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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及体外

抗氧化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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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江西
""

种名茶中的
%

种

儿茶素!儿茶素&表儿茶素&表没食子儿茶素&表没食子儿

茶素没食子酸酯&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含量"并通过测定

茶叶样品的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铁还原抗氧化能力&

N_A(

s自由基清除能力和总还原能力
9

项体外抗氧化指

标"比较
""

种江西名茶的抗氧化能力$研究结果表明%

上述茶叶中
%

种儿茶素含量有较大差异"总儿茶素含量

大部分差异不显著"绿茶和白茶总儿茶素和各种儿茶素

含量总体比红茶高)各种类型茶叶均表现出明显的抗氧

化能力"总体趋势也是绿茶和白茶强于红茶$从抗氧化&

防衰老的角度来说"推荐消费者优先选择井岗翠绿&浮瑶

仙芝等绿茶"资溪白茶&靖安白茶等白茶$

关键词!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高效液相色谱法)抗氧化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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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江西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拥有适宜的茶叶生长

自然条件&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其中庐山云雾+遂川狗

牯脑+井冈翠绿+上饶白眉+修水宁红+靖安白茶等均为江

西名茶的代表)

"

*

'研究表明茶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

力)

'W$

*

&能有效清除自由基并抑制机体自由基损伤)

9W%

*

&

具有抗癌)

6

*

+抗辐射)

#W!

*

+防治疾病)

*

*和延缓衰老)

"&

*等功

能'茶多酚是茶叶中的主要抗氧化物质&其含量达茶叶

干重的
"!Q

"

$6Q

)

""

*

'茶多酚主要包括儿茶素)

"'

*

+茶黄

素)

"$

*

+没食子酸)

"9W"%

*和黄酮等)

"6

*

&而其中儿茶素占比最

大'目前尚未见对江西众多茶叶中的儿茶素及其抗氧化

能力进行分析的研究'本研究拟选取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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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名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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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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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F

#分别对其总儿茶素+儿

茶素!

F

#+表儿茶素!

+F

#+表没食子儿茶素!

+YF

#+表没

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YFY

#和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

+FY

#进行测定和比较&并采用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

铁还原抗氧化能力+

N_A(

s自由基清除能力+总还原能力

9

项指标对样品的体外抗氧化能力进行测定和比较&旨在

了解各种江西名茶中的儿茶素含量差异以及体外抗氧化

能力差异&为消费者选择适合的茶叶以及江西茶叶的种

植和加工提供理论指导'

"

!

材料与方法
"7"

!

材料与试剂

绿茶+红茶+白茶
$

种类型共
""

种江西名茶茶叶样

品"江西省南昌市鹿鼎国际茶叶城$

"

&

",

二苯基苦基苯肼!

DXXT

#"纯度
%

*#Q

&东京化

成工业株式会社$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

+DAN

+抗环血酸+乙酸"色谱

纯&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9

&

6,

三吡啶基
,(,

三嗪!

AXAa

#"纯度
**Q

&金克隆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w,

联氨
,

双
,$,

乙基苯并噻唑啉
,6,

磺酸!

N_A(

#"纯度

*!Q

&金克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水溶性维生素
+

标准品!

A@808c

#+儿茶素标准品

!

F

#+表儿茶素标准品!

+F

#+表没食子儿茶素标准品

!

+YF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标准品!

+YFY

#+儿

茶素没食子酸酯标准品!

+FY

#"纯度
%

*!Q

&金克隆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乙腈+甲醇"色谱纯&美国天地有限公司$

超纯水"实验室
:O\\OXRU+

超纯水机制备'

"7'

!

仪器与设备

高速多功能粉碎机"

iV,'&&

型&星宇仪器有限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TF,'%"!U

型&杭州华创科学器材

有限公司$

可见分光光度计"

#'$=

型&上海光学仪器一厂$

高效液相色谱仪"

.̂?;@4;'6*%

型&美国
.̂?;@4

公司$

循环水真空泵"

(T_,OOO

型&河南省予华仪器有限

公司$

数显恒温水浴锅"

TT,9

型&常州亿通分析仪器制造

有限公司'

"7$

!

