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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的黄酮类成分

及其体外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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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HZXQ

法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酮

类成分的含量!并采用
Wg

法测定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

酮类单体和单体复方配伍的体外活性%结果表明!刺玫

果提取物中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含量分

别为
$"->3T

!

(?">$2

!

#T->2!

!

#!>$T

(

<

(

<

%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类成分及其复方配伍均具有一定的体外抗氧化

活性!且刺玫果提取物的活性强于黄酮类成分的复方配

伍!但二者均弱于
g

Q

'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类成分及

其复方配伍均具有清除亚硝酸盐#阻断亚硝胺合成及抑

制
!

)

糖苷酶的活性!且刺玫果提取物的活性强于阿卡波

糖#黄酮类成分的复方配伍%

关键词!刺玫果'黄酮'高效液相色谱法'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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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玫果为野生山刺玫的成熟果实%又名花伞蔷薇%广

泛分布于东北)内蒙等地*

#

+

&其果实呈卵型或球型%香甜

气息浓郁%酸甜可食*

!

+

&刺玫果含丰富的黄酮类)三萜

类)皂苷)挥发油及氨基酸等成分%营养价值极高*

2U(

+

&

因其具有抗衰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作用%且抗氧化与治

疗高血脂效果显著%近年来以刺玫果为主要原料的保健

食品的开发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

+

&

在刺玫果提取物黄酮类成分研究的报道中%采用

HZXQ

法定性)定量黄酮类成分的研究较多%其中有同时

测定芦丁)金丝桃苷与槲皮素*

$

+

%木犀草素与金丝桃

苷*

-

+

%槲皮素和山奈酚*

T

+的报道&但尚未见同时测定刺

玫果提取物中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报

道&有关黄酮类成分体外活性的研究%大多都是总黄酮

提取物)或经过纯化的总黄酮提取物进行体外活性研究&

例如"通过测定
'ZZH

自由基清除率*

3

+

)

0[JY

自由基阳

离子清除率*

#"

+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

##

+以及抗脂质过氧化

作用*

#!

+来评价其抗氧化活性$通过测定清除亚硝酸盐活

性)阻断亚硝胺合成能力评价其抗癌活性*

#2

+

$通过测定抑

制
!

)

糖苷酶活性%评价供试品的降血糖活性*

#(

+

&这类试

验只表明了黄酮类成分协同作用的体外活性%未对其黄

酮类单体成分及其单体复方配伍活性进行评价&同时也

未有对刺玫果提取物中所含的黄酮类成分单体及单体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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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配伍的活性研究&

试验拟使用
HZXQ

法%建立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

中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的方法%并分析对比各成分及单

体对应复方配伍的体外活性%以期为刺玫果提取物的开

发利用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试剂与仪器

#>#>#

!

材料与试剂

刺玫果"安徽亳州医药材料总公司%由吉林化工学院

药学系薛健飞博士鉴定为成熟果实$

木犀 草 素)芦 丁)金 丝 桃 苷)槲 皮 素 对 照 品"纯

度
'

3T>?̀

%成都曼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腈)甲醇"

HZXQ

级%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

)

糖苷酶!酶活
'

2(W

(

5

<

#)

ZRZb

"生物试剂%上海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

!

主要仪器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仪"

0

<

78A@,)#!$"

型%搭载
'0'

阵列检

测器%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紫外分光光度计"

JW)#T#"

型%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

限公司$

酶标仪"

ZX)3$"!

型%北京普朗新科技有限公司&

#>!

!

方法

#>!>#

!

溶液配制

!

#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参考杨扬等*

#?

+对刺玫果总

黄酮的提取纯化工艺制备刺玫果提取物%采用乙醇热回

流法提取刺玫果总黄酮%使用
')#"#

大孔树脂对提取的

刺玫果总黄酮进行纯化%得到刺玫果提取物&精密称取

刺玫果提取物
">?

<

%置于
!?5X

容量瓶中%加入
$"̀

乙

醇水溶液
#?5X

%超声处理
2"57@

使其完全溶解后定容%

过滤%取滤液
? 5X

置于
#" 5X

容量瓶中定容%采用

">(?

(

5

滤膜过滤%即得供试品溶液&

!

!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金丝桃苷对照品

(>!5

<

)芦丁)木犀草素)槲皮素对照品各
(>#5

<

%分别置

于
#"5X

容量瓶中%加入甲醇溶解并定容%精密吸取上述

各对照品溶液
!>?5X

于
!?5X

容量瓶中并定容%得混合

对照品溶液%放置在冰箱!

