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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苦荞籽粒中总黄酮含量比较

黄凯丰，时　政，韩承华，陈庆富＊

（贵州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贵州 贵阳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为了明确不同苦荞资源间黄酮含量的差异，以不同产地的３５份苦荞资源为试验材料，在同

一栽培条件下，测定了各苦荞籽粒的黄酮含量。结果表明：３５份苦荞资源的黄酮含量为２．１９％～
４．０２％，平均为３．１２％；不同产地苦荞的黄酮含量存在差异，以贵州六盘水的苦荞种子中黄酮含量

最高，为３．７９％，原产陕 西 的 苦 荞 黄 酮 含 量 最 低，为２．９０％。产 地 间 总 体 表 现 为 四 川＞贵 州＞
云南＞甘肃＞陕西。研究结果基本明确了黄酮含量在不同苦荞资源间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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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荞（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　ｔａｔａｒｉｔｕｍ）属于蓼科荞麦属

栽培作物，学名为鞑靼荞麦［１］，在我国粮食作物中属

小宗作物，是很好的救灾填闲作物和重要的蜜源作

物，具有生育期短的特点［２］。苦荞 集 营 养、保 健、医

疗于一体，被 誉 为２１世 纪 最 风 行 的 绿 色 食 品［３－４］。
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苦荞具有降血糖、降
血脂、降尿糖、防便秘等功效［５－６］，而发挥这些功效的

物质主要是苦荞中所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苦荞中

黄酮含量极为丰富［７］，可以作为功能性食品或药品

的原料，在食品和医药工业上有着广泛的应用［８］，这
也是国内外市场对苦荞需求量逐年快速增加的主要

原因。因此，近年来我国苦荞的开发应用受到越来

越多的重视，许多省份，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都将

其作为特色小杂粮进行栽培推广。但目前生产上苦

荞资源较多，很难选择高黄酮苦荞材料进行栽培推

广。鉴此，本研究以相同栽培条件下不同原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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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份苦荞资源为试验材料，测定了种子中的黄酮含

量，以探讨黄酮含量在苦荞不同资源间的变化规律，
为培育高黄酮的苦荞新品种（系）及开发利用提供理

论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材料

本研究所用的苦荞材料由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提供（表１）。所有材料

均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播种于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柏杨试验基地。每份材

料种 植 １ 个 小 区，小 区 面 积 为 ２ｍ×５ｍ，行 距

４０ｃｍ，株距１０ｃｍ，常规田间管理。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
日收获种子，种子干燥后保存于－２０℃冰柜中。

表１　供试材料及编号、产地、来源、代号

序号 名称 原产地 来源 代号

１ 大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２８２
２ 品比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２８４
３ 黑苦荞 ＨＺ　 ＩＰＧＢ　 Ｔ２９２
４ 单选Ｆ０１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０１
５ 罗甸 Ｙ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０５
６ 单选Ｆ０２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０９
７ 伊孟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２４
８ 白镇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３０
９ 苦３７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４０
１０ 川苦１ ＳＩＣ　 ＩＰＧＢ　 Ｔ３４５
１１ 勺白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４９
１２ Ｋ０１３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５２
１３ 刺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６４
１４　 ８６－３６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６５
１５ 浦江苦荞 ＬＰＳ　 ＩＰＧＢ　 Ｔ３６７
１６　 １９－２２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７３
１７ 无各黑苦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７４
１８ ＫＰ００５ ＳＡＸ　 ＩＰＧＢ　 Ｔ３８４
１９ 黔威１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８８
２０ 黑苦６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９５
２１ 西白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３９８
２２ 龙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１２
２３ 山苦荞 ＨＺ　 ＩＰＧＢ　 Ｔ４１５
２４ 曹坝苦荞 ＨＺ　 ＩＰＧＢ　 Ｔ４１６
２５ 苦荞１ ＨＺ　 ＩＰＧＢ　 Ｔ４２５
２６ 庄苦荞 ＨＺ　 ＩＰＧＢ　 Ｔ４２９
２７ 大冲苦２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４１
２８ 雪山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４４
２９ 伊拉苦荞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４６
３０ 威苦荞０２－２８６ Ｗ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５２
３１ 西苦６－１４ ＳＡＸ　 ＩＰＧＢ　 Ｔ４５３
３２ 平０１－０４３ ＧＳ　 ＩＰＧＢ　 Ｔ４６０
３３ 云苦６７ ＹＮ　 ＩＰＧＢ　 Ｔ４６３
３４ 云苦２ ＳＡＸ　 ＩＰＧＢ　 Ｔ４６８
３５ 纳雍苦荞 ＮＹ　 ＩＰＧＢ　 Ｔ４７０

　注：ＷＮ代表贵州威宁；ＨＺ代表贵州赫章；ＳＩＣ代表四川；ＬＰＳ
代表贵州六盘水；ＳＡＸ代表陕西；ＧＳ代表甘肃；ＹＮ代表云

南；ＮＹ代表贵州纳雍；ＩＰＧＢ代表学院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

１．２　方法

将保存 于－２０℃冰 柜 中 的 材 料 取 出，于１０５℃
烘箱中杀 青１５ｍｉｎ，恒 温（６０℃）烘 干 至 恒 定 质 量。

去壳后用粉碎机粉碎，放入干燥器中保存备用，测定

前再于６０℃烘 箱 中 烘 至 恒 定 质 量。黄 酮 的 测 定 参

考黄云华［９］的方法。

采 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利 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显著性差异测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苦荞材料的黄酮含量比较

