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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红色素的理化性质!生物活性及

提取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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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了近
#%

年国内外有关玫瑰红色素的提取方

法#理化性质#结构成分和生物活性及应用价值的相关研究$

探讨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玫瑰红色素&理化性质&生物活性&结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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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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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刺玫$徘徊花!属蔷薇科$

蔷薇属!多年生常绿或落叶小灌木%玫瑰全身是宝!根可入

药$酿酒!具有理气活血的作用&玫瑰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

多种氨基酸!其中
'

R

最为丰富&玫瑰花含有
!%%

多种化学成

分!包括芳香醇$脂肪酸$酚类以及含香精的油脂等%因此!

玫瑰不仅是园林绿化和水土保持的优良植物材料!更具有

重要的经济价值!在食用$药用$化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开发

利用价值.

#

/

%

近些年来!随着对玫瑰营养价值的认识逐渐深入!对其

食用价值和保健价值的研究!尤其是玫瑰精油和玫瑰色素的

提取应用开始成为热点%玫瑰红色素安全无毒!具有特定的

生物学特性!可广泛用于食品加工和纺织印染等%本文结合

国内外近
#%

年来有关玫瑰红色素的研究成果!综述了其提

取制备$结构成分$理化性质和生理活性!以期为玫瑰色素综

合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

!

结构与性质
#*#

!

化学结构

玫瑰红色素为花色苷类色素!包括矢车菊素
<!

!

1<

双葡萄

糖苷.

$

/

$%-$"

.

!

/

$矢车菊素
<!<

葡萄糖苷$飞燕草花色素
<!<

葡萄

糖鼠李糖苷和芍药色素
<!<

葡萄糖苷.

"-.

/

!其中主要成分矢车

菊素
<!

!

1<

双葡萄糖苷.

1

/

!占到色素总量的
2"*20

!相对分子

量为
."/

!分子结构见图
#

%

图
#

!

玫瑰红色素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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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化性质与稳定性

#*$*#

!

溶解性
!

玫瑰红色素属于水溶性色素!易溶于水$甲

醇$乙醇$柠檬酸$酸性乙醇等极性溶剂!不溶或难溶于石油

醚$乙酸乙酯等非极性溶剂.

/

/

%考虑到食用色素的后续精制

和安全性能!一般选用柠檬酸)乙醇为玫瑰色素的提取剂%

#*$*$

!

酸碱性及吸收光谱
!

玫瑰红色素对
N

[

敏感!

N

[

值

不同!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N

[

"

1

时!颜色为紫红色&

N

[

#

1

时!颜色为粉红色&

N

[

#

/

时!颜色逐渐变为黄色$黄绿色%

由此可见!

N

[

越低!颜色越红!

N

[

逐渐升高!最大吸收波长

红移!颜色随之发生变化.

&

/

%说明酸性环境有利于玫瑰红色

"/#



素的稳定性!而碱性环境会使其稳定性下降%

玫瑰红色素溶液在可见光区+

1%%

!

1#"

!

1#.

!

1#&

!

1$%

!

1$.

!

1!%E=

等,的最大吸收波长有所不同!可能是试验中选

用的玫瑰品种和溶液
N

[

不同的原因%

#*$*!

!

光照和温度
!

文献.

/

/研究表明!温度低于
/%`

时!

色素吸光度基本没有变化!而高于
/% `

时!吸光度明显下

降!溶液颜色逐渐变浅%刘志国等.

2

/将色素溶液在
&%`

时

加热
!%=?E

!吸光值降低!约为
$1`

时的
&&0

%葛芹等.

#%

/

试验表明!低
N

[

+

#

!

$

,色素溶液在
##%`

加热
#1=?E

后!溶

液颜色变化不明显!吸光度分别由原来的
%*2"/

!

%*&//

变为

%*/2.

!

%*"/"

!表现出较好的热稳定性%对于
N

[

#

!

的溶液!

温度超过
&%`

时!吸光值升高!溶液颜色变为黄褐色!色素

品质下降%因此!玫瑰红色素的热稳定性相对较差!试验或

加工时应避免超过
&%`

的高温%

李玉赜.

