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卷 第 3 期
2015 年 3 月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College

Vol． 31． No． 3
Mar． 2015

金莲花精油抗氧化活性研究
＊

韦永江1，梁志远2* ，姚文泰1，林 辉1

( 1． 贵州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2． 贵州师范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 采用水蒸气蒸馏方法提取金莲花精油，研究金莲花精油的抗氧化活性。以抗坏血酸( VC ) 为阳性对

照，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精油对羟基自由基(·OH) 、1，1 － 二苯基 － 2 － 三硝基苯肼自由基( DPPH·) 的

清除能力。结果显示，金莲花精油对·OH 和 DPPH·有一定的清除率能力，说明金莲花精油具有一定的抗氧

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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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ssential oil from Trollius chinensis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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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ssential oils from Trollius chinensis Bunge is evaluated in this paper． The
essential oil was extracted by steam distillation method，and the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ssential oil was evaluated by
UV spectrophotometry on OH and DPPH radical，compared with V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sential oil can scav-
enging OH·and DPPH·Therefore，the essential oil from Trollius chinensis Bunge have certain antioxidant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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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花为毛茛科植物金莲花( Trollius chinen-
sis Bunge) 的干燥花及花蕾，又名“旱金莲”、“旱

地莲”。在我国，金莲花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部、
吉林西部、辽宁等地，是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传统

蒙药［1］。金莲花味苦、性寒、无毒，具有清热解

毒、疏散风热、抗菌消炎、抗氧化等功效［2，3］，可治

口疮、目痛、耳疼、浮热牙宣等症，对于扁桃体炎、
咽炎以及上呼吸道感染有较好的疗效［4］，民间广

泛用金莲花代茶泡饮用于治疗较轻的上呼吸道感

染及 凉 拌 食 用［5］，在 食 品 工 业 上 用 作 抗 氧 化

剂［6］。植物精油具有一定抗氧化活性，如栀子花

精油［8］、花椒油［9］、八角茴香油［10］等。金莲花的

活性成分主要有生物碱、黄酮、精油［7］等，目前对

精油研究主要是提取方法和成分，尚未见抗氧化

活性研究的相关报道。本研究以 VC 为阳性对

照，通过测定金莲花精油对·OH 和 DPPH·清除

率，评价其氧化能力，以期为金莲花精油在抗氧化

方面的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1 仪器与试药

1． 1 仪器

722S 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

司; ＲE －2000A 旋转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

厂; HH －8 数显恒温水浴锅，上海梅香仪器有限

公司; BSA124S 电 子 天 平，赛 多 利 斯 科 学 仪 器

公司。
1． 2 试药

实验所用金莲花( Trollius chinensis Bunge) 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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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贵州省贵阳市药材市场，经贵阳医学院席先蓉

教授鉴定; 抗坏血酸( Vc) ，北京市金诺欣成化工

有限 公 司 生 产; 2，2 － 联 苯 基 － 1 － 苦 基 苯 肼

( DPPH·) ，美国 SIGMA 公司生产; 1，10 － 菲咯

啉、无水乙醇、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硫酸亚铁

铵、30% 过氧化氢、正己烷、无水硫酸钠均为分

析纯。

2 实验方法

2． 1 金莲花精油的提取

称取适量的金莲花药材，剪碎，置于 2000 mL
圆底烧瓶中，按固液比 1∶ 10 ( g /mL) 加蒸馏水，组

装好蒸馏装置，用精油提取器收集，微沸下蒸馏

6 h。用少许正己烷冲洗精油提取器 3 次，合并后

用无水硫酸钠干燥 1 h，减压蒸出正己烷，得浅黄

色金莲花精油，称量，计算产率，置于 4℃ 冰箱，

备用。
2． 2 精油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2． 2． 1 对·OH 清除能力的测定

2． 2． 1． 1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取 1 支 10 mL 比色管，依次加入 pH 7. 4 磷酸

盐缓冲溶液( PBS) 2 mL，1. 5 mmol /L 的邻二氮菲

溶液 1. 5 mL，7. 5 mmol /L 硫酸亚铁铵溶液 1 mL，

摇匀，室温下避光反应 60 min，在 400 － 600 nm 范

围内连续测定吸光度( A) ，确定最大吸收波长。
2． 2． 1． 2 清除·OH 的测定方法

参考文献［11］方法，稍有改动。取 9 支 10
mL 比色管，依次加入 pH 7. 4 磷酸盐缓冲溶液

( PBS ) 2 mL，1. 5 mmol /L 的 邻 二 氮 菲 溶 液 1. 5
mL，7. 5 mmol /L 硫酸亚铁铵溶液 1 mL，分别加入

不同浓度金莲花精油无水乙醇溶液 1 mL，再各加

入 0. 01% 过氧化氢( H2O2 ) 溶液 1 mL，用蒸馏水

定容至刻度。在 37 ℃下恒温反应 60 min，在最大

吸收波长处测其吸光度，其吸光值称为 A样品。同

前步，不 加 精 油 溶 液 和 H2O2 的 吸 光 值 称 为

A未损伤，不加精油的吸光值称为 A损伤。取磷酸盐

缓冲溶液 2． 0 mL 和 8． 0 mL 蒸馏水于试管中，混

匀作空白管。平行测定三次，取其平均值。用 VC

作比较。清除率计算式如下: 用下式计算对·OH
的清除率，并计算出半数抑制率 IC50值。

·OH 清除率 =
A样品 － A损伤

A未损 － A损伤

× 100%

注意加样时每加一种试剂后要立即摇匀，否

则会使局部颜色过深，影响重复性，并且 H2O2 要

最后加。
2． 2． 2 对 DPPH·清除率的测定

2． 2． 2． 1 最大吸收波长的选择

参考文献［11］方法，稍有改动。精密移取 2
mL 0． 2 mmol /L 的 DPPH 乙醇溶液和 2 mL 无水

乙醇，摇匀，室温下避光反应 30 min，在 400 － 600
nm 范围内连续测定吸光度 ( A) ，确定最大吸收

波长。
2． 2． 2． 2 清除 DPPH·的测定方法

分别取不同浓度的金莲花精油乙醇溶液 5 mL
于 10 mL 比色管中，各加入浓度为0． 2 mmol /L的

DPPH 乙醇溶液各 5 mL，摇匀，室温下避光反应 30
min，在最大吸收波长下测其吸光值( Ai ) ，用 5 mL
无水乙醇代替金莲花精油溶液，测定其吸光值