由表２可 以 看 出，３５份 苦 荞 材 料 黄 酮 含 量 为

２．１９％～４．０２％，平均为３．１２％，其中原产云南的

Ｔ３０５黄 酮 含 量 最 高，达４．０２％，来 自 贵 州 威 宁 的

Ｔ３７３含 量 最 低，为２．１９％。根 据 种 子 中 黄 酮 含 量

的情况，可将３５份苦荞材料分为３类：低黄酮类型，

黄酮含量在２．７４％以 下，有７份 材 料，占 供 试 材 料

数 的２０％；中 黄 酮 类 型，黄 酮 含 量 在２．７４％～
３．８４％，有２６份 材 料，占 供 试 材 料 数 的７４％；高 黄

酮类型，黄酮含量在３．８４％以上，共有２份材料，占

供试材料数的６％。

２．２　不同产地苦荞籽粒中黄酮含量比较

由表３可以看出，不同原产地的苦荞黄酮含量

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以原产贵州六盘水的苦荞种子

中黄酮含量最 高，平 均 为３．７９％，原 产 陕 西 的 苦 荞

黄酮含量 最 低，平 均 为２．９０％。从 表３还 可 以 看

出，原产陕西的苦荞种子中黄酮含量的变异系数最

低，为１１．８％，说明其较为稳定，而原产云南的苦荞

种子中黄酮含量的变异系数最大。

表２　不同苦荞材料的黄酮含量比较

序号 代号
黄酮含

量／％
序号 代号

黄酮含

量／％
序号 代号

黄酮含

量／％

１ Ｔ２８２　 ２．６９　 １３ Ｔ３６４　 ２．８１　 ２５ Ｔ４２５　 ２．４６

２ Ｔ２８４　 ３．２６　 １４ Ｔ３６５　 ３．０９　 ２６ Ｔ４２９　 ３．９１

３ Ｔ２９２　 ３．５６　 １５ Ｔ３６７　 ３．７９　 ２７ Ｔ４４１　 ３．５４

４ Ｔ３０１　 ３．７１　 １６ Ｔ３７３　 ２．１９　 ２８ Ｔ４４４　 ２．９２

５ Ｔ３０５　 ４．０２　 １７ Ｔ３７４　 ２．８８　 ２９ Ｔ４４６　 ２．５９

６ Ｔ３０９　 ２．９６　 １８ Ｔ３８４　 ２．８３　 ３０ Ｔ４５２　 ２．５５

７ Ｔ３２４　 ３．４１　 １９ Ｔ３８８　 ２．９３　 ３１ Ｔ４５３　 ２．６１

８ Ｔ３３０　 ３．４３　 ２０ Ｔ３９５　 ３．２９　 ３２ Ｔ４６０　 ３．０３

９ Ｔ３４０　 ３．２０　 ２１ Ｔ３９８　 ２．７８　 ３３ Ｔ４６３　 ２．４６

１０ Ｔ３４５　 ３．５３　 ２２ Ｔ４１２　 ３．７３　 ３４ Ｔ４６８　 ３．２７

１１ Ｔ３４９　 ３．１６　 ２３ Ｔ４１５　 ３．４５　 ３５ Ｔ４７０　 ３．０３

１２ Ｔ３５２　 ３．５１　 ２４ Ｔ４１６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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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产地苦荞种子中黄酮含量比较

原产地 样本数／个
黄酮含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
标准差 ＣＶ

贵州威宁 ２１　 ２．１９　 ３．７３　 ３．０８　 ０．４０３　４８　 １３．１

贵州赫章 ５　 ２．４６　 ３．９１　 ３．２３　 ０．５９７　５５　 １８．５

贵州六盘水 １ － － ３．７９ －

贵州纳雍 １ － － ３．０３ － －

四川 １ － － ３．５３ － －

陕西 ３　 ２．６１　 ３．２７　 ２．９０　 ０．３４２　２０　 １１．８

甘肃 １ － － ３．０３ － －

云南 ２　 ２．４６　 ４．０２　 ３．２４　 １．１０４　８４　 ３４．１

３　结论与讨论

端允等［１０］采用硼酸－柠檬酸法测定了原产山西

的 苦 荞 中 黄 酮 含 量，发 现 苦 荞 粉 中 黄 酮 含 量 为

１．３７％。彭镰心 等［１１］通 过 对 不 同 品 种 苦 荞 黄 酮 含

量的测定发现，品种间存在差异，以美姑苦荞的黄酮

含量 最 高，为２．４％，选 荞１号 为２．３５％，川 荞 为

１．５４％。刘三才 等［１２］通 过 对 收 集 的 苦 荞 种 子 中 总

黄酮含量的测 定 发 现，总 黄 酮 含 量 平 均 为２．４６％，
变幅为１．９７％～３．０３％。从 本 试 验 研 究 结 果 可 以

看出，３５份苦荞资源的黄酮含量为２．１９～４．０２％`，
平均为３．１２％，这与陈庆富［１３］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有些 材 料，如 原 产 云 南 的 Ｔ３０５的 黄 酮 含 量 高 达

４．０２％，远高于上述品种（系），值得在高黄酮苦荞资

源的开发利用中进一步推广应用。本试验所用的材

料均来自同一地块、同一气候条件，但是从本试验的

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原产地苦荞材料间的黄酮

含量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四川＞贵州＞云南＞甘

肃＞陕西，这与刘三才等［１２］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

异，可能是由荞麦材料间的遗传因素所引起，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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