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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叶绿素 a 和 
叶绿素 b 的含量 

孔凡华, 赵  玥, 贾瑞勤, 姚雨杉, 杨彦荣, 白沙沙, 徐佳佳,  
刘梦兰, 李菁菁*, 周琪乐*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69) 

摘  要: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叶绿素含量的方法。方法  以提取溶剂、提取方式、提取时

间为考察因素, 设计正交试验, 对绿宝石甜瓜、黑米和菠菜中叶绿素的提取条件进行选择, 确定提取叶绿素最

优条件为甲醇溶液超声提取 2 min。色谱条件为 C18 色谱柱(150 mm×4.6 mm, 5 μm), 柱温 30 ℃, 甲醇为流动相, 

等度洗脱, 流速 1.0 mL/min, 叶绿素 a 吸收波长是 665 nm, 叶绿素 b 吸收波长是 468 nm。结果  叶绿素 a 和

叶绿素 b 在 0.50~20.00 μg/mL 范围内与峰面积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中叶绿素 a 和叶

绿素 b 精密度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10%, 加标回收率均在 90.0%~110.0%之间, 表明方法精密度好, 添加回

收率高。结论  试验建立的方法重复性好、准确度高, 可以准确定量食品中叶绿素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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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content in foo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KONG Fan-Hua, ZHAO Yue, JIA Rui-Qin, YAO Yu-Shan, YANG Yang-Rong,  
BAI Sha-Sha, XU Jia-Jia, LIU Meng-Lan, LI Jing-Jing*, ZHOU Qi-Le* 

(Beijing Institute of Nutritional Resources Co., Ltd.,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chlorophyll content in foo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ethods  The extraction solvent, extraction method and extraction time were the 

investigation factors, an orthogonal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select the extraction conditions for chlorophyll in 

emerald melon, black rice, and spinach, and the optimal condition for chlorophyll extraction as methanol solution 

ultrasonic extraction for 2 minutes was determined. The chromatographic conditions were a C18 column (150 mm× 

4.6 mm, 5 μm),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mobile phase was methanol with isocratic elution, flow rate was 1.0 mL/min, 

absorption wavelength of chlorophyll a was 665 nm, and absorption wavelength of chlorophyll b was 468 nm. 

Results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had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peak area in the range of 0.50–20.00 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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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precision in emerald melon, black rice, and 

spinach were all less than 10%, and the recovery rates were between 90.0% and 110.0%, indicating good precision 

and high recovery rates of the method. Conclusion  The method establishes in the experiment has good repeatability 

and high accuracy, and can accurately quantify the content of chlorophyll in food. 

KEY WORDS: foods; chlorophyll a; chlorophyll b;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0  引  言 

高等植物体中叶绿素主要包括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均是参与光合作用的重要色素, 其含量的多少是衡量植物

光合作用强弱的重要指标[1–2]。叶绿素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

的基础物质, 可反映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生理代谢变化

以及营养状况[3–4], 叶绿素含量常作为评定植物适应环境

能力和生长发育的生理指标[5–6]。 
早在 1940 年, GRUSKIN[7]研究发现叶绿素有治疗胃

肠道疾病、癌症、贫血的作用。KIYOKA 等[8]发现绿茶中

的叶绿素对肿瘤有抑制作用。施浩等[9]研究表明小鼠应用

叶绿素衍生物(CHDM)后肿瘤体积相比减小。XIE 等 [10]

发现叶绿素可以促进小鼠肝脏和肾脏中铅的排泄, 减少

铅的积累。郑国栋等[11]研究表明, 叶绿素铜钠在体内可明

显减轻由硫代乙酰胺、醋氨酚引起的急性肝损伤。

SUPARMI 等 [12]发现给小鼠注射叶绿素可以提高血红蛋

白和铁蛋白水平。迟翠翠等[13]研究表明, 叶绿素铁钠对贫

血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FAEHNRICH 等[14]发现叶绿素

具有抗氧化的活性。KAMAT 等[15]研究表明, 叶绿素能有

效抑制线粒体膜脂质的过氧化, 从而保护线粒体不被氧

化损伤。吴小楠等[16]研究发现豌豆叶绿素能有效地抑制

环磷酰胺诱导的小鼠睾丸染色体突变的发生。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 叶绿素具有抗氧化、抗突变、抗癌、预防

