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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叶树叶提取物抗氧化性能的研究

尉 芹
,

马希汉
,

张 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林学院

,

陕西 杨睦

〔摘 要 〕 采用不同溶剂从七叶树叶中提取有效成分
,

并用乙酸乙醋萃取
,

将所制得提取物干品定量加人油

脂中
,

通过对强化保存期间过氧化值 的侧定表明
,

以体积分数 乙醇为溶剂的提取物的抗氧化性能最优
,

在油脂中的添加量为。 时效果最佳
,

且超过。 的
。

化学预试法和薄板层析法初步鉴定出 体积分数

乙醇提取物中含有酚类及糠质
、

有机酸
、

黄酮类化合物
、

植物街醇等活性成分
。

〔关健词 〕 七叶树叶 , 抗氧化活性 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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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叶树 入 系七叶树科

七叶树属植物
,

生长于低山谷地

或路旁
,

常见栽培于庭园或作行道树
,

仅秦岭有野

生
。

在陕西
、

河北
、

河南
、

山西有栽培
。

据资料 记载
,

与七叶树同属的其余 个种为长柄七叶树
、

欧洲七叶

树
、

浙江七叶树
、

云南七叶树
、

天师栗
、

日本七叶树
。

其中
,

欧洲七叶树和天师栗两个树种药用功效同七

叶树可互相作为代用品
。

七叶树既是一种 良好的观赏树种
,

又具有很高

的医疗保健价值
。

七叶树用于医药
,

在古书中早有记

载
。

传统中医学中
,

七叶树种子以“ 要罗子
”

人药
,

《本草纲 目 》中记载 “
婆罗子

,

甘
、

温
、

理气宽中
,

和 胃

止痛
” ,

用于“
肝胃气痛

,

脱腹胀满
,

经前腹痛
,

乳胀
,

疮积虫痛
,

痢疾 ” 。

在《通雅 》
、

《本草纲 目拾遗 》中有相

同记载
。

在近年出版的《安徽经济植物志 》中也指出

七叶树功效同欧洲七叶树 “

,

花
、

果河可用于 胃病
、

风湿病
。

目前
,

对于七叶

树的有效成分研究 尚未见报道
。

刘湘阁 曾对欧洲七

叶树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等作了详细报道
,

认为欧

洲七司十树 叶
、

种子 的化学成分主要为皂昔 七叶皂

贰
、

黄酮类化合物 栅皮贰
、

斟皮素
、

儿茶素及原花

青素
、

七叶树贰
、

秦皮贰等
。

其中七叶皂贰
、

七叶

树贰和原花青素 是其主要的药理活性成分
。

此

外
,

对欧洲七叶树提取物 乙醇制剂 的研究也进行

了报道
。

德国
、

日本科学家对欧洲七叶树也有广泛研

究
,

生产的注射剂
、

片剂
、

栓剂
、

胶囊等广泛用于临

床
。

德国科学家在我国考察后认为
,

七叶树可作为

欧洲七叶树的代用品
。

我国七叶树资源丰富
,

对七叶

树药用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也

必将有广泛的市场
,

为此
,

本研究对七叶树的抗氧化

活性进行了分析
,

并对七叶树提取物中的化学成分

进行了初步探讨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七叶树叶 年 月采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

园内
,

自然风干备用
。

菜油 市售
、

清澈
、

黄褐色
。

无水

乙醇
、

丙酮
、

冰醋酸
、

三氯 甲烷等均为分析纯

为市售食品级商品
。

试验设备有 回流提取装置
,

电

热恒温水浴锅
, 一

旋转蒸发仪
,

电热恒温干

燥箱
,

紫外分析仪
。

试验方法

七叶树叶杭氧化活性成分的提取 称取七

叶树叶粉碎样品 分别以蒸馏水
、

体积分数

乙醇
、

体积分数 丙酮为溶剂
,

按固液比 装人

烧瓶
,

水浴加热回流
,

水浴温度分别为 ℃ 水
,

℃ 乙醇
,

℃ 丙酮 , 浸提 后抽滤
,

减压蒸

馏浓缩并回收溶剂
,

水浴蒸干
,

计算产率
。

再用乙酸

乙醋萃取
,

浓缩萃取液
,

水浴蒸干
,

产品置于干燥器

中备用
。

不 同溶剂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的浏定 各称

取上述 种提取物
,

分别加人到 个盛有

食用菜油的 烧杯中
,

搅拌
,

使其充分溶解
,

同

时设置一空 白对照
。

然后置于 士 ℃恒温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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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保存
,

