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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金花茶叶多糖#并采用
'/P/0

纤维素阴离子交换法对其进行分级纯化#获得
M\N#

$

M\N!

$

M\N))

个级分&通过凝胶色谱法$

\W\

柱前衍生

高效液相色谱法$傅里叶红外光谱法对
M\N#

$

M\N!

$

M\N)

的分子量$单糖构成及微观结构进行分析#并研究

其体外抗氧化性%结果表明'

M\N#

主要由葡萄糖$半乳

糖$阿拉伯糖构成#而且是由两种不同分子量!

#9CCm#"

C

#

#9"Cm#"

B

'2

"多糖组成的杂多糖&

M\N!

与
M\N)

主要由

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构成#而且二者为

单一组分的均一多糖#平均分子量分别为
B9!#m#"

C

#

.9.Tm#"

C

'2

&傅立叶红外光谱分析表明#

)

种金花茶多糖

级分的异头碳连接方式均为
"

0

构型&各级分金花茶多糖

均具有一定的自由基清除作用#且存在量效关系#其中糖

醛酸含量最高的酸性多糖
M\N)

体外抗氧化活性最佳#说

明金花茶多糖的抗氧化活性与其结构组成相关%综上#

金花茶多糖具有潜在的抗氧化活性%

关键词!金花茶&多糖&分离纯化&结构表征&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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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茶!

!)I.776),6D6>6CC6I) OG3

#属山茶科山茶

属%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

区*

#

+

&由于含有特殊的色泽基因
G,"

%其花瓣呈金黄色

半透明状%被人们誉为0茶族皇后10植物界的大熊猫1

*

!

+

&

金花茶叶含有茶多糖)茶多酚)皂苷)黄酮等功能性成分%

具有抗氧化*

)

+

)降血糖*

B

+

)降血脂*

C

+

)降血压*

.

+

)护肝*

T

+等

功能&

多糖!

\54

H

D2<<G2:3E>

#是一类对所有生物体都至关重

要的生物大分子%在结构上由醛糖或酮糖通过糖苷键连

接而成*

$

+

&金花茶多糖已被证实具有保肝*

T

+

)降血脂*

(

+

)

抗氧化活性*

#"

+等功能%但有关金花茶多糖不同分级的抗

氧化性比较与分析尚未见报道&研究拟采用水提醇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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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取金花茶粗多糖%通过
'/P/0

阴离子交换法对金

花茶多糖进行分级纯化%采用凝胶渗透色谱法!

]\O

#分

析分子量%

\W\

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单糖构成%

傅里叶红外光谱法分析官能团%并对各多糖级分进行体

外抗氧化活性分析%旨在为金花茶天然抗氧化剂的开发

利用及金花茶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9#

!

材料与试剂

金花茶叶干制品"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分析纯%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

#

%

#0

二苯基
0!0

三硝基苯肼!

'\\X

#)

!

%

!Q0

联氮
0

双
0)0

乙基苯并噻唑啉
0.0

磺酸!

P-MN

#"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

化试剂有限公司$

双氧水)过硫酸钾)抗坏血酸)邻苯三酚)

M:3D0XO4

"分

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P/0C!

纤维素"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

仪器与设备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

型%上海精宏实验设

备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

/%/[P Y0)"""

型%上海亚荣生化仪

器厂$

电子天平"

M[/!"B/

型%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

限公司$

数控超声波清洗机"

ZPO0)""Y

型%山东省济宁市奥

波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X\0$BC

型%上海仪电分析仪

器有限公司$

光栅 型 多 功 能 微 孔 板 检 测 仪 !酶 标 仪#"

A7830

73F>W!""\,U

型%奥地利
M/OPY

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2̀F>:D!(.(

型%安捷伦科技有限

公司$

示差折光检测器"

!B#B

型%美国
2̀F>:DO5:

J

5:2F357

公司&

#9)

!

试验方法

#9)9#

!

金花茶粗多糖提取
!

参照刘茜等*

##

+的方法并稍

作修改&

金花茶叶干制品
)

剪切碾碎
)

热水浸提(料液比

!