DNA 的氧化损伤作用, 并通过螯合各种促氧化金属离子

而抑制脂质氧化, 同时, 可以螯合多种金属离子, 作为重

金属污染清除剂[17–19]。 
叶绿素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绿色色素, 具

有很大的利用价值[20]。随着全球对绿色食品和环保理念的

日益关注, 叶绿素作为植物营养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

在食品、饲料、保健品、医药等领域具有显著应用价值, 还
因其独特的健康益处而备受瞩目。在食品领域中, 叶绿素

因其天然的色泽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被广泛应用于饮料、

糖果、糕点等产品的着色和营养补充。叶绿素具有良好的

抗氧化、抗炎等药理作用, 被广泛用于制造药品、保健品

等。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和消费国, 叶绿素行业

的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根据市场调研在线发布的

2023—2029 年中国叶绿素行业市场调查研究及投资策略

研究报告分析, 叶绿素市场规模从约 30 亿元人民币增长

至近 60 亿元[21]。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内食品安全意识

提升、生物技术的进步以及环保政策的推动, 特别是在植

物蛋白替代品、绿色饲料添加剂等领域, 叶绿素的需求量

持续攀升。不同食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含量差异极

其显著, 国内文献鲜少见报道食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测定方法, 因此建立食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测定

方法对叶绿素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对叶绿素的测定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 , 建

立了 SPAD 叶绿素法[22–24]、分光光度法[25–26]、荧光光谱

法 [27]、原子吸收光谱法[5]、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28]等多

种叶绿素含量的测定方法。SPAD 叶绿素仪的特点是测

量过程中不需试剂, 在保证植物与叶绿素仪接触的情况

下可直接得出叶绿素的相对含量, 即 SPAD 值, 具有无

损、实时检测等诸多优点, 弥补了传统试验室分析的不

足, 但不同物种利用 SPAD 值预测叶绿素含量的模型准

确度还存在一些差异[22]; 分光光度法前处理简便、经济

实用 , 但易受底物的干扰 , 原子吸收光谱法通过间接测

定叶绿素中镁元素的浓度进而测定叶绿素含量, 可以减

少叶绿素的降解和损失, 分光光度法和原子吸收光谱法

只能测定叶绿素的总量, 无法测出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含量 [5]; 荧光光谱法和反射光谱法前处理比较复杂 ;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析速度快、准确性和灵敏度

高, 适合痕量物质的检测 [29], 但是溶剂难挥发、本底效

应高 , 叶绿素容易对仪器造成污染 , 且仪器昂贵 , 限制

了仪器的推广使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快速、灵敏、准确度和精密度高

等优点[30], 建立食品中叶绿素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对
于定量食品中叶绿素的含量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 本研

究选择富含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绿宝石甜瓜、黑米、菠

菜样品作为代表性试材, 以提取溶剂、提取方式、提取时

间为考察因素, 设计正交试验, 对叶绿素的提取条件进行

选择,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叶绿素的分析方法, 
为食品中叶绿素含量测定标准方法的研制提供数据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样品, 市售。 
叶绿素 a 标准品(纯度≥95.0%)、叶绿素 b 标准品(纯

度≥95.0%)(美国 Sigma 公司); 甲醇、二氯甲烷(色谱纯, 美
国 Fisher 公司 ); 无水硫酸钠、 2,6-二叔丁基对甲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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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乙醇、丙酮(分析纯, 
北京化工厂)。 

1.2  仪器与设备 

BS224S 万分之一分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科学仪器

(北京)有限公司]; ZHWY-110X30 往复式恒温水浴摇床(上
海智诚分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EYELA N-1100 旋转蒸发

仪(东京理化株式会社); 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 

1.3  方  法 

1.3.1  色谱条件的选择 
选择 C18色谱柱, 甲醇等度洗脱, 通过 3D 全波长扫描

模式确定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最佳吸收波长。确定最佳

吸收波长后 , 选择甲醇 :水=20:80 (V:V)、甲醇 :水=40:60 
(V:V)、甲醇:水=60:40 (V:V)、甲醇:水=80:20 (V:V)和甲醇作

为流动相, 以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出峰时间和分离度作

为评价指标, 筛选高效液相色谱洗脱条件。确定色谱条件

为色谱柱: C18 柱(150 mm×4.6 mm, 5 μm)或等效柱; 柱温: 
30 ℃; 流动相: 甲醇; 流速: 1.0 mL/min; 检测波长: 叶绿

