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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葡萄酒清除经自由基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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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适量的葡萄酒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

,

葡萄酒 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
,

可以有效地清

除人体内过剩的 自由基
。

不 同品牌的葡萄酒对人体 内过剩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是不 同的
。

利用

Fe ni on 反应产生羚 自由基
,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 5 种葡萄酒对羚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结果表明
,

威龙天然红葡萄酒对舟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最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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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饮料酒之一
,

它的保健作 文利用 Fe ni on 反应产生
.

O H 自由基
,

以 比色法检测了

用已引起国内外许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Il]
。

大量研究表 野生原汁爽 口 山葡萄酒等 5 种葡萄酒对
·

O H 的清除作

明
,

葡萄酒中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
、

清除 自由基
、

抗 用
。

弹性酶等生物活性
,

在医学上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孔 此 1 实验与方法

外
,

它还具有抗癌
、

抗高血压
、

抗病毒
、

阻碍血小板凝聚
、

防止低密度脂蛋 白(LD L) 的氧化
、

帮助消化
、

滋补与防 1. 1 试剂及仪器

止贫血等作用 [3l
。

特别是葡多酚具有清除 自由基过氧化 17 .6 8 林
gha

L V “ 标准液
:

准确称取 1
.

7 6 8 9 抗坏血

物的生物活性 [4]
。

Fum io y am
a
gu ch i等人曾用电子 自旋共 酸

,

溶解后转人 100 m L 容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

振与收集技术对葡多酚的自由基清除能力进行研究
。

实 度 (随配随用 )
。

7. 5
~

o
比 水杨酸溶液

,

7. 5
~

。
比硫

验表明
,

在 H
Z
o卿

ao
朋Mso 体 系中

,

对轻 自由基
、

甲 酸亚铁按溶液
,

实验用葡萄酒均购于忻州市天元超市
。

基 自由基
、

过氧化物阴离子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

青岛 722 型光栅可见分光光度计
:

上海精密分析仪器总

大 学的王传 现与钟进 义用 同样 的方 法 开展 了研究
。

厂 ;

AB 204
一N 电子分析天平

:

M ett le一T ol ed o G ro 叩
。

Ta kuro ko ga 等人也通过给兔子服用实例进行了论证
。

郭 L Z 实验原理

英等人做了葡多酚的体外脂质抗氧化实验151
。

利用 Fe ni on 反应产生经自由基

据文献报道
,

能够产生
·

o H 的体系很 多
,

如 Fen ton H ZO
Z
十Fe 2+

—
Fe 3+ + O H

一

+
·

OH[ 引

反应体系
、

还原型谷肌干酞
一过氧化氢体系

、

烟酞胺嚷吟
·

OH 具有很高的反应活性
,

存活时间短
,

但在反应

二核甘酸一H
Z
o Z
体系

、

抗坏血酸一c u ” 体系
、

水 的辐射体 体系中加人水杨酸
,

能有效捕捉
·

o H
,

并产生红色产物
。

系等
。

能够检测出
·

O H 的方法很多
,

有气相色谱法
、

液相 反应式见图 1叫

色谱法
、

电子 自旋共振法问

北学发光法
、

比色法等I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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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萄萄酒清除翅自I匆基丝全生这 的

C0 0H COOH

2
.

。H+

壹
0H

一众
。· + H : 。

0H

2. 2 反应时间

羚 自由基 的寿命很短 (<l 0一 s)
,

浓度很低 (<l O--8

m o UL)
,

因此要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

使不 断产生 的经 自

由基与水杨酸反应
,

直至有足够 的二轻基苯甲酸产生
。

实验结果表明
,

反映 l h 后 即有足够的二轻基苯甲酸产

生
,

且产物稳定
,

吸光度值基本保持不变
。

故选择反应时

间为 l h
。

2. 3 硫酸亚铁按用量

加人不同体积的硫酸亚铁钱溶液
,

按实验方法测定

空 白参 比及经 自由基反应体系的吸光度
,

如图 3
。

连主nJn�0
V侧米叠

(无色) (红色)

图 l
·

O H 与水杨酸反应式

自由基功能的被测物
,

便会与水杨酸竞争
,

从而使红色

产物 的生成量减少
,

用 7 2 2 型光栅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s lo nm 处测吸光度值
,

并与空 白液对照
,

便可测定被测

物对轻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清除率公式
:

清除率 ( % ) = (A o 一A s ) /A
o x l0 o %

式中
:A 。

—
未加被测物 吸光度值 ;

A s

—
加人被测物后吸光度值

。

1
.

3 实验方法

取 6 支 10 m L 比色管
,

分别依次加人 1
.

O m L 7. 5

~
0

比 硫 酸亚铁钱溶液
,

1
.

0 m L 7. 5
~

o

比 水 杨酸溶

液
,

1
.

0 m L 7. 5~
。
比 过氧化氢溶液

,

在 2 号
、

3 号
、

4 号
、

5 号和 6 号 比色管 中依次加人 0
.

2 m L
,

0
.

4 m L
,

0
.

6 m L
,

0. 8 m L 和 1
.

0 m L 的被测液
,

用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
,

水

浴加热 l h 或静置 l h 后
,

在 s l0 lun 波长下测吸光度值

(备注
: 葡萄酒本身有颜色

,

在测定时
,

必须先扣除背景
。

按相应体积的被测物扣除背景 )
,

再计算清除率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标准曲线的绘制

按 1
.

3 实验方法
,

测得 V c 的吸光度及其对应的清

除率
,

V c
对经自由基的清除作用见表 1

。

表 I Vc 对轻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加入体积 (mL ) 对照浓度 ( p g / mL ) 清除率 (%)

0
.

