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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栘!木衣"叶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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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的比较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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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质量
A/B

的提取是开展云南栘!木衣"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前提#采用
LMHNB

$

O-,+0

A/BD80$"

%试剂盒&

PQB/NH/

$

PA/R(-&BSA3,

T

3+0

%试剂盒&

UPBV

法&

P*8R(-

法&

GWG

法及其

改良法
=

种 方 法 提 取 云 南 栘!木 衣"叶 片 的
A/B

'并 用 琼 脂 糖 凝 胶 电 泳&核 酸 蛋 白 检 测 仪 及

AP&OUA

技术比较了
=

种不同方法提取的总
A/B

样品的质量#结果表明'

!

种试剂盒法和
0*8R(-

法不适合云南栘!木衣"

A/B

提取'无法得到
!CG

&

;CG*A/B

条带'

UPBV

法和
GWG

法虽能得到

A/B

的
#

条带'但拖带现象严重'

B

!="

(

B

!#"

的比值较低'对
GWG

法进行改进'提高
"

&

巯基乙醇的

量'在缓冲液中增加
OXO

'使用
Y8V8+:A/B M8+8

柱'有效地抑制多酚多糖的污染'得到了较高质

量&可用于
AP&OUA

扩增的云南栘!木衣"的
A/B

#对其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云南栘!木衣")叶片)

A/B

)比较与改进

中图分类号#

G?!!<#%

!!!

文献标志码#

B

!!!

文章编号#

;"";&?@=;

"

!"!"

#

"#&""%$&"$

U(I

Z

,*84(+,+:QI

Z

*(93I3+0(.P(0,-A/BHK0*,J08(+M301(:4.*(I

!"#

$

%&'()*'+'

$

&[3,934

!"#$%&'(&)

*

;

!

!

!

+,"!-.)

;

!

!

!

/0123%'4.$

;

!

!

"

!

+,516$%)'4.)

;

!

!

!

,5!-.)

*

'7-&)

*

;

!

!

!

!0"1$%)'-8$

;

!

!

!

39010)'%)

;

!

!

"

;,-)

$

.'/"0'1"0

$2

"03"0)415)%)1&#'%(60))78

9

0"+)8)%1:;0"

9

'

<

'1&"%&%=%&+)04&1&)4"

2

>?%%'%;0"+&%#)

!

@"?1AB)413"0)410

$

=%&+)04&1

$

!

-?%8&%

<

=$"!!@

!

>?%%'%

!

CA&%'

&

!,-)

$

.'/"0'1"0

$2

"03"0)41D)4"?0#)C"%4)0+'1&"%'%(=1&*&E'1&"%&%1A)@"?1AB)41F"?%1'&%4"

2

CA&%'

!

@"?1AB)413"0)410

$

=%&+)04&1

$

!

-?%8&%

<

=$"!!@

!

>?%%'%

!

CA&%'

#

0:;(<%=(

$

A/B3K0*,J08(+84,

Z

*3*3

\

)84803.(*I(-3J)-,*]8(-(

T6

*343,*J1(.!"#

$

%&'()*'+'

$

&

!

,

Z

*3J8()4

0*334

Z

3J834(JJ)**8+

T

8+4()0123403*+U18+,<Q+018440):

6

!

LMHNB

"

O-,+0A/BD80$"

#

8̂0

!

PQB/NH/

"

PA/R(-&BSA3,

T

3+0

#

8̂0

!

,+:013I301(:4(.UPBV

!

P*8R(-

!

GWG

!

,+:8I

Z

*(93:GWG23*3)43:0(3K0*,J0

0(0,-A/B.*(I!,()*'+'

$

&-3,934<P13,I()+04(.0(0,-A/B3K0*,J03:]

6

:8..3*3+0I301(:423*3J(I&

Z

,*3:]

6T

3-3-3J0*(

Z

1(*3484

!

+)J-38J,J8:

Z

*(038+I303*,+:AP&OUA<P13*34)-0441(23:01,001302( 8̂04

,+:0*8R(-I301(:23*3+(04)80,]-3.(*A/B3K0*,J08(+]3J,)43!CG,+:;CG*A/B],+:4J()-:+(0]3(]&

0,8+3:<UPBV,+:GWGI301(:4J()-:(]0,8+01*33],+:4(.A/B

!

])00130,8-8+

TZ

13+(I3+(+2,443*8()4

!