试验方法

"7$7"

!

儿茶素含量的测定
!

参照
Y_

(

A!$"$

%

'&&!

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

种茶叶中的
%

种儿茶素含量进行

测定'

!

"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4(

B

2;@/48@EF

"!

柱

!

'%&--k976--

&

%

&

-

#$柱温
$%j

$流速
&7*-\

(

-/3

$

紫外检测器波长
.

m'#!3-

$进样量
"&

&

\

$梯度洗脱程

序为"

"&&Q N

相!

*& -\

乙腈
s'& -\

乙酸
s' -\

"&-

5

(

-\+DAN

溶液&用超纯水定容至
"\

&摇匀&过

&79%

&

-

膜#保持
"&-/3

+

"%-/3

内由
"&&Q N

相变化

至
6!Q N

+

$'Q _

相!

!&& -\

乙腈
s'& -\

乙酸
s

"&-

5

(

-\+DAN

溶液
'-\

&用超纯水定容至
"\

&摇

匀&过
&79%

&

-

膜#

+

6!Q N

相+

$'Q _

相保持
"&-/3

+

"&&Q N

相'色谱图见图
"

'

图
"

!

儿茶素标准溶液和茶叶样品溶液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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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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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的制备"用稳定溶液!

'%-\"&-

5

(

-\

+DAN

溶液
s'%-\"&-

5

(

-\

抗坏血酸溶液
s%&-\

乙腈&用超纯水定容至
%&&-\

&摇匀#将
+YF

+

F

+

+F

+

+YFY

+

+FY

配置为不同浓度的系列混合标准溶液&进行

TX\F

检测&以峰面积为纵坐标&儿茶素标准溶液浓度为

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回归方程'

!

$

#精密度试验"分别取
%

个不同浓度梯度的儿茶素

标准溶液&在上述色谱的工作条件下&进行
TX\F

检测&每

个浓度
6

次平行&对结果进行批次内差异分析&计算精

密度'

!

9

#江西名茶样品中儿茶素含量的测定"准确称取

""

种干燥粉碎过筛的江西名茶样品各
&7'

5

于
"&-\

离

心管中&加入预热到
#&j

的
#&Q

甲醇溶液
%-\

&充分搅

拌均匀&立刻转移到
*&j

的水浴中&提取
"&-/3

&提取结

束后冷却到室温&离心
"&-/3

!

$%&&@

(

-/3

#&将上清液转

移至
"&-\

容量瓶中&残渣重复提取离心
"

次&

'

次上清

液合并定容至同一容量瓶中'用移液管移取
'-\

提取

#%!

"

[807$%

$

=876

王学渊等!不同类型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及体外抗氧化能力比较



液至
"&-\

容量瓶中&用稳定溶液定容&摇匀&过
&79%

&

-

滤膜'进样
"&

&

\

&对
""

种江西名茶中
%

种儿茶素的含

量进行
TX\F

测定'

!

%

#加标回收试验"准确称取
6

份同种茶叶样品
&7'

5

于
"&-\

离心管中&其中
'

份做对照!即不加标准品#&其

他
9

份分为
'

组&每组加入不同水平的
%

种儿茶素标准

品&每种水平
'

个平行样'第
"

组!水平
"

#

+YF

+

F

+

+F

+

+YFY

+

+FY%

种儿茶素标准品的加入质量分别为
'97**

&

"'7%&

&

'%7$!

&

69769

&

6&7!*-

5

$第
'

组!水平
'

#的加入质量

分别为
"&7&&

&

%7&&

&

*76$

&

%79$

&

*7"&-

5

'样品处理步骤同

"7$7"

!

9

#'按照上述
"7$7"

!

"

#高效液相色谱工作条件&每

次进样
"&

&

\

&测定加标和未加标茶叶样品中
%

种儿茶素

的含量'按式!

"

#计算加标回收率'

>

O

>

"

R

>

&

H

P

"&&Q

& !

"

#

式中"

>

%%%加标回收率&

Q

$

>

&

%%%未加标样测定值&

-

5

(

5

$

>

"

%%%加标样测定值&

-

5

(

5

$

H

%%%加标量&

-

5

(

5

'

"7$7'

!

