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anical Research 植物学研究, 2019, 8(3), 286-292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br 
https://doi.org/10.12677/br.2019.83037   

文章引用: 马孟丹, 马明倩, 赵喜亭. 雪菊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功能与检测方法研究进展[J]. 植物学研究, 2019, 8(3): 
286-292. DOI: 10.12677/br.2019.83037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 and Its Func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 of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 

Mengdan Ma, Mingqian Ma, Xiting Zhao*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Received: May 7th, 2019; accepted: May 22nd, 2019; published: May 29th, 2019 

 
 

 
Abstract 

Study progresses of the main active ingredient and its func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 of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 were summarized. Particularly,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tection method 
about flavonoid, volatile oil, saponins, chlorogenic acid, galuteolin, amino acid and polysaccharide 
were elaborated. I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reopsis tin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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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雪菊中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功能与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着重阐述了雪菊中黄酮、挥发油、皂苷、

绿原酸、木犀草苷、氨基酸和多糖的功能特性及检测方法，旨在为进一步开发利用雪菊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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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雪菊(Coreopsis tinctorial Nutt.)又名两色金鸡菊，属于菊科(Compositae)金鸡菊属(Coreopsis)的一年生

高寒草本野生植物，原产于美洲、非洲及大洋洲部分地区，后多作为观赏性植物被引种栽培在世界各地。

雪菊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和田、昆仑山脉(海拔 3000 米以上)，其它平原地区也有少量分布。此外，在

众多栽培品种中，新疆昆仑雪菊以其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独特的功效在 2009 年初次亮相茶博会时便获得较

高的知名度[1]。 
雪菊中富含 20 多种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30 多种人体必需矿质元素等营养成分和 30 多种黄酮

类物质、挥发油、皂苷、木犀草苷、有机酸、酶类、多糖等具有保健功能的活性成分[2]，是一种药食两

用植物。其活性成分具有抑制肿瘤、调节血糖血压、抗炎、抗辐射、抗衰老等功效，因此雪菊是天然的

保健养生植物。也因含有较高的营养成分[3]，雪菊已成为研究热点，且蛋白质、糖类和总黄酮含量明显

高于其它菊类[4]，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雪菊，本文就雪菊的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功

能与检测方法进行了综述。 

2. 雪菊主要活性成分及其功能特性 

2.1. 雪菊中总黄酮的功能特性 

总黄酮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在大豆、蜂胶、银杏等一些植物和浆果中广泛存在，常被作为保健

品原料，深受大家青睐。黄酮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十倍以上，雪菊总黄酮的含量约 11.6%，高于

市售其它品种菊花(小毫菊、晚贡菊、黄菊、济菊等) [4]，主要含有黄诺玛苷、马里苷等黄酮类活性成分

[5]。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等研究发现雪菊中总黄酮可以明显抑制人肝癌细胞、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及结

肠癌细胞株的增殖[6] [7]。另外，雪菊中总黄酮在控制三高、抗辐射、增强人体免疫力、美白等方面也具

有显著作用[8]。例如，方煊等用不同浓度雪菊黄酮提取物培养高脂细胞模型，结果表明浓度较高的黄酮

能显著降低脂肪变性肝细胞中甘油三酯的含量，一定条件下效果与处理时间及浓度成正比[8]；张燕用昆

仑雪菊五种提取物处理 α-葡萄糖苷酶，结果表明黄酮对该酶的抑制作用最强[9]，有望用于糖尿病相关产

品；沙爱龙等建立急性衰老小鼠模型，采用灌服的方法观察不同浓度的昆仑雪菊黄酮对小鼠脑及脏器指

数的影响，数据表明，灌服黄酮的小鼠相关指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效应[10]，宋烨

威选取 100 种原料提取活性成分，并进行体外抗氧化实验法和生化酶法评价其美白效果，结果表明昆仑

雪菊抗氧化活性最好，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也优于其他植物，可作为美白类化妆品添加剂原料[11]。 

2.2. 雪菊中挥发油的功能特性 

挥发油是雪菊活性成分中的重要组分，约占 9.85% [12]，其种类及含量较市售菊花种类多[13]，对心

脑血管疾病有显著疗效。萜类、醇类、酚类、酮类、烯类和烷烃类化合物是雪菊中挥发油的主要成分[14]，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br.2019.8303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孟丹 等 
 

 

DOI: 10.12677/br.2019.83037 288 植物学研究 

 

具有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15] [16]、止痛、抑菌[17]、消炎[18]、保护脑组织、抑制肿瘤[19]、抑制常

