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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对 DPPH 自由基清除率来考察密蒙花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大小,并与同浓度的 Vc做比较。

结果表明, 密蒙花对 DPPH 自由基清除作用比 Vc强, 密蒙花是一种良好的天然抗氧化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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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密 蒙花 [ Buddlej a of f icinalis Maxim ]又名小锦花、黄饭花、鸡骨头花、染饭花。为马钱科

( Loganiaceae)醉鱼草属( Buddleja L inn)灌木,高 1—4m。小枝略呈四棱形,灰褐色;小枝、叶下面、叶

柄和花序均密被灰白色星状短绒毛。花期 3—4月, 果期 5—8月。性味:甘, 微寒。用于目赤肿痛,

多泪羞明, 眼生翳膜,肝虚目暗,视物昏花。产于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等省区。不丹、缅甸、越南等也有分布 [ 1, 2]。密蒙花中含有醉鱼

草甙、剌槐素等多种黄酮类。国内对其组织培养、化学成分和药理等都有研究[ 3—5] ,但目前密蒙花的

抗氧化性研究在国内外都未见报道,对其同属植物的抗氧化性研究有少量报道
[ 6, 7]

,表明醉鱼草属

植物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因此本实验提取它的黄酮类物质并纯化,通过对DPPH·的清除作用

来考察密蒙花黄酮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并与传统公认的抗氧化剂 Vc做比较,为密蒙花的进一步开

发提供参考。并为开发天然的食品抗氧化剂提供理论依据。

2　实验部分

2. 1　材料与试剂

密蒙花 2010年 3月采集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 经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黎云祥教授

鉴定为马钱科醉鱼草属植物密蒙花。标本保存于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标本室。

2, 2-一苯代苦味肼基( DPPH,日本和光纯药,供应商为上海如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抗坏血酸

( Vc,药用级,上海医药有限公司信谊制药总厂) ; 芦丁(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纯度≥98% ,编号: 1097-060918) ; HPD-600 药用大孔吸附树脂(沧州宝恩化工有限公司) ; 实验所

用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2. 2　仪器与设备

R-200旋转蒸发仪(瑞士 Buchi公司) ; Eppendorf Research移液器(德国 Eppendorf AG 公司) ;

UV-2102C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尤尼柯(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 G8023CSL-K3格兰仕微波炉(广东

格兰仕微波炉电器有限公司) ;层析柱(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 LD4-2低速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

厂) ; BT 124S 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

2. 3　实验方法

2. 3. 1　样品处理和提取液制备

自然干燥的密蒙花粉末过 60目筛,置于干燥器中备用。准确称取上述粉末50. 000g,置锥形瓶

中,加 80%乙醇, 料液比( g / mL) 1∶15, 微波间歇提取两次,每次 100s, 微波功率 320W ,合并提取

液, 浓缩至无醇味, 上 HPD-600 药用大孔吸附树脂柱, 水洗除杂质, 70%乙醇洗脱。吸附流速

0. 5mL/ min, 洗脱流速 2mL/ min。洗脱液用于测定其中黄酮含量和抗氧化活性实验。洗脱液总体积

为 1500mL。

2. 3. 2　芦丁校准曲线制作和样品黄酮总含量测定
[ 8]

采用 Al( NO3 ) 3-NaNO2-NaOH 比色法,在波长为 510nm 处测定吸光度。取洗脱液 0. 1mL 测定

吸光度。

2. 3. 3　DPPH 自由基的清除率测定

2, 2-一苯代苦味肼基自由基( DPPH·)是一种合成的有机自由基。常用来研究酚类抗氧化剂

的构效关系, 此法是依据DPPH·在517nm 处有强吸收和DPPH·乙醇溶液呈紫色的特性,在有自

由基清除剂时,由于与 DPPH·单电子配对而使 DPPH·乙醇溶液呈现的紫色消失或减弱, 其褪色

程度与其接受的电子数呈定量关系, 因而可用分光法进行定量分析。有人
[ 9]
用 DPPH 法测石榴汁、

维生素 C和葡萄酒的总的抗氧化能力, 将清除 DDPH·50%所用量定义为 EC50 ,用来作为抗氧化

能力的指标。郝晓丽等
[ 10]
用 DDPH自由基清除法测定了多种植物(马齿兑,扁蓄, 车前等)清除自由

基的能力。在测定样品对 DPPH·的清除能力时可通过计算 EC50 , TEC50 (清除 DDPH·50%所需

用量时所用的时间)和 A E(清除效率)等参数来反映抗氧化剂清除自由基反应的动力学行为[ 11]。

在试管里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洗脱液和 Vc溶液各 2mL( 20、25、30、35、40、45mg / L ,每个浓度

