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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蓟多酚类化合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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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近年来关于朝鲜蓟中多酚类化合物的提取方

法'分析方法'化学成分及生物活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

了综述"希望能够将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对朝鲜蓟多酚化合物

研究的成果"加以推广利用%现代医学对朝鲜蓟药用价值的

认可以及朝鲜蓟产品的推广"将对人们的健康和长寿带来极

大的益处%

关键词!朝鲜蓟&多酚&提取&定性定量分析&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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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蓟$

+

@

%0B0C?:;

@

K-CT*

%为菊科菜蓟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又名菜蓟"洋蓟"菊蓟"荷花百合"法国百合!被誉为&蔬

菜之皇(!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公元前
"

世纪!朝鲜蓟就作为

药食兼用的菊科植物!已被古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欣

赏!对地中海农业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
#H

世纪从法

国引进栽培!现已有
#%%

多年的栽培历史!朝鲜蓟在中国的

种植正逐年增加/

#

0

!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云南"山东"湖南

及北京等地#朝鲜蓟花苞可食用!其提取物长期以来一直用

于民间医药/

#

0

#

朝鲜蓟含有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

$I"

0

!其提取物体外具有

抗氧化/

/

0

"抑菌/

D

0

"抗癌抗肿瘤/

C

0

"保肝/

&

0及改善高胆固醇血

症/

H

0等功效!试验表明!标准化的朝鲜蓟提取物胶囊临床有降低

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血浆胆固醇/

#%

0

"降低肠易激综合征/

##

0

"减

肥/

#$

0

"降低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参数/

#!

0以及改善消化/

#"I#/

0等

作用#为了促进中国对该属植物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本文拟

对其多酚类化合物成分"提取方法"分析测定方法及生物活性

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为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

!

朝鲜蓟中的多酚类物质
朝鲜蓟的酚类化合物主要包括黄酮$包括花色素类%和

酚酸类化合物$阿魏酸衍生物"奎尼酸衍生物"咖啡酰奎尼酸

衍生物%以及香豆素类化合物#

#*#

!

黄酮类化合物

朝鲜蓟中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为木犀草素糖苷类化合

物"芹菜素糖苷类化合物和花青素类化合物#

0(=21O

等/

#D

0通过对品种
'O()-BB(3OY(7.212

和意大利

广泛栽培的品种
Y-:(=

的不同部位$叶片"外苞"花苞和茎%

的酚类化合物进行
\AT<@,F,@]4

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

其他部位!叶子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最高#

,:21O6

等/

#C

0最

早从朝鲜蓟叶中提取了木犀草素苷"木犀草素芸香苷和木犀

草素的三糖苷#木犀草素类化合物是朝鲜蓟叶的主要成分!

%D#



而其他部位主要成分不是木犀草素类化合物#

]Q)O12..O

等/

#&

0发现木犀草素苷"木犀草素芸香苷是朝鲜蓟叶中含量

最高的
$

种黄酮类化合物!

K:)([762

;

2

等/

#H

0检测到朝鲜蓟叶

中木犀草素
@C@

糖苷占酚类化合物
!/*#Ĥ

!

42:2X-6

等/

$%

0研

究也证实了!朝鲜蓟叶提取物主要黄酮是木犀草素
@C@)@

葡

萄糖苷!其次是木犀草素
@C@)@

葡糖苷酸+

8-?P2:3B

等/

$#

0检

测到了叶中的木犀草素
@C@)@

葡萄糖醛酸#

4.P�BS

等/

$$

0研究

朝鲜蓟头"果汁和果渣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发现芹菜素
@C@)@

葡萄糖醛酸是所有研究样品中的主要黄酮类化合物!在朝鲜

蓟头中为
#%%$=

W

.

6

W

2

,]

$

3:

;

=2BB-:

%!在朝鲜蓟果渣中

为
#!#&=

W

.

6

W

2

,]

+

Z21

W

等/

/

0也检测到了外苞和头上有

芹菜素
@C@)@

葡萄糖醛酸苷+

T(=?2:3(

等/

"

0也证明了芹菜素
@

C@)@

葡萄糖醛酸苷是主要的黄酮类化合物!其含量为

D$H&=

W

.

6

W

2

0(=21-7.(.)(1-<!