##

/将
N

[

分别为
#

!

$

!

!

的色素溶液在自然散射

光下密封放置
$&I

!溶液颜色均仍然红艳!吸光值未发生明

显变化!色素残存率分别为
2!*!&0

!

2#*%.0

!

2$*1&0

%文

献.

#%

/同样将
N

[

分别为
#

!

$

!

!

的色素溶液在光照下放置

&"C

!色素残存率分别是
2!*/$0

!

&&*%.0

!

1/*1%0

%可见!

玫瑰红色素在光照条件下稳定性相对较好!并且酸性越强越

有利于色素溶液在光照下的保存%

#*$*"

!

氧化剂和还原剂
!

研究色素溶液的氧化性和还原性

时!经常采用的是
[

$

W

$

和
+>

$

\

$

W

!

%有学者.

##-#$

/认为

[

$

W

$

的影响较小!

+>

$

\

$

W

!

的影响明显!也有学者.

#%

/认为

二者的影响均较大$且浓度越大$时间越长!色素的吸光值变

化越显著%

#*$*1

!

金属离子
!

大多数金属离子对玫瑰红色素没有影响!

+>

3

$

iE

$3

$

Z)

!3

$

R>

$3

$

RH

$3 有一定的保色作用!可增强色

素的稳定性&

5D

$3影响不大!

5D

!3影响明显!使色素溶液颜色

和吸光值均发生明显变化!在储存或使用时应避免接触%

#*$*.

!

食品添加剂
!

蔗糖$葡萄糖$柠檬酸$可溶性淀粉$食

盐在食品添加剂允许的剂量范围内对色素提取液影响较小!

吸光值变化幅度很小!溶液颜色无明显变化%蔗糖$葡萄糖

可一定程度增强色素的稳定性!蔗糖是浓度越大!增强效果

越明显&葡萄糖与蔗糖不同!低浓度时增强效果显著!浓度增

大!稳定作用反而减弱!

'

R

的存在会使色素的稳定性下降!

主要是因为
'

R

会攻击红色素的
R

"

位置!从而影响其稳

定性.

#%

/

%

$

!

玫瑰红色素的生物活性及其应用

$*#

!

抗氧化作用

石秀花等.

#!

/以猪油和菜籽油为底物!采用恒温箱储藏

法测定油类的过氧化值!以此衡量玫瑰红色素的抗氧化性!

试验表明玫瑰色素对猪油和菜籽油均有抗氧化作用!添加量

为
%*%$0

时对菜籽油的抗氧化效果较好!添加量为
%*%!0

时

则对猪油的抗氧化能力强%张麟.

#"

/

!#-!$研究证明玫瑰色素

能够一定程度地清除0

W[

和
W

-

$

0!清除率随着加入量的

增加而上升!当色素浓度为
%*"=

F

#

=J

时!对0

W[

的清除

能力最大!对
W

-

$

0则能完全清除%文献.

$

/

"#-"!则通过清除

X::[

0比较了玫瑰红色素和
'

R

的抗氧化能力!证实玫瑰红

色素 清 除
X::[

0 的
">

1%

为
%*%1! =

F

#

=J

!

'

R

清 除

X::[

0 的
">

1%

为
%*%..=

F

#

=J

!玫瑰红色素的抗氧化能

力比
'

R

强!樊琛等.

#1

/对玫瑰花苞提取物的抗自由基能力能

进行了检测!试验数据证实其对
[W

0$

W

-

$

0$

X::[

0$

Z96\

3均有清除做用!对
X::[

0$

Z96\

3 的清除率高达

2%0

%玫瑰色素无毒副作用!抗氧化能力较强!可用于医疗$

保健等%

$*$

!

抑菌作用

文献.

#"

/

!%-!#研究表明玫瑰红色素对白色念珠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铜铝假单胞菌$肺炎白式克雷菌等菌种生长的

抑制作用较明显!尤其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

抑制作用最为突出%试验结果显示!