素 a 为 665 nm, 叶绿素 b 为 468 nm; 进样量: 10 μL。 
1.3.2  试样前处理条件的选择 

绿宝石甜瓜和菠菜样品, 取可食部分经匀浆机匀浆

后, 储存于样品瓶中。黑米样品经高速粉碎机粉碎后, 储
存于样品瓶中, 样品现用现制备。称取样品于 50 mL 离心

管中, 液体试样加入无水硫酸钠 1 g, 固体试样不需要加

无水硫酸钠, 然后加入 0.1% BHT 甲醇溶液 15 mL, 涡旋

混匀, 超声提取 2 min, 8000 r/min 离心 5 min, 将上层溶

液转移至 150 mL 旋转蒸发瓶内, 重复提取 3 次, 合并提

取液于蒸发瓶内。将蒸发瓶接在旋转蒸发仪上, 40 ℃水浴

减压蒸馏, 待瓶中萃取液剩下约 2 mL 时, 取下蒸发瓶, 
立即用氮气吹至近干。用 0.1% BHT 甲醇溶液洗出蒸馏瓶

中的组分, 转移到 5 mL 容量瓶中, 用 0.1% BHT 甲醇溶

液定容。溶液过 0.45 μm 有机系微孔滤膜后, 采用高效液

相色谱仪测定。根据样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含量进

行稀释。 
在参考国内外方法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以提取溶

剂的类型(A)、提取方式(B)、提取时间(C)为考察因素, 叶
绿素 a 和叶绿素 b 提取率的高低为评价指标, 采用 L16(43)
正交试验设计，对绿宝石甜瓜、黑米和菠菜中叶绿素的提

取方法进行优化。因素和水平见表 1。 

1.4  结果计算 

试样中叶绿素 a、叶绿素 b 的质量分数按式(1)计算。 

 i
i

V f
m

ρω ×= ×    (1) 

式中: ωi 为试样中叶绿素 a 或叶绿素 b 质量分数的数

值, mg/kg; ρi 为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得到的叶绿素 a 或叶绿

素 b 质量浓度的数值, µg/mL; V 为试样溶液定容体积的数

值, mL; m 为测试样品质量的数值, g; f 为稀释倍数。 
试样中总叶绿素的含量按式(2)计算。  

 a bω ω ω= +   (2) 

式中: ω 为试样中总叶绿素含量的数值, mg/kg; ωa 为

试样中叶绿素 a 含量的数值, mg/kg; ωb 为试样中叶绿素 b
含量的数值, mg/kg。 

 
表 1  因素和水平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水平

因素 

A: 提取溶剂的类型 B: 提取方式 
C: 提取时

间/min 

1 无水乙醇 超声提取 2 

2 甲醇 涡旋振荡提取 5  

3 乙醇:丙酮=1:1, V:V 
50 ℃水浴振荡

提取 
10 

4 甲醇:二氯甲烷=3:1, 
V:V 

75 ℃水浴振荡

提取 
15 

 
1.5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进行数据分析, 采用正交

设计助手进行正交试验设计和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色谱条件的选择 

对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进行 3D 全波长扫描后确定叶

绿素 a 最佳吸收波长是 665 nm, 叶绿素 b 最佳吸收波长是

468 nm。甲醇为流动相时, 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分离度大

于 2, 峰形对称性良好, 叶绿素 a 出峰时间为 11.318 min, 
叶绿素 b 出峰时间为 6.249 min。质量浓度均为 10 μg/mL
的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高效液相色谱

图见图 1。 

2.2  试样前处理条件的选择 

绿宝石甜瓜正交试验结果分析如表 2 所示, 方差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2 可知, 各因素对叶绿素提取率影

响程度的结果排序为 A>C>B, 即提取溶剂>提取时间>提
取方式, 由表 3 方差分析结果可知, 提取溶剂对叶绿素提

取率存在显著性影响(P<0.05), 最佳提取溶剂为甲醇。提取

方式和提取时间对叶绿素提取率无显著性影响(P>0.05)。
故选择操作简单, 方便快捷的提取方式和提取时间。最终

确定最佳前处理条件为提取溶剂为甲醇, 提取方式为超声

提取, 提取时间为 2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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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叶绿素a和叶绿素b混合标准工作溶液和实际样品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Fig.1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standard working solution and actual samples 

 
表 2  绿宝石甜瓜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le 2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ults of  
emerald melon 

序号 
因素 叶绿素含量/ 

(mg/kg) A B C 

1 1 1 1 17.20 

2 1 2 2 27.96 

3 1 3 3 20.60 

4 1 4 4 23.90 
5 2 1 2 32.32 
6 2 2 1 33.26 
7 2 3 4 29.64 
8 2 4 3 31.58 

9 3 1 3 28.16 

10 3 2 4 20.97 

11 3 3 1 28.38 

12 3 4 2 26.65 

13 4 1 4 29.28 

14 4 2 3 32.85 

15 4 3 2 30.19 

16 4 4 1 32.35 

⎯k1 22.42 26.74 27.80  

⎯k2 31.70 28.76 29.28  

⎯k3 26.04 27.20 28.30  

⎯k4 31.17 28.62 25.95  

R  8.73  2.02  3.33  

表 3  绿宝石甜瓜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of emerald melon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比 显著性