$品种%花托干物质#

Z21

W

等/

/

0用
\AT<

法分析朝鲜蓟叶片"成熟头苞和未

成熟头苞中多酚化合物!检测到!除了木犀草素外!朝鲜蓟中

最常见的
$

种黄酮类化合物木犀草素
@C@)@

葡萄糖苷和木犀

草素
@C@)@

芸香糖苷!以及外苞和头上有芹菜素
@C@)@

葡萄糖

醛酸苷!外苞还有少量的木犀草素
@C@)@

葡萄糖醛酸苷!嫩叶

有木犀草素
@C@)@

丙二酰基
@

#

@T@

葡萄糖苷#

T(=?2:3(

等/

"

0检测到了柚皮素
@C@)@

葡糖苷和柚皮素
@

C@)@

芸香糖苷为朝鲜蓟中的少量酚类化合物#

N)@+-

W

(Q=

;

等/

$!

0也检测到了朝鲜蓟花中的柚皮素"柚皮素
@C@)@

葡糖苷"

柚皮素
@C@)@

芸香糖苷和芹菜素
@C@)@

葡糖苷以及芹菜素
@C@

)@

芸香糖苷"芹菜素
@C

!

"

7

@)@

二葡萄糖苷以及木犀草素
@!

7

@

)@

葡糖苷"木犀草素
@"

7

@)@

葡糖苷和木犀草素
@C

!

"

7

@)@

二葡

萄糖苷等化合物#

\O1(Q

等/

$"

0报道朝鲜蓟叶中有橙皮素"橙

皮素
@C@

芸香糖苷和芦丁#

K:)([762

;

2

等/

#H

0报道了新鲜朝鲜

蓟叶中酚类化合物含少量的二氢槲皮素"牡荆素"荭草素"金

丝桃苷"橙皮苷!在干燥的朝鲜蓟叶的水提取物中检测到了

刺槐苷$

#*$Ĉ

%#

酚类化合物一般以结合态存在#

T2BB21SO(

等/

$/

0研究洋

蓟球在生长和冷藏过程中酚类化合物的变化!结果表明!酚

类物质都以结合状态存在于新鲜健康的头苞!在新鲜的头苞

中!只检测到痕量的游离芹菜素和木犀草素!而在严重受伤

的头苞中!发现了可测量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

与酚酸和类黄酮的研究相比!花青素的数据很少#

FQ?-:B

等/

$D

0鉴定了朝鲜蓟花"苞片和叶中的矢车菊素
!

!

/@

二葡萄糖苷"矢车菊素
!@

咖啡酰槐糖苷
@/@

葡萄糖苷"矢车菊

素
!@

槐糖苷"矢车菊素
!@

葡萄糖苷"矢车菊素
!@

咖啡酰槐糖

苷和矢车菊素
!@

咖啡酰葡糖苷#

4.P�BS

等/

$C

0鉴定了
#!

个

花色苷#包括矢车菊素衍生物
#%

个!芍药素衍生物
$

个和
#

种飞燕草素衍生物#

#!

种花色苷中!有
D

种带丙二酰葡萄糖

取代基团!

#

种为丙二酰槐糖苷#

#*$

!

咖啡酰奎尼酸类化合物

咖啡酰奎尼酸类化合物!是一类由奎尼酸与数目不等的

咖啡酸通过酯键连接而成的酚酸类天然成分/

$&

0

#朝鲜蓟是

咖啡酰奎尼酸类化合物的丰富来源!朝鲜蓟累积咖啡酸$

!

!

"@

二羟基
@

肉桂酸%残基!单和二咖啡酰奎宁酸作为主要化学

成分#朝鲜蓟的单咖啡酰化合物主要有
#@)@

咖啡酰奎尼酸"

!@)@

咖啡酰奎宁酸$新绿原酸%"

"@)@

咖啡酰奎宁酸$隐绿原

酸%和
/@)@

咖啡酰奎宁酸$绿原酸%!其中绿原酸含量最丰

富/

!

0

+二咖啡酰奎宁酸主要有
#

!

!@

二咖啡酰奎宁酸"

#

!

"@

二

咖啡酰奎宁酸"

#

!

/@

二咖啡酰奎宁酸"

!

!

"@)@

二咖啡酰奎尼

酸和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其中
#

!

