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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信阳毛尖茶叶中的微量元素( 铁、锌、锰、铜、硒) ,结果表明: 信阳毛尖茶叶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微量元素 , 特别
是硒含量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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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microelements such as Fe ,Zn , Mn, Cu and Se in the tea of Xinyang Maojian were tested with the spectrophotometry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croelements i n Xinyang Maojian were abundant , especially the element of 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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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为山茶科植物山茶的叶芽。茶叶中含有多种有机

成分和微量元素, 经过分离鉴定 , 已知化合物约500 种。据

测定, 人体必需的14 种微量元素均存在于茶叶中, 而且因茶

叶品种不同、产地不同其含量也不同[ 1] 。目前, 测定茶叶中

微量元素的方法很多, 主要有分子光谱法、原子光谱法、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电化学分析法及联用技术、混合胶束PAN

水相光度法、DDTC 萃取光度法、BOC 光度法、偏最小二乘分

光光度法、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分光光度法、示波

极谱法、离子选择电极法和伏安法等[ 2] 。虽然很多方法高效

能、高速度、高灵敏度、操作简单、适用范围广, 但是因所使用

的仪器昂贵而使得测定费用大。其中, 分光光度法是一种价

格低廉 , 操作方便、灵敏度高、适合微量分析的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仪器 TU-120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

用仪器有限公司) ;721 型电子分光光度计( 上海电光仪器

厂) ;PNS- 2 型酸度计( 成都伯乐仪器厂) 。

1 .2  样品前处理 沸水冲泡3 次的茶水基本上能够提取茶

叶中可溶于水的微量元素。准确称取茶叶1 .000 0 g ,60 ℃下

烘干、研细、过筛, 加20 ml 沸水浸泡20 min , 采用倾泻法移出

茶汤, 再重复浸泡茶渣2 次, 然后将3 次茶汤混匀, 用0 .45 μm

微孔膜过滤, 弃去颗粒物 , 滤液( 即为可溶性茶水样品) 定容

于100 ml 容量瓶中。

1 .3 样品溶液中铁的测定方法  吸取25 .00 m1 样品溶液 ,

然后依次加入2 .5 ml 20 % 盐酸羟胺、5 ml HAc- NaAc 缓冲溶

液、5 ml 10 % 邻二氮菲溶液,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 放置

10 min , 以不加铁试剂的空白溶液为参比溶液, 在510 nm 下测

定溶液吸光度。

1 .4 样品溶液中铜的测定方法 准确量取25 .00 ml 样品溶

液, 加入10 ml 20 % 柠檬酸铵溶液、3 滴麝香草酚蓝指示剂, 用

1∶1 氨水调节溶液由黄色到微蓝色( pH 9 .0～9 .2) , 用水调到

总体积40 ml , 加入DDC- Na 溶液2 ml 、四氯化碳10 ml , 充分振

摇1 min , 静置分层。四氯化碳层通过棉花过滤于干燥的比色

皿中, 在440 mm 波长下测定溶液吸光度。

1 .5 样品溶液中锌的测定方法 准确量取20 .00 ml 样品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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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移入125 ml 分液漏斗中, 用水稀释至25 ml , 加溴甲酚绿指

示剂2 滴, 滴加1∶1 氨水调节pH 值颜色由黄绿色变为蓝色 ,

加 HAc- NaAc 缓冲溶液5 ml , 加入25 % 硫代硫酸钠1 ml 、20 %

盐酸羟胺1 ml , 摇匀后, 准确加入0 .02 % 双硫踪四氯化碳溶

液25 ml , 振摇2 min , 静置分层。四氯化碳层经脱脂棉花过滤

于比色皿中, 在530 nm 下测溶液吸光度[ 3] 。

1 .6 样品溶液中锰的测定方法  吸取10 ml 样品溶液, 移入

三角瓶中 , 加水至50 ml , 加5 ml 10 % 高锰酸钾溶液, 煮沸, 浓

缩至30～40 ml , 稍冷后, 加入l g 过硫酸铵 , 继续煮2 min , 冷

却, 将溶液移入比色管中, 在525 nm 下测定溶液吸光度[ 4] 。

1 .7 样品溶液中硒的测定方法  在2 支25 ml 的比色管中 ,

一支加入一定量的Se( W) 标准溶液( 作催化反应 , 吸光度为

A) , 另一支加样品液( 作非催化反应, 吸光度为 A0) , 依次加

入 HNO3 溶液2 .0 ml 、亚甲蓝溶液1 .6 ml 、硝酸钾溶液5 .0 ml ,

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 混匀, 同时置于80 ℃恒温水浴中反应

5 min , 立即取出, 冷却至室温, 在631 nm 下分别测定非催化反

应溶液的吸光度值 A0 和催化反应溶液的吸光度值 A , 并计

算1 g( A0/ A) [ 5] 。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1 可看出, 信阳毛尖中对人体有益元素锌、硒、铁的

