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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茶叶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的 
含量测定 

费文静 1, 诸  晨 1, 许纪锋 1, 丁  慧 1, 钱  勇 2*, 谢天培 2 

(1. 上海佰年诗丹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3; 2. 上海诗丹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  201203) 

摘   要: 目的  建立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茶叶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的含量, 并对比不同茶叶中 EGCG的含量。方法  对不同产地茶叶样品用 70%甲醇提取 10 min, 提取后

冷却至室温, 提取溶液经过离心; 采用反相色谱柱Agilent SB-C18 (4.6 mm×250 mm, 5μm) 检测, 以流动相A(90 

mL乙腈:20 mL乙酸:2 m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888 mL水)、流动相 B(800 mL乙腈:20 mL乙酸:2 mL 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178 mL水)梯度洗脱, 流速 1.0 mL/min, 柱温 35 ℃, 检测波长 278 nm。结果  EGCG在 78.0~468.0 

μg/mL的范围内与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r2=1.0000), 平均加标回收率为 95.6%, RSD为 1.29%。结论  

该方法简单、灵敏、稳定、可靠, 可用于不同茶叶 EGCG的含量测定。实验同时发现, 不同茶叶由于产地和工

艺不同, EGCG含量差异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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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in different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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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andard Testing Lab (Shanghai) Co., Ltd., Shanghai 201203, China; 2. Shanghai Nature Standard R&D and Biotech Co., 
Ltd.,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 in tea by 

reverse 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RP-HPLC), and compare the content of EGCG 

in different tea. Methods  Different tea was extracted for 10 min by 70% methanol solution; extraction solution 

was placed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n centrifuged. The chromatographic column was Agilent SB-C18 (4.6 

mm×250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A was ACN: HAC: EDTA-2Na: H2O = 90:20:2: 888 and the mobile 

phase B was ACN: HAC: EDTA-2Na: H2O = 800:20:2: 178.  The flow was 1.0 mL/min,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5 ℃ and 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278 nm. Results  EGCG had good linearity with the peak areas in 

78.0~468.0 μg/mL (r2=1.0000).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95.6% and the RSD was 1.29%.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 sensitive, stable and reliable and it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EGCG in tea.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EGCG conten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tea due to the different origin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tea;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content determination; reverse 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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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茶叶为山茶科植物茶(Camellia sinensiskuntze)的

芽叶, 具有抗癌、抗衰老、防治心血管疾病、提高人

体免疫力等多种奇特功效[1,2], 这些功效是茶叶中各

种物质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茶叶中已发现的化

学成分有 500多种, 其主要成分有咖啡因、茶多酚、

氨基酸以及蛋白质等[3,4]。茶多酚是茶叶中多酚类物

质的总称, 是茶叶中重要的功能性成分, 由于具有抗

氧化、抗肿瘤、调节血脂以及降低血糖等多种功效, 

被誉为 21 世纪对人类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的化合物
[5-8]。茶多酚占茶叶干重的 22%~30% [9], 主要由儿茶

素类、黄酮类、酚酸类、花色素类等 4类物质组成。

儿茶素类物质占茶多酚总量的 60%~80%[10,11], 主要

包括儿茶素((+)-catechin, C)、表儿茶素((-)-epicatechin, 

EC)、没食子儿茶素((-)-gallocatechin, GC)、表没食子

酸儿茶素(epigallocatechin, EGC)、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catechin gallate, CG)、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picatechin gallate, ECG),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gallocatechin gallate, GCG)、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

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EGCG的含

量占茶多酚总量的 50%~60%, 结构如图 1 所示, 具

有抗氧化、防癌、抗癌等功效[12,13]。目前对茶多酚类

物质的测定方法研究较多, 采用的方法包括紫外吸

收法、薄层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高效液相色谱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14,15]。从灵敏度、准确性上看, HPLC 法是目前最为

