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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船花的色素成分初步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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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砖红色龙船花花瓣为试验材料,通过花色素类型的定性分析、特征颜色反应及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对花色

素成分进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龙船花花色素属于类黄酮化合物,含黄酮和花色素苷类物质,不含叶绿素、胡萝卜

素、类胡萝卜素、二氢黄酮醇、儿茶酚、橙酮和查耳酮,可能含异黄酮、二氢异黄酮、黄酮醇和二氢黄酮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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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船花(IxorachinensisLam.)又名仙丹花、水绣球、山丹等,茜草科龙船花属花卉,花色丰富,有红、
橙、黄、白和双色等,花期较长,一年可多次开花,常用于花境栽植或盆栽.龙船花除可作观赏外,还具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已有研究的植物花色素成分的有非洲菊、菊花、百合、杜鹃、山茶花和白头翁等[1-6].有
关龙船花的色素成分分析尚未见报道,因此,本试验选用砖红色龙船花对其色素成分进行初步分析,为更

好地了解其花色色素组分,对其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以便更加深入地探讨其花色成色机理,为花色改良及

分子育种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测试对象

新鲜龙船花,花色为砖红色.
1.1.2 主要试剂

石油醚、丙酮、乙醚、甲醇、无水乙醇、盐酸、氨水、碳酸钠、三氯化铝、氯化锶、醋酸铅、硫酸、硼酸、
锌粉、镁粉.
1.1.3 主要仪器

UV-1750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HH-2数显恒温水浴锅(江苏省金坛市友联仪器所)、电子天平

(德国赛多利斯)、TGL-台式高速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台式pH计(上海精学科学仪器).
1.2 试验方法

1.2.1 色素类型的定性分析

参考安田齐[7]的方法测定色素类型,准确称取3份0.1g龙船花花瓣,迅速研磨后放入3个试管中,分

别加入石油醚、10%盐酸和30%氨水约5mL,1h后观察试管中溶液的颜色变化.
1.2.2 特征颜色反应

准确称取0.1g龙船花花瓣,放入试管中,加入1%的浓盐酸甲醇溶液(V(浓盐酸)∶V(甲醇)=1∶99)2mL,
在4℃冰箱中提取15h.用定性滤纸过滤后,定容至25mL,分别取2mL,进行下列颜色反应[1-8].

浓盐酸 镁粉反应:在2mL样取液中加入镁粉少量,然后加入浓盐酸5滴,摇匀,静置1h,观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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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浓盐酸 锌粉反应:在2mL样取液中加入锌粉少量,然后加入浓盐酸10滴,摇匀,静置1h,观察颜

色变化.
醋酸铅反应:在2mL提取液中加入1.0%的Pb(CH3COO)2·3H2O溶液2mL,混匀后静置2h,观

察颜色变化.
三氯化铝反应:在2mL提取液中加入1.0%的AlCl3·6H2O甲醇溶液1mL,混匀后,观察颜色变化.
三氯化铁反应:在2mL提取液中加入5.0%的FeCl3·6H2O溶液2mL,混匀后,观察颜色变化.
浓硫酸反应:在2mL提取液中加1.5mL浓硫酸,摇匀,再沸水浴5min,观察颜色变化.
碳酸钠反应:在2mL提取液中加5.0%的 Na2CO3 溶液3mL,摇匀,密闭静置30min,通空气

10min,观察颜色变化.
氨性氯化锶反应:取甲醇10mL,加氨水定容至25mL,成为被氨水饱和的甲醇溶液;向2mL提取液

中加0.01mol/L的SrCl2·6H2O甲醇溶液10滴,再加被氨水饱和的甲醇溶液10滴,摇匀,静置1h,观

察颜色变化.
硼酸反应:向2mL提取液中加1.0%的C2H2O4·2H2O溶液10滴,再加2.0%的H3BO3 溶液3mL,

观察颜色变化.
1.2.3 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

叶绿素分析:准确称取0.1g龙船花花瓣,用90%的丙酮乙醇溶液(体积比为4∶1)提取,定容至

5mL,用UV-1750紫外分光光度计在400~700nm的波长范围内扫描[7].
类胡萝卜素分析:准确称取0.1g龙船花花瓣,用石油醚丙酮溶液(体积比为1∶1)提取,定容至

10mL,在200~700nm的波长范围内扫描[7].
类黄酮分析:准确称取0.1g龙船花花瓣,加盐酸甲醇溶液(体积比为1∶99)2mL放在常温下(大约

25℃)避光提取24h.然后定容至10mL,在220~600nm的波长范围内扫描[7,9].

2 结果与分析
色素类型的定性分析和特征颜色反应试验结果见表1 2,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见图1 3.