I

金花茶叶
nR

蒸馏水"
#nCC

!

;

-

1[

"#时间
!9CG

#温度
(!i

)

)

旋蒸浓缩!浓缩比
#"n#

"

)

醇沉!

B

倍体积乙醇"

)

离

心
)

复溶
)

N>L2

;

>

法脱蛋白
)

聚酰胺树脂吸附脱色
)

离

心过滤
)

透析
)

冷冻干燥
)

粗多糖

#9)9!

!

金花茶多糖分离)纯化
!

参照田晓春*

#!

+的方法并

稍作修改&配制
#C1

;

(

1[

的金花茶粗多糖溶液
#"1[

%

离心%取上清液缓慢加入
!9.<1m."<1

的
'/P/0C!

纤

维素层析柱中%按流速
#C1[

(

G

%

!"137

(管%以去离子水)

"9#

%

"9!

%

"9)

%

"9B

%

"9C154

(

[

的
Y2O4

溶液依次进行梯度洗

脱&以管数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洗脱曲线%收

集浓缩同一峰洗脱液%透析并冻干%获得多糖组分%按

式!

#

#计算多糖回收率&

!

W

I

5

Y

#""j

% !

#

#

式中"

0

'''回收率%

j

$

I

'''回收样品质量%

1

;

$

5

'''上样量%

1

;

&

#9)9)

!

多糖组分理化指标测定

!

#

#总糖含量"采用苯酚硫酸法*

#)

+

&

!

!

#糖醛酸含量"采用咔唑硫酸法*

#B

+

&

!

)

#蛋白质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

#C

+

&

!

B

#多酚含量"采用福林酚法*

#.

+

&

!

C

#还原糖含量"采用
'YN

法*

#T

+

&

#9)9B

!

金花茶多糖分子量分析
!

参照邵淑宏*

#$

+的凝胶

渗透色谱法!

]\O

#并稍作修改&超纯水配置
#1

;

(

1[

多糖溶液%过
"9!!

(

1

滤膜后待测&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MNa

;

>40]B""\̀ [̂

%

,A'0#"P

示差检测器%柱温为常温%

流动相为超纯水%流速
"9C1[

(

137

&

#9)9C

!

金花茶多糖单糖组成测定
!

参照黄小兰等*

#(

+的

\W\

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并稍作修改&

!

#

#多糖水解"取金花茶多糖约
#"1

;

%加入
!154

(

[

的硫酸溶液
!1[

%

#"Ci

水浴
.G

%加入
B154

(

[

的氢氧

化钠溶液
!1[

%备用&

!

!

#衍生化"取单糖标准品溶液)金花茶多糖水解储

备液)单糖混合物标准液各
B""

(

[

%加入
"9C154

(

[

的

\W\

甲醇溶液
!""

(

[

%

"9)154

(

[

的
Y2UX

溶液
!""

(

[

%

混匀&

T"i

水浴
#""137

%冷却至室温%添加
"9)154

(

[

的盐酸
!""

(

[

中和溶液&添加氯仿
# 1[

%涡旋混匀

)"D

%静置%弃下层&反复萃取
)

次%取水层 溶 液 过

"9!!

(

1

滤膜%待
X\[O

进样分析&

!

)

#色谱条件"色谱柱为
_>7@D34W\0O

#$

%

!9#11m

)"11

%

C

(

1

%采用
P

;

34>7F#!""

色谱系统%测定波长

!C"71

%柱 温
)" i

%流 量
# 1[

(

137

%流 动 相 为

"9"C154

(

[

的磷酸盐缓冲溶'乙腈!

R

磷酸盐缓冲液
nR

乙腈 为

$)n#T

#%样本数量
#C

(

[

%持续时间
$"137

&

#9)9.

!

傅里叶红外光谱
!

称取干燥样品
#1

;

%加入约

#""1

;

a-:

研磨并封闭样品颗粒%制成透明压片%于

B""

"

B"""<1

S#内进行光谱扫描&

#9)9T

!

金花茶多糖的抗氧化性

!

#

#

U

S

!