每隔 搅拌 次
,

并交换其在恒温箱中

的位置
,

以确保外界条件相同
。

按照 一
‘

每隔 测定 次过氧化值
。

不 同浓度 乙醉提取物杭氧化活性的测定

在 每 份 菜 油 中
,

分别 加 人 质 量 分 数 为

肠
,

肠
,

肠
,

写
,

肠
,

。 写的乙醇提取物
,

充分搅拌
,

使之溶解
,

并设空

白对照
。

在 士 ℃恒温箱 中强化保存
,

方法 同
,

每 测定 次 值
。

乙醉提取物抗氧化活性成分的定性分析

化学预试法
。

酚类物质和糕质按照三氯化铁试

验
、

香草醛
一

盐酸试验
、

靛酚反应进行检验 有机酸按

照 试纸试验
、

澳酚蓝试验进行检验 皂贰按照泡

沫试验进行检验 黄酮类化合物按照三氯化铝试验
、

氨熏试验
、

盐酸镁粉试验
、

荧光检查进行检验 葱酿

及其贰按照碱液试验
、

硼酸试验进行检验 植物街醇

按照氛仿
一

浓硫酸试验进行检验
。

薄板层析预试

法
。

为了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
,

同时采用 了薄层层

析法
,

各类成分的层析预试条件为 酚类和揉质
,

硅

胶
,

抓仿 丙酮
,

三氯化铁显色 有机酸
,

硅胶
,

氛仿 丙酮 甲醇 乙酸
,

澳酚蓝显

色 黄酮类
,

硅胶
,

正丁醇 醋酸 水
, ,

三氯

化铝显色
。

结果与分析

不同溶荆提取物的物理性状及产率

表 为不同溶剂对七叶树叶提取效果
。

由表 可

以看出
,

水和丙酮的浸提率较低
,

且提取物颜色深
,

乙醇提取物颜色浅
,

浸提率高
,

同时乙醇对人安全无

毒
,

价格低廉
,

提取工艺简单
、

方便
、

安全
。

表 不同溶荆提取物的物理性状

溶 剂 颜 色 状 态 产 率
· 一 ,

蒸谊水

体积分数 乙醉

体积分数 丙酮 写

棕色

揭绿色

墨绿色

浸青

浸青

浸青
。

不同溶荆提取物的抗饭化性能 定的抗氧化作用
,

且以体积分数 乙醇提取物的

七叶树叶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测定结 抗氧化性能最好
。

水提取物的抗氧化效果在 种提取

果见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各种溶剂提取物都具有一 物中最差
。

表 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抗权化值

提取物 提取物
,

。 。 。 。

注 初始值 为水提取物旧 为体积分数 乙醇提取物刃 为体积分数 丙酮提取物
。

扭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为油脂
,

为了使各种溶剂的

提取物在油脂中有较大的溶解度
,

故试验时未将各

溶剂的提取物直接加人到油脂中
,

而是采用 了各提

取物乙酸乙醋萃取物
,

以增加提取物的溶解度困
。

不同浓度乙醉提取物的抗权化性能

表 为不同乙醇提取物添加量抗氧化效果的测

定值
。

由表 可以看出
,

添加量为 乙醇提取物

的抗氧化效果最好
,

远远优于 及其他浓度的

乙醇提取物的效果 质量分数 在短时间

内抗氧化效果较优
,

但随着时间的增加
,

其劣势明显

地表现出来
,

这对于保存油脂和食品是及其不利的
,

后期过氧化值过高
,

将严重损害消费者健康
,

长期积

累于人体会致癌 低浓度的乙醇提取物在短时间 内

抗氧化效果较好
,

但后期
,

高浓度添加量的抗氧化性

能明显增强
,

而 则是两个方面的最优组合
,

体

现出最佳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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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乙醉提取物添加 对抗权化性能的影晌

