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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舌、茯苓多糖的提取分离及组成 

连 宾 ，郁 建 平。 

(1．贵州工业大学 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贵阳 550003；2．重庆大学 西南资源开发及环境灾害控制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0；3．贵州大学生化营养研究所，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对树舌(Ganoderma apparatus)、茯苓(poria cocos)多糖的提取、纯化和单糖的组成成分进行 

了研究。认为树舌子实体和茯苓茵核经热水提取、脱色和乙醇沉淀分别得到相应多糖(树舌多糖 Ga，茯 

苓多糖 Pc)粗品，多糖粗品经脱蛋白，乙醇分级沉淀、Sephadex G一15葡聚糖凝胶柱层析纯化得 Ga—l、 

Ga一2、Ga一3和 Pc—l、Pc一2、Pc一3 3个级分，并应用薄板层析技术，确定树舌多糖3个级分均由葡 

萄糖、树胶醛糖、甘露糖、果糖及一种未知单糖组成，茯苓多糖 3个级分均由葡萄糖、甘露糖、核糖及一种 

未知单糖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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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舌和茯苓均为真菌门(Eumycota)、层菌纲(Hy— 

menomycetes)，非褶菌目(Aphyllophorales)真菌，其中 

前者隶属灵芝科(Ganodermataceae)、灵芝属(Ganoder- 

ma)；后者隶属多孔菌科 (Polyporaceae)，卧孔 菌属 

(Polypoms)。野生茯苓分布很广，我国主要分布在云 

南、福建、安徽、山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 

西、贵州、四川等省区，目前已经可以人工栽培  ̈J。 

相比之下，树舌分布更广，世界范围内都有，中国各省 

区均有报道 J。 

树舌和茯苓都是我国传统的天然药物 ，药用价值 

很高。树舌具有抗癌、清热、消毒、化痰、化积、止血、止 

痛的功效，多用于乙型肝炎、食道癌、神经衰弱和肺结 

核等的治疗 J，日本民间把树舌粉加工成枣泥、用蜂 

蜜制成蜜丸治疗肝癌，已获得明显疗效 】。茯苓药 

性缓和，能补心脾，渗浊利水，安神固精，补而不峻，利 

而不猛，既能扶正，又可祛邪，在古中医名方中，80％左 

右的方剂都有它的配伍 ．3 。。。茯苓除供药用外，还 

是滋补营养品，其加工做成的多种食品，如“茯苓酥”、 

“茯苓糖”、“茯苓夹饼”以及茯苓蒸鸡、茯苓海参汤等 

既是美味佳肴，又是治病良药十分受人欢迎 】。 

多糖是树舌和茯苓的重要组成成分，文章以贵州 

黔东南人工栽培的茯苓及野生树舌为材料，探讨这两 

种真菌多糖的提取分离及组成。作者采用热水萃取、 

有机溶剂沉淀和凝胶层析等方法，从中分离得到多糖， 

并利用薄板层析方法，确定了该 2种不同多糖的单糖 

组成，为进一步研究树舌和茯苓多糖的化学结构和生 

物活性提供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实验材料选用贵州省锦屏县野生树舌子实体和黔 

东南人工栽培的茯苓菌核为多糖提取材料。所用各种 

试剂除乙醇为95％食用酒精、各种单糖标准品为生化 

试剂(上海东风生化试剂厂产品)外，其余均为分析纯 

试剂。 

1．2 方法 

1．2．1 提取粗多糖 

将树舌子实体和茯苓菌核切碎(茯苓菌核先去 

皮)烘干后称量，采用热水浸提法，每次原料和水之比 

均为 l：5，浸提温度为70—80℃，浸提时间 3—5 h，共 

提取4次，合并4次浸提液。真空减压浓缩，浓缩一倍 

体积。对树舌多糖提取液需进行脱色处理，即以 l％ 

的比例加入活性炭，搅拌均匀 15 min后过滤即可。在 

浓缩液中加入 3倍体积的乙醇(95％)搅拌，沉淀为多 

糖和蛋白质的混合物，此为粗多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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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粗 多糖提纯 

粗多糖溶液加人 Sevag试剂(氯仿：异戊醇 =3：1 

混合摇匀)后，置恒温振荡器中震荡过夜，使蛋白质充 

分沉淀，离心(3 000 r／min)分离，去除蛋白质。脱游 

离蛋白后，上葡聚糖凝胶柱分离纯化。选用 Sephadex 

G一15葡聚糖凝胶，将已充分膨胀的葡聚糖凝胶湿法 

装柱，用氯化钠水溶液进行平衡。样品上柱后，用蒸馏 

水洗脱，分部收集。洗脱液经不同浓度乙醇沉淀，离 

心，干燥沉淀即得较为纯化的树舌多糖 Ga一1、Ga一2、 

Ga一3 3个级分和茯苓多糖 Pc一1，Pc一2，Pc一3 3个 

级分。 

1．2．3 单糖组分分析 

按文献[1 1]方法进行：称取少许的多糖(0．1克) 