体外抗氧化能力的测定

!

"

#茶叶提取液的制备"准确称取各种茶叶各

&79&&&

5

&置于小烧杯中&加入
"&&j

蒸馏水
%&-\

&浸泡

"%-/3

&过滤$滤渣再用相同方法浸泡过滤&

'

次滤液合并

于
"&&-\

容量瓶&用蒸馏水定容&得到茶叶提取液&待进

一步稀释'注意避光保存'

!

'

#清除
DXXT

自由基能力"根据文献)

"#

*在
$

只

试管中分别加入
'-\DXXT

液
s'-\

蒸馏水!

A

&

#+

'-\DXXT

液
s' -\

不同浓度的
A@808c

标准溶液

!

A

"

#+

'-\

无水乙醇
s'-\

不同浓度 的
A@808c

标准溶

液!

A

'

#&混匀&室温下置于暗处反应
$&-/3

&在
%"#3-

处

测定
$

组溶液的吸光度!

>

&

+

>

"

+

>

'

#'平行测定
$

次&结

果取其平均值'以
DXXT

自由基清除率为纵坐标&

A@808c

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回归方程'

将
"7$7'

!

"

#中的茶叶提取液稀释
"&&

倍&代替标准品按上

述相同步骤进行吸光度测定并按式!

'

#计算清除率'

$QQ+

O

"

R

>

"

R

>

'

>

&

! #

P

"&&Q

& !

'

#

式中"

$QQ+

%%%自由基清除率&

Q

$

>

&

%%%空白对照吸光度$

>

"

%%%样品溶液的吸光度$

>

'

%%%抗氧化剂本底吸光度'

!

$

#铁还原抗氧化能力"根据文献)

"!

%

"*

*取
&7"-\

不同浓度的
P;(R

9

工作液于试管&加入
"7&-\

新鲜配制

的
PUNX

试剂!由
&7$-80

(

\

醋酸盐缓冲液&

"&--80

(

\

AXAa

溶液&

'&--80

(

\P;F0

$

溶液按体积比
"&

&

"

&

"

组

成#&混匀后在
$# j

水浴下反应
9&-/3

&待冷却到室温

后&测定波长
%*$3-

处的吸光度'平行测定
$

次&结果

取其平均值'以摩尔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值为纵坐标&绘

制硫酸亚铁抗氧化能力标准曲线'将
"7$7'

!

"

#中的茶叶

提取液稀释
"&&

倍&代替标准品按上述相同步骤进行铁

还原抗氧化能力的测定'

!

9

#清除
N_A(

s自由基能力"根据文献)

'&

%

'"

*取

&7"-\

不同浓度的
A@808c

标准溶液于试管&加入
$7*-\

N_A(

s反应试剂&震摇
"&4

以充分混匀&室温静置
6-/3

&

立刻测
#$93-

处的吸光值'再以
&7" -\

蒸馏水
s

$7*-\N_A(

s反应试剂作为空白对照组&在
#$93-

波

长处测定吸光度
>

&

'平行测定
$

次&结果取其平均值'

以
N_A(

s自由基清除率为纵坐标&以
A@808c

浓度为横

坐标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回归方程'将
"7$7'

!

"

#中的茶

叶提取液稀释
"&

倍&代替标准品按上述相同步骤测定吸

光度
>

"

并按式!

$

#计算其清除率'

>HDA

^

O

>

&

R

>

"

>

&

P

"&&Q

& !

$

#

式中"

>HDA

s

%%%自由基清除率&

Q

$

>

&

%%%空白对照组吸光度$

>

"

%%%样品溶液吸光度'

!

%

#铁氰化钾还原能力"根据文献)

'"

*取
'-\

稀释

"&

倍的茶叶提取液于试管&加入磷酸缓冲液!

