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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黄酮的乙醇分级提取及其抗氧化活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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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定粗蜂胶中活性成分所在极性范围$选择乙醇分

级提取永州粗蜂胶中的活性成分$以黄酮含量为指标$比较

不同提取条件下蜂胶黄酮的含量差异$并测定不同提取条件

下获得的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用
<$D

!

F$D

乙

醇提取得到的蜂胶黄酮质量和含量较多*乙醇分级提取的提

取物中蜂胶黄酮的含量可达到
<")#D

$黄酮得率可达

#E)1"D

*

E$D

$

F$D

乙醇提取的蜂胶黄酮抗氧化能力较强$

活性高于
&>

*

!$D

乙醇提取蜂胶黄酮抗氧化能力最差$说明

粗蜂胶中含有不同类型的蜂胶黄酮$提取活性较高的蜂胶黄

酮$可以选择水提取水溶性黄酮和
<$D

!

%$D

乙醇提取中等

极性黄酮#

关键词!蜂胶*黄酮*乙醇分级*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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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胶是蜜蜂用于维持整个群体健康的有效物质!一个

E

!

F

万只的蜂群一年只能生产蜂胶
%$

!

""$

X

!被誉为$紫色

黄金%

/

"

0

"蜂胶主要有黄酮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酚类化合

物#有机酸类化合物#醛与酮类化合物#酯与醇类化合物

等/

#]<

0

"蜂胶被称为$黄酮类化合物的宝库%

/

E

0

!蜂胶黄酮类

化合物与蜂胶的大部分生理及药理学活性!如抗菌#抗病毒#

抗氧化#抗高血压#降血糖#增强免疫力#抗癌#促进细胞再

生#美容养颜#镇痛等作用密切相关/

F]O

0

"因此!关于蜂胶黄

酮提取分离的研究颇多/

"$]"!

0

"付英娟/

""

0采用不同溶剂对

陕西产蜂胶进行了黄酮提取!其最佳超声波辅助提取条件为

乙醇浓度
%O)E"D

!提取时间
"O)!"L4:

!提取功率
E!1)#1e

!

液料比
!O)<1

)

"

-马士巧等/

"#

0采用不同极性溶剂提取东北

黑蜂胶中的活性成分!并研究了其抗氧化活性!发现用甲醇

和乙醇提取得到的黄酮#多酚和三萜都较高!且抗氧化活性

也都较强-张云香等/

"!

0采用水和
!

个不同浓度的乙醇溶液

对泰山产蜂胶进行黄酮提取!发现
%$D

乙醇提取效果最好"

然而!这些研究都是采用一种特定的溶剂进行提取!未见分

级提取的研究和不同蜂胶黄酮活性物质的极性大小与活性

强弱间关系的研究"为了筛查永州粗蜂胶中活性成分的极

性差异以及根据活性强弱选择合适方法提取分离高活性的

蜂胶黄酮!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水和
O

个不同

#E"



浓度的乙醇分级提取永州粗蜂胶中的活性成分!以黄酮含量

为指标!比较不同提取条件下蜂胶黄酮含量及其抗氧化活性

的差异!通过不同溶剂提取的永州粗蜂胶中黄酮质量#含量

和抗氧化活性差异分析永州粗蜂胶中黄酮性质!以期为蜂胶

黄酮开发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原料与仪器

")")"

!

原料与试剂

粗蜂胶(产地湖南永州!冷冻
#<2

后粉碎!过
#$

目筛!置

干燥箱中备用-

芦丁标准品(

O1)$D

!北京方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醇#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分析纯!天津市福晨

化学试剂厂"

")")#

!

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

0Z"#</

型!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分光光度计(

d&#1$$/

型!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旋转蒸发仪(

=Z9#$";

型!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

!

试验方法

")#)"

!

标准曲线的绘制
!

参照文献/

"<

0!配置
$)"L

X

.

LA

芦丁标准溶液!以不加入芦丁标准溶液为空白对照!在
1

k

E"$:L

处分别测定
$)$"

!

