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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

洗护用品组合物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植物提取技术领域及日用精细

化学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有植物提取物

的洗护用品组合物。一种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

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物，含有：利

用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黄酮；依次

提取青蒿素及黄酮后的黄花蒿残渣用有机溶剂

提取得到的挥发油；以及洗护用品辅料。本发明

利用提取完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来制备洗护

用品组合物，实现了对该资源的再生利用。该洗

护用品组合物使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

残渣提取的黄酮和挥发油作为有效成分，对使用

者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美白、抑菌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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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含

有：利用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黄酮；依次提取青蒿素及黄酮后的黄花蒿残渣

用有机溶剂提取得到的挥发油；以及洗护用品辅料；

所述黄酮与挥发油的质量比为20~40：60~80；

所述黄酮与挥发油的总质量占洗护用品组合物重量的1%~1.5%；

所述黄酮的提取方法为：

（1）将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在60℃烘箱中恒温烘至恒重，放进粉碎机中粉碎，过

筛，密封保存备用；

（2）将步骤（1）所得残渣粉末用乙醇溶液辅以超声波提取，过滤后得到黄花蒿残渣总黄

酮提取液；

（3）步骤（2）所得物料浓缩去除乙醇，离心去除杂质后取上清液，得到黄酮粗提液；

（4）步骤（3）所得黄酮粗提液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法提纯，得到黄酮；

所述挥发油的提取方法为：使用提取总黄酮后的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用有机

溶剂回流提取法，得到回流抽浸液，挥发浓缩、精制提纯后得到挥发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

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残渣粉末与乙醇溶液的料液比为1g:10~40  mL，乙醇溶液的体积百

分比为30%~60%，提取时间为20~50min，提取温度为40~60℃，超声功率为300W。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

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残渣粉末与乙醇溶液的料液比为1g:40  mL，乙醇溶液的体积百分

比为40%，提取时间为20min，提取温度为60  ℃，超声功率为300W。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

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挥发油的提取方法为：使用提取总黄酮后的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

渣，按料液比1g:10mL 的比例加入正己烷，放入恒温搅拌器中，接上回流冷凝管，调节转速

为60r/s，温度为75℃，回流提取3小时，将回流浸液抽滤收集，重复提取黄花蒿残渣，回流抽

浸液混合后进行挥发浓缩，并用无水乙醇溶解，密封放置在-20℃冰箱中过夜，次日抽滤除

去析出物，收集乙醇浸液，减压蒸馏除去乙醇，得到墨绿色的挥发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

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护用品组合物为沐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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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提取技术领域及日用精细化学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有植

物提取物的洗护用品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inn）又叫黄蒿，是菊科蒿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广泛

分布在国内各省，为中国传统中草药，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多种衍生物双氢青蒿素、

青蒿琥酯、蒿甲醚、蒿乙醚,均有抗疟、抗孕、抗纤维化、抗血吸虫、抗弓形虫、抗心律失常和

肿瘤细胞毒性等作用。目前青蒿素用于疟疾防治的价值已被人类认识和接受，世界卫生组

织已把青蒿素的复方制剂列为国际上防治疟疾的首选药物。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自

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

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0003] 黄花蒿的使用量巨大，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被大量废弃，这些黄花蒿残渣

如何进行再利用，使其继续发挥价值，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中国专利申请

201210270400.5公开了一种黄花蒿和黄花蒿工业提取剩余物作为制备咖啡酰奎尼酸原料

的应用，为黄花蒿残渣的再利用提供了一个出路。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

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物，该洗护用品组合物使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提取

的黄酮和挥发油作为有效成分，对使用者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美白、抑菌效果。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洗护用品组合物，含有：利用提

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黄酮；依次提取青蒿素及黄酮后的黄花蒿残渣用有机溶剂

提取得到的挥发油；以及洗护用品辅料。

[0007] 优选的，所述黄酮与挥发油的质量比为20~40:60~80。发明人研究发现，单一的黄

酮或挥发油对羟自由基的清除效果都不明显，但黄酮和挥发油混合后的效果比单一成分要

好，且当混合成分比例在60~80挥发油:20%~40%黄酮时，其效果最明显，清除效率达到高峰。

[0008] 优选的，所述黄酮与挥发油的总质量占洗护用品组合物重量的1~1.5%。

[0009] 优选的，所述黄酮的提取方法为：

[0010] （1）将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在60℃烘箱中恒温烘至恒重，放进粉碎机中粉

