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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摘 要 用 法测定 了桑堪醋的甲醇
、

乙 醇
、

丙酮
、

乙 酸 乙 醋提取物 的抗氧化活性
,

并与叔丁基对苯二

酚 进行 比较
。

结果表明
,

种提取物对
·

自由基均有较强的清除作用
,

清除能力均高于
,

其大

小顺序依次为甲醇提取物 乙 醇提取物 丙酮提取物 乙 酸乙醋提取物 》
。

巨关键词 二 桑堪醋提取物 二苯代苦味酞基 自由基
·

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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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醋是 以水果
、

果品加工下脚料或残次果为主

要原料
,

经酒化
、

醋酸化酿制而成的一种风味优 良的

酸性调味品
。

它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
。

食用果醋

可以解除疲劳
、

消除肌 肉疼痛
、

降低血压
、

分解血胆

固醇
、

减肥叫
、

预防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病
、

增进食欲
、

促进消化
、

保护皮肤田
,

并兼有相 应水 果 的保健 功

能
。

随着食品科学的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果

醋的保健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川
。

目前
,

自由

基的检测方法有电子顺磁共振法
、

电子 自旋共振法
、

色谱法
、

发光法等
,

但这些方 法大多需 用 昂贵 的仪

器
。

二苯代苦味酞基 自由基
·

是一种很稳

定 的 自由基
,

在 乙 醇溶液 中呈深紫色
,

在 处

有最大吸收峰
,

当有 自由基清除剂存在时其颜色减

退
,

褪色程度与清除剂 的清除能力及数量呈定量关

系
。

因此
,

可用分光光度法进行定量分析
,

从而评价

抗氧化物质的抗氧化能力
。

分光光度法具有

稳定性好
,

简便易行
,

灵敏可靠
,

不需要 昂贵 的仪器

设备等优点 一
。

桑堪醋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能力
,

但 国 内外对桑

棋醋及其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
。

本

研究采用 分光光度法测 定 了桑堪醋不 同提

取物的抗氧化活性
,

以为桑堪醋的开发利用提供 了

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土 材料与仪器

试验材料与 试 剂 桑堪醋 桑堪果实采 自陕

南秦 巴 山 区 的紫阳县
,

采用液态发酵制备桑堪醋
,

酸

度
洲 。

二苯代苦 味酞基 自由基
· ,

公 司产 品 叔丁基对苯 二酚
,

公 司产 品 甲醇
、

无水 乙 醇
、

丙酮
、

乙 酸乙 醋
,

均 为分

析纯
。

主要仪 器
一

型旋

转蒸发仪
,

公 司
一 。型双光束紫外分

光光度计
,

日本 岛津
一

型真空 干燥箱
,

上海

跃进医疗器械厂
。

桑棋醋提取物的制备

取 桑堪醋于真空旋转蒸发仪 中

真空浓缩至粘稠状
,

分别用 甲醇
、

乙 酸乙醋
、

丙酮
、

无

水 乙 醇等有机溶剂萃取后
,

离心
,

弃去沉淀物
,

将得

到 的上清液在真空状态下干燥
,

使有机溶剂蒸发
,

得

到深褐色提取物
,

用无水 乙 醇定容至
,

备用
。

抗氧化性测定

溶 液 的 配 制 准 确 称 取
,

用 无水 乙 醇溶解 并定 容于 容量瓶

一 一

陕西省农业科技攻关项 目
一

金 杰 一
,

女
,

黑龙江佳木斯人
‘

在读硕士
,

主要从事谷物科学与食 品生物技术研冤
李志西 一

,

男
,

陕西临漳人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发酵技术与谷 物功 能食 品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第 卷

中
,

浓度为
,

避光保存 一
。

溶液 的 配制 将 配制成质量

浓度为 拼 的乙 醇溶液
。

桑格醋及其提取物 配成 拼 溶液
,

备用
。

桑格醋提取物 清除
·

活性 的 测 定

将 桑 堪 醋 或 提 取 物 与
刁

溶液加人 同一试管 中
,

摇匀
,

放置
,

用

溶剂作参 比测定 其 吸光 度
, ,

同时测 定

溶液与 溶剂混合后 的吸光度

武
,

以及 桑堪醋或提取物与 溶剂混合后

的吸光度
, 。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清除率
,

清除率越

大抗氧化能力越强
。

清除率 一 巨一 一 ,

式 又
。

结果与分析

桑堪醋对
·

的清除作用

由图 可知
,

桑堪醋和 冰醋酸均有一定 的抗氧

化作用
,

但对
·

的清除能力有明显差异
。

随着

桑棋醋加人量的增加
,

对
·

的清除率也增大
,

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桑棋醋清除 自由基的能力与其浓

度呈明显 的量效关系
,

当加人量为 川 时
,

清除率

达到 而相 同浓度 的冰醋酸加入量在 一

井 时
,

对
·

清除率变化的幅度小
,

加人量

为 。产 时
,

清除率仅为
。

结果表 明
,

在桑

堪醋 中醋酸具有一定 的清除 自由基 的作用
,

但起 主

要作用的不是醋酸
,

而是桑棋醋中的其他成分
。

一今一 桑格醋
八八八甘口叮了气︸内

。目﹄川。一口岁、铃淡鲤

加入量

图 桑堪醋和冰醋酸对
·

的清除作用

桑堪醋不 同提取物对
·

的清除作用

由图 可见
,

不 同溶剂 提取物对
·

均具

有一定 的清除作用
,

且随提取物加人量的增加清除

作用加强
,

当提取物加人量达到一定值时
,

清除率增

加趋于平缓
。

由图 还可 以看 出
,

不同溶剂提取物清

除
·

的能力不 同
,

其大小顺序依次为 甲醇提

取物 乙 醇提取物 丙酮提取物 乙 酸 乙 醋提取

物
。

当桑堪醋 甲醇提取物的加人量为

爪 时
,

对
·

的清 除 能力 最 强
,

清 除 率 高达
,

而 相 同 加 人 量 的 清 除 率 仅 为
。

一心一 甲醇 提取物

一仁卜 乙酸乙酉旨提取物

一艺厂
一

内酮提取物

一令令一 乙 醇提取物

一邻一 丁

。祠己﹄﹄己。工口岁粉渔扼一

加入量

图 桑格醋不 同提取物及 对
·

的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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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小结

桑棋醋对
·

具有较强 的清除能力
,

但

是在桑堪醋 中
,

醋酸虽具有一定 的清除 自由基的作

用
,

但起主要作用 的不是醋酸
,

而是桑堪醋 中的其他

成分
。

种桑堪醋提取物都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性
,

抗氧化能力均明显高于
,

其大小顺序依次为

甲醇提取物 乙醇提取物 丙酮提取物 乙 酸乙 醋

提取物
,

其 中以 甲醇提取物的抗氧化作用最强
,

当加

人量为 拜 时清除率高达
。

由于 种提

取物对
·

的清除能力均 明显高于
,

因

而具有天然抗氧化剂的应用价值
。

对桑堪醋及 其提

取物的抗氧化性有必要继续进行深人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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