/@

二咖啡酰奎宁酸含量

最丰富!其次是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

#

0

#

洋蓟素是朝鲜蓟提取物$头和叶%最常提及的一种咖啡

酰奎尼酸类衍生物!具有保肝"促进胆汁分泌和降低胆固醇

的作用#

A21OSSO

等/

$H

0

#H/"

年首次从朝鲜蓟叶子提取得到洋

蓟素单体化合物!并将其解析为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

#HD/

年
A21OSSO

重新解析其结构为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

根据现行有机化合物命名法其名称为
#

!

!@)@

二咖啡酰奎尼

酸/

#

0

#

cPQ

等/

!%

0将朝鲜蓟叶的提取液进行分离也得到了洋

蓟素#洋蓟素的活性很强!但含量不高/

#

0

!所以有时检测不

到#

T2BB21SO(

等/

!#

0研究表明朝鲜蓟头中的洋蓟素含量为

D#*$=

W

.

#%%

W

2

,Z

!是其他几种二咖啡酰奎宁酸的
%*%C

&

%*"$

倍+

FSSO1O

等/

!$

0研究朝鲜蓟头酚类成分!在烹饪后才检

测到了洋蓟素#

绿原酸是朝鲜蓟的主要单咖啡酰奎宁酸类化合物#

T(=?2:3(

等/

"

0研究朝鲜蓟的多酚成分发现!每千克
s'O()-BB(3O

4O.O)O2s

内苞片干物质中!含有
#"&"#=

W

#

4.P�BS

等/

$$

0研究朝

鲜蓟头"果汁和果渣中的咖啡酸类化合物表明绿原酸含量丰

富!其含量仅次于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在朝鲜蓟头中含有

!#"!=

W

.

6

W

2

,]

!在果渣中含量为
$%!!=

W

.

6

W

2

,]

#

4.P�BS

等/

$$

0研究朝鲜蓟头"果汁和果渣中的咖啡酰奎

宁酸发现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代表主要的羟基肉桂酸!在

朝鲜蓟头中含有
!&H% =

W

.

6

W

2

,]

!在果渣中含量为

!$DH=

W

.

6

W

2

,]

!而在果汁中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洋

蓟%占主导地位!可能是加工期间的异构化造成的#

朝鲜蓟组织的咖啡酰奎尼酸衍生物含量取决于组织的

生理阶段#

Z21

W

等/

/

0研究了
!

个品种朝鲜蓟$绿球"帝王星

和紫罗兰%叶"头的抗氧化酚类化合物!结果表明,叶子含有

最高浓度的总酚!未成熟头苞的比成熟头苞的更高+

!

种洋

蓟品种中!帝王星叶含有最高浓度的酚!而紫罗兰含量最低#

朝鲜蓟主要酚类化合物在贮藏加工过程中会发生转化#

T2BB21SO(

等/

$/

0研究表明!朝鲜蓟的健康头部在
$%V

下贮藏

$

周或在
"V

下贮藏
#

个月时!咖啡酸显著增加!在
$%V

下

增加最明显#受伤的头部$内部黑色化%在
$%V

贮藏
$

周!

咖啡酸和其他大多数酚类物质均有所减少!而头部严重受损

时!储存同一时间段!发现咖啡酸为存在于新鲜适销的头部

咖啡酸总量的
#

.

$

以下#然而!在
"V

贮藏
#

个月的受伤头

部!咖啡酸的减少进程较慢#

8O)@ES

l

QO-:3(

等/

!!

0研究表明!

朝鲜蓟经贮藏后其内苞中总酚"绿原酸和
#

!

"@

二
@

咖啡酰奎

尼酸
J"

!

/@

二咖啡酰奎尼酸含量升高!特别是在
$

!

/

!

CV

而
#

!

/@

二 咖 啡 酰 奎 尼 酸
J !

!

/@

二 咖 啡 酰 奎 尼 酸 从

$D%=

W

.

6

W

降低到
#/%=

W

.

6

W

!说明酚类化合物已经发生了

转化#

FSSO1O

等/

!$

0研究发现朝鲜蓟烹饪后!绿原酸含量稍有

增加!单咖啡酰奎宁酸和二咖啡酰奎宁酸的增加#

#D#

研究进展
!

$%#&

年第
#$

期



#*!

!

香豆素类化合物

\O1(Q

等/

$"

0报道朝鲜蓟叶中有
C@

羟基
@D@

甲氧基香豆素

和
C@

羟基
@D@)@

#

@

葡萄糖
@

香豆素#

K:)([762

;

2

等/

#H

0报道了

"@

羟基
@

香豆素#

'O

W

P

等/

!"

