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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掌握黄酮类化合物的基本母核、结构分类 2．掌握

黄酮类化合物颜色、旋光性、溶解性的特征及与结构之间的

关系. 3．掌握黄酮类化合物的酸碱性，酸性强弱与结构之间

的关系及在提取分离中的应用。 4．掌握黄酮类化合物的显

色反应及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和应用。 5．掌握黄酮类化合物

的一般提取方法和主要分离方法的原理以及它们与结构之间

的关系。 6．掌握黄酮类化合物色谱鉴定法的原理和应用 7．

掌握黄酮、黄酮醇、二氢黄酮、二氢黄酮醇、异黄酮和查耳

酮的UV光谱特征。 8．掌握黄芩中所含代表性黄酮类化合物

的结构、理化性质、提取分离方法、鉴定方法和生物活性。

9．掌握葛根中所含代表性的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提取分离

方法和生物活性 10．掌握银杏叶中所含代表性的黄酮类化合

物的结构和生物活性， 11．熟悉黄酮、黄酮醇、二氢黄酮、

二氢黄酮醇和异黄酮的1HNMR谱特征。 12．熟悉槐米中主

要化学成分的结构及理化性质。 13．熟悉陈皮中主要化学成

分的结构、理化性质和鉴别方法。 14．了解满山红叶中主要

黄酮类成分的结构特点和提取分离方法。 15．了解黄酮类化

合物UV光谱位移试剂在测定其结构中的原理与应用。 16．了

解黄酮类化合物13C-NMR谱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结构测定中的

应用 【重点与难点提示】 一、黄酮类化合物分类的依据及其

主要结构类型 根据中央三碳链的氧化程度、B-环连接位置

（2-或3-位）以及三碳链是否构成环状等特点，可将主要的



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分类 黄酮类化合物的主要结构类型 二、黄

酮类化合物理化性质 1. 物理性质 （1）颜色黄酮类化合物是

否有颜色与分子中是否存在交叉共轭体系及助色团(-OH

、-OCH3等)的种类、数目以及取代位置有关。以黄酮为例来

说，其色原酮部分原本无色，但在2-位上引入苯环后，即形

成交叉共轭体系，并通过电子转移、重排，使共轭链延长，

因而显现出颜色。 （2）旋光性游离的各种苷元母核中，除

二氢黄酮、二氢黄酮醇、黄烷及黄烷醇有旋光性外，其余则

无光学活性。苷类由于在结构中引入糖的分子，故均有旋光

性，且多为左旋。 （3）溶解性一般游离苷元难溶或不溶于

水，易溶于甲醇、乙醇、醋酸乙酯、乙醚等有机溶剂及稀碱

水溶液中。其中黄酮、黄酮醇、查耳酮等平面性强的分子，

因分子与分子间排列紧密，分子间引力较大，故更难溶于水

；而二氢黄酮及二氢黄酮醇等，因系非平面性分子，故分子

与分子间排列不紧密，分子间引力降低，有利于水分子进入

，溶解度稍大。 2. 酸碱性及与结构之间的关系：7,4’-二OH

＞7-或4’-OH＞一般酚OH＞5-OH 3. 黄酮类化合物的特征显

色反应及其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显色反应在化合物

定性鉴别中的应用。 （1）还原试验 ①盐酸-镁粉（或锌粉）

反应 此为鉴定黄酮类化合物最常用的颜色反应。多数黄酮、

黄酮醇、二氢黄酮及二氢黄酮醇类化合物显橙红～紫红色，

少数显紫～蓝色。但查耳酮、橙酮、儿茶素类则无该显色反

应。异黄酮类除少数例外，也不显色。 ②四氢硼钠（钾）反

应 NaBH4是对二氢黄酮类化合物专属性较高的一种还原剂。

与二氢黄酮类化合物产生红～紫色。其它黄酮类化合物均不

显色，可与之区别。 （2）金属盐类试剂的络合反应 黄酮类



化合物分子中常含有下列结构单元，故常可与铝盐、铅盐、

锆盐、镁盐等试剂反应，生成有色络合物。 ①铝盐 常用试剂

为1%三氯化铝或硝酸铝溶液。生成的络合物多为黄色（

λmax = 415 nm），并有荧光，可用于定性及定量分析。 ②

铅盐 常用1% 醋酸铅及碱式醋酸铅水溶液，可生成黄～红色

沉淀。醋酸铅只能与分子中具有邻二酚羟基或兼有3-OH、4-

酮基或5-OH、4-酮基结构的化合物反应生成沉淀，但碱式醋

酸铅的沉淀能力要大得多。一般酚类化合物均可为之沉淀，

据此不仅可用于鉴定，也可用于提取及分离工作。 ③锆盐 多

用2%二氯氧化锆甲醇溶液。黄酮类化合物分子中有游离的3-

或5-OH存在时，均可与该试剂反应生成黄色的锆络合物。但

两种锆络合物对酸的稳定性不同。3-OH, 4-酮基络合物的稳

定性比5-OH, 4-酮基络合物的稳定性强（仅二氢黄酮醇除外

）。故当反应液中接着加入枸橼酸后，5-羟基黄酮的黄色溶

液显著褪色，而3-羟基黄酮溶液仍呈鲜黄色（锆-枸橼酸反应

）。 ④镁盐 常用醋酸镁甲醇溶液为显色剂，本反应可在纸上

进行。试验时在纸上滴加一滴供试液，喷以醋酸镁的甲醇溶

液，加热干燥，在紫外光灯下观察。二氢黄酮、二氢黄酮醇

类可显天蓝色荧光，若具有C5-OH，色泽更为明显。而黄酮

、黄酮醇及异黄酮类等则显黄～橙黄～褐色。 ⑤氯化锶

（SrCl2） 氨性甲醇溶液中，可与分子中具有邻二酚羟基结构

的黄酮类化合物生成绿色～棕色乃至黑色沉淀。 ⑥三氯化铁

反应 三氯化铁水溶液或醇溶液为常用的酚类显色剂。多数黄

酮类化合物因分子中含有酚羟基，故可产生阳性反应，但一

般仅在含有氢键缔合的酚羟基时，才呈现明显的颜色。 （3

）硼酸显色反应 黄酮类化合物分子中当有下列结构时，在无



机酸或有机酸存在条件下，可与硼酸反应， 生成亮黄色。显

然，5-羟基黄酮及2’-羟基查耳酮类结构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故可与其它类型区别。一般在草酸存在下显黄色并具有绿

色荧光，但在枸橼酸丙酮存在的条件下，则只显黄色而无荧

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