$)$FL

X

.

LA

芦丁标准溶液的吸

光度!绘制标准曲线!得回归方程为(

6k"F)1E!=U$)$<$#

!

K

#

k$)OOF%

!说明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

!

蜂胶黄酮的分级提取与含量测定
!

精密称取
"$)$$

X

粗蜂胶于
#E$LA

平底烧瓶中!按
"

)

#$

*

X

.

LA

+的料液比加

入蒸馏水!置于集热式磁力搅拌器中
%$c

提取
"2

后!取出

平底烧瓶!趁热倒入烧杯中用保鲜膜密封!置于阴凉处

#<2

/

"!

0

"样品分为
!

层!上层为蜂蜡!中间为水提取液!下层

为处理后蜂胶"用玻璃棒将上层蜂蜡取出!在
#Ec

烘箱中

烘干并进行称重"将水提取液转移到已经称重的平底烧瓶

中!于
F$c

下减压浓缩除去溶剂!再于
#Ec

烘箱中烘干!称

重作为样品
"

"

将下层处理后蜂胶用
#$D

的乙醇溶液转移至已经称重

的平底烧瓶中!乙醇溶液用量为处理后蜂胶的
"

)

#$

*

X

.

LA

+!

%$c

回流提取
"2

后取出!用保鲜膜密封!沉降后

分为
#

层!上层为乙醇提取液!下层为处理后蜂胶"将上层

乙醇提取液转移到已经称重的平底烧瓶中!于
F$c

下减压

浓缩除去溶剂!再于
#Ec

烘箱中烘干!称重作为样品
#

"同

理!分别用
!$D

!

<$D

!

E$D

!

F$D

!

%$D

!

1$D

!

O$D

的乙醇溶

液和无水乙醇!制备样品
!

#样品
<

#样品
E

#样品
F

#样品
%

#样

品
1

#样品
O

和样品
"$

"提取完
"$

个样品后!原平底烧瓶中

残余物在
#Ec

烘箱中烘干并进行称重"

将样品
"

!

"$

号!分别溶于
E$D

乙醇中!并定容至

"$$LA

!从中取出
ELA

用
E$D

乙醇稀释至
E$LA

!作为样

品溶液测定吸光度!依据回归方程计算黄酮含量"测定后!

发现样品
1

!

"$

号!由于浓度过低!直接取非稀释液测定吸

光度!计算黄酮含量"

")#)!

!

蜂胶黄酮的抗氧化活性测定

*

"

+还原能力(参照文献/

"E

0"

*

#

+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参照文献/

"F

0"

*

!

+清除
aI0/

自由基能力(参照文献/

"%

0"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样品的蜂胶黄酮的乙醇分级提取试验结果

由表
"

可知!蜂胶在水中析出蜂蜡后!在水中的溶解量

最少!随着乙醇浓度的升高!溶解量先增大后减少!在
E$D

的

乙醇中溶解质量最多*

"<)E#D

+!整个分级提取过程中!累积

溶解百分数*除去蜂蜡+达到
%F)%ED

!说明永州粗蜂胶在水

和乙醇中可溶性成分非常高!且蜂蜡含量较低!为
"!)!%D

"

由表
"

可知!水提取液中提取到的黄酮质量比
#$D

和

!$D

乙醇提取液中的略高!随着乙醇浓度的升高!提取到的

黄酮质量先增加后减少!在
E$D

乙醇提取液中得到的黄酮质

量最高!随后减少!说明黄酮基本提取完全"在水提取#

<$D

乙醇提取#

E$D

乙醇提取和
F$D

乙醇提取过程中得到的黄酮

含量较高!分别为
EO)OD

!

<")1D

!

E$)1D

!

F!)<D

!说明永州

粗蜂胶中含有一些水溶性黄酮!因此水提取得到的蜂胶黄酮

质量和含量较高!与马士巧等/

"#

0报道的东北黑蜂胶水提物

中总酚含量高#黄酮含量低!以及张云香/

"!