(_

#内避光保存备用&

#>!>!

!

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的含量测定

!

#

#色谱条件及流动相考察"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

在
!""

%

$""@5

对芦丁)金丝桃苷)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

甲醇溶液进行全波长扫描%对比扫描图谱%选择
(

种黄酮

类单体成分均具有较大吸收的波长作为检测波长&使用

依利特
N'Y

!

Q

#T

色谱柱%柱温
2?_

%进样量
!"

(

X

&分别

考察乙腈'

">#̀

磷酸水溶液)甲醇'

">#̀

磷酸水溶液)

乙腈'甲醇'

">#̀

磷酸水溶液等度洗脱系统及梯度洗脱

系统&根据理论塔板数)分离度)保留时间及峰型因素%

从中优选出流动相&

!

!

#线性关系的考察"精密吸取混合对照品溶液
">?

%

#>"

%

!>"

%

2>"

%

(>"

%

?>"5X

置于
#"5X

容量瓶中%定容%在

色谱条件下进样
!"

(

X

%测定峰面积%以进样浓度为横坐

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

!

2

#方法学考察"

"

精密吸取同一混合对照品溶液%

在色谱条件下连续进样
$

次%分别记录
(

种黄酮类单体

成分的峰面积%并计算
SY'

值&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

(

X

%进样
$

次%分别记录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的峰面

积%计算
SY'

值%考察仪器精密度&

#

取同一批刺玫果

提取物%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进行溶液制备&按照

色谱条件进样
$

次%分别记录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的峰

面积%并计算
SY'

值&

$

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分别在

"

%

$

%

#!

%

!(

%

2$

%

(T:

进样%分别记录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

峰面积%计算
SY'

值&

!

(

#加样回收率试验及含量测定"称取
$

份已知含量

的刺玫果提取物%每份
">?

<

%精密称定&每份中分别加入

金丝桃苷
2"?

(

<

)芦丁
!!?

(

<

)槲皮素
3(

(

<

)木犀草素

$

(

<

%按照供试品溶液制备方法进行制备&在
#>!>!

!

#

#所

选择的色谱条件下分别进样
!"

(

X

%计算回收率&称取

">?

<

刺玫果提取物%按供试品溶液配制方法配制供试品

溶液%平行进样
2

次%记录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峰面积%

将平均值代入线性关系计算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酮类

单体成分含量&

#>!>2

!

体外活性测定
!

根据含量测定结果%配制
(

种黄

酮单体成分的复方配伍%并对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单

体及其复方配伍进行清除自由基)清除亚硝酸盐)阻断亚

硝胺合成)抑制
!

)

糖苷酶活性的测试&

!

#

#清除
'ZZH

自由基清除试验"参照文献*

#$

+进

行调整&吸取
">#5

<

(

5X'ZZH

自由基溶液
#-5X

于

!?5X

容量瓶中%加入无水乙醇定容%制备
'ZZH

自由基

溶液&吸取
!5X

不同质量浓度的各种供试品溶液!

g

Q

溶液)刺玫果提取物溶液)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及复方配

伍溶液#与
'ZZH

自由基溶液%混合%混合液在室温下避

光反应
2"57@

%在
?#-@5

下测定吸光度
"

样品%按式!

#

#

计算自由基清除率%并计算
R-

?"

值&

F

'ZZH

I

"

\

K

"

C Z

"

:

"

\

L

#""̀

% !

#

#

式中"

F

'ZZH

'''

'ZZH

自由基清除率%

`

$

"

\

'''

!5X

无水乙醇与
!5X'ZZH

自由基溶液

混合的吸光度$

"

:

'''

!5X

供试品溶液与
!5X

无水乙醇混合的

吸光度&

!

!

#

0[JY

自由基阳离子清除试验"参考文献*

#-

+配

$(

安全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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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0[JY

自由基阳离子工作液&取
">#5X

不同质量浓

度的各种供试品溶液与
2>35X0[JY

自由基阳离子工作

液混合%

!2_

避光放置
$57@

%与
-2(@5

测定吸光度%每

份样品平行操作
!

次%按式!

!

#计算自由基清除率%并计

算
R-

?"

值&通过对比
R-

?"

%比较
g

Q

)刺玫果提取物)

(

种

黄酮类单体成分及复方配伍体外抗氧化活性&

F

0[JY

I

"

\

K

"

C

"

\

L

#""̀

% !

