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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熟酸枣仁及其皮&仁成分差异性与

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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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揭示生熟酸枣仁及其皮%仁成分差异性与抗

氧化活性"方法!采用
MYY"

自由基%羟自由基&*

L"

'%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L

J

'

*'%

GX<V

自由基清除能力和铁

离子还原能力&

KQGY

'测定生熟酸枣仁皮%仁%全枣仁的

抗氧化活性"并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对酸

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皮%仁和全枣仁的成分进行研究"结

果!生熟酸枣仁皮%仁%全枣仁均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其抗氧化能力大小为皮
(

全枣仁
(

仁"生熟酸枣仁&皮'

中总黄酮%总皂苷%总酚酸含量高于全枣仁和仁!各样品

总多糖含量无明显差异"结论!生熟酸枣仁皮%仁%全枣

仁均具有抗氧化活性"

关键词!酸枣仁#成分差异性#体外抗氧化活性#相关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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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为鼠李科植物酸枣干燥成熟的种子$是卫生

部颁布的第一批药食同源药物$富含皂苷(生物碱(黄酮(

酚酸(脂肪油以及多糖等多种成分$在改善睡眠(抗焦虑(

改善记忆(抗氧化方面具有良好的药理活性$临床上常被

用于治疗失眠等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J'

*

%

研究)

;J+

*表明$酸枣仁中的黄酮类(皂苷类(酚酸类

$%

KLLM N OGC"P$#QR

第
;S

卷第
+

期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以及脂肪酸类成分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而有关酸枣

仁皮部位(仁部位的抗氧化活性研究尚未见报道%课题

组前期研究发现$酸枣仁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且酸枣

仁皮部位治疗失眠的作用优于仁部位%

研究拟探讨生熟酸枣仁的皮(仁(全枣仁对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羟基自由基(

MYY"

自由基(

GX<V

自由基的清

除率及对铁离子的还原能力$并对其成分进行分析$旨在

为酸枣仁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开发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8)

!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T((

型$日本岛津公司/

数显恒温水浴锅"

""&-

型$金坛市佳美仪器有限

公司/

电子天平"

GX);*&V

型$瑞士
O9>>19A<419:4

公司/

电子天平"

OV;(;V

型$奥豪斯仪器有限公司/

超声波清洗器"

dZ&'(*X

型$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

公司/

低速台式离心机"

M<*&'X

型$北京时代北利离心机有

限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G

5

0192>)'-(

型$美国
G

5

0192><973&

2414

5

09=

公司/

粉碎机"

OKb&\;((

型$北京利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功能酶标仪"

P2?020>9O'((

B

A4

型$瑞士
<97/2

公司%

)8'

!

材料与试剂

酸枣仁"河北仁心药业有限公司/

MYY"

"分析纯$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A0=&"C1

"分析纯$广州赛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邻苯三酚"分析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邻二氮菲(

d

;

K9

!

C$

#

-

"分析纯$天津永晟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K9C1

;

"分析纯$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三氯乙酸"分析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芦丁标准品(没食子酸标准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

人参皂苷
Q9

标准品"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

试验方法

)8;8)

!

样品制备
!

按
'('(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

炮制方法对酸枣仁进行炒制)

*

*

$制得熟酸枣仁%将生熟酸

枣仁进行剥离$分别得到相应的皮和仁共
-

种样品"生(熟

酸枣仁!全枣仁#$生(熟酸枣仁!仁#$生(熟酸枣皮!皮#%

)8;8'

!

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

)

#样品制备"精密称取生熟酸枣仁的皮部位(仁部

位和全枣仁!过四号筛#各
'

5

$加入
T(]

乙醇
'(.U

回流

提取
'3

$提取液转移至
*(.U

试管中$滤渣用
*.U

体积

分数为
T(]

乙醇洗涤$合并洗液与滤液$离心$取上清液$

并用
T(]

乙醇定容至
'*.U

%

!

'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L

J

'

0#清除率测定"参照李

欣燃等)

-

*的方法并修改%采用邻苯三酚自氧化法$试验

组为
?

)

$以
(8;.U

蒸馏水代替邻苯三酚溶液作为样品

对照组
?

'

$以
(8).U

蒸馏水代替样品液作为空白对照

组
?

(

$并测定
+'(2.

处吸光度值$蒸馏水调
(

%按式!

)

#

计算
L

J

'

0的清除率%

6

U

?

(

Z

?

)

V

?

'

?

(

W

)((]

$ !

)

#

式中"

6

&&&自由基清除率$

]

/

?

(

&&&空白对照组吸光度值/

?

)

&&&样品组吸光度值/

?

'

&&&样品对照组吸光度值%

!