0也报道了朝鲜蓟干叶中含有
C@

羟基
@D@

甲氧基香豆素#

#*"

!

其他酚酸

K:)([762

;

2

等/

#H

0研究表明!在新鲜朝鲜蓟叶的酚类化

合物中!咖啡酸为
!&*//̂

"熊果苷为
H*!#̂

+而朝鲜蓟干燥

叶的水提取物中酚类化合物中含没食子酸$

$!*"&̂

%"菊苣

酸$

/*&D̂

%和阿魏酸$

/*/"̂

%#

FSSO1O

等/

!$

0研究朝鲜蓟生物

活性分子的吸收和代谢发现!口服朝鲜蓟后
&P

血液二氢咖

啡酸和二氢阿魏酸水平显著升高!证实了摄取朝鲜蓟后羟基

肉桂酸代谢物的吸收利用#

$

!

朝鲜蓟中多酚物质的提取
多酚化合物常见的提取方法有溶剂提取法"超声辅助提

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酶辅助提取法以及超临界流体萃取

法等#其主要化合物绿原酸易溶于乙醇"丙酮"甲醇等极性

溶剂!微溶于乙酸乙酯!难溶于氯仿"乙醚"苯等亲脂性有机

溶剂#由于自身的不稳定性!提取时不能高温"强光及长时

间加热#

在多酚化合物提取过程中!可根据所用溶剂的不同!将

溶剂提取法分为热水提取法"醇$甲醇或乙醇%提取法等#由

于热水提取法会造成提取物中含有较多杂质!故不常用#目

前!对于朝鲜蓟中多酚化合物的提取!可根据多酚化合物的

成分选择适当浓度的醇溶剂进行提取#

宋曙辉等/

!/

0采用甲醇"乙醇等溶剂对朝鲜蓟中的多酚

进行超声波提取!结果表明!最佳条件为提取功率
D/%Z

!提

取时间
$%=O1

!提取温度
!%V

!料液比
#

%

$%

$

W

.

=T

%!

C%̂

乙醇作为溶剂!该条件下多酚提取率为
"*%D̂

#

由于朝鲜蓟中的多酚化合物比较复杂!对其提取不止局

限于一种方法!通常将
$

种或
$

种以上的方法相结合来提高

提取率#张俊等/

!D

0采用微波辅助与溶剂提取相结合的方

法!并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最佳条件为料液比

#

%

&

$

W

.

=T

%!提取液
>

\C

!微波功率
C%% Z

及处理时间

H%7

!在此条件下!朝鲜蓟叶多酚提取率可达
$*$Ĉ

#赵友谊

等/

!C

0选用溶剂回流提取的方法!对影响朝鲜蓟叶中黄酮及

酚酸提取率$以咖啡酸含量为指标%的因素进行了考察!得到

最佳提取工艺为
D%̂

乙醇!液料比
#%

%

#

$

=T

.

W

%!提取
!

次!每次
$P

!最佳工艺条件下!总酚酸的平均含量为
/*%#̂

!

总黄酮及酚酸的平均提取率为
H/*C"̂

#

!

!

朝鲜蓟中多酚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常用于多酚化合物分析测定的方法有,分光光度法"高

效液相色谱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等#分光光度法可以

用来对总酚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法可以对柱分离后的单体化合物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

!*#

!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包括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G()O1@<O(.2O)-Q

比色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和酒石酸亚铁分光光度法/

!&

0

等!分光光度法可以测定天然产物中的总酚含量/

!H

0

#冯丽

等/

"%

0研究
!

个品种朝鲜蓟$帝王"绿宝石"德引%的总酚含

量!

G:2BO211O

等/

"#

0研究朝鲜蓟不同部位的总酚含量以及
0-@

S2S23-P

等/

"$

0研究盐度对洋蓟叶片酚类成分的影响!都采用

了
G()O1@<O(.2O)-Q

法#

!*$

!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常用于多酚类化合物的分离!结合标准

样品分析单体化合物的含量!此法具有灵敏度高"线性范围

宽"分析快速等优点/

"!

0

#曹佩琴等/

""

0建立了同时测定朝鲜

蓟叶中绿原酸$

!@

咖啡酰奎尼酸%和洋蓟素$

#

!

