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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提取物的抗氧化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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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枸杞提取物的抗氧化性研究。方法 取 3g 左右的枸杞粉末放在标准容量杯内加 95％乙醇 20mL，放入超声波清洗器内超声

提取 30min,随后过筛,对滤渣同样处理,并过筛后,用蒸发皿或在水浴锅中萃取物提取浓缩，所得浓度分别为 50、100、200、300、500、1000

μg/mL，测定枸杞提取物清除 DPPH 自由基能力、总抗氧化能力(FRAP 法)以及清除·OH 能力。结果 枸杞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清除能力，

浓度为 50μg/mL 时清除率为 0，随着浓度的增大，清除能力增强，浓度为 500μg/mL 开始趋于平衡，清除率为 52.35±0.03％。FRAP 值作

为总抗氧化能力值，枸杞的抗氧化性随着浓度的增加，抗氧化性增强，与清除羟自由基和 DPPH 的能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OH 是自由基

中最活泼、氧化性最强的一种，几乎可以和所有的生物大分子发生不同类型的反应，能够引起膜脂蛋白质和核酸的氧化损伤，加速人体的

衰老，并能导致产生各种疾病。清除·OH 能力方面，随着浓度的增加，呈现出较高的清除力。结论 枸杞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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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 L.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名贵植物，属于

茄科枸杞属落叶灌木，主要富含多糖、黄酮多酚、类胡萝卜素、生

物碱、维生素、氨基酸、无机盐、酚酸、酶类等这些化合物具有显

著的生物化合物活性和一定的药用效果[1]，其中宁夏枸杞中所含有

的枸杞多糖和黄酮多酚类化合物是良好的天然抗氧化剂，我国动植

物资源丰富，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2-3]。其药理活性和药学应用也

在不断的拓展，很多研究已经证实枸杞多糖具有抗氧化、抗衰老、

抗肿瘤、免疫调节、神经保护、肝脏保护、降血糖、保肝、神经保

护、降血脂、抗诱变等作用[4]。其抗氧化性主要体现在清除自由基，

降低丙二醛和增强超氧化物歧花酶等方面[5]。本文拟探讨枸杞复合

提取物的抗氧化性研究为提高枸杞的生物利用率,有着非常重大的

意义，且有望开发成新一代保健品原料。 

1 材料和仪器 

1．1 材 料 

本实验中所用枸杞由长沙医学院中医学院研究中心提供并鉴

定。所取枸杞置于 50℃烘箱中干燥，粉碎，过 30 目筛，保存于密

封容器中备用。 

1．2 仪器和试剂 

试剂:95％乙醇、ABTS  、DPPH(1,6-二(二苯基磷基)己烷)、水

杨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Tris) 、H2O2、硫酸亚铁 、水杨酸-乙醇

溶液、浓硫酸 、邻苯三酚、 (分析纯, 天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2，4，6-三吡啶基三嗪(TPTZ) ;盐酸 (分析纯, 泰安市嘉叶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 

仪器:SB25-12DT超声波清洗机、AUW-120 天平、W-2802 型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30 目筛、水浴锅、50℃烘箱。 

1.3 实验方法 

1.3.1 枸杞有效成分的提取实验 

取 3g左右的枸杞粉末放在标准容量杯内加 95％乙醇 20mL，放

入超声波清洗器内超声提取 30min,随后过筛,对滤渣同样处理,并过

筛后,用蒸发皿或在水浴锅中萃取物提取浓缩。精确称取 0.2g提取物

用 95％乙醇定容到 20mL，容量瓶中作为母液，得到的母液浓度为

C＝10 mg.mL-1，并将母液稀释，所得浓度分别为 50、100、200、

300、500、1000μg/mL,备用。 

1.3.2 清除DPPH自由基能力 

将枸杞提取物与 0.4 g/L的DPPH醇溶液混合后避光反应 30 min，

在 517 nm测吸光值为A1，未加样品的吸光值为A0，代入公式计算

清除率。清除率(%)=(A0-A1)/A0×100% 

1.3.3 总抗氧化能力(FRAP法) 

