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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甲醇、乙醇、丙酮、乙酸乙酯4 种有机溶剂冷浸提取 , 分别得到了甲醇提取物( ME) 、乙醇提取物( EE) 、丙酮提取物( AE) 和乙酸
乙酯提取物( EAE) 。然后采用二苯代苦味酰肼自由基( DPPH) 法对不同质量浓度的各提取物进行了自由基清除实验。结果表明 ,4 种溶
剂提取得到的姜黄提取物对DPPH 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不同溶剂所得提取物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有差别 , 其中以丙酮提取物的
效果最佳。鲜姜黄可作为抗氧化物质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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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of Extracts fromFresh Curcu ma Longa L .with Different So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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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 Curcuma Longa L . was cxtracted withfour different sovents dipping at normal temperture to get methanol extract( ME) , ethanol extract
( EE) ,acetone extract( AE) and ethyl acetate extract( EAE) respectively . Thentheir free radical scavcnging activities were measured with 2 ,2- Diphenyl-1-
picrylhydrazyl ( DPPH)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extracts fromfresh Curcu ma Longa L .with different sovents had DPPH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 With different extraction sovents , the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ies of the extracts we also differcent and AE was the best . Fresh Curcuma
Longa L.may develop and utilizate as antioxid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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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非常关心食品的安全性, 特别是合成添加剂对身

体健康的潜在影响。因此,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对于合成食

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进行了大量的测试, 实验显示它们确实对

人类的健康存在潜在的危险[ 1] 。向食品中添加合成抗氧化

物质, 是防止和延缓油脂或富油脂食品氧化变质的重要手段

之一, 然而研究发现, 合成抗氧化剂对人体具有潜在的威胁 ,

如BHA 可造成老鼠前胃增生、乳状瘤甚至癌变 , 在日本已被

禁用;BHT 能使人的 WI- 38 胚胎细胞分裂后期发生阳性的染

色体异常, 甚至导致死亡, 因此在美国和日本已经停止使

用[ 2 - 4] 。随着消费者自身健康意识的提高, 天然抗氧化剂日

益受到重视。因此, 研究开发广谱、高效、安全的天然抗氧化

剂, 已经成为当今食品添加剂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之一[ 5 - 7] 。

姜黄系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主产于四川、广东、广西、

云南、福建、贵州、湖南、台湾等地[ 8] , 性温、味辛、苦 , 具有活

血、散瘀、舒肝解郁的功效[ 9] 。近年来其抗肿瘤[ 10] 、抗炎[ 11] 、

抗氧化[ 12] 等活性受到广泛关注。

为了探讨鲜姜黄中的抗氧化物质, 笔者采用甲醇、乙醇、

丙酮、乙酸乙酯4 种有机溶剂冷浸提取, 分别得到了甲醇提

取物( ME) 、乙醇提取物( EE) 、丙酮提物( AE) 和乙酸乙酯提取

物( EAE) 。再用 DPPH 法 , 分别测定了4 种提取物的抗氧化

活性, 比较了它们的自由基清除能力, 为其应用提供了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鲜姜黄于2007 年3 月采自广西药用植物园, 由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黄克瀛教授鉴定。2 ,2- 二苯代苦味酰基苯

肼基( DPPH) ,C18 H12N5O6 , 相对分子质量394 .33 , Sigma- Aldrich

公司产品;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 AR。

1 .2  仪器 UV/ VIS2802PCS 型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 上海) 仪

器有限公司产品;7230G 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密科学仪器

有限公司产品;SHI MADZUAY120AY120 型电子分析天平 , 岛

津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产品。

1 .3  姜黄中抗氧化物质的提取  将鲜姜黄切碎后放入锥形

瓶中, 用甲醇、乙醇、丙酮、乙酸乙酯4 种有机溶剂冷浸提取 ,

分别得到了鲜姜黄的甲醇提取物、乙醇提取物、丙酮提取物

和乙酸乙酯提取物。

1 .4 DPPH 法测定抗氧化活性( 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5]

