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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抗糖化产

品中的用途，属于食品领域。草莓叶提取物在制

备抗糖化产品中的用途，所述草莓叶提取物为草

莓叶的乙醇提取物。所述草莓叶的乙醇提取物按

如下方法获得：将干燥的草莓叶粉碎后与一定浓

度的乙醇水溶液混合，加热至一定温度，持续浸

提一定时间后，获得提取液；取提取液，减压回收

溶剂，获得草莓叶粗提物。本发明制得的草莓叶

提取物对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中生成

的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显著优于阳性对照氨基胍。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

提取物可用于制备辅助抗糖化的功能性食品，实

现了资源的利用合理化，提高了草莓产业的整体

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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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抗糖化产品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草莓叶提取物为草莓

叶的乙醇提取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草莓叶的乙醇提取物按如下方法获

得：将干燥的草莓叶粉碎后与一定浓度的乙醇水溶液混合，加热至一定温度，持续浸提一定

时间后，获得提取液；取提取液，减压回收溶剂，获得草莓叶粗提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30～

80％；草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10～1:50，所述的加热温度

为30～80℃，提取时间为30～120min，提取次数为1～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40％，草

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40，所述的加热温度为45℃，提取时

间为90min，提取次数为3。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将获得的提取液在45～60℃旋转蒸发，去

除提取液中的乙醇，得到草莓叶的粗提物，经过真空干燥或低温冷冻干燥后，得到草莓叶提

取物。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浸提为超声波辅助浸提。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取液中总酚含量为9.04mg.g‑1、总黄

酮含量为1.47mg.g‑1。

8.一种抗糖化功能性含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含片包含草莓叶提取物。

9.权利要求8所述抗糖化功能性含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草莓叶提取物1份，

赤藓糖醇1份，聚葡萄糖0.5份的比例进行物料混合；将混合好的物料使用搅拌机进行搅拌，

使物料完全均匀；将均匀的物料在45‑60℃干燥20‑30min，使物料含水量保持在1.5％‑

3.0％之间；将物料放入模具后进行压片后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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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抗糖化产品中的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抗糖化产品中的用途，属于食品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晚期糖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是通过糖的酮或

醛基团与蛋白质的氨基之间的非酶促糖化反应而形成的一组化合物，可以通过糖与蛋白在

37℃条件下内源性形成，也可能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形成。AGEs在体内蓄积会引发相关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等。天然植物中存在许多

具有抗氧化特性的多酚可以抑制AGEs。因此，无毒副作用的天然植物抑制剂逐渐被重视。氨

基胍盐酸盐是一种传统的AGEs抑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虽然合成抑制剂效果显著，但

考虑安全性和副作用等问题，近年来，从植物中获取天然物质作为天然糖基化抑制剂成为

研究和产品开发的热点。

[0003] 草莓叶是草莓种植过程中最主要的副产物，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槲皮素、山

奈酚、鞣花酸、咖啡酸、绿原酸等，有研究表明草莓叶中的酚类物质含量要高于草莓果实。由

于国内外对草莓叶中活性物质的提取分离技术尚未成熟以及功能活性研究相对较少，缺少

理论依据，导致草莓叶的应用相对较少。

[0004]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方式的多样化和年轻化，食品消费市场的主导人群逐

渐倾向于年轻一代，随之兴起的奶茶、甜品等食品行业充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在更多人

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饮食健康，零卡糖，无糖，代糖等产品正在掀起一波“养

生”热潮，抗糖化的理念逐渐进入人群视野，为此类抗糖化产品买单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

女性，健身人士这类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年轻群体，由此可见，此领域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草莓叶乙醇提取物的抗糖化新用途及其抗糖化制

品及制备方法。通过建立不同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以草莓叶乙醇提取物作为一

种天然抑制剂，以氨基胍作为阳性对照探讨其对AGEs生成的影响，基于此，研制一种含有草

莓叶乙醇提取物具有辅助抗糖化功能活性的产品及其制备方法。该发明为草莓叶的成分开

发以及在食品加工和食品功能性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产品新道路，提升草

莓副产物产业的经济价值。

[0006] 本发明通过建立三种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以草莓叶乙醇提取物为天然

抑制剂作为实验组，以氨基胍作为阳性对照组，验证草莓叶乙醇提取物对AGEs形成的影响。

草莓叶乙醇提取物在三种反应体系中对AGEs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效果等同于氨基胍，甚至

略优于阳性对照。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合理充分的利用草莓叶资源，扩大应用范围及产品形

式，实现“变废为宝”。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草莓叶抗糖化的新用途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

草莓叶提取物制备工艺简单，成本低，易实现规模化生产，且具有显著的抗糖化功效，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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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功能性食品加工领域。

[0008] 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抗糖化产品中的用途，其中，所述草莓叶提取物为草莓叶的