有效的方法, 但是前人方法往往存在前处理步骤繁

琐、检测分离度不高、准确性不高等问题。本文通过

总结前人研究方法[1,10,14,15], 建立了反相高效液相色

谱法检测茶叶中的 EGCG, 该方法简单、灵敏、稳定、

可靠, 可用于不同茶叶中 EGCG的含量测定。同时本

文对市售茶叶中 EGCG 的含量进行检测 , 以研究

EGCG 在茶叶的不同生产工艺中的含量变化规律 , 

为茶叶的等级评定和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试剂 

EGCG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茶叶

样品均为市售品。 

乙腈(色谱纯, CNW); 水为超纯水(自制); 其他

试剂均为分析纯(Adamas)。 

 

图 1  EGCG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 of EGCG 
 

2.2  仪器与设备 

Agilent 12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 DAD 检测器 , 

Chemstation 色谱工作站 (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 

AUW-220D 电子天平(日本岛津); Purelab Option S7

纯水机(威立雅 ELGA); W2-100SP 恒温水浴锅(上海

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TGL-16C常温离心机(上海安亭

科学仪器厂)。 

2.3  实验方法 

2.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Agilent SB-C18色谱柱(250 mm×4.6 mm, 

5 μm); 流动相: 流动相 A(90 mL乙腈:20 mL乙酸:2 

mL EDTA-2Na:888 mL 水); 流动相 B(800 mL 乙

腈:20 mL乙酸:2 mL EDTA-2Na:178 mL水), 0~10 min 

100%A, 10~25 min A从 100%到 68%, 25~35 min A保

持 68%, 35~36 min A从 68%到 100%, 36~40 min A保

持 100%; 体积流量为 1.0 mL/min; 检测波长为 278 

nm; 柱温 35 ℃。 

2.3.2  稳定溶液的制备 

分别将 25 mL EDTA-2Na 溶液(10 mg/mL, 现

配)、25 mL抗坏血酸溶液(10 mg/mL, 现配)、50 mL

乙腈加入 500 mL容量瓶中, 用水定容至刻度, 摇匀。 

2.3.3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EGCG对照品 11.70 mg置 25 mL容量

瓶中, 加稳定液稀释至刻度, 摇匀, 得 EGCG 标准贮

备液 0.468 mg/mL。 

2.3.4  供试药材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粗粉约 0.2 g, 精确称重, 置于 10 mL离

心管中, 加入经 70 ℃预热过的 70%甲醇 5 mL, 润湿, 

立即移入 70 ℃水浴中, 浸提 10 min(隔 5 min搅拌一

次), 浸提后冷却至室温, 转入离心机在 3500 r/min转

速下离心 10 min, 将上清液转移至 10 mL容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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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渣再用 5 mL 的 70%甲醇提取一次, 重复以上操

作。合并提取液并定容至 10 mL, 摇匀, 过 0.45 μm

微孔滤膜, 待用。精确移取 2 mL上述溶液至 10 mL

容量瓶中, 用稳定液定容至刻度, 摇匀, 过 0.45 μm

微孔滤膜, 作为供试品溶液。 

3  结果与分析 

3.1  线性范围的考察 

分别精确量取 EGCG 标准贮备液适量, 用稳定

液分别稀释成浓度为 78.0、93.6、117.0、234.0、468.0 

μg/mL的 5个工作液, 按照上述色谱条件分别进样 10 

μL, 测定。以峰面积值(Y)为纵坐标, 对照品进样量(X)

为 横 坐 标 绘 制 标 准 曲 线 , 其 回 归 方 程 为 : 

Y=12606.1502X-0.0905, r2=1.0000(n=5)。 EGCG 在

78.0~468.0 μg/mL浓度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3.2  精密度试验 