0报道的泰山蜂胶

水提黄酮含量较低还是有差异的"另外!在
<$D

!

F$D

乙醇

提取过程中得到的蜂胶黄酮质量和含量较高!含有大量中等

极性的黄酮"整个分级提取过程中!累积提取得到的黄酮达

到
#)FF

X

!提取到的总蜂胶黄酮占全部提取物的
!<)F<D

!但

是
1$D

乙醇#

O$D

乙醇和无水乙醇提取得到的黄酮质量较

少!杂质较多!从成本上考虑得到的提取物可以舍弃!将其他

提取物合并计算!得到的黄酮可达
#)E1

X

!提取到的蜂胶黄酮

占提取物中的含量可达到
<")"1D

!此时所得提取物中蜂胶黄

酮含量明显高于梁巧楣/

"1

0报道用
%$D

乙醇冷浸再乙酸乙酯

萃取湖南衡阳产蜂胶得到的蜂胶浸膏中黄酮含量*

!$)%D

+"

整个分级提取过程中!从粗蜂胶中累积提取得到的黄酮得率

为
#F)EOD

!从数据可知用水#

#$D

!

%$D

乙醇从粗蜂胶提取

得到的黄酮得率较高!用
1$D

乙醇#

O$D

乙醇和无水乙醇提取

黄酮得率较低!从成本上考虑后者得到的提取物可以舍弃!此

时黄酮得率可达到
#E)1"D

!明显高于安砚波等/

"O

0报道用

%#)<1D

乙醇超声辅助提取山东产蜂胶的得率*

"!)$%D

+"说

明采用乙醇分级提取法提取永州粗蜂胶黄酮具有较好的提取

分离效果!得到的蜂胶黄酮纯度较高#得率较高"

#)#

!

蜂胶黄酮的抗氧化活性

#)#)"

!

还原能力
!

由表
#

可知!随蜂胶黄酮浓度和
&

,

浓度

的增加!还原能力增强!呈现量效关系!其中
E$D

乙醇提取和

F$D

乙醇提取黄酮还原能力较强!且显著高于
&

,

*

`

#

$)$E

+-水提取黄酮#

<$D

乙醇提取黄酮#

%$D

乙醇提取黄酮

比
&

,

还原能力稍弱-

!$D

乙醇提取黄酮还原能力最差"说

明粗蜂胶中含有不同类型的蜂胶黄酮!提取活性较高的蜂胶

黄酮!可以选择水提取水溶性黄酮!还可以选择
<$D

!

%$D

乙醇提取中等极性黄酮-

1$D

#

O$D

乙醇和无水乙醇提取的

黄酮还原能力相近且较差"

!E"

提取与活性
!

#$"%

年第
""

期



#)#)#

!

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
!

由表
!

可知!随蜂胶黄酮浓

度和
&

,

浓度的增加!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增强!呈现量效

关系-

E$D

乙醇提取和
F$D

乙醇提取的黄酮清除
;̀ K̀

自

由基的能力显著性高于
&

,

的*

`

#

$)$E

+!且
E$D

乙醇提取的

黄酮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最强-

%$D

乙醇提取的黄酮和

&

,

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相差不大-水提取的黄酮#

<$D

乙

醇提取黄酮比
&

,

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稍弱-

!$D

乙醇提

取的黄酮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最差"说明粗蜂胶中含有

不同类型的蜂胶黄酮!提取活性较高的蜂胶黄酮!可以选择

水提取水溶性黄酮!还可以选择
<$D

!

%$D

乙醇提取中等极

性黄酮-

1$D

乙醇#

O$D

乙醇和无水乙醇提取的黄酮清除

;̀ K̀

自由基能力相近且较差"

#)#)!

!

清除
aI0/

自由基能力
!

由表
<

可知!随蜂胶黄酮浓

度和
&>

浓度的增加!清除
aI0/

自由基能力增强!且呈现量

效关系-

E$D

乙醇提取的黄酮清除
aI0/

自由基的能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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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的指标!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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