反应显色法是利用活性成分与特定化学试剂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有色产物，从而使活性成分

显现。



 薄层色谱分离茯芩中的活性成分

§ 薄层色谱分析

1. 薄层色谱分析是指对分离出的活性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包括比较样品斑点与标准品的斑点位置和颜色，推测

活性成分的类型。

2. 定量分析则是利用层析图上斑点的面积或颜色强度，定量测

定活性成分的含量。常用的定量方法包括目视比色法、扫描法

和荧光扫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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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色谱层析纯化活性成分

1. 根据样品性质和目标活性成分的极性、酸碱性等选择合适的流动相体系。

2. 采用梯度洗脱或溶剂逐步极性变化的方法，提高活性成分的分离效果。

3. 考虑流动相的缓冲作用、离子强度和pH值，避免活性成分在柱上发生吸附或降

解。

§ 填料的选择

1. 根据样品性质和目标活性成分的分子量、亲疏水性选择合适的填料类型（如硅胶、

凝胶、离子交换树脂等）。

2. 选择粒径合适、比表面积大、孔径均匀的填料，提高分离效率和峰形。

3. 考虑填料的稳定性、再生能力和耐受性，确保纯化过程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 流动相的优化



 柱色谱层析纯化活性成分

§ 柱的装填

1. 采用湿法或干法装填柱子，确保填料均匀分布，避免产生气

泡或通道，保证柱床的稳定性。

2. 选择合适的柱长和内径，根据样品量和目标活性成分的含量

调整柱容量和分离效果。

3. 对填料进行预处理，如活化或平衡，以确保柱子的性能和活

性成分的分离效率。

§ 样品的制备

1. 根据样品的来源和性质，选择合适的样品制备方法，如提取、

浓缩、脱色等。

2. 优化样品的溶解和上样体积，避免样品过载或稀释，影响分

离效果。

3. 使用合适的溶剂稀释样品，确保样品在流动相中具有良好的

溶解性和稳定性。



 柱色谱层析纯化活性成分

§ 洗脱条件的优化

1. 根据目标活性成分的极性、亲疏水性等，选择合适的洗脱溶剂体系和洗脱速率。

2. 采用等度洗脱或梯度洗脱，优化峰形和活性成分的分离度。

3. 控制洗脱温度、流速等条件，避免活性成分在柱上发生变性或降解。

§ 活性成分的鉴定

1. 通过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等技术，对收集的活性成分馏分进行对比分析，初步鉴定其

成分。

2. 利用核磁共振（NMR）、质谱（MS）等仪器，对活性成分进行结构鉴定，确定其分子式

和化学结构。

3. 结合生物活性测定，验证活性成分的分离纯化结果，并探索其药理作用和生物活性。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鉴定活性成分

茯芩中活性成分的分离与鉴定茯芩中活性成分的分离与鉴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鉴定活性成分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鉴别
技术：

1. GC-MS结合了气相色谱的分离能力和质谱的结构鉴定能力，

可以识别和定性复杂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

2. 通过色谱柱分离后，样品被导入质谱仪中，利用电子轰击、

化学电离或其他离子化技术使其电离，产生特征性碎片离子。

3. 根据碎片离子的质量荷比值（m/z），可以推断出分子的结

构和分子式，从而鉴定未知化合物。

GC-MS在茯苓活性成分鉴定中的应
用：

1. 茯苓含有多种挥发性化合物，包括萜类、挥发性酚类和醇类。

2. GC-MS被广泛用于分离和鉴定茯苓中的挥发性成分，为其药

理活性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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