见的条件致病真菌新生隐球菌[20]、祛痰、止咳、溶解胆结石、抑制癌症[12]等作用，其抗氧化的能力远

高于胎菊、野金菊、洋甘菊等多种菊科花茶[21] [22]；挥发油中含量最多的柠檬烯具有抗肿瘤功效[13] [23]，
多酚类化合物含量也高于杭白菊、黄山贡菊、滁菊等市售菊花[24]。李瑶用昆仑雪菊多酚类化合物对建立

急性肝损伤的昆明小鼠进行处理，结果发现多酚类化合物对 D-GalN/LPS 诱导的小鼠急性肝损伤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25]。另有研究表明，从雪菊挥发油中分离得到的萜烯醇类物质能明显抑制由 12-O-十四酰大

戟二萜醇-13-酰诱发产生的早期抗原，对白血病 HL-60 细胞具有极其显著的细胞毒活性[26]。 

2.3. 雪菊中皂苷类物质的功能特性 

植物皂苷是人参、远志、甘草、三七等多种中草药的主要药用成分。研究发现皂苷能明显抑制肿瘤

活性，降低血栓、病毒、炎症、水肿的发生，对心血管[27]和脑组织[28]有保护作用，且能改善记忆。研

究表明，人参皂苷可将异丙肾上腺素所致家兔动物模型的室性心律失常转为窦性心律，并维持其节律时

间[28]。金晶等对皂苷的生物活性的总结中提到皂苷也能有效抑制绿色木霉菌和罗氏白绢菌等植物真菌的

生长，能提高动物对新城疫病毒的免疫，并抑制前列腺癌细胞(PC-3)在小鼠体内的增殖[29]。Zhang 等从

雪菊中分离提取的 4 种新型 C14-聚乙炔苷类物质能预防心血管疾病，Marco 等做类似研究发现聚乙炔苷

类物质在治疗心脏病方面将会发挥特殊功效[30]。 

2.4. 雪菊中绿原酸和木犀草苷的功能特性 

绿原酸和木犀草苷是菊科药用植物中常见的活性物质，雪菊中绿原酸和木犀草苷的含量分别为

8.05~120.72 µg/ml 和 0.1~1.0 µg/ml [31] [32]。其中，绿原酸具有清热解毒、刺激兴奋、抗菌消炎、保肝

利胆、调节血压和血脂、抑制溶血和突变及美容养颜等作用[33] [34] [35]，对急性咽喉炎症和化脓性皮肤

疾病疗效显著[36]。作为一种抗氧化性物质，绿原酸不仅可作为食品中天然的抗氧化剂，也可添加到护肤

品中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37]。木犀草苷具有较强的呼吸道杀菌、降低胆固醇在动脉中的粥样硬化、

增强毛细血管的舒张、解热抗炎、抗病毒[38]、抗肿瘤[39]等作用。例如，马双成等用木犀草苷、木犀草

素及病毒唑对多种病毒进行毒性试验，结果表明，木犀草苷抗呼吸道合胞体病毒的活性最强，其还具有

一定的抗副流感病毒 3 型病毒的活性[40]。还有研究表明，木犀草苷对 K562 细胞、人食管癌 Eca109 细

胞、豚鼠胚肺细胞的生长增殖有抑制作用[38]。 

2.5. 雪菊中氨基酸和多糖的功能特性 

雪菊中氨基酸与市售菊花杭白菊、黄山贡菊、滁菊相比含量最高(10.8%) [4]，且种类丰富包括天冬氨

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 17 种，其中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含量高达 40.3% [41]。氨基

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在人体内通过代谢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合成组织蛋白质；变成酸、激素、

抗体、肌酸等含氨物质；转变为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以及氧化成二氧化碳、水和尿素，产生能量。雪菊中

含有丰富的多糖，李洁等发现昆仑雪菊多糖对 α-淀粉酶和 α-葡萄糖苷酶有较好的抑制效果，因此雪菊中

的多糖有抗糖尿病、抗氧化等作用[42]。 

3. 雪菊主要活性成分的检测方法 

3.1. 雪菊中黄酮的检测方法 

目前，雪菊中总黄酮提取可采用热水法、乙醇回流法、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水萃取法等[43]。张

彦丽等对雪菊中总黄酮提取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因其比乙醇回流法和超声

波法提取时间短且提取效率高，简单、快速、高效且无污染等优点效果最好，水提法因其成本较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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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效果略低于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而常用于大量提取[44]。其含量测定的方法有荧光光度法、高效液