!

#

式中"

F

0[JY

'''

0[JY

自由基阳离子清除率%

`

$

"

\

'''

">#5X

水与
2>35X0[JY

自由基阳离子混

合吸光度$

"

C

'''

">#5X

供试品与
2>35X0[JY

自由基阳离

子混合吸光度&

!

2

#抗脂质过氧化试验"以抑制率为指标%参照文献

*

#T

+的试验方法%对
g

Q

)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类成分

单体及复方配伍的抗卵磷脂脂质过氧化作用进行测试&

在具 塞 试 管 中 依 次 加 入
# 5X

卵 磷 脂 溶 液%

# 5X

">(55;8

(

X&AYN

(

溶液及
# 5X

供试品溶液混匀&于

2-_

避光水浴
$"57@

%加入
!5XJQ0)J[0)HQ8

混合

液%

3"

%

#""_

水浴
#?57@

%迅速冷却%以
?"""D

(

57@

离

心
#"57@

%取上清液在波长
?2?@5

处测定吸光度
"?

&

空白管以
#5X

重蒸水代替
#5X

供试品溶液测得
"<

%按

式!

2

#计算抗脂质过氧化抑制率&

F

0

I

"

<

K

"

?

"

<

L

#""̀

% !

2

#

式中"

F

0

'''抗脂质过氧化抑制率%

`

&

!

(

#清除亚硝酸盐活性试验"采用盐酸萘乙二胺

法*

#3

+

&在
#?5X

模拟胃液!

C

H\2>"

#中加入
!5X

供试

品溶液混合%加入
#"

(

<

(

5X

的亚硝酸钠溶液
!>?5X

%

2-_

恒温水浴反应
2"57@

%取出后立即加入
">(̀

对氨

基苯磺酸溶液
">?5X

%混匀%静置
#?57@

后加入
">!̀

盐

酸萘乙二胺溶液
">!?5X

及蒸馏水
-5X

%混合均匀%放

置
#?57@

&于
?2T@5

处测定吸光度%按式!

(

#计算自由

基清除率%并计算
R-

?"

值&

F

Q

I

"

"

K

"

%

Z

"

[

"

"

L

#""̀

% !

(

#

式中"

F

Q

'''亚硝酸盐清除率%

`

$

"

%

'''加入供试品溶液的吸光度$

"

[

'''供试品溶液的吸光度$

"

"

'''不加供试品溶液的对照组吸光度&

!

?

#阻断亚硝胺合成活性试验"采用
!

)

萘胺法*

!"

+

&

取
C

H2>"

的柠檬酸'磷酸氢二钠缓冲溶液
!>"5X

%加入

!>"55;8

(

X

亚硝酸钠溶液)

!>"55;8

(

X

二甲胺溶液各

">$5X

)各供试品溶液
#>"5X

%混合均匀%加入
#>?5X

蒸

馏水%

2-_

水浴恒温反应
#:

%用移液管吸取
#>"5X

溶液

加到直径
-*5

的培养皿中%加入
">?̀

的碳酸钠溶液

">?5X

%在
!?(@5

紫外灯下照射
#?57@

%取出后分别加

入
#̀

对氨基苯磺酸溶液
#>? 5X

)

">#̀

!

)

萘胺溶液

">?5X

)蒸馏水
">?5X

%摇匀%放置
#?57@

后%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在
?!?@5

处分别测定吸光度值%通过式!

?

#计

算阻断率&

F

0W

I

"

"

K

"

P

"

"

L

#""̀

% !

?

#

式中"

F

0W

'''亚硝胺合成阻断率%

`

$

"

"

'''未加提取液的比色管中亚硝酸钠的吸光度$

"

P

'''加提取液的比色管中亚硝酸钠的吸光度&

!

$

#抑制
!

)

糖苷酶活性试验"根据赖小燕等*

!#

+试验

方法进行调整&在
3$

孔板中加入
T"

(

X

磷酸盐缓冲液

!

C

H\$>T

#)

!"

(

X!>?55;8

(

X

的
ZRZb

底物溶液以及

!"

(

X

各供试品溶液%

2- _

水浴
#" 57@

&加入
!"

(

X

#>(W

(

5X

!

)

葡萄糖苷酶溶液反应
$" 57@

%用
#""

(

X

">!5;8

(

X

碳酸钠溶液终止反应%室温放置
#?57@

%用酶

标仪在
("?@5

处测定样品吸光度值%按式!