碎，过筛，密封保存备用；

[0011] （2）将步骤（1）所得残渣粉末用乙醇溶液辅以超声波提取，过滤后得到黄花蒿残渣

总黄酮提取液；

[0012] （3）步骤（2）所得物料浓缩去除乙醇，离心去除杂质后取上清液，得到黄酮粗提液；

[0013] （4）步骤（3）所得黄酮粗提液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法提纯，得到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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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2）残渣粉末与乙醇溶液的料液比为1g:10~40  mL，乙醇溶液

的体积百分比为30%~60%，提取时间为20~50min，提取温度为40~60℃，超声功率为300W。

[0015] 更进一步优选的，步骤（2）残渣粉末与乙醇溶液的料液比为1g:40  mL，乙醇溶液的

体积百分比为40%，提取时间为20min，提取温度为60℃，超声功率为300W。经试验测定，在上

述条件下，总黄酮的提取率最高，可达到7.85%。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挥发油的提取方法为：使用提取总黄酮后的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

蒿残渣，用有机溶剂回流提取法，得到回流抽浸液，挥发浓缩、精制提纯后得到挥发油。

[0017] 优选的，所述挥发油的提取方法为：使用提取总黄酮后的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

残渣，按料液比1g:10mL的比例加入正己烷，放入恒温搅拌器中，接上回流冷凝管，调节转速

为60r/s，温度为75℃，回流提取3小时，将回流浸液抽滤收集，重复提取黄花蒿残渣，回流抽

浸液混合后进行挥发浓缩，并用无水乙醇溶解，密封放置在-20℃冰箱中过夜，次日抽滤除

去析出物，收集乙醇浸液，减压蒸馏除去乙醇，得到墨绿色的挥发油。

[0018] 所述洗护用品组合物为沐浴露。也可以是润肤露、洗面奶、面霜、爽肤水、精华液等

产品。所用的洗护用品组合物辅料为化妆品领常规技术，因此不做详细说明。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利用提取完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来制备洗护用品组合物，实现了对该资

源的再生利用。该洗护用品组合物使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提取的黄酮和挥发

油作为有效成分，对使用者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美白、抑菌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用提取青蒿素剩余的黄花蒿提取的黄酮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折线图。

[0022] 图2为用提取青蒿素剩余的黄花蒿提取的黄酮的过氧化值曲线图。

[0023] 图3为用提取青蒿素剩余的黄花蒿提取的黄酮的酪氨酸酶的抑制效果曲线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所得挥发油的抑菌效果图。

[0025] 图5为对实施例制备的沐浴露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曲线图。

[0026] 图6为实施例制备的沐浴露对酪氨酸酶的抑制率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实施例

[0028] 一种利用提取青蒿素后剩余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沐浴露，含有利用提取青蒿素后

的黄花蒿残渣制备的黄酮、依次提取青蒿素及总黄酮后的黄花蒿残渣用有机溶剂提取得到

的挥发油、以及洗护用品辅料。

[0029] 其中，黄酮的提取方法为：

[0030] 1）将提取青蒿素后的黄花蒿残渣在60℃烘箱中恒温烘至恒重，放进粉碎机中粉

碎，并过40目筛，密封保存备用。

[0031] 2）精确称量上述残渣粉末，按料液比1g:40  mL加入体积份数为40%的乙醇，提取

20min，恒温水浴60  ℃，300  W  超声辅助重复提取两次，两次提取液混合、过滤，得到黄花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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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渣总黄酮提取液。

[0032] 3）将黄花蒿残渣总黄酮提取液在60℃恒温磁力搅拌器中浓缩，150r/min，直到完

全除去乙醇为止（参照加入乙醇的体积分数和体积，或直到闻不到酒精味），在3000r/min下

离心10min,取上清液于50mL容量瓶中，沉淀加适量蒸馏水洗涤溶解，再次离心，上清液为黄

酮粗提液。经NaNO2-Al(NO3)3-NaOH 法测定，黄酮粗提液的提取率达到7.85%。

[0033] 4）步骤3）所得黄酮粗提液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柱层析法提纯，得到黄酮。

[0034] 对所得到的黄酮纯化物的抗氧化性能进行如下测定：

[0035] 对羟自由基的清除

[0036] 参照Fenton反应的方法建立反应体系（Fe2++H2O2→Fe+OH-+·OH）模型，产生·OH，

但由于·OH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存活时间短，若在反应体系中加入水杨酸，就能有效地捕