含量比较丰富, 尤其硒含量几乎为其他茶叶的2 倍。

  表1 样品中微量元素的含量 μg/ g

Zn Cu Fe Mn Se

信阳毛尖 50 .23 13 .01 710 .06 756 .39 0 .32
功夫红茶 40 .28 20 .61 280 .14 638 .59 0 .17
西湖龙井 77 .65 12 .35 341 .02 890 .25 0 .16

3  讨论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广泛分布于除脂肪外的

其他组织中。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重要组分, 具有很

强的抗氧化和消除自由基的作用。硒能保护心血管和心脏 ,

可使其处于功能正常的状态; 硒和维生素 E 对心肌纤维、小

动脉及微循环的结构和功能均有协同保护作用; 硒有保护视

力器官的功能, 还能刺激免疫球蛋白及抗体产生, 增强机体抗

癌能力。我国推荐成人硒生理需要量为50 μg/ d , 儿童和青少

年为20～50 μg/ d , 婴儿为15 μg/ d[ 6] 。机体硒水平存在随年龄

增长而逐渐下降的趋势, 因此老年人应注意硒的摄入量。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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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指纹”。各品种的独特指纹片段构成该物种的 DNA 指

纹库。它具有类似于人指纹那样的高度个体特异性和稳定

性。DNA 指纹库在作物育种中有广泛应用。每个品种 DNA

指纹差异可直接提供与目标性状有关的 DNA 水平的信息 ,

避免环境的干扰, 从而大大提高杂交种育种中对亲本、后代

理想单株的选择效率; 通过检测品种是否具有该品种特有的

标记指纹片段, 可以很有效的鉴定品种纯度与真伪, 还可以

用于新品种登记和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等。

2003 年潭军等对西南地区在生产上正在使用的73 份

( 次) 玉米自交系进行了SSR 分析。从96 对引物中筛选到多

态性较丰富的20 对引物, 利用其中6 个核心引物的指纹组合

将供试自交系完全区分开来, 构建了西南地区常用玉米自交

系的DNA 指纹库, 指出锚定SSR- PCR 法是一种多态性很高、

重复性很好的指纹构建方法。2005 年李哓辉等采用79 对

SSR 引物分析了86 个玉米杂交种的72 份亲本自交系的遗传

多态性, 从中筛选出扩增带型清晰、稳定的50 对引物, 用于

构建86 个杂交种的 DNA 指纹图谱数据库, 进而确定10 对核

心引物和判别标准用于亲子鉴定研究。

基于分子标记的遗传距离也是鉴别依赖性派生品种的

一个重要参数。大量研究表明, 在玉米上, 由分子标记获得

的遗传距离和同一祖先系数之间的关系达到了0 .05 水平显

著。所以, 分子标记尤其SSR 是分辨作物品种的派生来源的

一个有效的手段。Heckenberger 等使用欧洲具有代表性的硬

质和马齿品种, 使用100 个SSR 引物 , 发现436 个SSR 片段平

均每个位点4 .4 个等位基因, PI C 值平均为0 .58 , 而同一基因

型2 个不同来源的 GD 评估范围是0 .00 ～0 .12 , 对于自交系

平均为0 .29 , 而双单倍体为0 .001。为了降低随机破坏 EDV

的原则 , 他们建议在应用作物品种保护之前提高玉米品种的

纯合程度。

3 .4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植物育种直接选择需要在特殊环

境中进行筛选鉴定, 所以不仅育种时间长, 而且受许多条件限

制; 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不受环境条件影响, 分析手段既快速

又简便。SSR 可用于分子标记辅助田间育种。分子标记应用

田间性状选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品种亲本间必须具有可供选

择分子标记差异。差异表现在2 个方面: 它与所选性状紧密连

锁, 可用性状标记在室内选择; 具有染色体区段分子标记差异,

可用于基因组的背景选择。由于玉米基因组较大,SSR 多为非

编码序列, 不同品种的DNA 区段差异易保存在基因组内。SSR

往往与控制性状的基因序列相毗邻, 因此有可能找到与性状紧

密连锁的SSR 分子标记, 作为控制性状基因的标签, 用于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的正向选择。George 等人鉴定出涉及抗霜霉病

的6 个QTL 位点, 包括在第6 染色体上的一个很强的QTL 位

点。而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Geoorge 等发现了一些高频率等

位基因位点存在与抗病相连的染色体区域。

4  结语

玉米基因组较其他禾谷类作物的基因组大, 重复序列所

占比重也较大。近年来, 对玉米基因组重复区段长度多样

性、存在状态及其在细胞中的功能进行的研究丰富了分子生

物学理论。目前已经公布的玉米SSR 引物序列已达2 000 多

对,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引物分布。目前各个科研单

位已经开始着手 EST- SSR 的开发利用。作为继 RFLP 的第2

代分子标记 ,SSR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并展现出广阔的应

用前景。如 ,SSR 在基因表达和染色体的组织化中的作用 ,

玉米体外雄性单性生殖诱导的候选基因的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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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及食品中的含量甚微 , 所以常喝信阳毛尖可以有

效补充人体对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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