$

#计算抑制

率%并计算
R-

?"

&

F

J

I

"

\

K

"

C Z

"

M

"

\

L

#""̀

% !

$

#

式中"

F

J

'''

!

)

糖苷酶活性抑制率%

`

$

"

\

'''

!"

(

X

磷酸盐缓冲液代替
!"

(

X

供试品溶液

的吸光度$

"

M

'''

!"

(

X

磷酸盐缓冲液代替
!"

(

X

!

)

葡萄糖苷

酶溶液的吸光度&

!

!

结果与讨论

!>#

!

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含量的测定

!>#>#

!

色谱条件及流动相考察结果
!

根据紫外分光光度

计全波长扫描结果%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及木犀草素

在
!"(

%

!?$

%

2$"@5

均具有较大吸收&其中
!"(@5

及

!?$@5

处干扰因素较多%故选择
2$"@5

作为检测波长&

对比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在不同流动相下的分离度)理

论塔板数及峰型%结果表明"使用甲醇'

">#̀

磷酸水作为

流动相%金丝桃苷和芦丁相对应的峰重叠%无法分离$乙

腈'

">#̀

磷酸水作为流动相金丝桃苷和芦丁的分离效果

较差$最终确定采用乙腈!

0

#'甲醇!

[

#'

">#̀

磷酸水溶

液!

Q

#梯度洗脱%洗脱程序见表
#

&在色谱条件下分别进

样混合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混合对照品溶液和供

试品溶液谱图见图
#

&

%(

"

g;8>2?

"

R;>T

邸
!

松等!

HZXQ

法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的黄酮类成分及其体外活性测定



!>#>!

!

线性关系
!

以混合对照品中
(

种黄酮类成分质量

浓度为横坐标%对应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结

果见表
!

&

表
#

!

梯度洗脱程序

J6F8A#

!

&8;G

C

:6+A

<

D6E7A@,A8=,7;@

C

D;*AE=DA

时间(
57@ 0

(

` [

(

` Q

(

`

流速(!

5X

,

57@

U#

#

" " ? 3? #>"

# " ? 3? ">-

?- #" !? $? ">-

$T #? 2" ?? #>"

-? #" !? $? #>"

T? " ? 3? #>"

#>

金丝桃苷
!

!>

芦丁
!

2>

槲皮素
!

(>

木犀草素

图
#

!

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酮成分
HZXQ

谱图

&7

<

=DA#

!

HZXQ*:D;56,;

<

D65+;BB;=DB86I;@;7E+

7@&S'ZAK,D6*,+

表
!

!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

J6F8A!

!

J:ADA+=8,+;B87@A6DDA86,7;@+:7

C

7@IA+,7

<

6,7;@

标准品 拟合方程 拟合度
F

!

线性范围(

!

(

<

,

5X

U#

#

金丝桃苷
C

\?#>?(-P]!?>2!- ">33?2 !>#"

%

!#>"

芦丁
!!

C

\(2>"T$P]-T>!!T ">33?2 !>"?

%

!">?

槲皮素
!

C

\3">-#3P]22>!$( ">3333 !>"?

%

!">?

木犀草素
C

\$T>#"!P]2(>?T? #>"""" !>"?

%

!">?

!!

表
!

显示%金丝桃苷在
!>#"

%

!#>"

(

<

(

5X

%芦丁)槲

皮素及木犀草素在
!>"?

%

!">?

(

<

(

5X

浓度范围内与峰面

积线性关系良好&

!>#>2

!

方法学考察
!

仪器精密度%方法重复性及供试品

溶液
(T:

内稳定性的
SY'

值均在
2̀

以内%表明仪器精

密度%方法重复性以及供试品溶液
(T:

内稳定性良好%试

验结果见表
2

&

表
2

!

方法学考察试验数据

J6F8A2

!

PA,:;E;8;

<

7*68AK

C

AD75A@,68E6,6

%

'\$

&

`

对照品
精密度

SY'

混合对照品 供试品

重复性

SY'

稳定性

SY'

金丝桃苷
">?" #>!T !>(( #>3!

芦丁
!!

#>?# #>-( !>## !>$#

槲皮素
!

">T3 !>3( #>3- #>(#

木犀草素
#>(3 !>#- ">3" !>(#

!>#>(

!

加样回收率及含量测定
!