/@

二咖啡酰奎

尼酸%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测定了朝鲜蓟叶中绿原酸和洋

蓟素的含量分别为
#*%#̂

和
%*%$D̂

#

8O)@ES

l

QO-:3(

等/

!!

0用

\AT<

法测定了内部苞叶总酚含量大大高于外部含量$鲜叶

中分别为
D#&

!

C"=

W

.

6

W

%#

FSSO1O

等/

!$

0采用
\AT<@,F,

测

定了生"熟朝鲜蓟头的多酚含量变化#张俊等/

"/

0采用

LAT<

法外标法测得朝鲜蓟叶中绿原酸含量$质量分数%为

#*/$̂

#

K:)([762

;

2

等/

#H

0用液相色谱法测定新鲜朝鲜蓟叶

中酚类化合物含量!结果表明!木犀草素
@C@

葡萄糖苷为

!/*#Ĥ

"芦丁为
%*%&̂

"二氢槲皮素为
%*H#̂

"牡荆素$

F

>

O@

W

-1O1&@+@

#

@T@

W

)Q.(7O3-

%

/*!#̂

"荭草素$木犀草素
@&@+@

葡

萄糖苷%为
%*"D̂

"金丝桃苷$槲皮素
!@

#

@T@

半乳糖甙%为

%*%#̂

"橙皮苷为
$*!!̂

"

"@

羟基香豆素为
%*&&̂

"绿原酸为

%*#%̂

"新绿原酸为
D*&&̂

"咖啡酸为
!&*//̂

"熊果苷为

H*!#̂

#而朝鲜蓟干燥叶的水提取物中酚类化合物与新鲜

朝鲜蓟叶相比!没有检测到二氢槲皮素"牡荆素"荭草素"橙

皮苷"

"@

羟基香豆素和熊果苷!但新检测到的酚类物质为芹

菜素$

%*&Ĥ

%"刺槐苷$

#*$Ĉ

%"没食子酸$

$!*"&̂

%"菊苣酸

$

/*&D̂

%和阿魏酸$

/*/"̂

%#其结果证实了木犀草素
@C@

葡萄

糖苷为朝鲜蓟叶中主要的黄酮类化合物#

!*!

!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可将天然产物的粗提物进

行快速分离"基于碎片离子信息的组分鉴定!以及定量分析!

具有灵敏度高!样品用量少!分析速度快等特点#

T(=?2:3(

等/

"

0采用
\AT<@,F,@N4E

.

]4

1法鉴定了
#H

种酚类化合物!

]Q)O12..O

等/

#&

0利用
\AT<

.

]4

法鉴定了
"

个单咖啡酰奎尼

酸酯"

/

种二咖啡基奎尼酸酯和
/

种木犀草素衍生物#罗葵

等/

"D

0采用液相色谱'电喷雾串联四极杆质谱方法$

T<@]4

.

]4

%研究发现朝鲜蓟罐头食品中绿原酸含量最高!平均值为

D$/*C%#

'

W

.

W

!洋蓟素平均值为
!#/*&$!

'

W

.

W

#

A213O1(

等/

"C

0用
\AT<@,F,@]4

.

]4

法分析了不同品种朝鲜蓟

$

M)21. \

;

-:(O7

"

+(?:-

"

Y-=2$%%%

"

Y-=

>

(G#

"

Y(13(3O

A2-7BQ=

"

'O()-BB(3O4O.O)O2

%在不同部位的多酚分布!结果表

明!品种和部位不同的酚类含量差异显著!其中!绿原酸含量

范围为,

$$C&=

W

.

6

W

2

,]

$

Y(13(3OA2-7BQ=

%至痕量$

+(@

?:-

%+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含量范围为,

&!=

W

.

6

W

2

,]

$

M)21.\

;

-:(O7

%至
#H&D=

W

.

6

W

2

,]

$

Y(13(3OA2-7BQ=

%#

4.P�BS

等/

$C

0对
"

个栽培种头苞提取物进行质谱分析!结果

表明!不同品种之间花青素含量差别很大!总含量范围为
&

&

$D#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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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师明月等,朝鲜蓟多酚类化合物研究进展
!



#C%/=

W

.

6

W

2干基#矢车菊素
!@

$

Dq@

丙二酰%葡萄糖苷是

所有分析样品中的主要花色苷#

"

!

朝鲜蓟酚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
"*#

!