;

#羟基自由基!0

L"

#清除率测定"参照张思颉

等)

T

*的方法并修改%取邻二氮菲溶液
).U

于各试管$加

入
' .UYXV

溶液$

) .U

样品液$混匀后加入
) .U

K9VL

+

溶液$混匀$加入
).U"

'

L

'

溶液$混匀%

;Ta

水

浴
)3

$测定
*;-2.

处吸光度值
?

)

$用蒸馏水调
(

%以

).U

蒸馏水代替样品液测得
?

'

/以
).U

蒸馏水代替

"

'

L

'

溶液测得
?

(

%按式!

'

#计算0

L"

清除率%

6

U

?

)

Z

?

(

?

'

Z

?

(

W

)((]

$ !

'

#

式中"

6

&&&羟基自由基!0

L"

#清除率$

]

/

?

(

&&&空白对照组吸光度值/

?

)

&&&样品组吸光度值/

?

'

&&&样品对照组吸光度值%

!

+

#

MYY"

自由基清除率测定"参照张雪娇等)

S

*的方

法并修改%于
,-

孔板中加入样品溶液
)((

&

U

$再加入

MYY"

溶液
)((

&

U

$涡旋混匀%暗室反应
;(.02

$测定

*)T2.

处吸光度值
?

)

/以
)((

&

U

甲醇代替
MYY"

溶液

作为样品对照组$测定吸光度值
?

'

%按式!

)

#计算
MYY"

自由基清除率%

!

*

#

GX<V

自由基清除率测定"参照张雪娇等)

S

*的方

法并修改$取
(8+.UGX<V

工作液$用
B

"

为
T8+

的
YXV

溶液稀释$常温下
T;+2.

处吸光值为!

(8Tg(8'

#%将

(8'.UGX<V

工作液与
)(

&

U

不同浓度样品混合$常温

避光反应
-.02

$测定
T;+2.

处吸光度$平行
;

次%按

式!

;

#测定
GX<V

自由基清除率%

6

U

?

(

Z

?

)

?

(

W

)((]

$ !

;

#

式中"

6

&&&

GX<V

自由基清除率$

]

/

?

)

&&&样品
qGX<V

溶液吸光度值/

?

(

&&&

YXV

溶液
qGX<V

溶液的吸光度%

!

-

#

KQGY

还原能力测定"取样品液
'8*.U

$分别加

入
YXV

溶液
'8*.U

$

)] d

;

K9

!

C$

#

-

溶液
'8*.U

$混匀$

*(a

水浴
'(.02

$取出后迅速冷却$加入
)(]

三氯乙酸

溶液
'8*.U

$混匀$

;(((A

'

.02

离心
)(.02

$取上清液

%%

"

[418;S

"

$48+

肖凤琴等!生熟酸枣仁及其皮&仁成分差异性与抗氧化活性研究



'8*.U

$加蒸馏水
'8*.U

$

(8)] K9C1

;

溶液
(8*.U

$摇

匀$静止
)(.02

$测定
T((2.

处吸光度值
?

)

$以
'8*.U

蒸馏水代替样品溶液作为样品对照组$测得
?

'

$以蒸馏

水作空白调
(

$按式!

+

#计算还原能力大小)

,

*

%

6

U

?

)

Z

?

'

$ !

+

#

式中"

6

&&&还原能力/

?

)

&&&样品组吸光度值/

?

(

&&&样品对照组吸光度%

)8;8;

!

不同组织部位成分差异性分析

!

)

#总黄酮含量测定"取生熟酸枣仁的全枣仁(皮和

仁粉末!过四号筛#各
'

5

$参照
'('(

版-中国药典.中大

豆黄卷总黄酮含量测定方法$以芦丁为对照品$以相应试

剂为空白%根据芦丁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总黄酮含量%

!

'

#总皂苷含量测定"取生熟酸枣仁的全枣仁(皮和

仁粉末!过四号筛#各
'

5

$参照
'('(

版-中国药典.中人

参茎叶总皂苷含量测定方法$以人参皂苷
Q9

为对照品$

以相应试剂为空白%根据人参皂苷
Q9

标准曲线$计算样

品中总皂苷含量%

!

;

#总多糖含量测定"取生熟酸枣仁的全枣仁(皮和

仁粉末!过四号筛#各
'

5

$参照
'('(

版-中国药典.中玉

竹总多糖含量测定方法$以无水葡萄糖为对照品$以相应

试剂为空白%根据无水葡萄糖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总

多糖含量%

!

+

#总酚酸含量测定"取生熟酸枣仁的全枣仁(皮和

仁粉末!过四号筛#各
'

5

$参照
'('(

版-中国药典.中大

血藤总酚酸含量测定方法$以没食子酸为对照品$以相应

试剂为空白%根据没食子酸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总酚

酸含量%

'

!