013*,08((.B

!="

%

B

!#"

2,4-(23*<GWGI301(:J()-:]38I

Z

*(93:]

6

8+J*3,48+

T

013,::808(+(.

"

&I3*J,

Z

0(&

301,+(-

!

,::8+

T

OXO8+013])..3*

!

,+:)48+

T

Y8V8+:A/BM8+8J(-)I+

!

218J13..3J0893-

6

8+18]803:013J(+&

0,I8+,08(+(.

Z

(-

6Z

13+(-

Z

(-

6

4,JJ1,*8:3

!

,+:,18

T

13*

\

),-80

6

A/B0(]3)43:.(*AP&OUA,I

Z

-8.8J,08(+

J()-:]3(]0,8+3:<Q0-,8:013.()+:,08(+.(*804I(-3J)-,*]8(-(

T6

*343,*J1<

>.

?

4&<@;

$

!"#

$

%&'()*'+'

$

&

&

-3,.

&

A/B

&

J(I

Z

,*84(+,+:8I

Z

*(93I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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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蔷薇科 "

A(4,J3,3

#栘(木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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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主要分布于



我国的云贵川地区(

;

)

'云南栘(木衣)果实*树叶*树

皮以及树根都有一定的食用或药用功效!浑身是宝'

果实可直接食用!较酸涩!也可以加工成果脯*果茶!

其香味独特!当地人常用来酿酒!叶和树皮捣碎成

汁!可治疗骨折和烫伤(

;

)

!叶的内含物是理想的天然

抗氧 化 剂!钙*磷*钾 含 量 是 苹 果*梨 等 水 果 的

!

倍(

!

)

!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但目前国内外对云

南栘(木衣)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有效成分

提取*次生代谢物功能分析方面'因此!为了充分挖

掘并利用其优良的特性!对其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

显得尤为重要'

A/B

是转录水平上研究基因表达与调控机制

的载体(

#

)

!是否能从植物中提取高质量的
A/B

是

进行一系列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关键(

@

)

'目前提取

A/B

的方法有很多!常见的有
UPBV

法*

P*8R(-

法*

GWG

法*异硫氰酸胍法*高氯酸盐法以及各种试

剂盒等等!但由于植物自身组成成分之间有很大的

差异!因此!并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植物总

A/B

提取'植物组织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多糖多

酚等物质!以及广泛且稳定存在的
A/B

酶!决定了

植物
A/B

提取的难度(

$

)

'

目前!对云南栘(木衣)分子领域的研究鲜少!亟

需找到一种稳定的能获得高质量*高纯度云南栘(木

衣)

A/B

的方法!为其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做好铺

垫'本研究通过
!

种试剂盒法*

UPBV

法(

=

)

*

P*8R(-

法(

?

)

*

GWG

法(

C

)及其改良法共
=

种方法对云南栘(木

衣)总
W/B

进行提取!并进行比较与改进!为云南

栘(木衣)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技

术支撑'

;

!

材料与方法

!"!

!

植物材料

供试材料于
!";%

年
#

月采自西南林业大学树

木园"

;"#<"@_H

*

!#<%=_/

#云南栘(木衣)资源收集

圃'用锡箔纸包裹采集幼叶并放入液氮中速冻!置

C̀"a

冰箱中保存备用'

!"#

!

主要试剂

UPBV

*

P*84&YJ-

*

HWPB

*

OXO

*

"

&

巯基乙醇*氯

化钠*酚*氯仿*异戊醇*异丙醇*

?$b

乙醇*

WHOU

水*

GWG

*

[8U[

*

P*8R(-

*醋酸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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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试剂盒
/0)

提取

法

!!

分别参照
LMHNB

"

O-,+0A/BD80

"

$"

##试剂

盒*

PQB/NH/

"

PA/R(-&B

S

A3,

T

3+0

#提取试剂盒说

明书操作'

!"=

!

>?>

法

参考邓浪等(

C

)提取猕猴桃
A/B

的方法'

!"3

!

改良
>?>

法

在邓浪等(

C

)提取猕猴桃
A/B

方法的基础上改

进'试验所需试剂和器材均用
WHOU

水处理'

;

#

试验前将异丙醇放入
!̀"a

冰箱中!

A/B

提取缓冲

液"

"<;I(-

+

[

`;

P*84&YU-

!

