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制作人：凌云

课程名称 天然药物化学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药学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三年级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48

一、 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天然药物化学( Medicinal Chemistry of Natural Products) 是一门运用

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学科，是药学及相关专业必修的

一门课程。本课程主要讲授天然药物中化学成分的结构类型、理化性质、提取分

离和结构鉴定的基本知识，也是药学及相关专业考研的方向学科。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花青素类天然化学成分启发天然药学化学学习要从生活中学起

2.对应章节：第五章 黄酮类化合物

3.课程讲次：20 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1.价值目标

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验教学相结合,系统详细的讲葡萄籽中的花青素的结构、

性质、提取分离，向学生传授天然药物化学就在身边并从身边学起的理念，是一

种广泛存在于植物的天然多酚类化合物（如中草药：黑枸杞、葡萄籽、玫瑰花等；

水果：葡萄、蓝莓、桑葚、樱桃等；蔬菜：紫甘薯、茄子番茄等）， 是由不同



数量的儿茶素或表儿茶素缩合而成聚合体， 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公认

清除自由基的天然抗氧化，不仅能够有效清除自由基，防止脂质发生过氧化损伤，

还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从而达到保护作用剂。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将会充

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激发学生热爱和观察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天

然药物化学的热情。同时引导学生热爱我国中医药事业，并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做出贡献。

2.知识目标

掌握黄酮类化合物中花青素类药物的结构、存在分布、药理作用等内容，熟

悉花青素类药物的理化鉴别、提分分离、开发前景等知识点，了解花青素类成分

的结构鉴定。

3.能力目标

通过课堂探究活动，使学生掌握黄酮类化学成分花青素类成分的结构特征方

法，利用本部分知识能较好的设计提取分离实验方案，并进行相关的实验，并对

花青素类的理化鉴定有所了解。同时通过其结构特征，可以推断其一些药理作用，

及其将来开发应用前景。

四、案例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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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我国中医药的发展是从药食两用开

始的。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的采食和狩猎 人们逐渐对植

物和动物有 了较深的印象同时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食用某些

食物不可避免地个一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甚至造成死亡

因而使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辨别和选择。

引导学生进入课堂，并进行中华文化的学习，学习自然

知识的同时加强思政学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

需要吃饭、喝水、吃水果等等，因此每天我们都在食用大量

的食物，而花青素广泛存在于各种水果食物中，因此我们每

天都会接触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类色素广泛存在于所有深

红色、紫色或蓝色的蔬菜水果，比如黑枸杞、钙果、葡萄、

黑莓、无花果、樱桃、甜菜根、茄子、紫甘薯、黑龙珠土豆、

血橙、红球甘蓝、蓝莓、红莓、草莓、桑葚、山楂皮、紫苏、

黑(红)米、牵牛花等植物的组织中，需要摄入花青素，那么

了解药食同源

的原理，激发

学生对中医药

事业的热爱，

引导学生思政

教育。启发学

生天然产物的

学学习要从身

边开始，与老

师一起进入探

究和新课内容

的学习。



目前只能通过食补的方式了，譬如食用：黑枸杞、黑土豆、

紫番薯、紫山药、蓝莓、草莓、葡萄、紫玉米等获得；葡萄

皮是花色苷类色素的主要原料，其他属于此类色素并具有开

发前景的有胡萝卜素、高粱红色素、山楂红色素、黑米红色

素、牵牛红色素、鸡冠花红色素，越橘红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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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青素的分布科属：

花青素广泛存在于开花植物（被子植物）中，其在植物

中的含量随品种、季节、气候、成熟度等不同有很大差别。

据初步统计：在 27 个科，73 个属植物中均含花青素，如紫

甘薯、葡萄、血橙、红球甘蓝、蓝莓、茄子、樱桃、红莓、

草莓、桑葚、山楂、牵牛花等植物的组织中均有一定含量最

早最丰富的花青素是从红葡萄渣中提取的葡萄皮红色素，它

于 1879 年在意大利上市，该色素可通过葡萄酒酒厂的废料

-葡萄渣提取。接骨木浆果（Elderberries）中含大量的花青

素，并且都是矢车菊素，每百克鲜重在 200~1000 mg。另

外，花青素在大麦、高粱、豆科植物等粮食作物中也广泛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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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1%E8%90%84%E7%9A%AE%E7%BA%A2%E8%89%B2%E7%B4%A0/32650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AE%E9%A3%9F%E4%BD%9C%E7%89%A9/2091035


