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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实验教学探索与研究

张万明，坤燕昌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

!" #$ 自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是大学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关于天然产物提取的经典实验，

该实验目前国内高校大多采用文献〔’〕进行实验教学，但该文献中关于咖啡因提取液炒干时的状态，

加入生石灰中和丹宁酸的量及升华时沙浴的温度等方面不准确，从而在实验教学中经常出现升华

产物色泽不好、咖啡因晶体颗粒短小、甚至无升华产物等现象。为此，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探索与研

究，使上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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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中含有多种生物碱，其中以咖啡碱（又称咖

啡因）为主，约占据’/0#/。另外还含有’’/0’!/的

丹 宁 酸（又 名 鞣 酸 ），",(/的 色 素 、纤 维 素 、蛋 白 质

等。

! 3456789:

!,’ 34567
已粉粹的茶叶、滤纸、乙醇、索氏提取器、电热砂

浴、温度计、耐火板、蒸发皿、漏斗

!,! ;<
!,!,’粗咖啡因的提取 把粉粹的茶叶装入滤纸筒中

放入脂肪提取器中，圆底烧瓶中加入&#/的乙醇，逆

流浸提两小时（每秒("滴左右）。

!,!,!蒸馏浓缩浸提液

!,) 中和、干燥、升华提纯咖啡因

!,+ 加入12*中和丹宁酸，在可调电炉上炒干浓缩

浸提液，用电热砂浴恒温升华提纯咖啡因，具体研究

情况见表一。

=’

样品 浓缩液 12* 炒干 砂浴 升华时间

编号 （34） （克） 状态 （摄氏度） （分钟）
现 象 备 注

样品’ !" + 黄褐色 ’.+0’.( ’#
漏斗壁上有黄酮色素露

珠出现、咖啡因晶体极

少、颗粒小。

初步分析：没有炒干湿存水和

结晶水、色素随水蒸汽上升。

样品! !" + 深褐色 ’&. ’#
漏斗颈内壁上出现水珠

和少量黄色素滴、晶体

极少、颗粒小。

升温到’&.度0!"(度， 继 续 升

华表"分钟后， 晶体增极少。

初 步 分 析 ： 丹 宁 酸 未 完 全 中

和 、 没 有 炒 干 湿 存 水 和 结 晶

水 、色 素 随 水 蒸 汽 上 升 、咖 啡

因升华较难。

样品) !" . 黄褐色 ’.+0’&" ’#
有水珠于漏斗壁、滤纸

上 有#33长 的 结 晶 物 、

色泽为黄。

初步分析：丹宁酸基本完 全 中

和、但还没有完全炒干湿 存 水

和结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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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综和分析显示，完全中和丹宁酸、炒干湿存

水和结晶水及控制升华温度与时间是实验成功的关

键。即每"#$蒸馏浓缩浸提液中加入%&’()中和丹宁

酸，焙炒至灰褐色、外逸蒸汽味明显、再用电炉余热

焙炒至黑褐色、有白色蒸汽外拽时，控温*+%,*++-，

升华*"#./，冷却后即可得到",0##长结晶、结晶呈

白色针状；其熔点为%!12"-，即纯粹的咖啡因。

样品 浓缩液 ’() 炒干 砂浴 升华时间

编号 （#$） （克） 状态 （摄氏度） （分钟）
现 象 备 注

样品1 %3 + *+0,*43 *"

灰褐色、

有 蔬 散

颗 粒 及

部 分 粉

尘

残渣呈黑褐色、结晶极

少、漏斗壁不见水珠和

黄色素滴。

初步分析：炒干时温度过 高 、

时间过长、咖啡因已大部 分 挥

发。

样品" %3 + *4%,*4+ *"

灰褐色、

外 逸 蒸

汽 味 明

显

色素珠滴较少、有明显

",0##长结晶、但结晶

稍微显黄。

初步分析：还未完全炒干 。 对

比分析显示：在丹宁酸完 全 中

和的情况下、炒干湿存水 和 结

晶 水 是 升 华 结 晶 色 泽 好 坏 的

关键。

样品0 %3 + *+%,*++ *"

灰褐色、

外 逸 蒸

汽 味 明

显、再用

电 炉 余

热 焙 炒

至 黑 褐

色、有白

色 蒸 汽

外拽

漏斗壁、颈内均无色素

珠滴、有明显",0##长

结晶、但结晶呈白色针

状；取结晶品尝味道极

苦；用熔点测定仪测其

熔点为%!12"摄氏度。

对比综和分析显示：完全 中 和

丹宁酸、炒干湿存水和结 晶 水

及 控 制 升 华 温 度 与 时 间 是 实

验成功结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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