"<;$I(-

+

[

`;

[8U-

!

$bGWG

!

"<"$I(-

+

[

`;

HWPB

Z

YC<"

!

!bOXO

#

置于
=$a

水浴锅中预热'将采取的嫩叶用锡箔纸

包裹!迅速置于液氮中!将新鲜的嫩叶样品转至研钵

内!加入液氮充分研磨!并将其装于预冷的
!I[

离

心管内!

;

%

#

#

;

%

!

离心管的体积'

!

#离心管中加入

#""

$

[

的
"

&

巯基乙醇和
@""

$

[=$a

预热的
A/B

提取缓冲液!混合均匀后!

;!"""*

+

I8+

`;

*

@a

离

心
;$I8+

'取上清于新的
;<$I[

离心管内!冰浴

;"I8+

'

#

#分别加入
!$"

$

[

酚和氯仿!充分混匀!

同上离心'

@

#取上清!加入等体积氯仿!混匀后!冰

浴
;"I8+

!同上离心'

$

#取上清!加入等体积氯仿
c

异戊醇"

!@c;

#!充分混合均匀!同上离心'

=

#取上

清!加入
!

倍体积异丙醇"

`!"a

#和
!I(-

+

[

`;

/,U-

!充分混匀后!置于
!̀"a

冰箱中至少
#"I8+

'

?

#将上一步的混合液收集于
Y8V8+:A/B M8+8

柱

中!放到干净的
!I[

的收集管内!

;"""*

+

I8+

`;

*

室温离心
;I8+

!倒掉废液!把
Y8V8+:A/BM8+8

柱

放回收集管'

C

#在
Y8V8+:A/B M8+8

柱加入
@""

$

[AdU d,41V)..3*

!同上短暂离心!弃收集管'

%

#将
Y8V8+:A/B M8+8

柱放到新的收集管中!加入

$""

$

[A/B d,41V)..3*

%

!同上离心!弃废液!把

Y8V8+:A/B M8+8

柱放回收集管'

;"

#重复步骤
%

!

将
Y8V8+:A/B M8+8

柱放到新的收集管中!同上离

心
!I8+

!丢掉收集管!将柱放到干净的
;<$I[

离

心管内'

;;

#加入
!"

#

#"

$

[WHOU

水溶解
A/B

"

WHOU

水要确保滴在吸附柱中央#!室温孵化
!

I8+

!

;"""*

+

I8+

`;

*室温离心
;I8+

'

C̀"a

保存

备用'

!"@

!

A5)B

法

参考史宝胜等(

%

)采用
UPBV

法提取植物
A/B

的方法并略作改动!

A/B

提取缓冲液"

;<@I(-

+

[

`;

/,U-

!

"<; I(-

+

[

`;

P*84&YU-

"

Z

YC<"

#!

"<"!I(-

+

[

`;

HWPB

!

!b UPBV

!

!b OXO

#'

;

#

同上取嫩叶加液氮迅速研磨至粉末状!将
;<$I[

离

心管放入液氮中预冷!然后装入研磨好的样品!加入

?""

$

[

提前
=$a

预热的提取缓冲液!再加入
#b

"

&

巯基乙醇!立即上下颠倒!使样品粉末均匀分散于

溶液中!

=$a

水浴
#"I8+

!每隔
;"I8+

弹打
;

次!使

其充分裂解'

!

#加入
@""

$

[

体积的氯仿$异戊醇

=%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

!@c;

#!混匀&室温!

;""""*

+

I8+

`;离心
;$I8+

&

取上清!加入等体积
!@c;

重复抽提
;

次!同上离

心'

#

#取 上 清!加 入
;

%

#

倍 体 积 预 冷 的
;"

I(-

+

[

`;

[8U-

!充分混匀!

`!"a

过夜&同上离心'

@

#弃上清!加入
!""

$

[?$b

乙醇洗涤沉淀!风干
!

#

$I8+

!待沉淀微干后!加入
$""

$

["<;b WHOU

水

溶解沉淀'

$

#加入
@""

$

[

的酚和氯仿"体积比为

;c;

#!充分弹打使之混匀!室温静置
$I8+

!同上离

心'

=

#取上清!加入等体积
!@c;

再重复抽提
!

#

#

次!同上离心'

?

#取上清!加入
!