!%=

F

#

J

的玫瑰红色素

溶液抑菌效果非常明显!在抑制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肺炎白式克雷菌方面!强于
$%%%]

#

=J

的青霉素钠!并

且抑菌效果较稳定%因此!玫瑰红色素既可以开发抗菌消炎

药物!还兼具有食品防腐剂$增色剂的作用!开发前景广阔%

$*!

!

调节血脂作用

何熹等.

#.

/对大鼠进行高脂饲料喂养试验!受试组给予

不同剂量的玫瑰色素!取其尾血进行总胆固醇+

6R

,$甘油三

酯+

6Y

,$高密度脂蛋白+

[XJR

,含量的测定比较%发现大鼠

经高脂饲料喂养后!血清
6R

$

6Y

均有明显升高!然后按

#*$1

!

$*1%

!

1*%%

F

#

K

F

体重的不同剂量对受试组大鼠进行玫

瑰色素灌胃!发现
!.I

后!

6R

$

6Y

$

[XJR

都有不同程度的

改变%其中!

1*%%

F

#

K

F

剂量玫瑰色素使
6R

明显降低!尤其

是
$*1%

F

#

K

F

剂量受试组!

6R

明显下降!由
&"*1=

F

#

IJ

下降

为
!.*$=

F

#

IJ

!

6Y

下降效果明显!

[XJR

则出现不同程度

的升高%由此可见!玫瑰红色素具有一定的降低血脂$防治

动脉硬化的保健功能.

#/

/

%

$*"

!

纺织染色作用

曹机良.

#&

/用
5D\W

"

和
iE\W

"

0

/[

$

W

作媒染剂!以羊毛

和蚕丝织物为材料!对玫瑰色素的染色性能进行了探讨!结

果表明低剂量的
5D

$3

$

iE

$3就可使玫瑰红色素的染色特征

值发生明显变化!使羊毛和蚕丝织物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玫

瑰红色素
#%=J

$媒染温度
2%`

$媒染时间
.%=?E

$媒染剂

5D\W

"

和
iE\W

"

0

/[

$

W

的剂量为
$

F

#

J

时!染色效果最好!

颜色最深!染色牢度能满足服装标准%吴志奔.

#2

/认为最佳

染色工艺为媒染剂选用
10

的
5D\W

"

!色素提取液
#1=J

!染

色时间
#$%=?E

!染色温度
2%`

!对羊毛织物具有较好的上

染能力!色牢度较好!适合于蛋白质纤维染色%

!

!

玫瑰红色素的制备
!*#

!

玫瑰红色素的提取

#22!

年!刘纪正等.

$%

/利用玫瑰花提取精油后的花渣为

原料!对玫瑰红色素的提取进行了研究!开启了中国对玫瑰

红色素研究的先例%发展至今玫瑰红色素的常用提取工艺

流程为"原料
:

清洗
:

晾干
:

破碎
:

提取
:

抽滤
:

浓缩
:

精

制
:

干燥
:

成品%玫瑰红色素常用的提取方法有酸)醇提

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等%

1/#

研究进展
!

$%#&

年第
##

期



!*#*#

!

酸)乙醇提取法
!

玫瑰红色素作为一种可以食用的

天然色素!最常采用的提取方法是溶剂萃取法%提取溶剂的

种类$

N

[

值$提取时间$提取温度$提取次数等均会影响提取

效果%科研人员分别以不同品种的玫瑰为原料进行了玫瑰

色素提取的研究!最佳提取工艺参数见表
#

%

由表
#

可看出!提取原料不同!最佳提取工艺有所区别!

实际生产中可以对上述工艺参数进行再优化!以提高提取

效率%

表
#

!

酸"乙醇提取玫瑰红色素最佳工艺比较

6>P)D#

!

R(=

N

>G?S(E(T(

N

O?=H=DAOG>BO?(EODBCE()(

FQ

(TG(SDGDI

N

?

F

=DEOP

Q

>B?I>EIDOC>E()

原料 提取溶剂 料液比+

F

#

=J

,

N

[

值 提取温度#
`

提取时间#
=?E

提取次数 参考文献

妙峰山玫瑰干花
!%0

柠檬酸
#

%

#% #*%% .% .% #

.