,清除能力"参照文献*

!"

+&按式!

!

#计算

U

S

!

, 清除率&

!

#

W

"

"

X

"

=

"

"

Y

#""j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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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U

S

!

,清除率%

j

$

"

"

'''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

"

^

'''加入金花茶多糖后邻苯三酚自氧化速率&

!

!

#

P-MN

c

,清除能力"参照文献*

!#

+&按式!

)

#计

算
P-MN

c

,清除率&

!

!

W

"

D

"

"

Y

#""j

% !

)

#

式中"

!

!

'''

P-MN

c

,清除率%

j

$

"

D

'''样品组吸光值$

"

"

'''空白组吸光值&

!

)

#

'\\X

,清除能力"参照文献*

!#

+&按式!

B

#计

算
'\\X

,清除率&

!

)

W

#

X

"

D

X

"

I

"

<

! #

Y

#""j

% !

B

#

式中"

!

)

'''

'\\X

,清除率%

j

$

"

D

'''样品液组吸光值$

"

I

'''样品对照组吸光值$

"

<

'''空白组吸光值&

!

B

#,

UX

清除能力"参照文献*

!#

+&按式!

C

#计算

,

UX

清除率&

!

B

W

#

X

"

D

X

"

I

"

<

! #

Y

#""j

% !

C

#

式中"

!

B

'''

'\\X

,的清除率%

j

$

"

D

'''添加样品溶液和水杨酸钠溶液组的吸光值$

"

I

'''不添加水杨酸钠溶液%而用
"9)1[

去离子水

取代组的吸光值$

"

<

'''用去离子水代替样品溶液组的吸光值&

#9B

!

数据处理

各试验均重复
)

次%采用
N\NN#(9"

和
U:3

;

37#"9"

软

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和作图%并计算半数抑制浓度

AO

C"

值&

!

!

结果与分析
!9#

!

金花茶多糖的分离纯化

以
'/P/0C!

纤维素对金花茶粗多糖进行分离%得到

洗脱曲线如图
#

所示&将洗脱液中含量较多的多糖分别

收集)浓缩)透析)冻干后得到
)

个多糖级分%分别为去离

子水洗脱的
M\N#

)

"9!154

(

[Y2O4

溶液洗脱的
M\N!

)

"9)154

(

[Y2O4

溶液洗脱的
M\N)

%测定其理化指标和回

收率见表
#

&由表
#

可知%各多糖级分的中性糖和酸性糖

含量存在差异"

M\N#

中中性糖成分较多%

M\N!

和
M\N)

中糖醛酸含量较高%且糖醛酸含量
M\N)

'

M\N!

&这可能

是因为洗脱液盐浓度越高%得到的多糖酸性强度越强%糖

链上含有的酸性基团如硫酸基)羧基也越多*

!!S!)

+

&

!9!

!

金花茶多糖的平均分子质量

采用凝胶渗透色谱!

]\O

#测定
M\N#

)

M\N!

)

M\N)

的

纯度及分子量%用葡聚糖标准品建立的校正曲线方程为"

4

;

5

?

oS"9""$TD

)

c"9)..)D

!

SC9)"B.Dc)#9)T

%

L

!

o

"9(((.

&由图
!

可知%

M\N#

是由两个不同分子量!

#9CCm

#"

C

%

#9"Cm#"

B

'2

#的组分构成的混合多糖%

M\N!

和
M\N)

为均一组分%分子量分别为
B9!#m#"

C

%

.9.Tm#"

C

'2

&

!9)

!

金花茶多糖的单糖构成

采用
\W\

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
M\N#

)

M\N!

和
M\N)

的单糖构成如表
!

所示%图
)

为
$

种单糖

标准品混合的
\W\

衍生物及
)

种金花茶多糖的
X\[O

图谱&由表
!

)图
)

可知%

)

种金花茶多糖级分的单糖种类

及比例存在差异"

M\N#

主要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

构成%且未检出葡萄糖醛酸和半乳糖醛酸成分$

M\N!

与

M\N)

主要由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构

成%

M\N)

中半乳糖醛酸摩尔百分比高于
M\N!

