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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中黄酮的测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项目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竹国，竹产品种类繁多，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是极具活力和潜力的

绿色富民产业。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和各主要竹产区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竹产业发展，持续加强规划

引领、示范带动、科技支撑和政策支持，竹产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竹材人造板、竹建材、竹日用

品、竹工艺品、竹浆造纸、竹纤维制品、竹炭、竹醋液、竹笋加工品、竹叶提取物等 10 大类、上

万个品种的竹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建筑、运输、包装、家具、装饰、纺织、造纸、食品、医药、旅

游、康养等领域，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助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贵州是我国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省自然分布的竹种有 19 属 154 种，现已开发利用

毛竹、方竹、慈竹等 20 余种。2019 年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将竹子作为特色林业产业统筹发展。

截至 2022 年底，全省竹林面积超 500 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达 125 亿元，竹产业规模、产品价值

和综合效益形成破“竹”之势。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竹产业发展，将竹产业列入全省十

二大特色优势产业中的特色林业产业统筹发展，形成了以赤水河竹产业带、大娄山竹产业带、清水

江竹产业带、武陵山竹产业带为核心的“两山两水、星罗棋布”的竹产业发展格局。遵义市竹产业

快速发展，遵义市竹林资源面积达 366 万亩，占全省竹林资源面积的 70％以上，赤水市获国家林业

产业示范园区称号和“中国林草产业特色区域品牌培育试点单位‘中国竹都’”资格。 

近年来，贵州省赤水市依托丰富的毛竹资源，引进竹产业深加工企业，采取“党支部+公司+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竹筷、竹席、竹签、竹地板等竹产业，将竹资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当前，贵州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计划新造和改培竹林面积

295 万亩，其中新造 25 万亩、改培低效竹林 270 万亩。 

目前全省有竹产品加工企业 420 余家。围绕竹纸制品、竹木家具、竹集成材等产业，贵州不断

延链补链强链，当前省内竹笋加工率达 40%、竹材加工率达 80%以上，初步形成了 6 大系列 300 种

产品。贵州积极推进“竹旅融合”，赤水竹海国家森林公园、盘州大洞竹海等风景区知名率不断攀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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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全国唯一的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大力发展竹产业，对提升竹林“四库”（水库、钱库、

粮库、碳库）效益、巩固生态优势、实施乡村振兴等具有重大意义。下一步贵州将开展资源培优行

动、加工提升行动、科技创新行动、以竹代塑行动、促农增收行动，助力竹产业进一步提质量、增

动力、强后劲、降能耗、惠民生。 

竹叶黄酮（bamboo leaf extract）是一种天然的植物提取物，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和药物

中。竹叶黄酮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多种功效与作用。1. 抗氧化作用。竹叶黄酮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对细胞的伤害。研究表明，竹叶黄酮可以提高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增强抗氧化能力，抑制过氧化脂质的产生，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

伤。此外，竹叶黄酮还能够抑制一些有害酶的活性，减少其对细胞的损害。2. 抗炎作用。竹叶黄酮

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可以抑制炎症反应的发生和发展。研究表明，竹叶黄酮可以抑制多种炎症介

质的生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竹

叶黄酮还可以抑制一些炎症相关的信号通路的活化，如核因子-κB（NF-κB）和线粒体反应性氧种

（ROS）等。通过抑制炎症反应的发生，竹叶黄酮可以缓解炎症引起的疾病症状，如风湿性关节炎、

肾炎等。3. 降血脂作用。竹叶黄酮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可以调节血脂代谢，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和三酰甘油水平。研究发现，竹叶黄酮可以通过抑制脂肪合成酶的活性，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并通

过抑制胆固醇转运蛋白的活性，增加胆固醇的排泄，从而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此外，竹叶黄

酮还可以增加脂肪的氧化分解，降低体内脂肪的积累。4. 保护心血管作用。竹叶黄酮具有保护心血

管的作用，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竹叶黄酮可以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弹性，减少动脉硬

化的发生。研究显示，竹叶黄酮可以增加一氧化氮（NO）的生成，促进血管扩张，降低血管阻力；

同时抑制血小板凝集和血栓形成，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此外，竹叶黄酮还可以减少心肌细胞

的损伤，增加心肌细胞的抗缺血和抗氧化能力。5. 抗肿瘤作用。竹叶黄酮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研究表明，竹叶黄酮可以通过调控一些与肿瘤相关的信号通路的