捉·OH，并产生有色产物，该产物在510nm处有强吸收，若在此反应体系中加入具有清除·

OH功能的被测物，便会与水杨酸竞争·OH，从而使有色产物生成量减少，采用固定反应时间

法，在相同体积的反应体系加入一系列浓度梯度的待测液，以待测液空白组，在510nm处测

量不同的吸光值。

[0037] 取若干10mL离心管，依次加入0.3mL  9mmol/L  FeSO4溶液,0.3mL  9mmol/L水杨酸-

乙醇溶液，不同浓度的样品液，混匀，加入0.3mL8.8mmol/L  H2O2溶液。将离心管置于37℃恒

温水浴箱中反应30min，流水冷却，各管分别加入蒸馏水，使体系最终体积为5mL，3000r/min

离心10min,取上清液于下510nm处测定吸光值  A0、Ax及  Ax0，重复3次测定。其对羟  基自由

基的清除率按以下公式计算：

[0038] 清除率=[1-（Ax-A  x0)/A0]×100%

[0039] 清除率公式中:  A0为空白样液吸光值（不加样液）；Ax为待测样品液吸光值；A  x0为

本底吸光值（只加样液）。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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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实验记录表

[0043]

[0044] 清除率=[1-（Ax-Ax0)/A0]×100%

[0045] 清除率公式中:  A0为空白样液吸光值（不加样液）；Ax为待测样品液吸光值；Ax0为

本底吸光值（只加样液）。

[0046] 由图1的折线图可知，黄花蒿残渣总黄酮纯化物对羟基自由基( ·OH)  具有清除

能力，但总体清除效果低于柠檬酸及抗坏血酸，当黄花蒿残渣总黄酮纯化物质量浓度由0. 

2  g/L  提高到1  g/L，羟基自由基的清除效率提高较快；当质量浓度大于1g/L时，清除效率

无明显变化。

[0047] 对油脂的抗氧化性

[0048] 在无水酸性条件下，油脂中的过氧化物使I-定量氧化成I2，I2与I-结合生成易溶于

水的I3-，利用I3-的颜色与标准碘液进行比较定量。在353  nm  波长下,I2含量( ρ)在0～100 

mg/L内与吸光度(  A)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总黄酮提取物对油脂的抗氧化性采用国际上通用

的烘箱强化贮存法:用适量质量浓度的黄酮纯化液加到液状油脂中，充分搅拌，在恒温箱中

贮存，以不加任何抗氧化剂作对照组，不同时间取样测定油脂的过氧化值。并分别用抗坏血

酸和柠檬酸溶液按上述方法测定过氧化值,比较各种抗氧化剂的抗氧化能力。

[0049] 碘含量标准曲线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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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在一系列干燥10  mL比色管中，分别加入4  mL的氯仿—冰醋酸溶液，0.12mL碘化钾

饱和碱液,加一管混匀一管.然后加3mL蒸馏水，再分加入碘标准液0.0、0.1、0.2、0.4、0.6、

0.8、1.0  mL。然后加蒸馏水至刻度，加塞摇匀，静置约5-10  min，待分层后，取上清液移入

1cm的石英比色皿中,以零管作参比,在353  nm  波长下测其吸光度,根据所对应的浓度作标

准曲线。

[0051]

[0052] 标准曲线方程：y=234x  +  0.6609，R2=0.9886,y为I2含量。

[0053] 具体实验步骤为

[0054] 1.在100  mL三角瓶中加入24  mL  按V(油)∶V(黄酮纯化液)  =  5∶1  配比的混合液。

在40℃烘箱中反应，间隔60  min取待测样品0.1mL于干燥15  mL比色管中，加入氯仿－冰醋

酸溶液4  mL，混合搅匀，加入KI饱和碱液0.12  mL，轻摇30  s，置暗处3  min。

[0055] 2.然后加蒸馏水至刻度，加塞、颠倒，混匀2～3次，静置约5～10  min，待水相澄清

后，取上清液于1  cm  石英比色皿中，在353  nm  处以空白作参比，读取各管的吸光度A并计

算出碘生成量，按公式计算过氧化值(  POV/%)  。

[0056] POV/%=（I2含量(μg)/样品量0.086g)）×100

[0057] 结果记录表

[0058]