倍体积预冷的无水

乙醇 和
;

%

;"

倍 的
$ I(-

+

[

`;

/,BJ

"

Z

Y@<C

#!

!̀"a

沉淀
;1

!同上离心'

C

#弃上清!加入
?$b

乙

醇洗涤
;

#

!

次!待风干后加入
!"

#

#"

$

["<;b

的

WHOU

水溶解
A/B

!

C̀"a

保存备用'

!"C

!

5D289+

法

根据
Q+980*(

T

3+

公司提供的
P*8R(-

试剂说明书

操作!同上将采取的云南栘(木衣)的嫩叶在液氮中

研磨成粉末!并将样品用
!I[

的
A/,43&.*33

离心

管中收集'迅速加入
;I[

的
P*8R(-

试剂!充分混

匀'等体积氯仿抽提
;

次后!加入
"<$I[

异丙醇

混匀!加入
;I[?$b

乙醇"

WHOU

水配制#以清洗

杂质!最后加入
!"

#

#"

$

[W/,43

%

A/,43&5*33

水

溶解
A/B

!

C̀"a

保存备用'

!"E

!

核酸蛋白测量仪检测

将所得
A/B

取
;

$

[

于微量核酸蛋白测量仪

测定其
LW

值和浓度!重复
#

次!取平均值'

!"F

!

普通琼脂糖凝胶电泳

取
$

$

[

样品
A/B

与
!

$

[-(,:8+

T

V)..3*

吹打

混匀!利用
;b

琼脂糖凝 胶 电 泳 检 测!

;!"X

*

#"

I8+

!于凝胶电泳系统中观察
A/B

条带!并拍照'

!"!4

!

/57*A/

为 进 一 步 检 测 提 取 的
A/B

的 质 量!用

5,40e),+0APD80

"

2801

T

W/,43

#试剂盒合成第一

条
JW/B

链!具体操作按照说明书进行'登录
/U&

VQ

根据拟南芥
dADf="

基因序列设计云南栘(木

衣)的 特 异 性 引 物!上 游 引 物$

$gPUBUBB&

NBNBPBBUUUNPUBUU#g

!下 游 引 物$

$gUUP&

NBBBPNNUBNUBNUBBN#g

!预期得到的目的片

段大小为
@""]

Z

'

OUA

反应体系"总体积
!$

$

[

#

"表
;

#!

OUA

扩增反应程序"表
!

#'得到的
OUA

产

物经
;b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并观察记录'

!

!

结果与分析

#"!

!

@

种方法提取云南栘!木衣"

/0)

的比较

利用
=

种方法提取云南栘(木衣)叶片
A/B

"图

;

#!结果 表 明!利 用
PQB/NH/

试 剂 盒 法 提 取 的

表
A

!

OUA

反应体系

P,]-3;

!

OUA*3,J08(+4

6

403I

组分 体积%

$

[

模板
JW/B

"

P3I

Z

-,03JW/B

#

"<C

!h6'

G

OUAM,403*M8K ;!<$

O*8I3*;

"

;"

$

I(-

+

[

`;

#

;<!

O*8I3*!

"

;"

$

I(-

+

[

`;

#

;<!

::Y

!

L %<$

表
B

!

OUA

扩增反应程序

P,]-3!

!

OUA,I

Z

-8.8J,08(+*3,J08(+

Z

*(J3:)*3

步骤 循环 温度%

a

时间%

I8+

预变性
; %$ $

变性
%$ "<$

退火
#! $?<@ "<$

延伸
?$ ;

延伸
; ?! ;"

保存
@ `

A/B

效果最差!没有目的条带出现&

LMHNB

试剂

盒得到的
A/B

有较弱的
!CG*A/B

条带出现!但泳

道有明显的拖带现象!说明
A/B

被多糖*盐等杂质

污染&

UPBV

法得到模糊的
!CG

*

;CG

和
$G*A/B

条

带!但拖尾严重'

GWG

法提取效果最好!但
;CG

的

亮度是
!CG

的
!

倍!说明在提取
A/B

的过程中发

生了降解&利用
P*8R(-

法所得
A/B

也有微弱的

!CG*A/B

条带!但
;CG*A/B

降解严重!说明
A/B

受多糖*盐等杂质的污染&将
GWG

法改进"图
;

#!有

#

条明亮的
*A/B

条带!泳道清晰无拖带!并进行了

重复试验!结果一致!说明改良的
GWG

法较稳定!且

提取的
A/B

纯度较高!质量较好没有受到多糖*多

酚或其他盐类和有机溶剂等污染'

注$

M

$标 记&

;

$

PQB/NH/

试 剂 盒 法&

!