相色谱法、超临界流体色谱法、紫外分光光度法等，其中高效液相色谱法结果稳定可靠但对相关仪器的

要求较高，超临界流体色谱法作为新兴技术，我国还处于摸索阶段，荧光光度法在测量黄酮含量上还没

有成熟的技术体系，而紫外分光光度法因其具有的准确、简便、对仪器要求较低等优势使用较为普遍[37]。
其分离纯化可用柱层析、薄层层析、硼酸络合、溶剂萃取、铅盐沉淀、大孔吸附树脂法、高效液相色谱

法等，大孔吸附树脂作为一类有机高分子聚合物吸附剂，在分离黄酮时分离程度较高，成本低，在工业

化生产上较为普遍[45] [46]。 

3.2. 雪菊中挥发油的检测方法 

雪菊中挥发油的提取一般用水蒸馏法、溶剂法、超临界法和超声法等[37]。古丽江·马合苏提汗用超

声辅助热回流和水蒸气蒸馏的方法提取新疆昆仑雪菊挥发油，并用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清除

方法(DPPH 法)测定比较其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超声波辅助热回流法效果最好[12]。张彦丽等采用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并结合计算机检索分析鉴定出了挥发油的 22 种成分，采用面积归一化法成功测定了

昆仑雪菊挥发油中各成分的相对质量分数[14]。 

3.3. 雪菊中皂苷类物质的检测方法 

雪菊中皂苷的提取方法有溶剂萃取法、大孔树脂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技术等，溶

剂法提取因成本较低使用广泛[37]。马超等以昆仑雪菊为原料，从水料、时间、温度三个方面对超声辅助

提取昆仑雪菊皂苷的方法进行优化，最终提取率为 7.1% [47]，刘厚赫等采用正交试验法优化建立了稳定

的用乙醇浸提昆仑雪菊总皂苷的方法，最终提取率为 6.8% [48]。张彦丽采用分光光度法成功测出昆仑雪

菊中总皂苷含量为 8.36%，该方法较为简便灵敏、快速准确[49]。 

3.4. 雪菊中绿原酸和木犀草苷的检测方法 

雪菊绿原酸常采用石硫醇、超声波、水提醇沉、聚酰胺柱层析及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方法进行提取。

由于绿原酸多不稳定，其结构易受到压力、温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低温下进行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恰好

解决这一问题而应用广泛[37]；买买提·艾买提等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出绿原酸的含量[50]；王省

超等用正交试验优化了超声提取工艺，并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也成功测出昆仑雪菊中绿原酸的含量[2] [31]。
雪菊中木犀草苷的提取常采用醇提取法，赵文惠等以木犀草素标准溶液为标准液，建立了用反相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昆仑雪菊木犀草苷含量的体系[32]。 

3.5. 雪菊中氨基酸和多糖的检测方法 

雪菊氨基酸提取主要采用超声–微波协同萃取法。其含量的测定可用比色法和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及

高效液相色谱法[51]。王亮成功采用氨基酸分析仪法对来自新疆和田昆仑山区的昆仑雪菊粉碎并对其进行

各种氨基酸含量的测定；氨基酸成分分析也可用刘立业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HPLC-ELSD)法[52]。雪菊多糖的提取常采用水提醇沉法、微波辅助法、超声波辅助法等：阿赛古丽对

这些方法进行比较优化，其中超声波辅助提取效果最好，提取率为 10.90%，水提醇沉与微波辅助的提取

率分别为 8.96%和 9.95% [53]；另外，张彦丽等采用苯酚–硫酸法测定昆仑雪菊多糖的含量，此方法简单、

重复性和稳定性较好[54]；曹志龙等利用气相色谱法测定了雪菊多糖提取物中的单糖组成[55]。 

4. 结论与展望 

雪菊中主要含有黄酮、挥发油、皂苷类物质、绿原酸、木犀草苷、氨基酸和多糖等活性成分，其药

https://doi.org/10.12677/br.2019.83037


马孟丹 等 
 

 

DOI: 10.12677/br.2019.83037 290 植物学研究 

 

理作用广泛，可用于治疗高血压、降血脂、抵抗癌症和抗衰老等，在美容方面可以淡斑祛痘、美白养颜、

滋润保护肌肤等。目前有关各活性成分的检测方法基本确定，雪菊在医药、食品、美容养生等方面具有

极大的应用前景，由于雪菊地域性状突出，相关开发研究较少，人们对雪菊的研究侧重于其生长特性、

药理作用和化学成分定性定量的分析，但对其活性成分的进一步挖掘和药用作用机理的探讨方面仍很欠

缺，现多被作为茶饮。故可加强这些方面的研究，以促进雪菊在医学和食品保健上更好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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