乙醇提取物。

[0009] 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糖基化抑制剂中的用途，其中，所述草莓叶提取物为草莓叶

的乙醇提取物。

[0010] 草莓叶提取物在制备AGEs抑制剂中的用途，其中，所述草莓叶提取物为草莓叶的

乙醇提取物。

[0011] 优选地，所述草莓叶的乙醇提取物按如下方法获得：将干燥的草莓叶粉碎后与一

定浓度的乙醇水溶液混合，加热至一定温度，持续浸提一定时间后，获得提取液；取提取液，

减压回收溶剂，获得草莓叶粗提物。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提取液中总酚含量为9.04mg .g‑1、总黄酮含量为1.47mg .g
‑1。

[0013] 进一步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30～80％；草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

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10～1:50，所述的加热温度为30～80℃，提取时间为30～

120min，提取次数为1～4。

[0014] 最优选地，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70％，草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乙醇

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40，所述的加热温度为45℃，提取时间为90min，提取次数为3。

[0015] 优选地，将获得的提取液在45～60℃旋转蒸发，去除提取液中的乙醇，得到草莓叶

的粗提物，经过真空干燥或低温冷冻干燥后，得到草莓叶提取物。

[0016] 优选地，所述浸提为超声波辅助浸提。

[0017] 一种抗糖化功能性含片，所述含片包含草莓叶提取物。

[0018] 本发明同时提供上述抗糖化功能性含片的制备方法，具体为：按照草莓叶提取物1

份，赤藓糖醇1份，聚葡萄糖0.5份的比例进行物料混合；将混合好的物料使用搅拌机进行搅

拌，使物料完全均匀；将均匀的物料在45‑60℃干燥20‑30min，使物料含水量保持在1.5％‑

3.0％之间；将物料放入模具后进行压片后即得。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提取物可作为一种天然植物抑制剂用

于抗糖化功能性食品的开发，且提取工艺简单，生产成本低，易于工业化生产，提高了草莓

叶的利用率，实现了草莓产业副产物的“变废为宝”。

[0020] 本发明以成熟后的草莓叶为原料，通过超声波辅助乙醇浸提法获得草莓叶提取

物。本发明所述的草莓叶提取物的制备工艺合理可行，生产成本低，可用于大批量工业化生

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0021] 本发明制得的草莓叶提取物对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中生成的晚期糖基

化终产物(AGEs)有良好的抑制作用，显著优于阳性对照氨基胍。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提取

物可用于制备辅助抗糖化的功能性食品，实现了资源的利用合理化，提高了草莓产业的整

体经济价值。

附图说明

[0022] 图1草莓叶乙醇提取物在不同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中对AGEs形成的抑制

作用，其中，(A)牛血清蛋白‑果糖反应体系，(B)牛血清蛋白‑甲基乙二醛反应体系，(C)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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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乙二醛反应体系。

[0023] 图2(A)～(D)草莓叶提取物含片的实物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述非限制性实施例可以使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更全面地理解本发明，但不以

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

[0025] 下述实施例中所述试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所述试剂和材料，如

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获得。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之一：

[0027] 一种草莓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1：取草莓叶，去除腐烂变质的叶片，清洗、干燥、粉碎后，与一定浓度的乙醇水

溶液混合，加热至一定温度，超声波辅助持续浸提一定时间后，获得提取液。

[0029] 步骤2：取提取液，减压回收溶剂，获得草莓叶粗提物。

[0030] 作为优选，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30～80％；草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

乙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10～1:50，所述的加热温度为30～80℃，提取时间为30～

120min，提取次数为1～4。

[0031] 进一步优选，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70％，草莓叶干燥粉末与所述的乙

醇水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40，所述的加热温度为45℃，提取时间为90min。

[0032] 作为优选，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中，提取次数为3次；

[0033] 作为优选，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中，所述的步骤2具体为将获得

的提取液在45～60℃旋转蒸发，去除经过步骤1得到的提取液中的乙醇，得到草莓叶的粗提

物，经过真空干燥或低温冷冻干燥后，得到草莓叶提取物。

[0034] 优选的，草莓叶提取物的干燥方法为低温冷冻干燥。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了草莓叶提取物作为一种抗糖化抑制剂在辅助抗糖化功能性含片

中应用，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草莓叶提取物1份，赤藓糖醇1份，聚葡萄糖0.5份的比

例进行物料混合；将混合好的物料使用搅拌机进行搅拌，使物料完全均匀；将均匀的物料在

45‑60℃干燥20‑30min，使物料含水量保持在1.5％‑3.0％之间；将物料放入模具后进行压

片；将含片进行包装，得到草莓叶提取物含片成品。

[0036] 本发明提供的实验数据表明，本发明提供的草莓叶提取物对建立的三种体外模拟

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中形成的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有着良好的抑制作用，呈现浓度依