/

/

食用玫瑰花
!!

#%0

柠檬酸
#

%

#%

#

1% .% #

.

#%

/

药食玫瑰干花
!

#10

柠檬酸
#

%

1%

#

1% 2% #

药食玫瑰花酱
!

#10

柠檬酸
#

%

#%

#

1% !% #

.

$#

/

苦水玫瑰
!!!

&%0

乙醇
#

%

$% #*%% /1 .% !

.

$$

/

$2-!"

玫瑰花渣
!!!

.10

乙醇
#

%

$% #*%% /1 2% #

.

$!

/

玫瑰干花
!!!

盐酸)

210

乙醇
#

%

!%

#

.% .% $

.

$"

/

玫瑰干花
!!!

/%0

乙醇
#

%

#% $*%% /1 "1 #

.

$1

/

刺玫瑰花粉
!!

110

乙醇
#

%

!1 #*1%

室温
$1 #

.

$.

/

苦水玫瑰
!!!

&#*10

乙醇
#

%

2% #*%1

室温
"1 $

.

$/

/

!*#*$

!

超声波提取法
!

超声波是一种高频机械波!具有较强

的空化效应和震动效应%超声波技术应用于植物色素的提

取!可打破细胞壁!加速细胞内色素等物质的释放渗透!提高

提取率%李子江等.

$&

/通过响应面法对玫瑰红色素的提取条

件进行了优化!结果表明超声波功率
1%% 7

$超声波时间

#%=?E

$温度
"%`

$乙醇体积分数
110

时!色素的提取率为

.*$!=

F

#

F

0干重%谢秋涛等.

$2

/用超声波辅助法提取玫瑰花

渣红色素!结论则是超声波功率
"%%7

$超声时间
#$%=?E

$

提取温度
/%`

$料液比
#

%

$%

+

F

#

=J

,$乙醇体积分数
.10

$

N

[#

时提取效果最佳%徐宛璐等.

!%

/则用超声辅助法提取玫

瑰色素!在料液比
#

%

#.%

+

F

#

=J

,$

.10

乙醇$超声波功率

1%%7

$超声时间
!%=?E

的条件下!玫瑰色素的获得率较高%

同样是超声波辅助提取玫瑰色素!文献.

#/

/发现!在料液比

#

%

#%

+

F

#

=J

,$乙醇体积分数
1%0

的条件下!选择
"% `

$

!%%7

的超声辅助提取
$%=?E

!玫瑰色素提取率高且性能稳

定%超声波辅助提取玫瑰色素的技术安全可靠$时间短$效

率高!在工业化生产中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

!

微波提取法
!

微波也称为超高频电磁波!可透过溶剂

介质到达物料内部!使其温度迅速升高破裂!加速色素等有

效成分的渗透流出%文献.

$

/

$%-$"探讨了微波辅助提取玫瑰

色素的工艺条件!并与传统溶剂法进行了比较!表明在
.%0

乙醇$

1*%%'

微波$微波时间
$%=?E

$料液比
#

%

$%

+

F

#

=J

,$

提取
#

次的条件下提取效果最佳!提取率为
#*120

!远高于

传统溶剂法的
#*%#0

%樊爱萍等.

!!

/用微波辅助法提取玫瑰

红色素!通过正交试验优化提取工艺!以乙醇体积分数
"%0

$

料液比
#

%

1

+

F

#

=J

,$微波功率
1.%7

$提取时间
!1S

为最

佳条件!相比于传统的热回流提取法!提取时间大大缩短!提

取率增大
&*#%0

!具有明显的优势%微波提取法大大缩短了

提取时间!但在工业化层面的应用还缺乏相应的设备!目前

难以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规模化%

!*#*"

!

超临界流体提取法
!

超临界流体是介于气液之间的

一种既非气态又非液态的物态!高密度!低黏度!具有较强的

溶解力%文献.

#.

/用
RW

$

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玫瑰黄酮类

色素!得到紫红色粉末!含量为
.!=

F

#

F

0干重!提取率是

%*110

%相对于传统的色素提取方法!此法提取工艺简单!