在。研究发现，葡萄籽与松树皮的提取物中花青素的含量最

高。

（二） 花青素的结构：

花青素是一种天然的多酚化合物，是由不同数量的儿茶

素或表儿茶素缩合而成聚合体，是目前发现的最强效的氧自

由基消除剂和脂质过氧化抑制剂之一。已知天然存在的花色

素有 250 多种，已确定的有 20 种花青素，在植物中常见的

有 6 种，即天竺葵色素（Pg）、矢车菊色素（Cy）、飞燕

草色素（Dp）、芍药色素（Pn）、牵牛花色素（Pt）和锦

葵色素（Mv）。一般自然条件下游离的花青素极少见，常

与一个或多个葡萄糖、鼠李糖、半乳糖、木糖、阿拉伯糖等

通过糖苷键形成花色苷，花色素中的糖苷基和羟基还可以与

一个或几个分子的香豆酸、阿魏酸、咖啡酸、对羟基苯甲酸

相互讨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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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活实际

和一些实验案

例，促进学生

更好的理解本

部分内容的知

识点，提高学

生的上课热情

与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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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A1%E8%90%84%E7%B3%96/3186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C%A0%E6%9D%8E%E7%B3%96/110475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A%E4%B9%B3%E7%B3%96/101099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7%B3%96/73343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6%8B%89%E4%BC%AF%E7%B3%96/2815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8%B1%86%E9%85%B8/83255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AD%8F%E9%85%B8/6126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96%E5%95%A1%E9%85%B8/61276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7%BE%9F%E5%9F%BA%E8%8B%AF%E7%94%B2%E9%85%B8/3019140


等芳香酸和脂肪酸通过酯键形成酸基化的花色素。

（三） 花青素的理化性质和鉴别：

花青素是一类无毒、天然水溶性色素。花青素分子中存

在高度分子共扼体系，含有酸性与碱性基团，易溶于水、甲

醇、乙醇、稀碱与稀酸等极性溶剂中。在紫外与可见光区域

均具较强吸收，紫外区最大吸收波长在 280nm 附近，可见

光区域最大吸收波长在 500～550nm 范围内。花青素类物

质的颜色随 pH 值变化而变化，pH＜7 呈红色，pH=7～8

时呈紫色，pH>11 时呈蓝色，因此花青素可以随着细胞液

的酸碱改变颜色。细胞液呈酸性则偏红，细胞液呈碱性则偏

青素的理化性

质推断，及其

应用前景如

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B9%E7%BE%9F%E5%9F%BA%E8%8B%AF%E7%94%B2%E9%85%B8/30191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82%E8%82%AA%E9%85%B8/4786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81%E6%80%A7%E6%BA%B6%E5%89%82/492577


蓝。

（四） 提分分离：

花青素是天然水溶性色素，容易溶解于水中，其常用的

提取方法为：溶剂提取法，加压溶剂萃取法，水溶液提取法，

微生物发酵提取法，以及其他提取方法（高压脉冲电场辅助

提取、双水相萃取、超高压辅助提取。前两种可应用于蛋白

质、核酸、多糖的提取研究， 而超高压辅助提取已成功用

于葡萄中花青素的提取之中，且对比发现高压辅助提取花青

素等多酚类的效率可以提高近 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C%E6%B0%B4%E7%9B%B8%E8%90%83%E5%8F%96/8867138


（五） 药理作用和开发前景：

原花青素具有强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作用，可有效消

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基自由基，也参与磷酸、花生四烯

酸的代谢和蛋白质磷酸化，保护脂质不发生过氧化损伤；是

强有力的金属螯合剂，可螯合金属离子，在体内形成惰性化

合物；保护和稳定维生素 C，有助于维生素 C 的吸收和利用。

研究表明不仅能够有效清除自由基，防止脂质发生过氧化损

伤，还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从而达到保护作用。

花青素的独特功效广泛应用在医学、食品业、化妆品业

和保健品行业中,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花青素需求年增长率达到了

23%,总销售额达到 58 亿美元。目前,在花青素使用的主要

市场中,欧洲和韩国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六） 花青素的结构鉴定：

花青素的结构鉴定可以采用高效液体相色谱法对花青

素单一成分结构的鉴定，可以用 HPLC 对贵州黑糯米稻米表



皮中提取的三种花青素结构进行鉴定，用 UV-VIS、IR、

H-NMR 和 HPLC 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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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花青素，是一种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物类黄酮，