&

图
#

!

金花茶粗多糖的洗脱曲线

&3

;

@:>#

!

/4@F357<@:L>D58

J

54

H

D2<<G2:3E>D8:51

!)I.776),6D6>6CC6I)OG3

表
#

!

M\N#

'

M\N!

'

M\N)

的化学组成及回收率k

M2I4>#

!

\:312:

H

<51

J

57>7FD27E:><5L>:

H

58M\N#

$

M\N!27EM\N) j

级分 总糖 糖醛酸 蛋白质 多酚 还原糖 回收率

M\N# $)9!.h#9$T

2

)9).h"9"!

2

#9B.h"9#)

2

#9BTh"9!!

2

#9(#h"9")

2

C9$Ch"9#.

2

M\N! T!9$!h#9(.

I

!B9#!h"9BC

I

"9(Th"9"$

I

"9C!h"9"B

I

#9B)h"9!"

I

!(9")h"9($

I

M\N) .C9!(h#9B!

<

))9#Th"9.)

<

#9$!h"9B$

I

"9(.h"9#C

<

"9.)h"9"$

<

)B9.Th#9"C

<

!!!

k

!

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

$

"9"C

#&

&(!

提取与活性
/̂ M,POMAUY V POMA_AM%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9B

!

金花茶多糖的傅里叶红外光谱

由图
B

可知%

)C""

"

)#""<1

S#处宽峰是'

UX

的伸

缩振 动%存 在 着 分 子 间 和 分 子 内 的 氢 键$

)"""

"

!$""<1

S# 处 是 糖 类
O

'

X

伸 缩 振 动%

# B""

"

#!""<1

S# 处是糖类的
O

'

X

变角振动%由这两组特征

峰可 初 步 判 断
)

种 化 合 物 皆 为 糖 类 化 合 物*

!B

+

$

#.""<1

S# 处 是'

OUUX

的
&&

O U

吸 收 峰$

$$"

"

(!"<1

S# 处有吸收峰%表明含有
"

0U0

葡萄吡喃糖环%

)

种

金花茶多糖级分的异头碳均为
"

构型*

!C

+

&

M\N!

和
M\N)

在
#TB"<1

S#处有吸收峰%表明有糖醛酸结构存在%推测

图
!

!

M\N#

$

M\N!

和
M\N)

的
]\O

分析图谱

&3

;

@:>!

!

]\O>4@F357

J

:5834>58M\N#

#

M\N!27EM\N)

表
!

!

M\N#

'

M\N!

'

M\N)

的单糖组成

M2I4>!

!

W575D2<<G2:3E><51

J

5D3F35758M\N#

$

M\N!27EM\N) j

级分 甘露糖 核糖 鼠李糖 葡萄糖醛酸 半乳糖醛酸 葡萄糖 半乳糖 阿拉伯糖

M\N# B9BC "9!. "9B! S S !B9!) ..9C( B9")

M\N! "9.# S #(9"T "9(# #(9#$ )9CT !C9!# )#9)"

M\N) "9$# #9($ !$9(! "9$# !!9## #9"B #T9B$ !.9T(

#9

甘露糖
!

!9

核糖
!

)9

鼠李糖
!

B9

葡萄糖醛酸
!

C9

半乳糖醛酸
!

.9

葡萄糖
!

T9

半乳糖
!

$9

阿拉伯糖

图
)

!

$

种单糖
\W\

衍生物及
M\N#

$

M\N!

和
M\N)

的
X\[O

图谱

&3

;

@:>)

!

OG:512F5

;

21D58\W\E>:3L2F3L>D58>3

;

GFb37ED581575D2<<G2:3E>DM\N#

#

M\N!27EM\N)I

H

X\[O

图
B

!

M\N#

$

M\N!

和
M\N)

的红外光谱图

&3

;

@:>B

!

&M0A,D

J

><F:@158M\N#

#

M\N!27EM\N)

'(!

"

_549)T

$

Y59.

龚
!

雯等!金花茶多糖分离纯化'结构表征及其体外抗氧化性



M\N!