B

Tm676

#

和
"Q

铁氰化钾溶液各
'-\

&混匀&置于
%& j

水浴中

'&-/3

&迅速冷却后&加入
"&Q

三氯乙酸溶液
'-\

'混

合后&利用高速冷冻离心机以
$&&&@

(

-/3

离心
"&-/3

&

取
'-\

上清液&再加入蒸馏水
'-\

和
&7"Q P;F0

$

溶液

&7%-\

&静置
"&-/3

&用蒸馏水为空白&测定波长
#&&3-

处的吸光度'平行测定
$

次&结果取其平均值'

"7$7$

!

""

种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及体外抗氧化能力比较

分析
!

采用
:/1@848H?+c1;0'&&$

软件进行试验数据处

理&采用
(X(((?.?/4?/14"*7&

软件对不同类型江西名茶儿

茶素含量及体外抗氧化能力进行差异显著性比较分析&

以
X

$

&7&%

为显著性差异水平&以
X

$

&7&"

为极显著性差

异水平'

'

!

结果与分析
'7"

!

""

种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比较分析

'7"7"

!

标准曲线的制备
!

各种儿茶素的标准曲线回归方

程和相关系数如表
"

所示&由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
2

'值

可知
%

种儿茶素的标准曲线线性关系都良好&符合要求'

'7"7'

!

精密度试验结果
!

由表
'

可知&

%

种儿茶素精密度

试验的
U(D

在
&7""Q

"

'7#&Q

&均符合要求'

'7"7$

!

加标回收试验
!

由表
$

可知&

%

种儿茶素的
'

个不

同添加水平的加标回收率在
667'9Q

"

"'$7'&Q

&说明建

立的方法符合要求'

$%!

提取与活性
+iAUNFAOR= S NFAO[OAV

总第
'"'

期
"

'&"*

年
6

月
"



'7"79

!

""

种江西名茶中儿茶素含量的测定和比较分析

采用本试验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

种江西名

茶中儿茶素的含量进行测定&测定结果见表
9

'由表
9

可

知&

""

种茶叶中
+YF

含量婺源毛尖+庐山云雾+井岗翠

绿+靖安白茶和资溪白茶与其他
6

种茶叶相比差异极显

著!

X

$

&7&"

#&婺源毛尖+庐山云雾和资溪白茶之间差异

不显著&井岗翠绿和靖安白茶跟婺源毛尖+庐山云雾+资

溪白茶之间差异极显著!

X

$

&7&"

#&修水宁红+武夷红茶+

祁红茶+浮红茶+遂川狗牯脑+浮瑶仙芝之间差异不显著$

F

含量靖安白茶与其他
"&

种茶叶比较差异极显著!

X

$

&7&"

#&其他
"&

种茶叶中&井岗翠绿相较修水宁红+武夷红

茶+祁红茶+浮红茶+遂川狗牯脑差异显著!

X

$

&7&%

#&有

的差异不显著$

+F

含量靖安白茶和祁红茶与其他
*

种茶

叶差异极显著!

X

$

&7&"

#&其他
*

种茶叶中&浮红茶相较修

水宁红+浮瑶仙芝+婺源毛尖+庐山云雾和井岗翠绿差异

显著!

X

$

&7&%

#&有的差异不显著$

+YFY

含量靖安白茶和

庐山云雾与其他
*

种茶叶相比差异极显著!

X

$

&7&"

#&其

他
*

种茶叶相比有的差异显著!

X

$

&7&%

#有的差异不显

著$

+FY

含量靖安白茶+井岗翠绿和婺源毛尖与其他
!

种

茶叶相比差异极显著!

X

$

&7&"

#&靖安白茶跟井岗翠绿和

婺源毛尖相比差异极显著!

X

$

&7&"

#&井岗翠绿和婺源毛

尖差异不显著&其他
!

种茶叶中&庐山云雾与
9

种红茶相

比差异显著!

X

$

&7&%

#有的差异不显著$总儿茶素含量靖

安白茶与其他
"&

种茶叶差异显著!

X

$

&7&%

#&除靖安白茶

表
"

!

%

种儿茶素含量的标准曲线方程及相关系数

A.E0;"

!

A2;1.0/E@.?/831>@I;;

b

>.?/83.3<18@@;0.?/8318;HH/1/;3?8HH/I;1.?;12/34

儿茶素种类 标准曲线浓度(!

