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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泡桐花黄酮抗氧化性的初步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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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7o 乙醇提取毛泡桐花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研究了黄酮提取物对猪油的抗氧化性能 ，并 

考察了柠檬酸对黄酮提取物的增效作用。结果表明：毛泡桐花黄酮提取物对猪油具有抗氧化活性，并随提 

取物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强；柠檬酸对黄酮提取物的抗氧化性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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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黄酮类化合物是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一大类天然产物，是许多中草药的有效成分。现代研究证 

明黄酮类化合物除了具有良好的药用保健功能，如抗衰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降血脂降血压作用、 

降低血糖作用、抗癌作用等，黄酮类化合物还是一类性能优良的天然抗氧化剂。目前，食品工业中经 

常使用的 2，6一二叔丁基对甲酚(BHT)、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BHA)及叔丁基对苯二酚(TBHQ)等 

人工合成抗氧化剂的安全性受到科学家的质疑，因而从天然植物中寻求高安全性的天然抗氧化剂 

成为研究的热点[1 ]。毛泡桐(Pauhr~nia Tomentosa Steud)又名紫花桐，系玄参科泡桐属植物，在我 

国广泛栽培 ]。已有文献报道毛泡桐花中含有一定量的黄酮类化合物 j，而对毛泡桐花黄酮提取物 

抗氧化性能的研究未见文献报道。对毛泡桐花中黄酮类物质抗氧化能力的研究，可为这种天然植物 

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2 实验部分 

2．1 仪器、试剂与材料 

仪器 ：FA电子天平(Jr京塞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SHB一Ⅲ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 

城科工贸有限公司)；DZF一6020型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752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试剂：无水乙醇、石油醚、三氯甲烷、冰乙酸、碘化钾、硫代硫酸钠、柠檬 

酸、可溶性淀粉、氢氧化钠等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材料：毛泡桐花采自豫北地区，经干 

燥粉碎后备用；猪油，新鲜板油炼制。 

2．2 实验方法 

2．2．1 毛泡桐花总黄酮的提取 

称取一定量的毛泡桐花于圆底烧瓶中。按 1：12的料液比加入 70 乙醇回流提取 2h，冷却，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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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用少量 7o％L醇洗涤滤渣数次，合并滤液，按体积比 1：1加入石油醚萃取，弃去醚层，然后将 

提取液减压浓缩成膏状，转移至干燥的蒸发皿中置 65 C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得到粗黄酮粉。 

2．2．2 黄酮类化合物的定性检验 

取一定量的毛泡桐花提取物分男0与 4 NaOH，1 9／6三氯化铁进行显色反应，观察颜色变化；取 

一 定量毛泡桐花提取物配成一定浓度的溶液测其最大吸收波长。 

2．2．3 抗氧化 性 测 定 

采用烘箱储藏法，将纯猪油及添加了一定量提取物的猪油置于 65 oc：~右的烘箱中，定时取样， 

按 GB5009．37—1985方法测定样品的过氧化值(POV值)。计算样品的 POV值。计算公式为： 

POV-- ( — )×C／m×1000 

式中：P()v——样品的过氧化值，meq／kg； ——样品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I ； —— 

空白试剂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I ；C——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mol／I ； 

— — 油样质量，g。 

2．2．4 猪油过氧化值到达诱导期时间的测定 

根据食用油脂卫生标准的规定，当POV值为 19．7meq／kg时，动物油脂达到酸败点；样品的 

POV值超过 19~'7meq／kg时所用的时间即为诱导期，诱导期时间越长，其抗氧化活性越强。 

3 结果与分析 

3．1 毛泡桐花黄酮的定性试验结果 

实验结果表明，毛泡桐花提取液与 NaOH反应，溶液变黄色，与三氯化铁反应，生成墨绿色溶 

液。取一定量的提取液配成水溶液，在 200--400nm范围内进行扫描，在 290nm，325nm处出现了 2 

个最大吸收峰，这是黄酮类物质在紫外区的特有吸收峰。这说明毛泡桐花提取物中可能含有黄酮 

类、黄酮醇类、双氢黄酮类等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3．2 毛泡桐花黄酮对猪油的抗氧化作用 

各样品POV值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 1可以看出，相对于对照样，在猪油中添加 

不同量的粗黄酮粉，对猪油的氧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随黄酮添加量的增大，抗氧化性增强。 

表 1 毛泡桐花黄酮对猪油的抗氧化作用 

7．O5 

8．47 

9．06 

9．49 

12．06 

l4．57 

l8．86 

3．3 柠檬酸对毛泡桐花黄酮的增效作用 

由表 2可以看出，添加黄酮 0．04％+柠檬酸 0．o4％的猪油的POV值与添加黄酮 0．08 猪油 

的POV值相当，添加黄酮 0．o8％+柠檬酸 0．08％的猪油的 POV值略高于添加黄酮 0．16％猪油 

的 POV值，这说明柠檬酸对毛泡桐花黄酮的抗氧化能力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柠檬酸无毒、安全、 

价格低廉，是一种可以考虑使用的增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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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毛泡桐花黄酮抗氧化能力的评价 

由图 1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加抗氧化 

剂的猪油对照样的诱导期时间最短，加入 

毛泡桐花黄酮后，诱导期时间变长，并随 

黄酮添加量的增加而延长，并且由图 I还一 

可看出 2，4两暗带的高度相差不大，即诱 

导期时间基本相同，2中毛泡桐花黄酮含 

量为 0．08 ，而 4中黄酮含量为 0．04 ， 

虽然 4中黄酮的含量较少，但诱导期时间 

却基本相同。这说明毛泡桐花黄酮具有～ 

定的抗氧化性，并且柠檬酸对毛泡桐花黄 

酮的抗氧化能力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4 结论 

(1)用 70 乙醇提取的毛泡桐花中 

含有黄酮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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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猪油样品的诱导期时间 

1——猪油对照样，诱导期时间为 142h； 

2——黄酮 0．08 ，诱导期时间为 2l1 h． 

3——黄酮 0．16 ，诱导期时间为 Z85h； 

4一一黄酮 0．o4 +柠檬酸 0．04 ．诱导期时间为 2l3h； 

5——黄酮 0．08 +柠檬酸 0．08 ，诱导期时间为 242h。 

(2)毛泡桐花黄酮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并随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强。 

(3)柠檬酸对毛泡桐花黄酮具有明显的增效作用。 

(4)本实验提取的毛泡桐花黄酮为粗提物，如能进一步分离纯化，其抗氧化性应该会更加显 

著，因此关于毛泡桐花中黄酮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性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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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lavonoids was extracted by 70 alcohol as solvent from the paulownia tc~nentosa 

teud flower．The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the extract tO 1ard oi1 was studied．The potentiating effect 0f 

citric acid on the extraction was also studied． The the extracted flavonoids shown antioxidative 

activitv to lard oil and became strong with the extraction addition increased．The citric acid has notable 

potentiating effect on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flavonoids． 

Key words Paulmvnia Tomentosa Steud Flower。Flavonoids，Antioxidative Activity，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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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馆照片中有 62张是取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编《卢嘉锡从事科研和教育六十年》一书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啦版 

社．1995年 8月·以及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和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会筹备组编《科学巨匠教育名家卢嘉拐逝世周年纪念文榘》， 

2002年 6月#1张取自于《人民日报》．2001年 6月 11日；以上照片的原说明．略有改动l还有两张为本馆收集．I兑明的本馆所写 顺序按 
年代先后排列(首末两张除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