和
M\N)

为酸性多糖$

M\N#

在
#TB"<1

S#处无吸

收峰%推测其为中性多糖*

!.

+

&

!9C

!

金花茶多糖的抗氧化性

!9C9#

!

U

S

!

,清除能力
!

由图
C

可知%金花茶多糖
M\N#

)

M\N!

和
M\N)

具有一定的
U

S

!

,清除能力%且呈量效关

系&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1

;

(

1[

时%

M\N#

)

M\N!

)

M\N)

和维生素
O

对
U

S

!

,的清除率分别为
##9C$j

%

B"9#"j

%

C"9##j

%

((9(#j

%对
U

S

!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依次为

M\N#

!

)(9!TB1

;

(

1[

#

'

M\N!

!

#9$#(1

;

(

1[

#

'

M\N)

!

#9)BT1

;

(

1[

#

'

维生素
O

!

"9"B$1

;

(

1[

#%

AO

C"

值越小%

自由基清除能力越强&赵琪等*

!T

+研究发现%

)1

;

(

1[

的

河蚬多糖
O&\0#

对
U

S

!

,的清除率仅为
#.9#(j

$易军鹏

等*

!$

+研究发现%

#1

;

(

1[

的牛膝多糖对
U

S

!

,清除率仅

为
B"9"j

&综上%金花茶多糖级分
M\N)

较其他多糖级分

具有较好的
U

S

!

,清除能力&

!9C9!

!

P-MN

c

,清除能力
!

由图
.

可知%

M\N#

)

M\N!

和

M\N)

对
P-MN

c

,具有一定的清除能力%且呈剂量依赖

关系&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 1

;

(

1[

时%

M\N#

)

M\N!

)

M\N)

和维生素
O

对
P-MN

c

,的清除率分别为
B!9)#j

%

.!9!Tj

%

.(9(.j

%

(B9T(j

%对
P-MN

c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

依次为
M\N#

!

#9TB!1

;

(

1[

#

'

M\N!

!

"9TB(1

;

(

1[

#

'

M\N)

!

"9C)B1

;

(

1[

#

'

维生素
O

!

"9"#$1

;

(

1[

#&叶润

等*

!(

+研究发现%油菜叶多糖对
P-MN

c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为
#9.)1

;

(

1[

$岳峥嵘等*

)"

+研究发现%铆钉菇多糖对

P-MN

c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为
#"9!$1

;

(

1[

&综上%金

花茶多糖具有一定的
P-MN

c

,清除能力%其中
M\N)

的

最佳&

!9C9)

!

'\\X

,清除能力
!

由图
T

可知%

M\N#

)

M\N!

和

M\N)

对
'\\X

,具有较好的清除能力%且呈明显的剂量

依赖关系&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 1

;

(

1[

时%

M\N#

)

M\N!

)

M\N)

和维生素
O

对
'\\X

, 清除率分别为

BB9)"j

%

.C9#"j

%

T#9(Cj

%

((9("j

%对
'\\X

,清除能力

的
AO

C"

值 依 次 为
M\N#

!

#9TB$ 1

;

(

1[

#

'

M\N!

!

"9T!C1

;

(

1[

#

'

M\N)

!

"9CCT 1

;

(

1[

#

'

维生素
O

!

"9"".1

;

(

1[

#&陈浩*

)#

+研究表明普洱茶多糖对
'\\X

,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为
#9BC1

;

(

1[

$张阳等*

)!

+研究发现%

南酸枣多糖对
'\\X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为
)9"$1

;

(

1[

&

综上%金花茶多糖具有较好的
'\\X

,清除能力%其中

M\N)

的最佳&

!9C9B

!

,

UX

的清除能力
!

由图
$

可知%

M\N#

)

M\N!

和

M\N)

具有较好的,

UX

清除能力%且呈明显的量效关

系&当多糖质量浓度为
#1

;

(

1[

时%

M\N#

)

M\N!

)

M\N)

和维生素
O

对,

UX

的清除率分别为
C.9#Cj

%

TT9!$j

%

$B9C.j

%

$(9B"j

%对,

UX

清除能力的
AO

C"

值依次为
M\N#

图
C

!