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清除人体内自由基最有效的天然抗氧

化剂。一般为红棕色粉末，气微、味涩，溶于水和大多有机

溶剂。是一种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物类黄酮，是自然界中

广泛存在的一大类聚多酚类混合物，广泛分布于植物界，如

紫甘薯、葡萄、蓝莓、桑葚等植物中。实验表明，酰基化的

花青素分子可以使花青素的稳定性提高，而紫甘薯花青素分

子是酰基化的花青素分子，所以其稳定性较强，应用前景广

泛。

进一步了解我

国中医药事业

的博大情深，

同时掌握本部

分内容的学习

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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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空题：

花青素是___溶性的,胡萝卜素是___溶性的。

类胡萝卜素按结构特征可分为___和___。由 C、H 两种元素

组成的类胡萝卜素称为 ___,虾青素等含氧衍生物称为___。

花青素随着 OH 的增多，吸收波长___移，___增加，随着甲

氧基增多吸收波长___移，___增加

简答题：

简述影响花色素的稳定因素。

画出花青素的基本母核结构，并进行相应的解释。

加深对本部分

内容只是点的

理解与巩固。

五、案例教学设计

本部分教学内容的活动设计，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课堂气氛浓厚活跃，

结合天然药物化学课程特点，在讲花青素的分子结构和理化性质、提取分离、药

理作用和应用时，为了让学生能主动掌握知识，首先讲解了药食同源的传说，激

励大家从身边学起，热爱我国传统的中医药事业。让学生课前做好充分的预习工

作，课堂上给出花青素的结构式，并对花青素的结构进行讲解，同时提问花青素

变色的原因。同时讲解花青素的理化性质和鉴定方法，根据所学的理化性质进行

相关提取分离的设计，给学生 15 分钟的时间。告诉学生虽然结构复杂，首先找

一下自己认识的官能团，再联想一下这些官能团的性质，由浅入深，启发学生思



维，从而主动掌握知识。同时讲解提取分离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的实验设计进行

讲解和点评。在讲到花青素的药理作用和应用前景的时候，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

让学生基于所学的药理学知识和化学的相关专业知识，讨论有其可能有哪些药理

活性，然后小组间进行交流，从而归纳总结出花青素的药理作用和应用前景，比

单纯讲述能更好的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更好的掌握知识点。

六、教学反思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不是负担”，这句话饱含深刻的道理。对知识有

浓厚兴趣时,就会产生不断前进,渴求新知,欲求明白的强烈渴望就会全身心的投

入到所感兴趣的学习中。在教学中产生不断前进,渴求新知,欲求明白的强烈渴望

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所感兴趣的学习中。在教学中感受到天然药物化学无处不在。

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鼓励学生大胆提问，

耐心细致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表扬，增强学生提问的勇

气和信心。同时本课程设计的目的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运用可以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

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内容，全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

能力，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通过本部分的学习，学生达到了

热爱祖国医药事业等思政方面的学习效果。作为药学及其相关专业的学生，无论

今后从事科研还是去医药单位服务社会，不仅需要严谨博学的专业知识能力，还

需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辩证思维。本课程通过花青素相关知识点的讲授，将人

体内氧化应激的发生与花青素参与调控氧化应激的作用和唯物辩证法有机的结

合起来，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唯物辩证法的

学习，加深了同学们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体内氧化应激的发生是氧化反应和还



原反应平衡被打破，氧化反应产物活性氧的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体内动态

平衡被打破，从而发生质的变化引起损伤，这正是唯物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的

具体体现；而花青素对氧化应激的改善也揭示了事物矛盾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去干预矛盾发展的进程，延缓矛盾爆发的时间和减小矛盾爆发的消极

后果。同时让同学们积极的参与话题的讨论，使其充分认识到了思政教育和专业

知识相统一的重要性，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