抗氧化活性

氧自由基参与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如炎症"缺血性

心脏病"癌症等/

"&

0

#朝鲜蓟可能由于多酚化合物的存在而

具有良好的自由基清除能力!能够防止脂类的过氧化!抑制

过氧化氢引起的溶血以及过氧化物对细胞的氧化#

宋曙辉等/

"H

0采用
,AA\

法"

FMY4

法对朝鲜蓟叶提取

物进行了体外抗氧化试验!结果表明!朝鲜蓟叶片提取物清

除
,AA\

2的
"+

/%

值为$

$&!*/k%*DH

%

'

W

.

=T

"

"+

C/

值为

$

""!*Dk%*C"

%

'

W

.

=T

+

FMY4

J的
/%̂

为
#%"

'

W

.

=T

时!随

着提取物浓度的增加!对
FMY4

J自由基的抑制率也逐渐增

大#杨海英等/

/%

0通过超氧阴离子法研究了朝鲜蓟叶提取物

的抗氧化活性#当朝鲜蓟叶提取物浓度为
%*&=

W

.

=T

时!

朝鲜蓟提取物对超氧阴离子的清除率达到
H$*H$̂

#

通过对朝鲜蓟提取物活性的物质基础的研究表明!抗氧

化活性与酚羟基的数量有关!多羟基数目显示出高抗氧化物

活性!邻位或对位加入第二个羟基也能增加抗氧化物活性#

Z21

W

等/

/

0对分离得到的化合物用
,AA\

法进行活性检测!

其活性为洋蓟素$每个酚环上有
$

个相邻羟基%

#

木犀草苷"

木犀草素
@C@

芸香糖苷$

#

个环上有
$

个相邻的羟基!第二个

环上只有
#

个羟基%

#

绿原酸"

#@

咖啡酰奎宁酸$同一酚环上

$

个相邻羟基%

#

芹菜素
@C@

芸香糖苷"柚皮芸香苷$

$

个羟基

在分开的酚环上%#

�-[.t6([�

等/

/#

0用
,AA\

法测得多酚的

活性为,二咖啡酰奎宁酸
#

木犀草素
@C@

葡糖苷
#

绿原酸#

5Q1

等/

/$

0通过
\AT<@]4

和
+]0

$

#

\

和#!

<

%鉴定了朝鲜蓟

中显示抗氧化活性的物质为洋蓟素!并采用
,AA\

法和

FMY4

法 测 定 了 其 抗 氧 化 活 性!

2+

/%

分 别 为
/*/D

!

#/*&!

'

W

.

=T

#

8O)@ES

l

QO-:3(

等/

!!

0研究表明朝鲜蓟是天然抗

氧化剂的重要来源!朝鲜蓟内部苞片中的酚类物质比外部苞

片高
#%

倍#在收获后!贮藏后内苞总酚为
D#&=

W

.

6

W

!绿原

酸为
#"!=

W

.

6

W

!

#

!

"@

二
@

咖啡酰奎尼酸
J "

!

/@

二咖啡酰奎

尼酸为
$%C=

W

.

6

W

!

#

!

/@

二咖啡酰奎尼酸
J!

!

/@

二咖啡酰奎

尼酸为
$D%=

W

.

6

W

#

A�:-S@82:.t2

等/

/!

0研究发现!朝鲜蓟叶

提取物和纯组分的洋蓟素!咖啡酸!绿原酸和木犀草素都以

浓度依赖型降低了
\

$

K

$

诱导的人白细胞氧化!朝鲜蓟叶提

取物浓度在
#%

&

#%%

'

W

.

=T

时抑制率为
/%̂

#测定的纯组

分在较低浓度
!*/

&

H*%

'

W

.

=T

下显示相同的抑制水平!绿

原酸为
!*/

'

W

.

=T

$抑制率
DD*#̂

%!洋蓟素为
/*$

'

W

.

=T

$

//*$̂

%!咖啡酸为
/*C

'

W

.

=T

$

//*Ĥ

%和木犀草素为

H*%

'

W

.

=T

$

/#*D̂

%#

"*$

!

抑菌活性

'2=21Q

等/

/"

0以多酚含量为考核指标优化了提取条件!

得到了朝鲜蓟叶
C/̂

乙醇提取物!抑菌试验表明!提取物对

无害李斯特菌
<]8M$#&

"蜡状芽孢杆菌
<]8M$#/

的测试

菌株显示出显著的抑制活性!

]E<

均为
/=

W

.