1 L es 一- 一 - J - 一- - ~ ~ ‘一一

0 0
.

2 0
.

4 0
.

6 0
.

8 1 1
.

2 1
.

4

硫酸亚铁钱体积 (毗 )

图 3 硫酸亚铁按最佳用量

从图 3 可看 出
,

随着硫酸亚铁钱用量的增加
,

△A

逐渐增加
,

在 0. 6 m L 以后
,

△A 基本不变化
。

故选择硫

酸亚铁按溶液用量为 0
.

6 m L
。

2. 4 水杨酸用量

加人不同体积的水杨 酸按溶液
,

按实验方法测定空

白参 比及经自由基反应体系的吸光度
,

结果见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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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 c 溶液浓度为横坐标
,

以清除率为纵坐标
,

得标

准曲线 (见图 2 )
。

得回归方程为
:

y= 2 3
.

10 2 x + 3
.

0 9 l R = 0
.

9 9 7

20403050100�艺并凿现

0 0
.

5

图 2

浓度( p 岁mL )

v c 清除率与浓度的关 系

0 0
.

2 0
.

4 0
.

6 0
.

8 1 1
.

2

水杨酸体积(m L)

图 4 水杨酸最佳用量

从图 4 可看 出
,

随着水杨 酸用量 的增加
,

△A 逐渐
增加

,

但 当其用量大于 0. 8 m L 时
,

△A 基本不变化
。

故

选择水杨酸溶液用量为 0
.

8 m L
。

2. 5 过氧化氢用量

加人不同体积的 0
.

1 %过氧化氢溶液
,

按照实验方

法测定空 白参比及经 自由基反应体系的吸光度
,

结果见

图 5
。

从 图 5 可看出
,

随着过氧化氢用量的增加
,

△A 迅

速增大
,

其用量大于 1
.

O m L 时
,

△A 值变化极其缓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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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体积 (m L)

图 5 过氧化氢最佳用量

呈稳定状态
。

故选择过氧化氢溶液用量为 1
.

0 m L
。

2. 6 盐酸用量

硫酸亚铁钱
、

过氧化氢体系反应时会生成黄色浑

浊
,

作为参比溶液这是不允许的
。

在稀盐酸介质 中黄色

浑浊可以消失
。

实验测得当稀盐酸用量为 0. 25 m L 时
,

可起到调节溶液酸度的作用
,

此时的△A 又较大且稳

定
。

故选择稀盐酸用量为 0. 25 m L
。

2. 7 方法的重现性

选用葡萄酒作为经 自由基的清除剂
.

进行方法的重

7 5

7 0 长城干红葡萄酒

6 5

6 U

弓崎一威龙天然红葡萄酒

~ 张裕天然白葡萄酒

0
.

2 0
.

4 0
.

6 0
.

8 1

体积 ( m l )

现性实验

次数

l

结果见表 2
。

表 2

吸光度

0
.

2 7 7

0
.

2 7 2

0
.

2 73

0
.

2 82

方法的重现性

l 次数 吸光度

0
.

2 85

0
.

2 7 0

0
.

2 85

0
.

2 74

5 0
.

2 7 1 1! 1 0 0
.

28 8

RSD ( %) 2
.

4

表 2 结果表明
,

本方法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2. 4 %
,

这说明重现性较好
。

2. 8 测定萄萄酒

取 1 1 支 10 n 1L 比色管
,

在 1 号
、

3 号
、

5 号
、

7 号
、

9

号和 n 号比色管中加人的试剂同 2. 3 实验一样
,

在 2

号
、

4 号
、

6 号
、

8 号和 10 号比色管中依次加人 0. 2 m L
,

0. 4 m L
,

0. 6 m L
,

0. 8 m L 和 1
.

0 m L 的被测葡萄酒
,

再用

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
,

静置 l h 后
,

测其吸光度值
。

则葡

萄酒的清除率为
:

清除率 ( % ) = {A o 一 (A s一A ) }从o x l0 0 0;o

式中
: A

一
未加葡萄酒时对照液吸光度值 ;

A s

—
加人葡萄酒后吸光度值 ;

A

—
葡萄酒背景吸光度值

。

2
.

9 相 同体积不 同葡萄酒对舟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比较

(见图6 )

3 结论

3
.

1 从表 1 可看出
,

随葡萄酒体积量的加人
,

其清除率

与其呈正相关系
,

即浓度越大
,

葡萄酒对轻 自由基的清

图 6 5 种荀萄酒清除农自由基能力比较

除作用越大
。

3. 2 从 图 6 可知
,

加人相 同体积的不 同葡萄酒
,

在 0. 2

m L 时
,

威龙天然红葡萄酒清除经 自由基的能力最强
,

随

体积量的逐渐增加
,

它们对经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大小顺

序为
:
野生原汁爽口 山葡萄酒 > 威龙天然红葡萄酒 > 法

国路易世家干红葡萄酒 > 张裕天然 白葡萄酒 > 长城干

红葡萄酒
。

3. 3 葡萄酒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
,

在多酚类物质

的化学结构上都具有若干个经基的苯环
,

这种轻基是优

良的氢或 中子的给予体
,

对能引起生物膜因产生过氧化

作用而导致结构和功能损伤的 自由基 (如
·

O H )
,

可通过

与所提供的氢 自由基结合而得以消除
,

从而保护细胞组

织免受氧化作用的损害
,

以提高免疫功能
,

具体反应如

下
:

[p
o l邓he n o ls一o H 〕+R

·

* [p
o l邓he n o ls一。一 ]+ R H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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