(

种黄酮类单体成分金

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

为
3T>"!̀

%

3T>(?̀

%

33>#?̀

%

3T>($̀

%

SY'

值分别为

">T"̀

%

#>3!̀

%

!>#!̀

%

!>T3̀

&具体试验结果见表
(

&含

量测定结果显示刺玫果提取物中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

及木 犀 草 素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3T

%

(?">$2

%

#T->2!

%

#!>$T

(

<

(

<

%结果见表
?

&

!>!

!

体外活性测试

!>!>#

!

'ZZH

自由基清除试验
!

从图
!

可以看出%刺玫

果提取物)

(

种黄酮类成分及复方配伍!金丝桃苷)芦丁)

槲皮素及木犀草素按质量比为
(->3

$

2?>?

$

#(>T

$

#>"

进

行混合得到
(

种黄酮类成分单体复方配伍#均具有一定

的清除
'ZZH

自由基活性&其中刺玫果提取物)芦丁)木

犀草素及复方配伍的活性弱于
g

Q

%槲皮素及金丝桃苷活

性强于
g

Q

&刺玫果提取物清除
'ZZH

自由基的活性较

阳性对照
g*

虽然较弱%但是
R-

?"

较为接近%与孟永梅等

对刺玫果提取液清除
'ZZH

自由基活性的研究结果相

当*

!!

+

%但弱于黄刺玫乙酸乙酯层萃取物*

!2

+

&

!>!>!

!

0[JY

自由基阳离子清除试验
!

从图
2

可以看

出%各样品均具有较强的清除
0[JY

]>的活性&其中槲皮

素的清除能力最强%

R-

?"

值为
!3>?

(

<

(

5X

$复方配伍的清

除能力最弱%对应
R-

?"

值为
#3$>!

(

<

(

5X

&槲皮素为五羟

黄酮%其
!

)

2

位有双键%

2

)

-

位有两个羟基%可通过单电子

转移直接清除自由基*

!(

+

%所以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活性&

但由于刺玫果提取物中所含有的槲皮素较少%所以刺玫

果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弱于槲皮素&

!>!>2

!

抗脂质过氧化试验
!

从图
(

可以看出%槲皮素具

有较强的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其活性强于
g

Q

%其
R-

?"

值

为
">"?T!5

<

(

5X

&其他成分抗脂质过氧化作用由强到

&(

安全与检测
Y0&4J% OMRYZ4QJMNR

总第
!#(

期
"

!"#3

年
T

月
"



表
(

!

加样回收率结果

J6F8A(

!

SA+=8,;BDA*;IAD

/

,A+,+

目标成分 样品中含量(
(

<

加入量(
(

<

测得量(
(

<

回收率(
`

平均回收率(
` SY'

(

`

金丝桃苷

2"$>? 2"?>! $"?>2 3->3"

2"?>( 2"(>T $"(>$ 3T>#-

2"$>" 2"(>2 $"$>! 3T>$?

2"?>( 2"?>2 $"->? 3T>3(

2"->! 2"(>( $"(>- 3->-(

2"?># 2"?># $""># 3$>-"

3T>"! ">T"

芦丁
!!

!!->! !!(>$ (?"># 33>!-

!!$>( !!?>2 (((>? 3$>T!

!!$>T !!(>( (?">$ 33>-#

!!$>( !!?>$ ((!>T 3?>32

!!->- !!?>2 (??>! #"">3T

!!$># !!(>3 (?2>! 3T>""

3T>(? #>3!

槲皮素
!

3(>( 3(>$ #3">! #"#>!!

3(># 3?># #TT>3 33>-2

3(>2 3$>! #T->( 3$>-T

3(># 32>T #T(>( 3$>!2

3(>$ 32>( #TT>? #"">(-

3(>" 3(>$ #T3>" #"">($

33>#? !>#!

木犀草素

!

$>(

!

$>? #2>" #"#>23

$>( $>( #!>- 3T>($

$>( ?>T #!>" 3$>33

$>( $>$ #2># #"!>2-

$>( $>! #!>( 3$>"#

$>( $>2 #!>( 3?>?!

3T>($ !>T3

表
?

!

样品测定结果

J6F8A?

!

SA+=8,+;B+65

C

8A+EA,AD57@6,7;@

目标成分
# ! 2

平均峰面积 含量(!

(

<

,

<

U#

#

金丝桃苷
-"(>$ $3?>- $-T>( $3!>3 $"->3T

芦丁
!!

((3>( (?2>3 ((T>! (?">? (?">$2

槲皮素
!

("?># 23#># 2TT>T 23?>" #T->2!