A  234.52 3 78.17 8.14 ** 

B   12.28 3  4.09   

C   23.46 3  7.82   

D(误差)  79.54 6 13.26   

注 : F0.05(3,12)=3.49, F0.01(3,12)=5.95。**表示数据具有显著性差异 , 
P<0.05, 表 5 同。 

 
黑米正交试验结果分析如表 4 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如

表 5 所示。由表 4 可知, 各因素对叶绿素提取率影响程度

的结果排序为 A>B>C, 即提取溶剂>提取方式>提取时间, 
由表 5 方差分析结果可知, 提取溶剂对叶绿素提取率存在

显著性影响(P<0.05), 最佳提取溶剂为甲醇。提取方式和提

取时间对叶绿素提取率无显著性影响(P>0.05)。故选择操

作简单, 方便快捷的提取方式和提取时间。最终确定最佳

前处理条件为提取溶剂为甲醇, 提取方式为超声提取, 提
取时间为 2 min。 

菠菜正交试验结果分析如表 6 所示, 方差分析结果如

表 7 所示。由表 6 可知, 各因素对叶绿素提取率影响程度

的结果排序为 B>A>C, 即提取方式>提取溶剂>提取时间, 
由表 7 方差分析结果可知, 提取溶剂、提取方式和提取时

间对叶绿素提取率无显著性影响(P>0.05)。故选择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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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方便快捷的提取方式和提取时间。最终确定最佳前处

理条件为提取溶剂为甲醇, 提取方式为超声提取, 提取时

间为 2 min。 
 

表 4  黑米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le 4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ults of black rice 

序号 
因素 叶绿素含量

/(mg/kg) A B C 

1 1 1 1 10.77 

2 1 2 2  8.80 

3 1 3 3 15.96 

4 1 4 4 10.38 

5 2 1 2 20.29 

6 2 2 1 17.87 

7 2 3 4 20.33 

8 2 4 3 20.76 

9 3 1 3 16.57 

10 3 2 4 14.92 

11 3 3 1 16.81 

12 3 4 2 19.91 

13 4 1 4 18.57 

14 4 2 3 19.45 

15 4 3 2 18.76 

16 4 4 1 16.97 

⎯k1 11.48 16.55 15.60  

⎯k2 19.81 15.26 16.94  

⎯k3 17.05 17.96 18.19  

⎯k4 18.44 17.00 16.05  

R  8.33  2.70  2.58  

 
表 5  黑米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of black rice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比 显著性

A  160.45 3 53.482 12.73 ** 

B   15.12 3  5.042   

C   15.53 3  5.177   

D(误差)  19.77 6  3.29   

 
2.3  方法学验证 

2.3.1  方法的线性范围 
将标准系列工作液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中, 测定相

应的峰面积, 以标准工作液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 以峰面

积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 结果见表 8, 可见, 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在 0.50~20.00 μg/mL 范围内与峰面积线性关系

良好, 可以满足检测需求。 

表 6  菠菜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Table 6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ults of spinach 

序号
因素 叶绿素含

量/(mg/kg)A B C 

1 1 1 1 1280.58 

2 1 2 2 1022.22 

3 1 3 3 1076.73 

4 1 4 4 1117.10 

5 2 1 2 1120.19 

6 2 2 1 1120.12 

7 2 3 4 1170.65 

8 2 4 3 1086.99 

9 3 1 3 1176.56 

10 3 2 4 1211.01 

11 3 3 1 1066.96 

12 3 4 2 1088.51 

13 4 1 4 1108.86 

14 4 2 3 1125.86 

15 4 3 2 1081.65 

16 4 4 1  857.72 

⎯k1 1124.16 1171.55 1081.34  

⎯k2 1124.49 1119.80 1078.15  

⎯k3 1135.76 1099.00 1116.54  

⎯k4 1043.52 1037.58 1151.90  

R   92.24  133.97   73.76  

 
表 7  菠菜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7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of spinach 

变异来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比 显著性

A  21827.03 3  7275.68   

B  36852.59 3 12284.20 1.69  

C  14392.75 3  4797.58   

D(误差) 50803.60 6  8467.27   

 
表 8  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标准曲线方程和浓度范围 

Table 8  Standard curve equations and concentration ranges of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组分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质量浓度范围
/(µg/mL) 