-

5

0

-\

W"

#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2

'

#

+YF &7%$

&

&7*%

&

"7%!

&

'7'&

&

979&

4

m"%"9$$!NW'"&9## &7***#

+F &7$6

&

&7!!

&

"7#6

&

'769

&

%7%&

4

m9'&%!*'NW'%*$$& &7**#%

F &7'"

&

&7%"

&

"7&'

&

"7%9

&

$7'&

4

m'#'*%#6NW"*"*$! &7**!#

+YFY &7'&

&

&7%&

&

&7**

&

"79*

&

$7"&

4

m'"*$'%$%NW'$'6#$ &7**6&

+FY &7$9

&

&7!$

&

"766

&

$7$!

&

97'"

4

m"%*66!&6Ns$'6$%9! &7**"'

表
'

!

精密度试验结果

A.E0;'

!

A2;@;4>0?48H

B

@;1/4/83;c

B

;@/-;3?

%

&m%

&

F

浓度(

!

-

5

0

-\

W"

#

U(D

(

Q

+F

浓度(

!

-

5

0

-\

W"

#

U(D

(

Q

+YF

浓度(

!

-

5

0

-\

W"

#

U(D

(

Q

+YFY

浓度(

!

-

5

0

-\

W"

#

U(D

(

Q

+FY

浓度(

!

-

5

0

-\

W"

#

U(D

(

Q

&7'" &7"$ &7$6 &7$% &7%$ &7*% &7'& &7$6 &7$9 "7$"

&7%" "7&# &7!! &79# &7*% "7*% &7%& &7%% &7!$ &7!#

"7&' "7!' "7#6 &7"" "7%! &7'" &7** &7"6 "766 "7"%

"7%9 &7#" '769 &799 '7'& &7%# "79* &7$& $7$! '7#&

$7'& "7"6 %7%& &7$9 979& &79# $7"& &76* 97'" &7'9

表
$

!

加标回收试验结果

A.E0;$

!

A2;@;4>0?48H4

B

/J;<@;18I;@

C

;c

B

;@/-;3?

%

&m'

&

儿茶素种类 水平
添加量(

!

-

5

0

5

W"

#

未加标样品含量(

!

-

5

0

5

W"

#

总测定值(

!

-

5

0

5

W"

#

平均回收率(

Q

U(D

(

Q

+YF

" '97** 97%6n&7&& '%76!n&7&' !97%"n&7&$ $7%#

' "&7&& 97%6n&7&& "97&6n&7&" *%7&'n&7&' '79'

F

" "'7%& *7"#n&7&& "*7##n&7&' !97#*n&7&$ 97"&

' %7&& *7"#n&7&& "'79!n&7&" 667'9n&7&" &7!%

+F

" '%7$! 97'*n&7&& $%7%6n&7&$ "'$7'&n&7&$ 976#

' *76$ 97'*n&7&& "%76"n&7&' ""#7%&n&7&' $7'*

+YFY

" 69769 "!7&&n&7&& #%7'9n&7&6 !#7"&n&7&6 !7'%

' %79$ "!7&&n&7&& ''76"n&7&! !97*9n&7&! "'7&6

+FY

" 6&7!* '7"%n&7&' %"76!n&7&' !"7$%n&7&' '7%$

' *7"& '7"%n&7&' !7%#n&7&9 #&7%*n&7&9 %7*$

%%!

"

[807$%

$

=876

王学渊等!不同类型江西名茶儿茶素含量及体外抗氧化能力比较



表
9

!

""

种种江西名茶中儿茶素含量检测结果l

A.E0;9

!

A2;?;4?@;4>0?48H1.?;12/34/3;0;I;3J/3<48H

K

/.3

5

c/H.-8>4?;.

%

&m'

&

-

5

)

5!!

样品
+YF F +F +YFY +FY

总儿茶素

修水宁红
!

67%&n&7&"

;+

97&&n&7&&

<_

97&&n&7&&

<F

"7&&n&7&&

1F

&7%&n&7&&

<F

"67&&

E_

武夷红茶
!