活性，如 Wnt、PI3K/AKT 和 MAPK 等，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此外，竹叶黄酮还可以诱导

肿瘤细胞凋亡，提高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增强肿瘤的放射敏感性。 

贵州民族大学陶文亮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竹叶黄酮的提取，研究和应用。2021 年贵州省分析

测试研究院承担了贵州省科协《基于贵州竹产业竹叶黄酮检测标准研究及应用项目》项目。 

（二）任务来源 

本项目于 2022 年 3 月由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等申请，2022 年 3 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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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植物学会批准立项。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3 月，组织标准编制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贵州省检测技术研究应用中心等单位及相

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起草方案，部署标准起草相关工作。起草组成员包括：吴

阳、李荣华、张颖、朱雪铜、邱恒亘、孙姣、刘羿希、陈杭依凡、王锋、李杨、张潆元、何钰、赵

丽华、范秀章、袁健、王丽婧、龙昭航等。 

2.查阅标准文献、资料，提出研究方案，展开调研 

2022 年 5 月-12 月，组织标准编制组成员，查阅相关标准文献、资料，收集相关资料，开展检

查技术研究。 

通过分析文献、实际种植经验数据、科研成果等形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 

2024 年 3 月起草组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挂网征求意见 

2024 年 4 月，起草组完成标准本文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起草工作，组织标准编制组成员单

位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相关单位进行广泛征求意见，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

办理挂网征求意见。 

4. 形成送审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审查 

 
 
 

5. 形成报批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审批 

 
 

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 

本标准的起草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行起草。 

 

三、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 

（一）主要技术指标的依据 

1 方法原理 

在碱性条件下，黄酮类化合物苯与铝盐进行络合反应，生成黄色络合物，在 420nm 波长下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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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吸光度，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其吸光度与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成正比，与芦丁标准品比较，进行

待测物中总黄酮的定量测定。 

2 试剂和材料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 GB/T 6682 规定的二级水。 

2.1 硝酸铝[Al(NO3)3·9H2O]。 

2.2 硝酸铝溶液（100g/L）：称取 Al(NO3)3·9H2O 17.6g 加水溶解，定容于 100mL 容量瓶中。 

2.3 醋酸钾（CH3COOK）。 

2.4 醋酸钾溶液（98 g/L）：称取醋酸钾 9.814g，加水溶解，定容于 100mL 容量瓶中。 

2.5 芦丁标准品，CAS 号 153-18-4。 

2.6 芦丁标准溶液 

2.6.1 芦丁标准储备液（1 mg/mL）：精确称取经干燥（120℃减压干燥）至恒重的芦丁标准品 50 mg，

使用无水乙醇溶解并定容于 50mL 容量瓶中。 

2.6.2 芦丁标准使用液（0.2mg/mL）：吸取芦丁标准储备液（4.6.1）10mL，置于 50mL 容量瓶中，

加无水乙醇至刻度，摇匀。 

2.7 无水乙醇（C2H5OH）。 

2.8  30%乙醇（无水乙醇与蒸馏水按 3：7 比例配制）。 

3 仪器设备 

3.1 分光光度计，采用 1cm 比色皿。 

3.2 分析天平，感量为 0.01 g 和 0.0001 g。 

3.3 捣碎机 

3.4 超声清洗仪 

3.5 离心机 

4 试样制备与保存 

4.1 试样制备 

   将样品放入捣碎机中进行粉碎，粉碎后样品过 40 目筛，混合均匀。 

4.2 试样保存 

   制样操作过程应防止样品收到污染。 

5 测定 

5.1 样品处理 

5.1.1 鲜竹叶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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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新鲜竹叶 50ｇ洗净、烘干、切碎置于烧杯中加蒸馏水煮沸 3ｈ。冷却后进行粗滤对滤渣再浸