赖性，当浓度为5mg/ml时，草莓叶提取物对三种反应体系的抑制率达到99.99％，显著高于

阳性对照氨基胍。

[0037] 实施例1：

[0038] 收集成熟草莓老叶，挑拣、清洗干净后、置于45℃烘箱中干燥、粉碎、过100目筛，得

到草莓叶干燥粉末。称取草莓叶干燥粉末50g，加入70％的乙醇溶液2L，在45℃条件下，超声

波辅助提取90min，以上操作重复三次。冷却至室温后，过滤，收集滤液，旋转蒸发，冻干成粉

末，收集置于‑80℃冻存。在37℃，pH＝7.4的条件下，建立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设

置不同浓度梯度(0.1,0.5,1.0,0.5mg/mL)，将不同浓度的草莓叶乙醇提取物溶液，氨基胍

溶液分别加入模拟反应体系中于37℃避光孵育7天后，测定AGEs荧光强度，计算草莓叶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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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对AGEs的抑制率。

[0039] 实施例2：

[0040] 收集成熟草莓老叶，挑拣、清洗干净后、置于45℃烘箱中干燥、粉碎、过100目筛，得

到草莓叶干燥粉末。称取草莓叶干燥粉末50g，加入70％的乙醇溶液2L，在45℃条件下，超声

波辅助提取90min，以上操作重复三次。冷却至室温后，过滤，收集滤液(滤液中总酚含量为

9.04mg.g‑1、总黄酮含量为1.47mg.g‑1)，旋转蒸发，冻干成粉末，收集置于‑80℃冻存。

[0041] 建立体外模拟非酶糖基化反应体系：

[0042] (1)牛血清蛋白‑果糖反应体系的建立

[0043] 1mL  BSA溶液(20mg/mL) ,1mL果糖溶液(0.5mol/L)与1mL实施例2草莓叶乙醇提取

物溶液(0.1,0.5,1.0,5.0mg/mL)混合，所有反应物均用0.2mol/L的磷酸缓冲液(pH＝7.4)

溶解。(0.1mg/mL)氨基胍(AG)溶液作为阳性对照，糖化蛋白溶液作为空白，置于37℃恒温培

养箱中培养7d。

[0044] (2)牛血清蛋白‑甲基乙二醛反应体系的建立

[0045] 1mL  BSA溶液(20mg/mL)，1mL甲基乙二醛溶液(10mol/L)与1mL草莓叶乙醇提取物

溶液(0.1,0.5,1.0,5.0mg/mL)混合，所有反应物均用磷酸缓冲液(0.2mol/LpH＝7.4)溶解。

(0.1mg/mL)氨基胍(AG)溶液作为阳性对照，糖化蛋白溶液作为空白，置于37℃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7d。

[0046] (3)牛血清蛋白‑乙二醛反应体系的建立

[0047] 1mL  BSA溶液(20mg/mL)，1ml乙二醛溶液(10mol/L)与1mL草莓叶乙醇提取物溶液

(0.1 ,0 .5 ,1 .0 ,5 .0mg/mL)混合，所有反应物均用磷酸缓冲液(0.2mol/L  pH＝7.4)溶解。

(0.1mg/mL)氨基胍(AG)溶液作为阳性对照，糖化蛋白溶液作为空白，置于37℃恒温培养箱

中培养7d。

[0048] (4)总AGEs的测定

[0049] 7d后，吸取反应液1.5mL，在激发波长370nm，发射波长440nm的条件下测定荧光强

度。按下式计算蓝莓花色苷对AGEs的抑制率：

[0050] 抑制率(％)＝(F0‑F)/F0×100％

[0051] 注：F0为空白组荧光强度，F为有实验组荧光强度。

[0052] 本发明草莓叶提取物对AGEs的抑制率随浓度的变化如图1所示，由图可知，草莓叶

提取物对AGEs的抑制率呈浓度依赖性，当草莓叶提取物浓度为5mg/mL时，其对三种糖化反

应体系中生成的AGEs的抑制率均为99 .99％，阳性对照氨基胍对AGEs的抑制率分别为

95.20％、95.63％、99.71％。由此可见，草莓叶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抗糖基化能力。

[0053] 应用例1：

[0054] 将实施例2草莓叶提取物1份和赤藓糖醇1份、聚葡萄糖0.5份混合，然后送入搅拌

机进行混匀。物料混合均匀后送入干燥机进行预干燥，干燥温度50℃，干燥时间20min，最终

水分含量1.7％；然后将物料填入模具进行压片，然后进行包装得到草莓叶提取物含片。

[0055] 本发明应用例1得到的草莓叶提取物含片在建议摄入量具有与提取物等效的AGEs

抑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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