[0059] 过氧化值曲线图参见图2。从图2可看出，添加黄酮后，过氧化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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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说明黄酮对油脂的氧化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1g/L的黄酮对动物油脂的抗氧化

性显著高于柠檬酸和抗坏血酸。

[0060] 对酪氨酸酶活力的抑制效果（即美白作用）

[0061] 黑色素（melanin）主要由人体皮肤表皮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melanocyte）产生，

它能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然而，黑色素在基底层的异常蓄积会造成色素沉着过度引

起黑斑病、雀斑、老年斑等，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对黑色素生物合成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者发现酪氨酸酶在黑色素生物合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酪氨酸和多巴向黑色素转变

过程中的主要限速酶，它的过量表达是导致色素沉着过度的主要原因。因此，抑制酪氨酸酶

的活性可以阻断黑色素的生物合成反应链，减少黑色素的生成，实现美白的效果。本实验通

过测定酪氨酸酶（MT）催化L-多巴（L-DOPA）产生的多巴醌(  在  475  nm 处有特征吸收峰)的

含量，来评价黄花蒿残渣的黄酮粗提取物以及其他抗氧化剂对酪氨酸酶的抑制作用。

[0062] 实验仪器：紫外分光光度计

[0063] 实验试剂

[0064] 10.0  mg/mL 的母液：取100.0  mg 的黄酮纯化液、柠檬酸和  VC，分别用蒸馏水定

容至  1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10.0  mg/mL  的母液。用时用磷酸缓冲溶液稀释成0.2、0.4、

0.6、0.8、1.0mg/mL。

[0065] 0.2  mol/L磷酸盐缓冲液(  PBS）,pH6.8：取2.84g磷酸氢二钠于小烧杯中，加少量

蒸馏水溶解，与100mL容量瓶中定容，制成0.2moL/L的磷酸氢二钠溶液。同理取2.6g磷酸二

氢钠配成0.2moL/L的磷酸二氢钠溶液。取49mL0.2moL/L的磷酸氢二钠溶液与51mL0.2moL/L

的磷酸二氢钠溶液混合，调节pH6.8。

[0066] 1 .0  mg/mL  L－多巴溶液：称量10mg  L-多巴，用0.2  mol/L磷酸盐缓冲液定容至 

10  mL容量瓶中，配制成1.0  mg/mL 的L－多巴溶液。

[0067] 186  U/mL酪氨酸酶：称取适量酶制剂，用0.2  mol/L磷酸盐缓冲液配制成186  U/

mL。

[0068] 实验操作表

[0069]

[0070] 在10mL干燥的比色管中，按表中依次加入各种试剂，在475nm处测量每一次中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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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吸光值数据，分别为A1、A2、A3、A4。

[0071] 以每分钟  A475增加  0.001  为1个酶活力单位，酶促反应的速度用每分钟  A475增

加值来表示。从混合均匀开始测量，每30秒测定一次，测到  7  min，当A475趋于稳定时，其数

值就是该组的A475。按如下两式计算相对酶活力和酶抑制率。

[0072] 相对酶活力  r=[（A3－  A4）/（A1－  A2）]×100%

[0073] 酶抑制率  R= （1-r）×100%

[0074]

[0075] 图3为络氨酸酶的抑制效果曲线图，由图3可知，黄花蒿黄酮对酪氨酸酶活性具有

一定的抑制效果，当其浓度在0.2~0.4mg/mL时，随着浓度的增加，抑制效果越明显，且大于

柠檬酸及抗坏血酸，当浓度大于0.4mg/mL时，抑制效果不断下降，但始终高于柠檬酸。

[0076] 挥发油的提取方法为：

[0077] 将上述步骤2）提取总黄酮后的黄花蒿残渣粉按1g:10mL的料液比加入正己烷，放

入恒温搅拌器中，接上回流冷凝管，调节转速为60r/s，温度为75℃，回流提取3小时。将回流

浸液抽滤收集，重复提取黄花蒿残渣，回流抽浸液混合后进行挥发浓缩。挥发完正己烷得到

的挥发油粗品含有较多的杂质，如油脂、蜡质、叶绿素等一并被提取出来溶解在挥发油中，

需进一步精制提纯，将挥发油粗品用无水乙醇溶解，密封放置在-20℃冰箱中过夜，次日抽

滤除去析出物，收集乙醇浸液，减压蒸馏除去乙醇，得到墨绿色的挥发油（未除去叶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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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对所得挥发油的抑菌效果进行测试：