$

LMHNB

试 剂 盒 法&

#

$

P*8R(-

法&

@

$

UPBV

法&

$

$

GWG

法

图
A

!

云南栘!木衣"叶片总
A/B

的提取

58

T

<;

!

P(0,-A/B3K0*,J03:.*(I!,()*'+'

$

&-3,934

#"#

!

不同方法提取
/0)

的浓度及质量

!

种试剂盒法试和
P*8R(-

法提取
A/B

的
B

!="

%

B

!C"

比值分别为
;<@C

*

;<@;

*

;<=?

!均
#

;<C

"表
#

#!

?%

第
#

期 慈晓彤 等$云南栘(木衣)叶片总
A/B

提取方法的比较与改进



说明这
#

种方法提取的
A/B

含有多糖或其他盐

类*有机溶剂等污染!利用
UPBV

法和传统
GWG

法

提取的
A/B

其
B

!="

%

B

!C"

比值虽然在
;<C

#

!<!

之

间!但
B

!="

%

B

!#"

的比值
#

!<"

!说明
UPBV

法提取的

总
A/B

含有多糖或其他盐类*有机溶剂等污染!其

中
UPBV

法提取
A/B

的
B

!="

%

B

!#"

比值
;<#C

!远远

小于利用传统
GWG

法的
;<?=

!说明
A/B

含杂质更

多*受污染更严重'利用改良
GWG

法提取总
A/B

的
B

!="

%

B

!C"

比值和
B

!="

%

B

!#"

比值分别为
;<%#

*

!<;"

!在高质量
A/B

的标准范围内'

表
C

!

D

种方法提取云南栘!木衣"总
A/B

的检测

P,]-3#

!

W303J08(+(.0(0,-A/B.*(I!,()*'+'

$

&]

6

=I301(:4

提取方法
B

!="

%

B

!C"

B

!="

%

B

!#"

A/B

浓度
%"

+

T

+

$

[

`;

#

PQB/NH/

试剂盒法
;<@C "<#$ !$<;#

LMHNB

试剂盒法
;<@; "<?# =$<;$

UPBV

法
!<"; ;<#C ;"$<=?

P*8R(-

法
;<=? "<$ $"<;C

传统
GWG

法
;<C% ;<?= !"$<#

改良
GWG

法
;<%# !<; #?C<!

#"$

!

/57*A/

扩增检测

用常规
GWG

法和改良
GWG

法提取的
A/B

为

样品反转录得到
JW/B

!用设计的特异性引物进行

扩增"图
!

#'利用常规
GWG

法提取的
A/B

做模

版!扩增得到的片段模糊*弥散&利用改良之后的

GWG

法提取的
A/B

为样品!经过
OUA

扩增后得到

的条带清晰*单一!且片段大小为
@""]

Z

!与目的片

段大小一致'试验重复
!

次!确保准确性'排除说

明改良
GWG

法适合云南栘(木衣)总
A/B

的提取!

可以用于后续
AP&OUA

试验'

注$

M

$标记&

;

!

!

$

GWG

法&

#

!

@

$改良
GWG

法'

图
B

!

AP&OUA

58

T

<!

!

AP&OUA*34)-04

#

!

结论与讨论

高质量*高纯度的
A/B

是顺利开展
AP&OUA

等后 续 试 验 的 前 提'然 而 植 物 中 多 酚*多 糖 和

A/,43

等物 质 的 存 在 阻 碍 了 高 质 量
A/B

的 提

取(

$

)

'多糖的水解性质与
A/B

极为相似!且易形

成不溶于
WHOU

水的沉淀!从而降低提取
A/B

的

成功率(

;"

)

'云南栘(木衣)富含多酚!其叶的多酚含

量是苹果(

!

)

*梨(

;;

)的
;

倍以上!在细胞破裂时释放

出大量的多酚!极易被氧化为醌类物(

;!

)

!这些被氧

化的酚类化合物会与
A/B

形成 不 可 逆 的 混 合

物(

?