"&7&&n&7&"

;+

$7%&n&7&&

<_

97%&n&7&&

1<_F

"7&&n&7&&

1F

&7%&n&7&&

<F

"*7%&

E_

祁红茶
!!

"97%&n&7&9

<;D+

97%&n&7&"

1<_

67&&n&7&"

E_

"7&&n&7&&

1F

&7%&n&7&&

<F

'67%&

E_

浮红茶
!!

"'7&&n&7&&

<;+

97&&n&7&&

1<_

%7%&n&7&&

E1_F

"7&&n&7&&

1F

#7%&n&7&&

<F

$&7&&

E_

遂川狗牯脑
$7%&n&7&&

;+

%7%&n&7&&

1<_

97&&n&7&&

1<_F

"67&&n&7&"

E_F

&7%&n&7&&

1<F

'*7%&

E_

浮瑶仙芝
!

'!7&&n&7&'

1<FD+

'"7&&n&7&$

E1<_

97&&n&7&&

<F

"67%&n&7&"

E_F

&7%&n&7&&

1<F

#&7&&

E_

婺源毛尖
!

$#7%&n&7&%

1F

"#7&&n&7&"

E1<_

97&&n&7&"

<F

"$7&&n&7&'

E1_F

&7%&n&7&"

E_

#'7&&

E_

庐山云雾
!

$#7&&n&7&9

1FD

''7%&n&7&9

E1_

97&&n&7&&

<F

'&7%&n&7&"

E_

&7%&n&7&&

1_F

!97%&

E_

井岗翠绿
!

6!7%&n&7&&

E_

'#7&&n&7&'

E_

97&&n&7&&

<F

"!7%&n&7&"

E_F

&7%&n&7&&

E_

""#7&&

E_

靖安白茶
!

"&*7&&n&79#

.N

!!7&&n&7'"

.N

*7%&n&7"6

.N

**7%&n&7$&

.N

&7%&n&7&#

.N

$&67%&

.N

资溪白茶
!

$67%&n&7&"

1F

"*7%&n&7&$

E1<_

%7&&n&7&&

E1<_F

"!7&&n&7&"

E_F

&7%&n&7&&

1<F

#%7&&

E_

!!

l

!

同列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

X

$

&7&"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X

$

&7&%

#'

外其他
"&

种茶叶儿茶素含量差异不显著&可见不同茶叶

中各种儿茶素的含量差异不大&绿茶和白茶总儿茶素和

各种儿茶素含量总体比红茶高'

'7'

!

""

种江西名茶体外抗氧化能力比较分析

'7'7"

!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
!

将不同种类的茶叶提取

液与
DXXT

溶液反应
$&-/3

后&反应体系颜色变浅&说

明茶叶提取液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

*

'茶叶样品的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
A+NF

值!

A@808c;

b

>/I.0;3?.3,

?/8c/<.3?1.

B

.1/?

C

#以达到同样清除率所需
A@808c

的浓度

!

-

5

(

\

#来表示&

A+NF

值越大&则对
DXXT

自由基清除

能力越强'如图
'

所示&各种茶叶样品的
A+NF

值依次

为修水宁红
$

浮红茶
$

祁红茶
$

武夷红茶
$

狗牯脑
$

庐

山云雾
$

靖安白茶
$

资溪白茶
$

婺源毛尖
$

浮瑶仙芝
$

井岗翠绿$

$

种类型的茶叶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总体

呈现出红茶
$

白茶和绿茶的趋势'不同类型茶叶的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有显著差异!

X

$

&7&"

或
X

$

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

X

$

&7&"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

异显著!

X

$

&7&%

#

图
'

!

不同茶叶清除
DXXT

自由基能力的比较

P/

5

>@;'

!

F8-

B

.@/4838H41.I;3

5

/3

5

DXXTH@;;@.</1.0

.E/0/?

C

8H</HH;@;3??;.0;.I;4

!

&m$

#

&7&%

#$同种类型茶叶中&修水宁红与其他红茶相较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有显著性差异!

X

$

&7&"

#&

'

种白茶之间

的
DXXT

自由基清除能力差异显著!