( A0 ) ，取 5 mL 不同浓度精油溶液加 5 mL 无水乙

醇混合均匀，测定其吸光值 ( Aj ) 。平行测定三

次，取其平均值。用 VC 作比较。用下式计算对

DPPH·的清除率，并计算出半数抑制率 IC50值。
DPPH·清除率( % ) =［1 － ( Ai －Aj ) /A0］×100

3 结果与分析

3． 1 金莲花精油提取率

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金莲花精油，6 h 精油

基本提取完全，平均提取率为 0. 11%。延长时

间，不仅提取率不会增加，且浪费能源和破坏精油

中热敏性成分。
3． 2 精油对·OH 的清除作用

3． 2． 1 最大吸收波长的确定

通过对邻二氮菲-Fe2 + 络合物在 400-700 nm
范围内波长的扫描，得到最大吸 收 波 长 为 536
nm，以此作为后续实验的测定波长。

3． 2． 2 精油对·OH 的清除结果

邻二氮菲-Fe2 + 形成络合物，呈樱桃红色，一

旦 Fe2 + 被氧化为 Fe3 + 后，颜色褪去，因此，邻二氮

菲-Fe2 + 形成络合物体系是常用的氧化还原指示

剂，颜色变化能敏锐地反映溶液氧化还原状态的

改变。基于此原理，建立邻二氮菲 － 金属铁离子-
H2O2 体系，可通过 Fenton 反应产生·OH，促使邻

二氮菲-Fe2 + 被·OH 氧化为邻二氮菲-Fe3 + 后，在

最大吸收波长处峰消失。如果反应体系中同时存

在·OH 清除剂，则 Fenton 反应产生的·OH将被此

清除剂全部或部分清除，邻二氮菲-Fe2 + 络合物受

到的破坏将会随之减少［12］。精油和 Vc 对·OH
的清除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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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精油和 Vc 对·OH 的清除结果

精油 Vc

量 /mg 清除率 /% 量 /mg 清除率 /%

3． 5 3． 08 0． 02 17． 68

7． 0 6． 16 0． 04 35． 55

14． 0 9． 22 0． 06 47． 72

21． 0 38． 24 0． 08 54． 75

28． 0 65． 04 0． 10 62． 14

注: 利用 Origin 软件处理表 1 中，精油和 Vc 对·OH清
除率而得到 IC50。

从上表 1 可知，在测定的加量范围内，随着加

入金莲花精油或 Vc 量增加，对·OH 清除率都随

着增大，金莲花精油加入量在 3． 5 － 14 μg 范围，

清除率增加比较缓慢，在 14 － 28 μg 范围清除率

增加比较显著，呈线性上升; Vc 的清除率随着加

入量的增加，呈线性上升。从总体上看，Vc 清除

·OH 的能力比金莲花精油的强得多，半数抑制率

IC50值分别为 24 mg 和 68 μg。
3． 3 精油对 DPPH·的清除作用

3． 3． 1 最大吸收波长的确定

通过对 DPPH·在 400 － 700 nm 范围内波长

的扫描，得到 DPPH·最大吸收波长为 517nm，以

此作为后续实验的测定波长。
3． 3． 2 精油对 DPPH·的清除结果

DPPH·在有机溶剂( 如甲醇、乙醇) 中是一种

稳定的自由基，可以长时间保存。其乙醇溶液显深

紫色，当它遇到能释放质子的物质或者被还原时，

其孤电子被配对，溶液颜色发生显著变化，从紫色

褪至黄色，因而吸收消失或减弱。通过测定吸收减

弱的程度，可评价样品对 DPPH·清除能力的强度。
精油和 Vc 对 DPPH·的清除结果见表 2。

表 2 精油和 Vc 对 DPPH·的清除结果

精油 Vc

量 /mg 清除率 /% 量 /mg 清除率 /%

3． 5 15． 59 0． 025 19． 82

7． 0 20． 71 0． 050 32． 45

14． 0 29． 18 0． 075 48． 00

21． 0 38． 26 0． 100 59． 55

28． 0 51． 67 0． 150 79． 27

注: 利 用 Origin 软 件 处 理 表 2 中，精 油 和 Vc 对
DPPH·清除率而得到 IC50。

由表 2 可知，在测定的加量范围内，随着加入

金莲花精油或 Vc 量增加，对 DPPH·清除率呈线

性增大，半数抑制率 IC50值分别为 31 mg 和 0． 080
mg。Vc 清除 DPPH·的能力明显强于金莲花精油

的，随着加入量的增加，差异更显著。

4 结论

通过对·OH 和 DPPH·的清除率两个指标来

评价金莲花精油的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金莲

花精油对·OH 和 DPPH·具有一定的清除效果，

且呈一定的量效关系。实验结果说明，金莲花精

油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可以作为天然抗氧化

剂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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