取 2 次将 3 次滤液合并滤液用高速离心机分离 15 min 2500r／min。然后进行加热浓缩（加热温度在 

80℃左右 ）浓缩冷却后加入等体 积 95％乙醇放入冰箱内 2ｈ。用高速离心机进行分离  15min 2500

ｒ／min 。过滤得滤液滤渣弃去滤渣。对滤液进行蒸发浓缩（加热温度在 80℃左右 ）待乙醇蒸发

完后将浓液置于真空干燥箱中干燥成疏松固体粉碎得终产物。 

精确称取 0.1g（精确到 1mg）置于 100mL 比色管，加入约 50mL 60%乙醇溶液充分摇匀样品，将

摇匀样品置于超声清洗器中超声溶解 30 min，其间每 5min 摇匀溶液一次，待试验完全溶解，定容，

待测。 

5.1.2 干竹叶前处理 

方法一：精密称取竹叶粉末 2g 置于索氏提取器中，用 80%乙醇水浴回流提取两次，每次提取

时间 2h，提尽黄酮。另用少量 80%乙醇多次洗涤竹叶，并入提取液中，定量转移入 100mL 容量

瓶中，加 80%乙醇至刻度，摇匀，即得测总黄酮之淡竹叶样品液。将测总黄酮之样品液精密吸取适

量于 10mL 容量瓶中定容。照标准曲线制备项下方法操作，测定吸收度，由回归方程求出稀释液中

总黄酮浓度。 

方法二：精密称取竹叶粉末 2g 置于 100mL 圆底烧瓶中，用 80%乙醇回流提取两次，将此烧瓶

放入 MCL-3 型连续微波反应器中，调整功率 560W、500W、400W、350W，反应时间 20min，提

尽黄酮。另用少量 80%乙醇多次洗涤淡竹叶，并入提取液中，定量转移入 100mL 容量瓶中，加 80%

乙醇定容，摇匀，即得测总黄酮之竹叶样品液。将测总黄酮之样品液精密吸取 1.5mL 于 10mL 容

量瓶中定容，照标准曲线制备项下方法操作，测定吸收度，由回归方程求出稀释液中总黄酮浓度。 

5.2 标准曲线绘制 

5.2.1 吸取芦丁标准使用液（4.6.2）1mL，2mL，3mL，4mL，5mL 分别置于 50mL 容量瓶中。 

5.2.2 加无水乙醇至总体积为 15mL，依次加入硝酸铝溶液 1mL，醋酸钾溶液 1mL，摇匀，加水至刻

度，摇匀。静置 1h。 

5.2.3 用 1cm 比色皿，在波长 420nm 处，以 30%乙醇溶液为空白，测定吸光度。 

5.2.4 以芦丁质量（mg）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或按直线回归方程计算。 

5.3 空白试验 

   吸取待测试样溶液 1.0mL，置于 50mL 容量瓶中，加无水乙醇至总体积为 15mL，加水稀释至刻

度，摇匀。 

5.4 测定 

5.4.1 吸取待测试样溶液 1.0mL，置于 50mL 容量瓶中，加无水乙醇至总体积为 15mL，依次加入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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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铝溶液 1mL，醋酸钾溶液 1mL，摇匀，加水至刻度，摇匀。静置 1h。 

5.4.2 以空白试液（7.3）作参比，用 1cm 比色皿，在波长 420nm 处测定试样溶液的吸光度。 

5.4.3 查标准曲线或通过回归方程计算，求出试样溶液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mg）。在标准曲线

上求得试样溶液中的浓度， 

 

6 结果计算 

6.1 竹叶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总含量按下式计算。 

  

 
式中： 
X——黄酮类化合物的总含量。%； 
m——由标准曲线上查出或由直线回归方程求出的样品比色液中芦丁质量，单位为毫克（mg）； 
W——样品的质量，单位为（g）； 
d——稀释比例。 
6.2 计算结果表示到小数点后两位。 
 
7 测定低限 
  本标准可用于测定黄酮类化合物的总量在 0.05%以上。 
 
8 重复性 
   同一操作者两次平行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15%。 

（二）与国家标准、地方的比对情况 

与国家标准 GB/T 22291-2017、GB 2762、GB 2763 等协调一致，尚无竹叶黄酮的地方标准。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标准的技术要求以及

所涉及的产品安全等重要项目均符合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并与相关强制性

标准的充分协调性一致。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进行起草，充分注重完整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协调统一性。 

五、专利及涉及知识产权 

本标准内容不涉及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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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本标准在标准的起草过程广泛征求生产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共同讨论、协商，达成

一致，所以没有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相关企业应及时积极组织做好执行标准的各项工作，标准实施后应按标准要求

组织生产、检验、销售、监督管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九、推广应用的预期效果 

通过对《竹叶黄酮》团体标准的制定，可规范我省的竹叶黄酮产品的加工，提升技术水平，增

强竹叶黄酮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为产品日常监管提供技术依据，指导企业生产，稳步提

高产品质量，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竹叶黄酮》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