=T

!但对其他

菌株的
]E<

为
#/=

W

.

=T

#杨克沙/

//

0对朝鲜蓟叶片乙醇提

取粗多酚和纯化后多酚进行抑菌试验!结果发现!粗多酚对

供试菌的
]E<

值分别为
$/*%

!

$$*/

!

$%*%

!

!$*/

!

$C*/

!

!%*%=

W

.

=T

!纯化后多酚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芽

抱杆菌"绿脓杆菌"乳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活性强于粗

多酚!纯化后多酚对供试菌的
]E<

值分别为
#%

!

&

!

#$

!

#!

!

#$

!

#!=

W

.

=T

#

cPQ

等/

!%

0研究了
!

种提取溶剂$氯仿"乙酸

乙酯和正丁醇%的提取物以及分离得到的单体化合物的抑菌

活性+其中!正丁醇提取物对三类微生物$

C

种细菌!

"

种酵母

和
"

种霉菌%显示出最显著的抗微生物活性+对正丁醇提取

物进行分离纯化制备得到了咖啡酰奎宁酸衍生物和
"

种黄

酮!其中!绿原酸!洋蓟素!木犀草素
@C@

芸香糖苷和木犀草苷

表现出比其他化合物相对较高的活性+它们对真菌的作用比

细菌更有效!其最低抑制浓度为
/%

&

$%%

'

W

.

=T

#

"*!

!

保肝作用

朝鲜蓟在西方作为药食两用的菊科植物!其叶提取物长

期以来一直用于民间医药!特别是用于肝脏疾病/

#

0

#目前商

业化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肝病#

以大鼠
<<L

中毒作为试验模型!

4

>

-:(1O

等/

&

0通过测定

脂质过氧化"天冬氨酸转移酶和丙氨酸转氨酶的活性来评估

朝鲜蓟提取物的保肝作用!结果表明!提取物对胆汁流动和

肝脏保护起作用#

8-?P2:3B

等/

/D

0研究表明!将大鼠原代肝

细胞暴露于叔丁基氢过氧化物$

B@M\A

%!测试组朝鲜蓟水提

取物降低了培养物中的脂质过氧化作用$丙二醛的产生量%

和细胞毒性!表明其具有抗氧化及肝保护潜力#常食用朝鲜

蓟有治疗慢性肝炎的功效!大多数是针对朝鲜蓟提取物来阐

述的!对于朝鲜蓟单个物质保肝特性局限于洋蓟素的研究!

F3S-B

等/

$

0建立离体大鼠肝细胞
<<)

"

中毒模型!通过
8KY

和
8AY

酶渗漏检测!证明了洋蓟素对肝细胞具有明显的保

护作用#

"*"

!

降胆固醇$高血脂症

高血脂症常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严

重威胁人们的健康!可以通过
Y8

"

Y<

"

T,T@<

以及
\,T@<

等指标来监测#近年来!国内外对朝鲜蓟的研究表明!其提

取物具有降低胆固醇"降低高血脂症的功效#

MQ13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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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进

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结果表明,朝鲜蓟叶提

取物血浆总胆固醇平均下降
"*$̂

!对照组平均增加
#*Ĥ

#

姚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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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进一步研究朝鲜蓟提取物对高脂血症有治疗作

用!以及其主要活性物质木犀草素!证实了朝鲜蓟叶提取物

可以增强胆固醇的排出!降低肝中胆固醇的合成!其中木犀

草素抑制胆固醇的生物合成有效率达
D%̂

#宋曙辉等/

/&

0通

过动物试验考察了血液与肝中的
Y8

"

Y<

"

\,T

"

T,T

"

],F

含量及肝中的脂蛋白脂酶$

TAT

%和肝脂酶$

\T

%活性!也发

现朝鲜蓟叶提取物具有一定的降血脂功能#

/

!

展望
现阶段保健食品绝大部分都是添加了化学合成添加剂!

其安全隐患与对消费者健康的潜在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朝鲜蓟在保健食品方面的应用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一方面!如果能够利用国内外对朝鲜蓟多酚化合物研究的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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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果!加以消化并投入生产!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将

促进中国植物源天然抗氧化剂产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现代医学对朝鲜蓟药用价值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人们

对朝鲜蓟保健功能认识的提高!朝鲜蓟茶包"朝鲜蓟保健食

品"朝鲜蓟干粉"朝鲜蓟提取物的需求量也会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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