[0079] （1）按配方配置菌种的相应的液体和固体培养基，用移液枪吸取5  mL/支装入试

管，在121℃高压蒸汽灭菌锅灭菌20min，冷却后放进恒温培养箱，细菌37℃，真菌28℃，培养

两到三天，观察是否完全灭菌。

[0080] （2）接种：将少量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链球菌在无菌条件下接种至装有牛

肉膏蛋白胨培养液的试管，白色念珠菌接种于土豆培养基，青霉菌接种于查氏培养基。每种

细菌接种2支试管，轻微振荡试管摇匀。置于适宜的恒温培养箱培养，使其充分进行增殖，备

用。

[0081] （3）用打孔器将干净的滤纸制成直径为0.5cm的小圆纸片，干热灭菌后，浸于不同

浓度的挥发油提取液中，使其充分吸收，备用。

[0082] （4）在超净台里用移液枪吸取0.5  mL转接后生长良好的菌悬液，注入相应的菌平

板，涂布均匀。将浸泡处理过的滤纸片沥干，贴在上述含菌平板上，每个平板贴3  片相同黄

花蒿挥发油质量浓度的滤纸片。以丙酮作为空白对照，重复实验2次。置于培养箱中，细菌37

℃培养24h，真菌28℃培养48h。取出量取抑菌圈直径。分析抑菌效果。

[0083] 挥发油的抑菌效果图参见图4，由图4可知，黄花蒿残渣挥发油对实验所选取的5种

菌均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其中对青霉菌的抑制效果最佳，且随着浓度的增加，效果越好；对

其他4种菌的抑制效果变化不明显。

[0084] 沐浴露的配制：

[0085] 设置黄花蒿残渣提取的黄酮及其挥发油的添加范围为0.5%~2%，取1%、1.5%、2%三

个梯度抗氧化实验。其中，黄花蒿残渣提取的黄酮及其挥发油配比如下：

[0086]

[0087] 三个梯度的挥发油油+黄酮的质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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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按比例为C12：C14=2：1称量7.5  g混合脂肪酸，置于小烧杯中，将2.3  g氢氧化钾溶

解成  50  %的水溶液，备用配制时将混合脂肪酸与一定量的去离子水混合后，加热至80℃，

加入50  %氢氧化钾溶液进行皂化反应。待充分反应后加入上述三个梯度的有效成分，加入

蒸馏水至50mL，充分混匀后备用。对其稳定性、抗氧化性，以及其活性效果的检测，来确定沐

浴露的最佳配方，和美白效果进行测定，确定其最佳配方。

[0090] 稳定性测定

[0091] 将上述沐浴露用保鲜膜密封置于0℃和50℃恒温箱中，每隔两天观察其沉淀及分

层情况，根据沉淀及分层情况出现的时间来判定其稳定性，连续观察10天。

[0092] 稳定性记录表

[0093]

[0094] 羟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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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0097] 记录表（对照组已调零）

[0098]

[0099] 各实验组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曲线图参见图5，由图5可知，单种有效成分黄酮或

挥发油对羟自由基的清除效果都不明显，但混合成分的效果普遍比单一成分要好。且当混

合成分比例在60%~80%挥发油，20%~40%黄酮时，其效果最明显，清除效率达到高峰。

[0100] 美白效果

[0101] 实验操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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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0103] 在10mL干燥的比色管中，按表中依次加入各种试剂，在475nm处测量每一次中的4

组吸光值数据，分别为A1、A2、A3、A4。

[0104] 以每分钟  A475增加  0.001  为1个酶活力单位，酶促反应的速度用每分钟  A475增

加值来表示。从混合均匀开始测量，每30秒测定一次，测到  7  min，当A475趋于稳定时，其数

值就是该组的A475。按如下两式计算相对酶活力和酶抑制率。

[0105] 相对酶活力  r=[（A3 －  A4 ）/（A1 －  A2）]×100%

[0106] 酶抑制率  R= （1-r）×100%

[0107] 记录表（A4对照已调零）

[0108]

[0109] 各实验组对酪氨酸酶的抑制率曲线图参见图6，如图6所示，单种有效成分黄酮或

挥发油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效果都不明显，但混合成分的效果明显比单一成分要好。且当混

合成分比例在40%~60%时，其效果最明显，清除效率达到高峰。

[011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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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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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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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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