添加物

肠

勺 纬

对照

。

。

。

。

。

。

。

。

,

。

。

。

。

。

。

。

。

乙醉提取物抗叙化活性成分的定性分析 有机酸
、

黄酮类
、

植物街酚及砧类
,

这类物质大多较

乙醇提取物抗氧化活性成分的定性分析结果列 易氧化
。

这一结果与七叶树叶提取物具有较好的抗

于表
。

由表 可以看出
,

七叶树叶中含有酚类
、

糠质
、

氧化活性相一致
。

表 乙醉提取物抗权化活性成分的定性分析结果

活性成分 鉴定方法 现 象
因

酚类
、

样质
。

有机酸

皂试 山

黄酮类

葱限及其贰
人

植物幽醉

凡 检验

香草醛
一

盐酸试验

靛酚反应

薄板层析 司

检验

澳酚兰试验 压 一

薄板层析

泡沫试验 加

盐酸镁粉试验
一

荧光检查

氮熏试验

薄板层析

碱液试验 。

翻酸试验 。

抓仿
一

浓硫酸试脸
一 云 忱

溶液呈蓝绿色

淡红色斑

蓝绿一淡红一蓝色
一 一

蓝绿色斑点

蓝色背景上显黄色斑点

黄色斑点

无明显泡沫

呈砖红色

强烈荧光

黄橙 色斑
,

紫外光下
,

回斑边缘黄绿色
,

中心黄色
,

荧光下有橙黄色斑点 一

无阳性结果

无荧光

抓仿层显红色
,

硫酸层有绿色荧光 。

”

结 论

七叶树叶的 种溶剂提取物均对油脂的氧化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其中以体积分数 肠乙醇为溶

剂所得的提取物产率最高
,

抗氧化活性最强
。

七叶树叶体积分数 乙醇提取物
,

按不同

浓度添加到油脂中的抗氧化效果随添加物浓度的增

加而提高
,

当达到 时
,

抗氧化效果最好
,

而后

又随添加物浓度增加而稍有降低
。

以上浓度

的抗氧化效果均优于 的
。

若将其中的抗

氧化有效成分提纯
,

添加量会大大降低
。

化学预试结果表明
,

体积分数 肠乙醇提取

物中抗氧化活性成分主要有酚类及糠质
、

黄酮类
、

有

机酸及植物街醇等
。

从天然无毒方面考虑
,

可作为天

然抗氧化剂用于油脂及含油食品的加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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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高原台源过渡区 淳化 高产型林果粮发展研究
”

课题通过农业部鉴定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关专家主持
,

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科研课题
“

南部高原台源过渡区 淳化 高产型林

果粮发展研究
”

专题
,

年 月 日通过农业部组织的课题鉴定
,

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专题研究

成效显著
,

其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本专题属国家
“

九五 ”
科技攻关计划

“
中低产田治理与区域农业综合发展研究

”
项 目“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农业综合发展技术研究 ”
课题

,

专题所在的淳化试区是
“

七五
”
期间建立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研究试验示范基

地之一
,

经过前后 年连续开展结合当地 自然生产状况进行农村经济发展和水土保持型农业模式研究
,

相

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

并对周边地区和同类型地区产生 了良好的示

范
、

辐射和带动作用
。

淳化试区在
“
七五

” 、“

八五 ”
研究的基础上

,

开展了“

南部高原台源过渡区高产型林果粮发展研究 ” ,

针对

黄土高原南部生态环境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两大难题
,

经过 年的科技攻关
,

取得显著成效
。

通过对渭北地

区苹果生长机理等方面的研究
,

创建了“

粘土衬护的渗地灌水技术 ” 、 “

膜片式多孔管灌技术
” ,

解决了生产中

的难题
,

保证了苹果产量的稳步增长 新研制的 保鲜剂和低糖果脯
、

苹果酒
、

苹果晶等技术工艺
,

为苹

果增值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
,

增强了当地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劲
。

同时
,

还系统研究了高原南部坡耕地土壤侵蚀环境
、

能量及生产力等问题
,

提出了许多对开展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和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

在黄土高原南部坡面侵蚀规律
、

混农林水分环境等研究

方面有所创新
,

在果园品种更新
、

节水灌溉
、

果品深加工增值
、

作物良种引进
、

科学施肥
、

沟坡生产力开发等技

术上取得重要进展
。

经过 年攻关
,

淳化试区人均产粮
,

人均纯收人达 元
,

水保治理度达到
, ,

土壤侵蚀

模式降至 , · 。

并在淳化
、

旬 邑和永寿 县示范推广了相关的 项新技术
,

累计实施面积

万亩
,

新增粮食 亿
,

新增产值 亿元
,

全面超额完成了合同指标任务
,

并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

、

经济和生态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