于2．0 mL离心管中，加人 1 M的硫酸 1 mL，沸水浴水 

解2 h，然后加氢氧化钡中和至中性，过滤除去硫酸钡 

沉淀，得多糖水解澄清液，以此进行点样；薄层层析法 
一 般只展开 1次，为达到较好分离效果，实验选用二次 

展开法，即：在第 1种展开剂中展开后，晾干，再放人第 

2种展开剂中进行层析展开。 

多糖的提取、分离纯化和单糖组分分析流程如下： 

原料一 预处理(清洗)一 干燥、切片、称量 

兰 提取液过滤一 重复提取3次
，合并 

滤液减压浓缩至 1／2体积一 树舌多糖提取液脱色 
— 一 乙醇沉淀多糖(上清液回收酒精)—一沉淀(粗蛋 

白多糖)—一 加适量的蒸馏水搅拌 —一 加 sevag试剂 

除蛋白 一 离心上清液(弃沉淀)一 过柱，分步收 

集 —一 乙醇分级沉淀 —一 精制多糖(Ga一1、Ga一2、 

Ga一3和 Pc一1、Pc一2、Pc一3)—一 单糖组分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树舌、茯苓多糖提取 

食用菌多糖提取目前多采用热水浸提和酒精沉淀 

法进行。影响多糖提取率的因素很多，如：浸提温度、 

时间、加水量以及脱除杂质的方法等都会影响食用菌 

多糖的得率。在不明显影响多糖浸出率的情况下，浸 

出液体积越少越好，在本研究中选用子实体和水之比 

为 1：5；试验发现，当浸提液体积一定时，分多次浸提 

比一次浸提的多糖浸提率高，这与许多文献的报道是 
一 致的；提取过程中长时间的高温浓缩难免会影响所 

提多糖的活性和增加多糖中的杂质，故浸提温度选择 

在 70～80 cI：，提取液低 于 70 cI：下旋 转蒸 发浓 

缩  ̈-13]；当浸提时间多于5 h后，大部分多糖包括果 

胶、粘液质等已溶出达平衡，故无需过长的提取时间， 

本研究中浸提时间选择在 3～5 h。必须指出的是，笔 

者所选用多糖提取条件的依据是文献和经验，这并不 
一 定是树舌和茯苓多糖提取的最佳条件。用水提醇沉 

法对树舌、茯苓粗多糖提取，结果见表 l： 

表 1 树舌、茯苓多糖含量 ％ 

说明：多糖含量 =粗多糖重／原料重；总糖含量测定按直接滴定 

法(GB／T5009．19—85)测定。 

2．2 树舌、茯苓多糖的纯化 

多糖的纯化，就是将存在于粗多糖中的杂质去除 

而获得单一的多糖组分。一般是先脱除非多糖组分， 

再对多糖组分进行分级。本项实验采用 Sevag法(氯 

仿：异戊醇 =3：1混合摇匀)进行脱蛋白，用Sephadex 

G一15葡聚糖凝胶柱进行进一步的纯化，然后分别加 

入 95％的乙醇，使过柱液中乙醇终浓度分别达 55％、 

70％、85％，多糖沉淀，离心、沉淀烘干即为分级后的 

多糖，树舌和茯苓多糖组分分级情况见表2。 

表2 树舌、茯苓多糖分级情况 ％ 

说明：1)过柱液多糖含量 ％=过柱液多糖质量／样品质量 ×100％； 

2)洗柱液多糖含量％=洗柱液多糖质量／样品质量×100％；3)多糖总 

含量％=过柱多糖含 ％+洗柱液多糖含量 ％；4)一线表示该条件下 

没有得到沉淀。 

2．3 树舌、茯苓多塘单塘组成成分分析结果 

’ 采用薄层层析法分析单糖组分。薄层层析显色 

后，根据不同单糖标样参考斑点的颜色和相对位置及 

R，值或R 值，同多糖水解所得单糖斑点的颜色和相 

对位置及R，值或R 值，确定 Pc—l，Pc一2，Pc一3，三 

个级分的茯苓多糖单糖组分相同，均为葡萄糖、甘露 

糖、核糖及一种未知单糖。 

同上，树舌多糖中含有5种单糖，分别为：葡萄糖、 

树胶醛糖、甘露糖、果糖及一种未知单糖。此结果与文 

献[4，l3]报道接近。 

3 结 语 

多糖是一种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生物活性物 

质，国际学术界称之为生物应答效应物(Biological Re． 

sponse Modifier)，目前已经成为分子生物学、食品科 

学、药学等领域中的热点研究内容之一 4̈ 引。随着分 

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逐级认识到糖及其复合分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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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其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多糖与免疫功能的调节、细 

胞与细胞的识别、细胞问物质的运输、癌症的诊断与治 

疗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憎J。开展多糖资源的开发、 

多糖结构的分析、多糖药理作用等的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柏1 ̈ 。近年来，有关食用菌多糖的研 

究、报道的频率相当高，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提取多糖 

的最佳方法以及不断获得新的功能性多糖资源。树 

舌、茯苓作为我国重要的药用真菌资源，其多糖的研究 

工作将有助于对树舌和茯苓的进一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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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traction，Isolation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Ganoderma Apparatus and Poria Co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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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ports that the crude polysaccharides were extracted with hot water and precipitated with alcohol 

from the fruitbody of mushroom Ganoderma apparatus and Poria CocOS．The free proteins were removed from crude pob— 
saccharides by scrag method，an d then the polysaccharides were isolated an d purified by Sephadex G 一15 gel column 

chromatography．Each three pure polysaccharides(Ga—l，Ga一2，Ga一3 and Pc—l，Pc一2，P 一3)were obtained by 
precipitating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alcoho1．By using the method of 1rIJ《=．we proved that three fractions of Gano— 

derma apparatus polysaccharides are composed of glucose(Glu)，arabinose(Ara)，mannose(Man)，fructose(Fru)，et 
a1．and the three fractions of Poria CocOS polysaccharides are composed of glucose(Gh)，lllannose (Man)and ribose 
(Rib)，et a1． 
Key words：gan oderma apparatus；poria cocos；polysaccharides；extraction；compo 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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