表1 龙船花色素类型的定性分析

溶剂 反应颜色 花色素类型

石油醚 无色 不含胡萝卜素和类胡萝卜素

10%盐酸 红色 含花色素苷

10%盐酸 深褐黄色 含黄酮类化合物或查耳酮

表2 龙船花色素的特征颜色反应

溶 剂 反应颜色 花 色 素 类 型

浓盐酸 镁粉反应 淡粉色
可能含黄酮、黄酮醇、二氢黄酮及二氢黄酮类化合物,同时可能含有花青素;
不含查耳酮、儿茶酚和橙酮

浓盐酸 锌粉反应 淡粉色 可能含黄酮或花色素苷;不含查耳酮、儿茶酚和橙酮

醋酸铅反应 白色沉淀
可能含黄酮类化合物,且可能具有邻二酚羟基或兼有4 酮基和3—OH或4
酮基和5—OH结构,同时也表明其不含查耳酮或橙酮

三氯化铝反应 淡粉色 含有花青素

三氯化铁反应 黄色 不含酚羟基

浓硫酸反应 褐色
含有花青素,可能含黄酮、异黄酮和二氢异黄酮,可能不含二氢黄酮.沸水

浴后颜色不变,说明不含橙酮和查耳酮

碳酸钠反应 极淡黄色
花色素可能为C3位有游离羟基的黄酮醇类或二氢黄酮类化合物.通气后颜

色不变,说明溶液中不含二氢黄酮醇、橙酮和查耳酮.

氨性氯化锶反应 淡粉色,无沉淀 不含邻二酚羟基结构的黄酮类化合物

硼酸反应 极淡粉色 可能不含有5 羟基黄酮及2 羟基查尔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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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船花花瓣叶绿素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

  由图1龙船花花瓣叶绿素紫外 可见光谱图可见,
溶液在叶绿素的特征吸收峰662nm和644nm处均

无吸收峰,认为溶液中不含叶绿素.
由图2龙船花花瓣类胡萝卜素紫外 可见光谱图

中见可,溶液在类胡萝卜素的特征吸收峰440nm和

470nm处均无吸收,认为溶液中不含类胡萝卜素.
由图3龙船花花瓣类黄酮紫外 可见光谱图中,

溶液在类黄酮的特征吸收峰530nm处有吸收峰,认

为溶液中含类黄酮.

图2 龙船花花瓣类胡萝卜素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 图3 龙船花花瓣类黄酮紫外 可见光谱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植物花色色素主要包括类黄酮、类胡萝卜素和生物碱,类黄酮广泛存于植物的根、茎、叶和花果中,目

前为止已经确认有4000多种不同的类黄酮,主要包括黄酮醇类、黄酮类、黄烷酮类、黄烷醇类、花青素类

及异黄酮类,可形成红、黄、蓝和紫等各种不同颜色[10].李辛雷等人[5]报道杜鹃红山茶花色素属于黄酮类

化合物,红色源于花色素及其苷.据钟淮钦等人[11]的研究,小苍兰花色的色素属于类黄酮化合物,含黄酮

和花色素苷类物质.
本试验对砖红色的龙船花色素成分的初步分析表明,该色素属于类黄酮化合物,含黄酮和花色素苷类

物质.含有花青素、花色素苷、黄酮和类黄酮,不含叶绿素、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二氢黄酮醇、橙酮和

查耳酮,可能含有4 酮基和3—OH或4 酮基和5—OH结构的黄酮类化合物、异黄酮、二氢异黄酮和C3
位游离羟基的黄酮醇类等化合物.鉴于试验的研究方法较简单实用,只能初步判断花色色素成分,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利用更先进的手段进一步分析色素的成分及结构,为花色基因的改良,培育更加丰富多彩的花

卉植物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陈 建,吕长平,陈晨甜,等.不同花色非洲菊品种花色素成分初步分析 [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

35(S1):73-76.
[2] 白新祥,胡 可,戴思兰,等.不同花色菊花品种花色素成分的初步分析 [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28(5):

84-89.
[3] 夏 婷,耿兴敏,罗凤霞.不同花色野生百合色素成分分析 [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3,41(5):108-112,165.
[4] 郭鸿飞,张延龙,牛立新,等.8种中国野生百合花色素成分分析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

43(3):98-104.

3第11期           王玉玲,等:龙船花的色素成分初步分析



[5] 李辛雷,李纪元,范正琪.杜鹃红山茶花色色素成分初步研究 [J].上海农业学报,2012,28(1):82-85.
[6] 孙妍妮,王奎玲,刘庆超,等.白头翁花色色素成分初步分析 [J].中国观赏园艺研究进展,2013,29(3):184-187.
[7] 安田齐.花色的生理生物化学 [M].傅玉兰,译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15-54.
[8] 赵珍珍.红肉火龙果色素提取工艺优化研究及其化学成份分析 [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2.
[9] 陈孝泉.植物化学分类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55-63.
[10] 赵昶灵,郭维明,陈俊愉.植物花色呈现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机制及其基因工程改良 [J].西北植物学报,2003,

23(6):1024-1035.
[11] 钟淮钦,陈源泉,黄敏玲,等.小苍兰花色色素成分及稳定性分析 [J].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2009,17(6):571-577.

ComponentsAnalysisofFlowerPigmentinIxorachinensisLam.

WANGYu-ling, TONGLi-juan
SchoolofBiologicalSciencesandTechnology,MinnanNormalUniversity,ZhangzhouFujian363000,China

Abstract:Withthemethodsofqualitativeanalysis,colorreactionandUV-visiblespectra,thecomponents
offlowerpigmentinIxorachinensisLam.werestudiedinthisessay.Theresultsshowedthat:thepig-
mentsbelongedtoflavonoids,includingflavonesandanthocyanin.Theydidnotcontainchlorophylls,car-
otenes,carotenoids,flavanonola,catechol,auronesandchalcones.Butthepigmentsmightincludeisofla-
vones,dihydroisoflavone,flavonolandflavanones.
Keywords:IxorachinensisLam.;pigment;colorreaction;flavonoids;anthocya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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