安全无毒%但因为设备昂贵!运行成本较高等原因!

RW

$

超

临界萃取技术在玫瑰色素上的运用受到一定限制!只限于实

验室内色素的研究分析%

!*#*1

!

冻结)融解辅助水浸提法
!

徐青梅.

!$

/将玫瑰花原料

的水混合物放入
-!%

#

-"`

冰箱!完全冻结后取出迅速搅

拌溶解!来回重复
$

#

!

次%然后加入去离子水和乙醇进行

萃取浓缩!得到红色膏状色素固体%经冻结)融解处理!细

胞壁破碎!色素等细胞内溶解物快速渗透溶解!缩短了浸提

时间!提取率较高!可达
&*.10

%柳滢春.

!!

/在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进行优化改进!增加冻结)研磨的步骤!与原工艺相比!

玫瑰花色素的提取量增加了
$"*1%0

%

!*#*.

!

其他新型提取技术
!

应用于提取植物色素的新型技

术还有酶法和双水相萃取法等%酶法提取色素是利用一些

生物酶如纤维素酶$果胶酶等分解破坏细胞壁!加速细胞内

色素的溶解扩散!达到提取目的%褚盼盼等.

!"

/用双酶法+果

胶酶
3

纤维素酶,提取黑豆皮中的红色素!结果显示!该技术

提取条件温和!有效成分稳定!简单高效!应该是一种有前途

的色素提取新型技术%信璨等.

!1

/采用双水相萃取法对月季

花色素进行了分离纯化!萃取率可达到
2&*"10

%作为一种

新兴的色素分离技术!双水相萃取法能够保证色素的生物活

性!不存在有机溶剂残留!易于扩大工程规模!被广泛用于生

物酶$蛋白质$食用色素等的分离提纯%目前这些技术还未

见到用于玫瑰红色素的提取!但对于优化$探索玫瑰色素的

研究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

!

纯化

大孔树脂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多孔立体结构的聚合物吸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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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剂!具有吸附能力强$易于解吸附$再生处理简单等优点!

可有效除去色素提取液中的蛋白质$糖类等杂质%文

献.

$$

/

!1-1%考察了
Z9<&

$

8<1

$

+c<2

$

X<#%#

$

\<&

$

ZX\<&.

种

大孔树脂对玫瑰花渣色素的吸附和解吸效果!发现
X<#%#

有

较好的吸附和解吸效果%在吸附温度
!%`

时!

N

[

为
$

$浓

度为
%*"1 =

F

#

=J

的上样液以
$ =J

#

=?E

的速度流经

7

$B=b$%B=

树脂柱!吸附量最大!为
#.*&/1=

F

#

F

&再以

N

[#

$

#/% =J

的
2%0

酸 性 乙 醇 为 洗 脱 剂$洗 脱 流 速

#=J

#

=?E

时!解析效果最佳!色素纯度显著提高!色价由
"#

变为
2/

%赵垒等.

!.

/对
Z9<&

树脂动态解吸玫瑰色素的各种

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最佳吸附条件是上样液色素浓度

#1*.!=

F

#

=J

$

N

[#*2$

$吸附速度
/*#29'

#

C

&最佳解吸工艺

参数是
N

[#*#

$

!*"19'

的
./0

乙醇为洗脱剂$解吸流速

$*/$9'

#

C

!此时色素的解吸率为
22*#20

%鉴于大孔树脂纯

化玫瑰花红色素安全无毒$简单高效的优点!具有较高的工

业化价值%

"

!

结语
玫瑰红色素具有降脂$抑菌$染色等作用!可用于药品$

保健品$食品$化妆品等加工行业!是一种多功能天然食用色

素!开发前景十分广阔%至今!对玫瑰红色素的认识已经积

累了大量数据!但多集中在实验室的小试阶段!局限于实验

室的提取纯化以及稳定性研究!有关分子结构$含量测定$生

物活性$生理保健和工厂化生产的研究很少!限制了其开发

应用%因此!应加快对玫瑰红色素的深入研究!为其广泛地

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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