木犀草素
?!>3 ?2>2 ?!>$ ?!>3 #!>$T

弱的顺序为金丝桃苷)木犀草素)刺玫果提取物)芦丁及

复方配伍&复方配伍组活性相较于刺玫果提取物明显降

低%说明刺玫果提取物中应该含有其他具有较高体外活

性的成分%由于天然产物结构中的酚羟基易被氧化成醌%

从而具有较高体外抗氧化的活性%综合分析认为刺玫果

提取物中应该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成分&

!>!>(

!

清除亚硝酸盐及阻断亚硝胺合成活性试验
!

在体

外模拟胃液条件下%分别考察了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

类单体及复方配伍的清除亚硝酸盐活性和阻断亚硝胺合

成活性%试验结果分别见表
$

)

-

&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刺玫果提取物)

(

种黄酮类成

分单体及复方配伍%均具有一定的清除亚硝酸盐及阻断

亚硝胺合成活性&其中木犀草素清除亚硝酸盐的活性最

强%强于
g

Q

的清除活性$复方配伍阻断亚硝胺合成活性

为样品中最好的%但弱于
g

Q

&刺玫果提取物能有效阻断

亚硝胺合成%其活性略低于复方配伍%而复方配伍的活性

强于各单体本身%说明配伍后可能存在协同增效作用&

!>!>?

!!

)

糖苷酶抑制活性试验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刺

'(

"

g;8>2?

"

R;>T

邸
!

松等!

HZXQ

法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的黄酮类成分及其体外活性测定



图
!

!

样品对
'ZZH

0清除能力半抑制浓度比较

&7

<

=DA!

!

R-

?"

*;5

C

6D7+;@+65;@

<

*8A6D6@*AD6,A;B

'ZZH

0

B;D,:A,A+,AE+65

C

8A

图
2

!

样品对
0[JY

]

0清除能力半抑浓度比较

&7

<

=DA2

!

R-

?"

*;5

C

6D7+;@+65;@

<

*8A6D6@*AD6,A;B

0[JY

]

0

B;D,:A,A+,AE+65

C

8A

图
(

!

各成分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半抑制浓度比较

&7

<

=DA(

!

R-

?"

*;5

C

6D7+;@+65;@

<

*8A6D6@*AD6,A;B6@,7)

87

C

;+;5A

C

AD;K7E6,7;@ ABBA*, B;D ,:A

,A+,AE+65

C

8A

玫果提取物)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抑制活性优于阿卡波

糖%且槲皮素的抑制活性最强$芦丁)金丝桃苷及复方配

伍活性低于阿卡波糖%但也具有一定的抑制活性&虽然

刺玫果提取物具有较强的体外降血糖活性%且活性强于

表
$

!

清除亚硝酸盐试验结果

J6F8A$

!

SA+=8,+;B+;E7=5@7,D7,ADA5;I68,A+,

供试品 拟合方程
F

!

R-

?"

(

!

5

<

,

5X

U#

#

刺玫果提取物
C

\">"3((P]22>("! ">3?$( ">#T

g

Q

C

\#>2-!(P]#>!!( ">3T(? ">2$

芦丁
C

\">""?(P](?>T3# ">33"2 ">-$

金丝桃苷
C

\">"!"(P]!3>"-" ">3-"" #>"2

槲皮素
C

\">"$"-P]!$>-?T ">3T!2 ">2T

木犀草素
C

\">"T#$P]!$>-2# ">3(!- ">!3

复方配伍
C

\">"#32P]2!>!3$ ">3T"- ">3!

表
-

!

阻断亚硝胺试验结果

J6F8A-

!

JA+,DA+=8,+;BF8;*L7@

<

@7,D;+657@A

供试品 拟合方程
F

!

R-

?"

(

!

5

<

,

5X

U#

#

刺玫果提取物
C

\!3>##TP]#">?3" ">32(- #>2?

g

Q

C

\22>??2P]22>2-! ">3(?! ">?"

芦丁
C

\!">$2#P]#3>#"( ">3T-! #>?"

金丝桃苷
C

\!->?32P]?>T!( ">3(?# #>$"

槲皮素
C

\2">T3$P]##>T-2 ">3-T# #>!2

木犀草素
C

\!?>##(P]!>?"! ">3-"$ #>T3

复方配伍
C

\#3>3#(P]!?>$2$ ">32#2 #>!!

表
T

!

抑制
!

)

葡萄糖苷酶试验结果

J6F8AT

!