分别取EGCG工作溶液, 连续进样 6次, 每次 10 

μL, 分别测得 EGCG 峰面积 RSD 为 0.77%, 表明仪

器的精密度好。 

3.3  稳定性试验 

分别取 EGCG工作溶液, 每隔 0、1、2、4、6、 

8、10 h进样一次, 连续进样 7次, 每次 10 μL, 分别

测得 EGCG 峰面积 RSD 为 0.61%, 表明对照品溶液

在放置 10 h内稳定。 

3.4  重现性试验 

精确称取同一批次茶叶样品粗粉5份, 按上述供

试品制备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 按色谱条件检测, 进

样量为 10 μL, 计算 EGCG的含量, EGCG含量平均

值为 75.9 mg/g, RSD为 1.45%。 

3.5  加样回收率试验 

取已知含量的茶叶样品粗粉 6份, 精确称重, 分

别准确加入 EGCG标准贮备液(0.468 mg/mL)0.5、1、

2 mL 各 2 份, 按上述供试品制备方法制得供试品溶

液, 按色谱条件检测, 进样量为 10 μL, 测得 EGCG

加标回收率为 95.6%, RSD为 1.29%。 

3.6  不同品系的茶叶含量测定 

取市售不同品系的茶叶样品 , 按上述供试品

制备方法制得供试品溶液, 按色谱条件检测, 进样

量为 10 μL, 样品进样 3次, 测定 EGCG的含量, 检

测代表图谱见图 2, 测定结果见表 1(均保留 3 位有

效数字)。 

 

图 2  EGCG色谱图 

Fig. 2  Chromatogram of EGCG 
(注: A为 EGCG对照品; B为茶叶提取样品; 1为 EGCG) 

(Note: A: EGCG reference standard sample; B: extract sample of tea; 1: EG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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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品系茶叶中 EGCG 的含量(n=3) 
Table 1  Content of EGCG in different tea (n=3) 

品系 品种 含量(g/kg) RSD(%) 品系 品种 含量(g/kg) RSD(%) 

绿茶 

碧螺春 

75.8 

0.35 

青茶 

乌龙茶 

35.6 

0.74 76.2 35.7 

75.7 36.1 

碧螺春(艺福堂) 

95.6 

0.36 安溪铁观音 

33.3 

0.80 95.0 32.8 

95.6 33.2 

明前龙井 

45.5 

0.66 御品观音 

30.5 

1.75 44.9 30.7 

45.2 29.7 

西湖龙井 

56.4 

0.61 韵香铁观音 

36.8 

0.95 57.0 36.2 

57.0 36.2 

太平猴魁 1 

56.1 

1.12 

红茶 

金骏眉 1 

6.72 

1.27 57.4 6.82 

57.1 6.65 

太平猴魁 2 

67.0 

0.40 金骏眉 2 

1.46 

1.80 66.9 1.45 

66.5 1.50 

黄茶 蒙顶黄芽 

47.3 

0.73 正山小种 1 

6.49 

0.31 47.9 6.51 

47.3 6.53 

白茶 

安吉白茶 

51.2 

1.17 正山小种 2 

6.12 

0.19 52.3 6.10 

52.2 6.12 

福鼎白茶 

42.8 

0.61 范山红 

5.92 

0.43 43.3 5.87 

43.2 5.90 

野生极品牡丹 

50.5 

0.72 立顿红茶 

2.62 

0.59 49.8 2.60 

50.0 2.59 

2008年有机银针 

42.1 

1.22 

黑茶 

普洱 

0.412 

0.85 42.1 0.415 

43.0 0.408 

2012年有机银针 

47.6 

1.27 藏茶 

0.223 

1.85 47.5 0.215 

48.6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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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实验通过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6 大品系 24

种不同茶叶中的 EGCG 含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表明

绿茶中的 EGCG 含量较多, 黑茶中的 EGCG 含量较

少。研究表明茶叶中的 EGCG 含量与产地和生产工

艺密切相关, 随着发酵度的增加, EGCG 的含量逐渐

减少。EGCG是茶叶中儿茶素类成分的代表物质, 因

此 EGCG 含量高的茶叶儿茶素类总量也相应较高。

本实验为选择较高含量 EGCG茶叶饮品提供了参考。 

同时, 本实验通过方法学验证, 证明该法具有

良好的线性、精密度和回收率, 同时提取操作较前人

方法更简便, 分离度和准确性较高 [1,10,14,15], 可用于

茶叶中的 EGCG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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