结果与分析
'8)

!

抗氧化活性

'8)8)

!

超氧阴离子清除率
!

超氧阴离子可诱导脂质(蛋

白质及
M$G

的氧化损伤$在活性氧的形成中起重要作

用$因此可通过测定抗氧化剂的超氧阴离子清除率来评

价其抗氧化能力)

)(

*

%由图
)

可知$生熟酸枣仁不同组织

部位均对超氧阴离子具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其中生酸枣

仁!全枣仁#的清除能力最强/熟酸枣仁!皮#和!仁#的清

除能力强于生酸枣仁!皮#和!仁#部位$表明炮制后提高

了酸枣仁!皮#和!仁#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8)8'

!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

羟基自由基能杀死红细胞$降

解
M$G

(细胞膜和多糖化合物$是毒性最大的氧自由

基)

))

*

%由图
'

可知$生熟酸枣仁不同部位对羟自由基的清

除率不同$其中$仁部位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率最弱$皮的

最高$其次为全枣仁$且熟制的各样品的清除率高于生品%

'8)8;

!

MYY"

自由基清除率
!

由图
;

可知$生熟酸枣仁

各组织部位对
MYY"

自由基均具有一定的清除能力$其

中皮的清除力高于相应的全枣仁与仁%

图
)

!

生熟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的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清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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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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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生熟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的
MYY"

自由基清除率

K0

5

6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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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

GX<V

自由基清除率
!

由图
+

可知$酸枣仁各样

品对
GX<V

自由基均具有较好的清除力/其中酸枣仁

!皮#对
GX<V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高于全枣仁与仁$且熟

酸枣仁的清除率整体高于生酸枣仁%

'8)8*

!

KQGY

还原能力
!

还原能力可以用来评价试验样

品的抗氧化能力$吸光度值越大$抗氧化剂的抗氧化能力

越强)

)'

*

%由图
*

可知$各样品均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其

中酸枣仁!皮#的还原能力高于全枣仁与仁$生熟酸枣仁

&%

基础研究
K̀ $MGO#$<GUQ#V#GQC"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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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生熟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的
KQGY

还原能力

K0

5

6A9*

!

M9>9A.02/>042 A9=61>= 4? KQGY A9:6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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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2:0??9A9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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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A/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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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的还原能力较对应的全枣仁与皮稍弱%

!!

综上$酸枣仁各部位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基自由

基(

MYY"

自由基及
GX<V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大小均为

皮
(

全枣仁
(

仁/且酸枣仁!皮#的还原能力强于对应的

全枣仁与仁%因此$酸枣仁各部位的抗氧化能力强弱为

皮
(

全枣仁
(

仁$酸枣仁炮制前后的抗氧化活性并无明

显区别%

'8'

!

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的成分含量

由表
)

可知$生酸枣仁!皮#中总黄酮含量最高$各样

表
)

!

生熟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的成分含量

</@19)

!

M9>9A.02/>042A9=61>=4?739.07/174.

B

4292>=

02:0??9A92>>0==69

B

/A>=4?A/D/2:A0

B

9F0F0

B

30

=

B

024=/9=9.92 .

5

%

5

样品
总黄酮

含量

总皂苷

含量

总酚酸

含量

总多糖

含量

生酸枣仁!全枣仁#

)8;* )T8+T )-8*S )S8'-

生售酸枣仁!皮#

'8,S '-8,' )S8;* )*8;'

生售酸枣仁!仁#

(8;+ )+8'; ;8-T )'8SS

熟酸枣仁!全枣仁#

)8T; ),8;( )T8*T )-8-;

熟酸枣仁!皮#

'8*, '*8'- ''8+T )*8'*

熟酸枣仁!仁#

(8*) )(8;+ +8(- ))8)+

品仁中总黄酮含量整体低于全枣仁与皮/各样品皮中总

皂苷(总酚酸含量高于全枣仁与仁/各样品中总多糖含量

相近$全枣仁与皮中的多糖含量高于仁/酸枣仁炮制前后

各样品中总皂苷(总黄酮(总酚酸以及总多糖含量未发生

明显变化%

;

!

结论
试验表明$酸枣仁不同组织部位均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活性$其中酸枣仁!皮#的抗氧化活性强于全枣仁与仁

的$且酸枣仁!皮#中总黄酮(总皂苷(总酚酸含量均高于

酸枣和仁$可初步推测酸枣仁!皮#中起抗氧化活性作用

的药效物质基础为黄酮(皂苷和酚酸类成分/此外$酸枣

仁炮制前后抗氧化活性无明显差别%后续可采用不同研

究方法对酸枣仁各组织部位进行体内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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