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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除羟自由基法评价竹叶提取物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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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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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与邻二氮菲生成红色配合物的吸收光谱!抗氧化剂
URIj

及竹叶提取物样品对清除羟

自由基能力的研究"分光光度法测定抗氧化剂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测定波长为
C"+'-6H

"以
aV

C"

值#清除率

为
C"T

时!抗氧化剂的浓度值$作为评价抗氧化剂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指标!测得合成抗氧化剂和效果最好

竹叶提取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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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竹叶提取物可以作为天然抗氧化剂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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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作为一种+药食两用的天然植物,已被广大消费者所

接受!竹叶提取物主要功能性成分为竹叶黄酮糖苷!具有抗

氧化和抑菌活性!可以作为一种生物黄酮类保健营养素进行

开发!前景广阔"目前!国内外用于评价植物抗氧化能力的

方法已有很多!如硫氰酸盐法(

-

)

'硫代巴比妥酸法(

#

)

'抗氧

化能力指数法(

!

)

'化学发光法'清除有机自由基
QJJI

法'

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法(

?

!

C

)

'还有很多清除自由基的检测

评价方法(

@

)

!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羟自由基是一

种氧化能力很强的自由基!可使糖类'氨基酸'蛋白质'核

酸和脂类发生氧化!与许多疾病的产生有关"检测羟自由基

方法有电子自旋共振法(

>

)

'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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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光光度法(

+

)

'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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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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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方法要求的仪器试

剂昂贵!操作复杂!使其应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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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体系可通

过
:/61%6

反应产生羟自由基!邻二氮菲
,:/

#D水溶液被羟自

由基氧化为邻二氮菲
,:/

!D后!使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

强烈减小甚至消失!最大吸收波长吸光值的变化反映了羟自

由基氧化作用的大小"此法简便易行!适于广泛使用!但其

准确性'灵敏度和可行性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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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材料及前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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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醇!丙酮洗脱!水洗脱组分弃用!其他洗脱组分浓缩得干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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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试液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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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溶液质量浓度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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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溶液的配制

邻二氮菲溶液&准确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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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二氮菲!用少量

乙醇溶解!用超纯水定容至
-""HW

容量瓶!配成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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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的邻二氮菲溶液"硫酸亚铁铵溶液&准确称取
"'!+#-?

B

硫酸亚铁铵!用超纯水定容至
-""HW

容量瓶!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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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G-的硫酸亚铁铵溶液"双氧水溶液&准确量取体积分

数为
!"T

的双氧水
#HW

!用超纯水定容至
-"""HW

容量

瓶!配成体积分数为
"'"@T

的双氧水溶液"

)

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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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测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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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试管溶液为参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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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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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号管

溶液进行扫描!得最大吸收波长!并在此波长下测定吸光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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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为加入提取液的羟自由基体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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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

二氮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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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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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竹叶提取液$的吸光度!

/

提 为竹叶提取物

溶液的吸光度!

/

损为加入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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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羟自由基体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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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邻二氮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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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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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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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损为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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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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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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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邻二氮菲配合物的吸收光谱与测定波长的确定

在
:/61%6

反应体系中!

:/

#D与邻二氮菲生成红色配合

物!在
#""

!

>""6H

的范围内扫描!测得此红色配合物溶液

最大吸收波长为
C"+'-6H

#图
-

$!故确定测定波长为
C"+'-

6H

!这与郭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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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
C-"6H

基本一致"如果在此溶液

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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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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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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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产生的羟自由基氧化
:/

#D

,

邻二氮菲为
:/

!D

,

邻二氮菲!使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强烈减小甚至消失"

由于在此反应体系中加入竹叶提取物后!竹叶提取物中的活

性成分优先与羟自由基作用!减弱了羟自由基对
:/

#D

,

邻二

氮菲的氧化作用!从而减弱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的变

化!通过吸光度!可反应竹叶提取物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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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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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测定

把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叔丁基对苯二酚#

URIj

$逐级稀

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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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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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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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W

G-

"按上述方法

进行测定!计算抗氧化剂对羟自由基的清除率!以清除率
T

对抗氧化剂浓度
@

作图"从图
#

可以看出!

URIj

浓度在

"'"#"

!

"'-#"H

B

-

HW

G-范围内!抗氧化剂对羟自由基的清

除率在
?-T

!

@>T

范围内!清除率与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

系"根据图
#

!计算出清除率为
C"T

时的浓度值!即为
aV

C"

值!用
aV

C"

值作为评价抗氧化剂的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指标!

aV

C"

值越低!抗氧化剂的自由基清除能力越强"采用此法测

定的
URIj

的
aV

C"

值为
"'"?"

!可知
URIj

清除羟自由基

能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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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提取物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测定

按上述方法测定和计算!得各竹叶提取物样品清除率
T

与浓度
@

之间关系#图
!

$!计算出
aV

C"

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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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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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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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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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各样品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由强到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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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清除羟自由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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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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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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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
:/

#D与邻二氮菲生成红色配合物的吸收光谱!抗

氧化剂
URIj

及竹叶提取物样品对清除羟自由基的能力"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抗氧化剂清除羟自由基能力的测定波长

为
C"+'-6H

"以
aV

C"

值作为评价抗氧化剂清除羟自由基能力

的指标!测定了竹叶提取物抗氧化能力!得出
\#"

!

\?"

!

\@"

抗氧化能力较强!接近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抗氧化剂叔

丁基对苯二酚#

URIj

$抗氧化能力!且成本较低!属纯天然!

所以!

\#"

!

\?"

!

\@"

等竹叶提取物可以作为天然抗氧化

剂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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