在试管中依次加入4 .0 ml 51 .54 mg/ L DPPH 乙醇溶液和1 .0

ml 样品提取、稀释溶剂 , 总体积为5 .0 ml , 混匀后, 用1 c m 比

色皿在517 nm 波长处测吸光值( A) , 记为 A0 ; 加入4 .0 ml

51 .54 mg/ L DPPH 乙醇溶液的溶剂( 乙醇) 和1 .0 ml 待测试样

溶液, 测定值记为 Ar ; 加入4 .0 ml 51 .54 mg/ L DPPH 溶液和

1 .0 ml 待测试液混匀后测 A 值, 记为 As 。按( 1) 式计算自由

基清除率( Y) 。

Y= 1 - ( As - Ar) / A0 ( 1)

姜黄提取物所清除DPPH 自由基能力采用清除的 I C50 值

表示。将待测姜黄提取液配制成系列溶液, 测定待测姜黄提

取液浓度与 DPPH 自由基清除率, 并绘制 DPPH 自由基清除

率对姜黄提取液浓度曲线, 由曲线读取或用方程计算出

DPPH 自由基清除率为50 % 时所需姜黄提取液浓度 C50 , 计算

出姜黄提取液中溶质质量, 按( 2) 式计算 I C50 值。重复测定2

次, 平均值即为测定结果。因此, I C50 的物理意义为: 当达到

50 % 清除率时 , 单位质量鲜姜黄提取物所清除 DPPH 的质量。

I C50 值越高 , 提取物所得自由基清除能力越强[ 16] 。

I C50 = 50 % ×加入的 DPPH 质量/ 加入的试样溶液中溶

质质量 ( 2)

1 .5  姜黄提取物中总固物的测定 取5 .0 ml 试液用烘干法

测定固含物。

2  结果与分析

姜黄不同溶剂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如图1

所示。由曲线可求出姜黄不同溶剂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

清除率为50 % 时的提取物总固物浓度 C50 , 并由( 2) 式计算出

I C50 值, 结果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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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姜黄不同溶剂提取物的DPPH 清除率曲线

  由表1 可知,4 种溶剂提取得到的姜黄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均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强弱顺序为: 丙酮提取物> 乙

酸乙酯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用丙酮提取得到

的提取物抗氧化效果最好。姜黄提取物有一定的抗氧化性 ,

尤其是对自由基的清除效果较好, 稳定性好, 可作为抗氧化

物质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表1 姜黄不同溶剂提取物清除DPPH 自由基的 C50和 IC50

提取物 C50 ∥mg/ ml IC50 ∥g/ g

甲醇提取物 0 .681 2 0 .127 1

乙醇提取物 0 .547 2 0 .153 9

丙酮提取物 0 .413 9 0 .200 6

乙酸乙酯提取物 0 .460 5 0 .176 0

  3 结论

(1) 4 种溶剂提取得到的鲜姜黄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

均有一定的清除作用, 强弱顺序为: 丙酮提取物> 乙酸乙酯

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甲醇提取物, 用丙酮提取得到的提取

物抗氧化效果最好。

( 2) 鲜姜黄提取物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和一定的抗氧化

性, 尤其是对自由基的清除效果较好, 稳定性好, 可作为天然

抗氧化物质加以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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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库中的Ca2 + 泵入到细胞质中, 所以, 叶绿体Ca2 +- ATPase

活性较高 ; 而随着外源Ca2 + 浓度升高, 外源 Ca2 + 被动运输进

入细胞质以满足细胞质内 Ca2 + 水平需要, 叶绿体 Ca2 +- AT-

Pase 活性逐渐降低; 而外源 Ca2 + 浓度过高,Ca2 + 进入细胞质

中的过多, 就会启动叶绿体 Ca2 +- ATPase , 使其活性升高 , 将

细胞质中的 Ca2 + 泵出, 以维持细胞内外Ca2 + 的平衡。在该

试验中 , 叶绿体Ca2 +- ATPase 活性对产量有很大影响, 但影响

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说 , 钙肥可明显提高盾叶薯蓣产量和皂素产量。

试验还显示 ,Ca2 + 可通过影响叶绿体 Ca2 +- ATPase 的活性而

影响Ca2 + 的吸收, 进而影响盾叶薯蓣的产量, 但是 Ca2 +- ATP-

ase 的活性变化与皂素含量在该试验中显示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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