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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紫苏粕多糖 ][]= 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研究$测定 ][]= 的还原能力#清除超氧阴离子

!*

D

!

("和羟基自由基!(*_"的能力$结果表明)紫苏粕多糖具有较强的还原能力#对(*_具有一定的清

除作用#在低浓度时对*

D

!

(有清除作用#而高浓度时清除作用丧失#表现为促氧化作用% 总之#][]= 有一

定的抗氧化活性%

关键词!紫苏粕$多糖$抗氧化活性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志码!M

近年来#人们对多糖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作用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大部

分从天然产物中分离得到的多糖类化合物具有清除自由基和较强的还原能力等抗氧化作用*##!+

0 目前#紫

苏最广泛的利用是提取油脂#而紫苏籽制油后产生的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Q#J+

0 为提高紫苏籽

生产的经济效益#应对紫苏粕进行综合利用0 前期以紫苏粕为原料#经提取并除蛋白后得到一种水溶性多

糖][]=

*E+

#拟进一步对其并对其抗氧化活性进行研究0

#(材料与方法

#+#(试剂与仪器

紫苏粕!成都苏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无水乙醇.铁氰化钾.Q@n_

!

*

!

!重庆川东化工有限公司"$

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重庆北碚化学试剂厂"$三氯乙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三氯化铁!天津

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盐酸!重庆川江化学试剂厂"$水杨酸!广州化学试剂厂"0

9$##@!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天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9$L!JE@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傅立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日本岛津公司"0

#+!(试验设计

紫苏粕多糖][]=提取流程'紫苏粕处理
"

超声浸提
"

抽滤出渣
"

旋转蒸发
"

乙醇沉淀多糖
"

离心
"

真空干燥
"

紫苏粕粗多糖
"

复溶
"

=4:;0法脱游离蛋白
"

旋转蒸发
"

乙醇沉淀多糖
"

离心
"

真空干燥
"

紫

苏粕多糖][]=0



!(试验内容

!+#(][]=还原能力试验

参考文献*B+方法#取 # PY不同浓度的][]=溶液以及合成抗氧化剂$

-

#加入 @+! P%&mY.V_B+B 的磷酸

盐缓冲液和 #n的铁氰化钾溶液各 !+E PY#并混合均匀#混合液在 E@ w下保温 !@ P2/后#快速冷却至室温#

加入 !+E PY#@n 的三氯乙酸#混匀#高速离心!Q @@@ OmP2/"#@ P2/0 取 !+E PY上清液加入 !+E PY蒸馏水

和 @+E PY@+#n 的三氯化铁#摇匀#静置 #@ P2/#在 C@@ /P处测定吸光值#溶液的吸光值越高#说明该样品

的还原能力越强#试验均重复操作 Q 次#结果取平均值0

!+!(][]=清除*

L

!

*试验

参考文献*C+方法#取 E@ PP%&mY3O28L_-&缓冲液 J+E PY!V_TF+!"和 J+! PY蒸馏水混匀后在 !E w水

浴中保温 !@ P2/#取出后加入在 !E w预热过的 !E PP%&mY邻苯三酚 @+Q PY!以 #@ PP%&mY_-&配制#空白

管用 #@ PP%&mY_-&代替邻苯三酚的 _-&溶液"#见

表 #0 充分混匀后#于 !E w水浴锅中准确反应 E P2/

后!加入邻苯三酚时开始计时"#立即加入 ! 滴浓盐

酸溶液终止反应#在 Q!E /P处测定吸光度0 在加入

邻苯三酚前#先加入一定体积的多糖溶液#蒸馏水减

少#然后按上述方法计算抑制率0

抑制率!X" *

5

@

_5

5

@

2#@@X

其中M

@

邻苯三酚的自氧化速率$M为加入多糖溶液

后邻苯三酚的自氧化速率0

表 #(邻苯三酚自氧化法加样

试剂 空白管 自氧化管 样品管

3O28L_-&mPY J+E J+E J+E

蒸馏水mPY J+! J+! J+! DD

邻苯三酚mPY @+Q!#@ PP%&mY_-&" @+Q @+Q

多糖mPY / / D

总体积mPY " " "

注'DD加入的多糖体积为 @%! .@%J.@%B .@%F .#%@ PY$!J%! D

D"为相应的加入的蒸馏水的体积0

!+Q(][]=清除**_试验

利用N4<%/体系*F+测试#并略作改动0 配置一定浓度的紫苏多糖溶液以及浓度为 @+@#n的 _

!

*

!

#B+@

PP%&mY的N4=*

J

和 B+@ PP%&mY的水杨酸/乙醇溶液备用0 各取上述配置的 N4=*

J

.水杨酸/乙醇溶液各

#+@ PY于试管中#分别加入 #+@ PY不同浓度的样品溶液#加水至 E+@ PY#再分别加入 #+@ PY@+@#n的

_

!

*

!

#摇匀#QC w水浴 #@ P2/后#以蒸馏水做参比#于 E#@ /P处测其吸光度值0 实验均重复操作 Q 次#结果

取平均值0

羟基自由基清除率!X" *

5

@

)5

J

5

@

2#@@X

式中'5

@

/试剂空白液的吸光值$5

J

/加样品液后的吸光值0

Q(结果与分析

Q+#(][]=还原能力

由图 # 可以看出样品][]=和P

5

均具有还原能力#随着P

5

和][]=浓度增加#吸光度值逐渐增加#还原

力逐渐增强$在 @ q@+! P0mPY范围内#][]=和P

5

还原力表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图 #"0 同浓度P

5

的还原

力要略大于][]=0

Q+!(][]=对*

D

!

*的清除作用

由图 ! 可知#$

-

对*

D

!

-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而且清除能力随着浓度的增大而显著增强0 ][]= 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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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的还原能力

随着浓度的增大清除率呈现上升#而后浓度越大清除率越来越小#呈下滑的走势#最后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呈现负清除作用#即促进了自由基的形成0 很可能是由于样品与体系中使用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发生物质

与邻苯三酚相似#分子中都有连羟基结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在加速邻苯三酚自氧化的同时#也加速试样

][]=的自氧化#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故检测呈负清除作用*"+

0

图 !(][]=对*

D

!

*的清除作用

图 Q(][]=对**_的清除作用

Q+Q(][]=对**_的清除作用

由图 Q 可知#][]=对羟基自由基具有一定的清除能力#随着浓度的递增#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率增高#

很可能是由于多糖的多羟基结构#具有提供氢质子的能力#可使具有高度氧化性的自由基还原#从而能终止

自由基连锁反应#起到清除或抑制自由基的目的0 在质量浓度相同的条件下#][]= 清除羟自由基的能力明

显弱于P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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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结(论

紫苏粕多糖具有较强的还原能力#对-*_具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在低浓度时对*

D

!

-有清除作用#而高

浓度时清除作用丧失#表现为促氧化作用0 总之#][]=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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