叶绿素 a Y=35.622X 0.9998 0.50~20.00 

叶绿素 b Y=55.253X 0.9991 0.50~20.00 

 
2.3.2  方法的检出限和定量限 

取样品按照试验建立方法处理, 上机测定观察信噪比, 
适当进行稀释, 检出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和定量限(limit 
of quantitation, LOQ)分别以 3 和 10 倍的信噪比计算。当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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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量为 10.0 g, 定容体积为 5 mL 时, 叶绿素 a 的检出限为

0.06 mg/kg, 叶绿素 b 的检出限为 0.03 mg/kg。叶绿素 a 的定

量限为 0.2 mg/kg, 叶绿素 b 的定量限为 0.1 mg/kg。 
2.3.3  方法的精密度 

以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为研究对象, 重复性测定

6 次, 考察方法的精密度。根据 GB 5009.295—2023《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通则》重复性精密度要

求, 目标分析物质量分数在 100 µg/kg~10 g/kg 之间, 重复

性相对标准偏差≤10%。由表 9 可知, 样品中叶绿素 a 和

叶绿素 b 重复性测定 6 次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5%, 表明

该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适合定量分析。 
 

表 9  精密度试验结果(n=6) 
Table 9  Results of precision experiment (n=6) 

样品名称 组分 平均值
/(mg/kg) 

相对标准偏差 
/% 

绿宝石甜

瓜 

叶绿素 a  20.95 3.75 

叶绿素 b   7.46 3.94 

黑米 
叶绿素 a  10.55 3.96 

叶绿素 b   7.47 2.82 

菠菜 
叶绿素 a 822.55 3.09 

叶绿素 b 335.35 3.97 

 
2.3.4  方法的回收率与相对标准偏差 

分别准确称取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样品, 向样品

本底添加低、中、高 3 个浓度水平的标准溶液, 进行三水

平六平行加标回收试验, 计算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回收

率和相对标准偏差。根据 GB 5009.295—2023《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通则》要求, 目标分析物质量

分数在 100 µg/kg~1000 mg/kg 之间 , 相对标准偏差为

10%~20%, 回收率为 80%~110%。由表 10 知, 绿宝石甜瓜、

黑米、菠菜样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平均加标回收率

分别在 92.21%~101.35%、93.58%~103.58%之间, 加标回收

率的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 10%, 各组分回收率结果满足

GB 5009.295—2023 的要求, 表明方法回收率高, 适合食

品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含量的测定。 
2.3.5  方法的特异性 

选取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样品, 按照试验建立的

方法进行前处理和测定, 以验证方法的特异性, 高效液相

色谱图见图 1。结果表明绿宝石甜瓜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11.787 min 和 6.559 min; 黑米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11.785 min 和 6.564 min; 
菠菜中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的保留时间分别为 11.782 min
和 6.560 min，表明本方法不受样品基质效应的影响, 特异

性良好。 

表 10  回收率验证结果(n=6) 
Table 10  Results of recovery verification (n=6) 

样品

名称
组分 本底值

/(mg/kg)
加标量 

/(mg/kg) 
平均加标 
回收率/% 

相对标准

偏差/% 

绿宝石

甜瓜

叶绿素 a  20.27

9.52 95.03 2.28 

19.04 95.33 1.92 

28.56 96.83 2.21 

叶绿素 b   7.27

3.87 97.63 2.70 

7.74 97.81 1.93 

11.61 97.04 0.83 

黑米

叶绿素 a  10.55

4.96 93.81 2.08 

9.92 96.46 1.90 

14.88 101.35 1.47 

叶绿素 b   7.47

3.89 97.34 2.00 

7.78 98.60 2.67 

11.67 103.38 2.67 

菠菜

叶绿素 a 833.52

397.22 92.21 2.85 

794.44 95.33 3.92 

1191.66 99.66 4.98 

叶绿素 b 338.58

193.80 94.71 4.10 

387.60 94.14 2.42 

581.40 93.58 2.41 

 
3  结  论 

试验选择绿宝石甜瓜、黑米、菠菜样品作为代表性试

材, 以提取溶剂、提取方式、提取时间为考察因素, 设计

正交试验, 对叶绿素的提取条件进行选择, 确定叶绿素最

佳提取条件是用甲醇溶液超声提取 2 min。以绿宝石甜瓜、

黑米、菠菜为代表性样品, 对食品中叶绿素含量的高效液

相色谱测定方法的线性范围、检出限和定量限、精密度、

准确度、特异性等指标进行考察, 结果表明, 该方法操作

简单、快速, 准确度高, 重现性好, 特异性强, 适用于食品

中叶绿素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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