做 3个平行) ,然后依次加入 2. 0m L 2 mmol/ L DPPH·,摇匀, 在 25℃水浴加热反应 30min,取出,

在 517nm 处测定吸光度,记作A i。另取试管,加入2mL 蒸馏水代替样品和Vc,测样品和 Vc的吸光

度 A 0 ,另取试管, 用蒸馏水代替 DPPH·测定样品和 Vc本底吸光度,记作 A j。根据下式计算对

DPPH·的清除率,比较样品和 Vc的抗氧化能力。

E= { [ A 0- ( A i- A j ) ] / A 0}×100%

3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用 SPSS11. 5进行差异性和相关性分析。

3. 1　芦丁校准曲线和样品总黄酮含量

在 510nm 下测定标准品溶液的吸光度值,作线性回归,可得芦丁浓度 C 与吸光度 A 间的回归

方程为 A= 12. 702C- 0. 0209。相关系数 r= 0. 9996。在 510nm 下测定样品溶液的吸光度值,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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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回归方程得到洗脱液中总黄酮含量为 7. 16mg/ m L。密蒙花中总黄酮含量为 215mg / g。

3. 2　密蒙花、Vc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

如表 1所示, 不同浓度密蒙花、Vc 对 DPPH·的清除率影响极其显著( P< 0. 01)。密蒙花对

DPPH·的清除率比 Vc强,随浓度增大黄酮、Vc对 DPPH·清除率都增大。分析表明,在所选浓度

范围内,密蒙花在黄酮浓度为 45m g/ L 时, 对 DPPH·的清除率最高, 并且与其他浓度具有极显著

差异( P< 0. 01)。Vc浓度为 45mg / L 时,对 DPPH·的清除率最高,并且与其他浓度具有极显著差

异( P< 0. 01)。
表 1　对 DPPH·的清除率的考察

浓度( mg/ L) 密蒙花对 DPPH·的清除率( % ) Vc对 DPPH·的清除率( % )

20 20. 856f 10. 885f

25 23. 925e 12. 810e

30 25. 702d 14. 131d

35 26. 760c 15. 365c

40 30. 507b 19. 141b

45 33. 555a 25. 435a

　　注: P< 0. 01, a, b, c, d, e, f 是密蒙花、Vc 对DPPH·清除率大小的排序。

4　结论

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氧化代谢反应会产生各种自由基,适量自由基对细胞的分裂、生长、消

炎、解毒等起积极作用。但是自由基过多或清除过慢会使生物大分子受到攻击,加速机体的衰老进

程,并诱发炎症、恶性肿瘤、免疫失调等多种疾病 [ 12]。为了抑制自由基损伤,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被

大量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和医药等领域。化学合成制品大多有毒副作用,长期摄入合成抗氧化剂可

导致肝损伤并诱发恶性肿瘤[ 13] ,因此从天然产物中寻找低毒或无毒的抗氧化有效成分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黄酮类化合物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抗氧化剂和自由基清除剂。本文中密蒙花对DPPH·

清除作用的实验证实了密蒙花黄酮具有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密蒙花对 DPPH·的清除作用比传统

抗氧化剂Vc强,在浓度范围 20—35mg/ L 内DPPH·的清除率是Vc的近2倍。密蒙花总黄酮是一

种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为以后密蒙花黄酮在保健食品、药品领域中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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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ox idant activity in vit ro for total flavonoids f rom Bud dlej a of f icinalis M ax im w as

evaluated by DPPH radical scavenging activity . Compared w ith sam e concentrat ion of VC, Buddlej a

of f icinalis M ax im had higher DPPH radical scaveng ing activity , w hich w as an ef fect ive and

mult ifunctional natural antioxid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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