SA+=8,+;B7@:7F7,7@

<

A@9

/

5A6*,7I7,

/

;B

!

)

<

8=*;+7E6+A

供试品 拟合方程
F

!

R-

?"

(

!

(

<

,

5X

U#

#

刺玫果提取物
C

\">2-?#P]2">?23 ">3(($ ?#>TT

阿卡波糖
!!

C

\">!2(?P]#$>"#2 ">3$3" #((>32

芦丁
!!!!

C

\">"3!-P]!!>?"T ">3??! !3$>?-

金丝桃苷
!!

C

\">"$3TP]2->(T? ">3T!# #-3>2"

槲皮素
!!!

C

\">?$(TP]2">!"$ ">32?T 2?>"?

木犀草素
!!

C

\">!??TP]2(>2!3 ">3#T? $#>!$

复方配伍
!!

C

\">#T?-P]#">2?? ">3-#$ !#2>(3

桑叶总黄酮*

!?

+

&槲皮素对
!

)

糖苷酶抑制活性%但刺玫果

提取物中槲皮素的含量较低%所以刺玫果提取物中的降

糖活性成分及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

!

结论
研究建立了

HZXQ

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
(

种黄

酮类成分单体含量的方法%采用该方法测定的刺玫果提

取物中金丝桃苷)芦丁)槲皮素及木犀草素的含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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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含量测定方法具有良好的精密度%线性关

系良好%结果准确可靠%可用于刺玫果提取物中黄酮类成

分的含量测定&

大量研究*

!$U!-

+证实刺玫果提取物具有较好的体外

活性%但均未对提取物与其中的黄酮单体及单体复方配

伍的体外活性进行对比研究&体外试验结果表明刺玫果

提取物具有较好的体外抗氧化和降糖活性%在天然抗氧

剂)降血糖以及保健食品的开发与应用方面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刺玫果提取物能有效地清除亚硝酸盐%具有

较好的阻断亚硝酸盐合成活性%可有效预防致癌)致畸及

智力迟钝的发生*

!T

+

&刺玫果提取物有中含有较多的活性

成分%试验只对其中的
(

种黄酮类化合物进行了定量分

析%尚未对其做进一步的化学成分分离%其主要活性成分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

+王领弟%李艳荣%张晓峰%等
>

刺玫果的研究近况*

i

+

>

承德

医学院学报%

!"##

%

!T

!

(

#"

(#$)(#->

*

!

+郝龙平%晏嘉泽%靳艳%等
>

刺玫果多糖的制备及其抗氧化

活性*

i

+

>

中成药%

!"#$

%

2T

!

#!

#"

!$3!)!$3$>

*

2

+怀雪%孟永海%吴丽红%等
>

刺玫果不同提取方式对小鼠抗

疲劳抗衰老的实验研究*

i

+

>

中医药信息%

!"#T

%

2?

!

(

#"

#-)!">

*

(

+王光函%姜鸿%张振秋%等
>

刺玫果药材中黄酮类成分测

定*

i

+

>

中成药%

!"##

%

22

!

(

#"

-#")-#!>

*

?

+杨莹莹%王晓燕%冯夏珍%等
>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研

究刺玫果黄酮类成分
HZXQ

指纹图谱*

i

+

>

食品工业科技%

!"#-

%

2T

!

!(

#"

!2#)!2->

*

$

+崔凤侠%王领弟%杜义龙%等
>

刺玫果提取物指纹图谱构建

及
(

种成分含量测定*

i

+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

!

-

#"

32)3$>

*

-

+雷永平%钟方丽%王晓林%等
>

离子液体辅助提取刺玫果中

木犀草素与金丝桃苷的工艺研究*

i

+

>

经济林研究%

!"#T

!

2

#"

#(!)#?">

*

T

+郭海欢%王晓林%钟方丽%等
>

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刺

玫果提取物中黄酮苷元槲皮素)山奈酚的含量*

i

+

>

河南工业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2-

!

2

#"

??)$">

*

3

+袁园%张潇%陈碧琼%等
>

草果总黄酮的提取及
'ZZH

自由

基清除活性研究*

i

+

>

食品研究与开发%

!"#-

%

2T

!

#?

#"

$2)$T>

*

#"

+李培源%霍丽妮%苏炜%等
>

总抗氧化能力检测试剂盒

!

0[JY

#法测定江南星蕨的抗氧化活性*

i

+

>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

%

#-

!