样品对
U

S

!

1的清除率

&3

;

@:>C

!

N<2L>7

;

37

;

:2F>58U

S

!

1

58D21

J

4>

图
.

!

样品对
P-MN

c

1的清除率

&3

;

@:>.

!

N<2L>7

;

37

;

:2F>58P-MN

c

1

58D21

J

4>

图
T

!

样品对
'\\X

1的清除率

&3

;

@:>T

!

N<2L>7

;

37

;

:2F>58'\\X

1

58D21

J

4>

图
$

!

样品对1

UX

的清除率

&3

;

@:>$

!

N<2L>7

;

37

;

:2F>58

1

UX58D21

J

4>

((!

提取与活性
/̂ M,POMAUY V POMA_AM%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

"9($( 1

;

(

1[

#

'

M\N!

!

"9C$) 1

;

(

1[

#

'

M\N)

!

"9!))1

;

(

1[

#

'

维生素
O

!

"9"#!1

;

(

1[

#&石玉涛*

))

+

研究发现%,

UX

清除率最高的茶多糖其
AO

C"

值为

#9#B1

;

(

1[

$熊磊等*

)B

+研究发现黄金茶多糖对,

UX

清

除能力的
AO

C"

值为
#9T#)1

;

(

1[

&综上%金花茶多糖具

有较强的,

UX

清除作用%且
M\N)

较
M\N!

和
M\N#

具

有更强的清除能力&

!!

M\N#

)

M\N!

和
M\N)

均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性%但较

阳性对照维生素
O

组存在一定差距%而这种差距来源于

维生素
O

和多糖提供氢质体及接收电子程度的难易程

度*

)C

+

&

)

种金花茶多糖级分
M\N#

)

M\N!

和
M\N)

的抗

氧化性各不相同%抗氧化性
M\N#

$

M\N!

$

M\N)

%且一定

质量浓度的
M\N)

对,

UX

的清除率与阳性对照组维生

素
O

相近&从结构上看%

)

种金花茶多糖级分皆属于
"

0

吡

喃糖构型%而大多具有抗氧化性的多糖均具有
"

0

吡喃糖

构型%且
"

0

构型比
!

0

构型具有更强的抗氧化活性*

).

+

&从

组成上看%

M\N#

属中性多糖%

M\N!

和
M\N)

属酸性多

糖%酸性多糖中存在酮或者醛等亲电基团%因此更有利于

U

'

X

键中氢质体的释放%从而消除自由基*

)T

+

&此外%

M\N)

的糖醛酸含量最高%分子结构中存在的吸电子基团

如羧基)羟基的含量也越多%能够提供更多的氢质体来中

和自由基*

)$

+

&这可能是
M\N)

抗氧化性高于其他两种多

糖级分的主要原因&

)

!

结论
通过阴离子交换柱层析对金花茶多糖进行分级纯

化%得到
)

个主要级分
M\N#

)

M\N!

和
M\N)

%通过凝胶渗

透色谱)

\W\

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傅里叶红外光谱分

析其分子量)单糖构成)微观结构%并研究其体外抗氧化

性&结果表明%不同金花茶多糖级分的结构)分子量及单

糖组成不同%且抗氧化活性也存在差异&

)

种金花茶多糖

级分中%

M\N)

的平均分子量最高%为
.9.Tm#"

C

'2

%

M\N!

次之%

M\N#

最低$

M\N)

主要由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

糖)阿拉伯糖构成%其糖醛酸含量也最高%

M\N!

次之%

M\N#

最低&同时%金花茶多糖级分
M\N)

的抗氧化性最

佳%其对
U

S

!

,)

P-MN

c

,)

'\\X

,和,

UX

的清除作用

皆优于其他金花茶多糖级分%且一定质量浓度的
M\N)

的

,

UX

清除率与维生素
O

相近%表明金花茶多糖的抗氧

化性与多糖结构和组成相关&关于金花茶不同多糖的结

构与组成的差异及其对抗氧化活性的影响仍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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