)

!影响
A/B

的得率和纯度'目前防止植物组

织中酚类物质氧化的方法很多!如丙酮法(

;#

)

*热硼

酸法(

;@

)等'植物体内外
A/,43

广泛且稳定的存在

不仅会引起
A/B

的降解(

;$

)

!还会影响其质量'诸

多因素决定了
A/B

提取的难度'目前已报道的蔷

薇科植物提取
A/B

成功的方法有
UPBV

法*

P*8R(-

法*异硫氰酸胍法*

GWG

法*高氯酸盐法等等'然而

由于不同植物在内含物的组分及含量之间有着巨大

的差异!因此!针对不同的植物或同一植物不同品种

需要采取不同的
A/B

提取方法(

;=

)

'在解决多酚*

多糖*盐类以及有机溶剂这些可避免因素的污染同

时!要尽量在低温*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操作!设法抑

制
A/,43

这一不可避免因素的活性!最大程度的减

少
A/B

的降解!从而得到高质量*高纯度的
A/B

'

张宇等(

;?

)利用
UPBV

法提取紫叶李的
A/B

!

得到清晰的
!CG

*

;CG

条带!紫外光谱分析
B

!="

%

B

!C"

*

B

!="

%

B

!#"

的比值均在高质量
A/B

的标准范围

内&吴静等(

;C

)改良
P*8R(-

法及改良异硫氰酸胍法都

不能从牡丹根系中提取出高质量
A/B

!而利用

UPBV

法得到了高质量的
A/B

&夏春兰等(

;%

)利用

UPBV

法同样也提取了高质量的
A/B

'本试验采

取
UPBV

法提取的
A/B

虽然有较暗的
#

条带出

现!但界限模糊!泳道拖带现象严重'这可能是由于

云南栘(木衣)富含多酚*多糖等一些尚未能确定的

次生代谢产物导致的'在提取
A/B

的过程中!这

些物质与
A/B

形成了不溶于水*不可逆的混合物!

导致了琼脂糖凝胶电泳图中的拖带等现象!影响了

A/B

的得率和质量'因此!尽可能除掉多糖*多酚

及其次生代衍生物!降低其对
A/B

的污染!对高质

量
A/B

的提取至关重要'

参考邓浪等(

C

)提取猕猴桃的
GWG

法!提取的

A/B

有了较为清晰
A/B

条带!然而泳道仍然存在

明显的拖带!且
;CG

的亮度是
!CG

的
!

倍!说明

A/B

不仅受到了多酚*多糖等物质的污染!还发生

了一定的降解'因此对邓浪等(

C

)的
GWG

法做了几

点改进'首先增加了
"

&

巯基乙醇的量!并且在缓冲

液中加了
OXO

'当加入预热的缓冲液时!细胞破碎

释放出的酚类化合物易被氧化形成醌类物质!而
"

&

巯基乙醇有极强的还原性!阻碍酚的氧化(

!"

)

&

OXO

可作为螯合剂与大量的多酚物质形成极易被去除的

C%

西北林学院学报
#$

卷
!



螯合物'这两者有效降低了云南栘(木衣)含有大量

多酚的困扰'其次是洗涤沉淀的方法做了变动!借

助了试剂盒中的
Y8V8+:A/B M8+8

柱'在提取

A/B

的过程中!发现了多糖形成的凝胶状物质与

A/B

共同沉淀(

!;

)

!多糖的理化性质与
A/B

相似!

很难将其分离!是污染
A/B

*降低
A/B

得率的重

要因素'因此!降低多糖的含量是提高云南栘(木

衣)总
A/B

的质量和得率以及后续分子生物学研

究的关键'本试验利用
Y8V8+:A/B M8+8

柱过滤

沉淀!将难溶于
WHOU

水的多糖形成的大分子胶状

物质过滤与
A/B

分离!从而提高了云南栘(木衣)

A/B

质量和得率'

综合上述!

UPBV

法和传统
GWG

法虽能得到

A/B

的
#

条带!但拖带现象严重!质量不佳!且

UPBV

法所需时间较长!存在不可避免的降解&

!

种

试剂盒法和
0*8R(-

法虽所需时间较短!但不适合云

南栘(木衣)

A/B

提取!无法得到
!CG

*

;CG*A/B

条

带'本试验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核酸蛋白检测仪

和
AP&OUA

方法!证明了改良
GWG

法最适合高质

量*高纯度云南栘(木衣)叶片总
A/B

的提取!为云

南栘(木衣)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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