#

#"

#$!)#$(>

*

##

+李鸿飞%卿德刚%张娟%等
>

甘草渣中总黄酮清除
NH

自由

基能力的研究*

i

+

>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

%

2T

!

!

#"

#T!)

#T2

%

#T$>

*

#!

+夏光辉%李新华%王晓雅
>

不同加工处理对玉竹黄酮抗氧化

活性的影响研究*

i

+

>

食品科技%

!"#T

%

(2

!

2

#"

#T#)#T?>

*

#2

+刘可心%兰永强%杨娜%等
>

木蝴蝶总黄酮的提取及体外清

除亚硝酸盐及阻断亚硝胺合成的研究*

i

+

>

西北药学杂志%

!"#?

%

2"

!

$

#"

$$3)$-(>

*

#(

+薛璇玑%张新新%罗俊%等
>

柿叶与柿皮中黄酮含量及
'

)

糖

苷酶抑制活性比较研究*

i

+

>

中华中医药学刊%

!"#-

%

2?

!

2

#"

?33)$"#>

*

#?

+杨扬%胡雪媛%王晓林%等
>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山刺玫果总

黄酮的工艺研究 *

i

+

>

湖 北 农 业 科 学%

!"#?

%

?(

!

!

#"

(#!)(#?>

*

#$

+李丽丽%孙泽宇%刘雄民%等
>

柠檬桉树脂总黄酮的提取纯

化及 抗 氧 化 活 性 *

i

(

NX

+

>

精 细 化 工
>

*

!"#3)"2)!!

+

>

:,,

C

+

"((

E;7>;D

<

(

#">#2??"

(

.

>

.

K:

<

>!"#T"-"$>

*

#-

+陈飞%何先元%周卯勤%等
>

超声辅助提取四齿四棱草中总

黄酮及其抗氧化活性*

i

+

>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

%

!T

!

#

#"

3$)#"#

%

-">

*

#T

+李颖畅%孙建华%孟宪军
>

蓝莓叶总黄酮提取物的定性分析

和抗油脂氧化*

i

+

>

食品科学%

!"#"

%

2#

!

#2

#"

3$)33>

*

#3

+陶银华%石娜娜%高清山
>

海棠果提取液对亚硝酸盐清除作

用的体外试验研究*

i

+

>

现代农业科技%

!"#T

!

!

#"

!?2)!?(>

*

!"

+盛玮%高翔%薛建平%等
>

黑糯玉米色素清除亚硝酸盐及阻

断亚硝胺合成的研究*

i

+

>

食品科学%

!"#2

%

2(

!

#-

#"

3!)3?>

*

!#

+赖小燕%姜泽东%倪辉%等
>

茶花粉黄酮对
!

)

葡萄糖苷酶抑

制作用的研究*

i

+

>

食品工业科技%

!"#$

%

2-

!

?

#"

2?2)2?->

*

!!

+孟永海%怀雪%翟春梅%等
>

刺玫果提取物总黄酮含量以及

体外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i

+

>

化学工程师%

!"#T

%

2!

!

##

#"

!$)!T>

*

!2

+任婧%杨官娥%柴秋彦%等
>

黄刺玫果提取物体外抗氧化活

性研究*

i

+

>

食品研究与开发%

!"#-

%

2T

!

#T

#"

##)#?>

*

!(

+马纳%李亚静%范吉平
>

槲皮素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i

+

>

辽宁

中医药大学学报%

!"#T

%

!"

!

T

#"

!!#)!!(>

*

!?

+薛长勇%刘英华%张荣欣%等
>

桑叶黄酮对
!

)

糖苷酶活性的

影响*

i

+

>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

!

!#

#"

(#3#)

(#32>

*

!$

+洪淳赞%金长炼%全成旭%等
>

体外刺玫果汁清除亚硝酸钠

及阻断二甲基亚硝胺合成的效果*

i

+

>

延边医学院学报%

#33!

!

!

#"

3()3->

*

!-

+高阳%姜会敏%霍雅玉%等
>

刺玫果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研

究*

i

+

>

西北药学杂志%

!"#(

%

!3

!

2

#"

!!$)!2">

*

!T

+贾长虹%常丽新%李月%等
>

月季叶黄酮对自由基和亚硝酸

盐的清除作用研究*

i

+

>

食品工业科技%

!"#"

%

2#

!

3

#"

#"()#"$>

)(

"

g;8>2?

"

R;>T

邸
!

松等!

HZXQ

法同时测定刺玫果提取物中的黄酮类成分及其体外活性测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