X

$

&7&"

#&

9

种绿茶

中婺源毛尖和浮瑶仙芝与其他
$

种茶的
DXXT

自由基清

除能力也有显著差异性!

X

$

&7&"

#&而有的差异不显著'

'7'7'

!

PUNX

铁还原抗氧化能力
!

将不同种类的茶叶提

取液与
PUNX

试剂反应后&反应体系变蓝紫色&说明茶叶

具有还原
P;

$s的能力'茶叶样品的
PUNX

值以达到同样

吸光度所需
P;(R

9

的浓度!

-80

(

\

#来表示&

PUNX

值越

大&则铁还原抗氧化能力越强'如图
9

所示&各种茶叶样

品的
PUNX

值依次为修水宁红
$

武夷红茶
$

浮红茶
$

祁

红茶
$

狗牯脑
$

资溪白茶
$

庐山云雾
$

浮瑶仙芝
$

婺源

毛尖
$

靖安白茶
$

井岗翠绿$

$

种类型的茶叶铁还原氧化

能力总体呈现出红茶
$

白茶和绿茶的趋势'

$

种类型的

茶叶铁还原氧化能力总体呈现出红茶
$

白茶和绿茶的趋

势$不同类型茶叶的铁还原氧化能力有显著性差异!

X

$

&7&"

#$同种类型茶叶中&

9

种红茶间的铁还原氧化能力有

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

X

$

&7&"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

异显著!

X

$

&7&%

#

图
$

!

不同茶叶
PUNX

值的比较

P/

5

>@;$

!

F8-

B

.@/4838HPUNXI.0>;48H</HH;@;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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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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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7&"

#&

%

种绿茶中狗牯脑和井岗翠绿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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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绿茶的铁还原

氧化能力差异也具显著性&有的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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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_A(

s自由基清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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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茶叶提取

液与
N_A(

s溶液反应后&反应体系颜色变浅&说明茶叶

提取液具有清除
N_A(

s自由基的能力'茶叶样品的抗

氧化能力
A+NF

值以达到同样清除率所需
A@808c

的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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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示&

A+NF

值越大&则对
N_A(

s自由基清

除能力越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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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各种类型茶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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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清除能力依次为浮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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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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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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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岗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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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茶叶的
N_A(

s自由

基清除能力总体呈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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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和绿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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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红茶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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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白茶+

%

种绿茶相比差异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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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和

白茶相比&其中狗牯脑+庐山云雾+婺源毛尖和井岗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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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绿茶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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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茶叶的铁还原氧化能力均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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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还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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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还原能力既是评价物质抗氧化能

力的重要指标&又是解释物质抗氧化活性的一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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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茶叶提取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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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绿茶+白茶的总还原能

力相比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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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和白茶相比大部分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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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种类型茶叶的总还原能力均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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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标回收率在
667'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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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符

合要求&对儿茶素测定结果比较分析后发现
""

种江西名

茶中总儿茶素含量大部分差异不显著&只有靖安白茶跟

其他
"&

种茶叶差异极显著&各种儿茶素含量有较大差

异&并且绿茶和白茶总儿茶素及各种儿茶素含量总体比

红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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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测定了
""

种江西名茶的
DXXT

自由基

清除能力+铁还原抗氧化能力+

N_A(

s自由基清除能力和

总还原能力
9

个体外抗氧化指标并对其进行了比较&结

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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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茶叶的体外抗氧化能力的总体趋势与儿

茶素含量的测定结果相近&仍为绿茶和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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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可

能与各类型茶叶的加工工艺不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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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加工过程中的杀青步骤&会使多酚氧化酶和

过氧化酶等酶失活&防止儿茶素等茶多酚的进一步破坏&

使得绿茶的茶多酚含量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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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茶的加工工艺也比

较简单&只是微发酵&其茶多酚含量也没有很大变化$而红

茶的茶多酚在加工过程中发生氧化导致其含量有所下降'

故从消费者喝茶抗氧化+防衰老的角度来说&应优先选择

井岗翠绿+浮瑶仙芝等绿茶&以及资溪白茶+靖安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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