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Vol. 29, No. 10 食品科学 ※基础研究140

核桃花抗氧化活性研究

汪海波1,2，肖建青1，刘锡葵1,*

(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204；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采用DPPH·清除法对民间食用蔬菜—— 新鲜核桃花提取物的体外自由基清除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核桃花食用部位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以乙酸乙酯提取物活性最好，活性强于BHA，IC 50 值达到 30.7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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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oxidant activities in vitre of the petroleum ether, EtOAc, BuOH and H2O extracts of the folk edible flowers

of Juglans regia L. were studied by the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method, respective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edible flowers

of Juglans regia L. exhibit good scavenging activity on DPPH radical. The IC50 value of the EtOAc extract is 30.7μg, which shows

a higher activity than 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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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Juglans regia L.)，别名胡桃，系胡桃科核

桃属植物，果实为世界四大干果之一。《本草纲目》

云有“令人肥健、润肌、黑须发、利小便、去五痔”

的功效。研究表明，核桃果仁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一些其它的矿物质[ 1 ]；叶

子、果壳、新鲜的果皮中主要含有醌类和酚性化合物及

单宁等，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2-7]。民间有采摘鲜嫩核

桃花用作炒菜食用的风俗，用以制作的菜肴气味清香、

口感鲜嫩脆涩；也有在泡制腌菜时加入少量新鲜干净的

核桃花用来保鲜的用法。关于核桃花的化学成分和抗氧

化活性未见有文献报导。为了探索核桃花的活性功能因

子，为核桃花的食用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本实验采用

DP P H·清除法对核桃花的抗氧化活性进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新鲜的核桃雄性花序于2007年 4月采自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所，标本保存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化学与西

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DPPH(1,1-二苯基-2-苦基肼自由基)、BHA(叔丁基

羟茴香醚)    Sigma-Fluka公司；VC为国产分析纯；95%

乙醇(分析纯)    天津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

国产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722S型可见分光光度计、FA2004型电子天平    上

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核桃花提取物的提取与分离

新鲜的核桃花5kg切碎后用95% 乙醇提取5次，减

压回收至无乙醇味，得乙醇提取物286.0g。乙醇提取物

用水混悬后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和正丁醇等体积萃

取4 次，分别回收溶剂得石油醚提取物46.5g、乙酸乙

酯提取物49.0g、正丁醇提取物32.5g和水提取物120.0g。

1.3.2 核桃花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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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核桃花提取物DPPH·清除率

Table 1   Scavenging rates of different solvent extracts of Juglans

regia L. to DPPH.

样品
提取物浓度(mg/L)

0.005 0.01 0.015 0.02 0.025 0.03 0.035 0.04

石油醚提取物 ＜10.0＜10.0 ＜10.0 ＜10.0 ＜10.0 ＜10.0 ＜10.0＜10.0

乙酸乙酯提取物 8.02 19.06 25.00 32.91 35.22 44.73 58.05 67.31

正丁醇提取物 4.44 8.57 14.66 16.37 21.80 27.45 31.33 34.37

水提取物 11.03 14.28 19.80 24.35 31.69 36.66 41.31 50.74

BHA(对照) 6.12 12.87 24.81 25.73 35.98 42.29 56.54 64.96

VC(对照) 24.79 35.55 53.31 68.60 85.22 95.72 94.64 95.27

表2   核桃花提取物对DPPH·清除活性的 IC50 值

Table 2   IC50 values of different solvent extracts of Juglans regia L.

t o  DPPH·

样品
石油醚 乙酸乙酯 正丁醇

水层
B H A V C

提取物 提取物 提取物 (对照) (对照)

DPPH·IC50(μg) ＞200 30.7 71.1 51.2 32.7 10.9

1.3.2.1 DPPH 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 DPPH 试剂 20mg，用 95% 的乙醇溶解，

并定量转入200ml 容量瓶中，用95% 乙醇定容，摇匀，

得质量浓度为100mg/L(约 2.5× 10-4mol/L)的 DPPH储备

液，置于冰箱中冷藏备用。

1.3.2.2 样品及 B H A、V C 溶液的配制

准确称取待测试的样品及BHA、VC 标准样品2.5mg，

溶解在乙醇中，并转入10 0 m l 的容量瓶中，用乙醇定

容，摇匀，得质量浓度为 2 5 m g / L 的样品溶液，置于

冰箱中冷藏备用。

1.3.2.3 清除 D P P H·能力的测定

准确量取1.2ml DPPH液，加入2.8ml 95%乙醇溶液，

混匀，在波长 520nm 处测吸光度记为 A C，自由基清除

率为零。分别准确量取各样品溶液0.2、0.4、0.6、0.8、

1.0、1.2、1.4、1.6，加入1.2ml DPPH 液及2.6、2.4、

2.2、2.0、1.8、1.6、1.4、1.2ml 的 95% 乙醇溶液混合

均匀，在波长 520nm 处测吸光度记为 Ai。另外分别准

确量取各样品溶液0.2、0.4、0.6、0.8、1.0、1.2、1.4、

1.6，加入3.8、3.6、3.4、3.2、3.0、2.8、2.6、2.4ml

的 95% 乙醇溶液后混合均匀，在波长520nm 处测吸光

度记为空白校正 A j 值。以 B H A 和 V C 作为阳性对照。

按下式计算自由基清除率 K，并进一步计算其自由基清

除率 IC 5 0 值。

　　       
    Ai－Aj

 K(%)=(1－———)×100

                        
AC

2 结果与分析

2.1 核桃花提取物对 DP P H·清除率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核桃花提取物对 DPPH·的清除作用

随着提取物浓度的加大逐步呈增加的趋势。不同提取物

对DPP H·清除作用以乙酸乙酯提取物最强，清除率与

B H A 相当。水提取物和正丁醇提取物对 D P P H ·具有

一定的清除作用，但清除率较B H A 低；其石油醚提取

物对 DPP H·清除作用很小。核桃花具有较好的自由基

从表2 中可看出，核桃花提取物对 DPPH·清除活

性 IC 5 0 值顺序为：VC ＜乙酸乙酯提取物＜ BHA ＜水层

＜正丁醇提取物＜石油醚提取物。以乙酸乙酯提取物对

D P P H ·清除作用最强，强于 B H A ，但较 V C 弱。水

和正丁醇提取物具有一定的自由基清除活性，但较BHA

和 VC 为弱，石油醚提取物基本不具有自由基清除活性。

3 讨  论

自由基是生命活动过程中多种生物化学反应的中间

代谢产物，是机体正常代谢产物，对维持机体正常新

陈代谢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具有高度的化学活性，正

常情况下机体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处于动态平衡之

中，产生过多或清除过慢，均会给机体造成不利的影

响。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内产生自由基清除物质的

能力逐渐下降，导致自由基过剩，加速生命的衰老并

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是诱发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恶性

疾病的重要原因。自由基清除物质能够清除机体代谢过

程中产生的过多自由基，达到预防和消除疾病的作用，

从而增进机体的健康。植物性蔬菜作为日常膳食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机体自由基动态平衡具有非常积极

的意义[8]。从天然食品中寻找和发现具有较好自由基清

除作用的功能因子已成为现代食品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内

容[9-10]。核桃花作为民间食用蔬菜，抗DPPH 自由基活

性研究表明，抗氧化活性成分主要存在于中等极性的乙

酸乙酯提取物中，其作用与 B H A 相当；水溶性提取

物和正丁醇提取物等大极性物质虽具有一定的自由基清

除作用，但活性比较弱；石油醚提取物基本不具有自

由基清除作用。本研究为核桃花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了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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