按FRAP法适当修改测提取物的总抗氧化能力。分别将 10 

mmol/L TPTZ、20 mmol/L FeCl3、300 mmol/L醋酸缓冲液按 1:1:10 配

制成FRAP工作液，37℃预热，现用现配。将样品稀释到适当倍数

后，取 200μL样品加入 1.5 mL蒸馏水和 1.5 mL FRAP工作液，静置

4 min后于 593 nm测吸光值代入标准曲线计算。 

1.3.4 清除·OH能力 

将枸杞提取物配成 50、100、200、300、500、1000μg/mL的水

溶液，稀释至适当倍数后按试剂盒操作测清除·OH能力；标准空

白管：蒸馏水 0.4ml，试剂三应用液 0.4ml；标准管：0.03%H2O2 标

准应用液 0.2ml，蒸馏水 0.2ml，试剂三应用液 0.4ml；对照管：底

物应用液 0.2ml，蒸馏水 0.2ml，试剂三应用液 0.4ml；测定管：样

品 0.2ml，底物应用液 0.2ml，试剂三应用液 0.4ml。37℃反应 60 S

后立即加显色剂终止反应，一次测一个样品。室温放置 20 min后，

550 nm测吸光值。并代入以下公式计算，标准品浓度为 8.824 

mmol/L。抑制羟自由基能力(u/mL)=（对照OD-测定OD/标准OD-空

白OD）×标准品浓度×1mL/取样量×稀释倍数。 

1.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SPSS24.0 进行统计分析。各指标数据经过正态

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指标数据符合方差齐性检验，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One-way ANOVA），组间用 LSD 进行两两比较，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枸杞提取物DPPH自由基和总抗氧化能力 

枸杞提取物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浓度为 50μg/mL时清除

率为 0，随着浓度的增大，清除能力增强，浓度为 500μg/mL开始

趋于平衡，清除率为 52.35±0.03％。FRAP值作为总抗氧化能力值，

枸杞的抗氧化性随着浓度的增加，抗氧化性增强，与清除羟自由基

和DPPH的能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见表 1，图 1。 

表 1  枸杞提取物的抗氧化性 

浓度(μg/mL)  清除率（%）   总抗氧化能力（mmol/L）  清除·OH 能力（U/mL） 

50                 0          1.14±0.12            97.5±2.45 

100             8.24±0.01     1.05±0.05           125.32±2.65 

200            17.29±0.04     4.23±0.08           131.22±2.84 

300            26.94±0.02     9.15±0.17           154.84±1.98 

500            52.35±0.03    15.04±0.02           174.56±2.37 

1000           52.42±0.02    15.12±0.03           188.2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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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枸杞提取物清除·OH能力 

·OH是自由基中最活泼、氧化性最强的一种，几乎可以和所

有的生物大分子发生不同类型的反应，能够引起膜脂蛋白质和核酸

的氧化损伤，加速人体的衰老，并能导致产生各种疾病。清除·OH

能力方面，随着浓度的增加，呈现出较高的清除力。见表 1，图 2。 

 
图 1  DPPH自由基清除率 

                
图 2 ·OH自由基清除力 

3 讨论 

枸杞，主要分布于中亚地区，具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枸杞极

高的营养保健及药用价值，使得国内外市场需求剧增，研究人员对

枸杞的人工培育开展了研究，探索出了扦插育苗、种子繁殖、组织

培养等方法，但这些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化应用推

广技术[6]。研究指出枸杞的成熟果实中富含天然花色苷类植物色

素，其主要成分包括飞燕草素、芍药素、牵牛花色素、锦葵色素及

其衍生物等。花色苷对眼疲劳、眼底出血、白内障等眼部疾病具有

良好的保健作用[7]。同时，高浓度的花色苷对体外氧化低密度脂蛋

白所致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其机理可能是通过

清除细胞内氧自由基，从而阻断氧自由基引发的过氧化反应和氧化

反应，使生物膜系统免受损伤[8]。 

枸杞提取物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浓度为 50μg/mL时清除

率为 0，随着浓度的增大，清除能力增强，浓度为 500μg/mL开始

趋于平衡，清除率为 52.35±0.03％。FRAP值作为总抗氧化能力值，

枸杞的抗氧化性随着浓度的增加，抗氧化性增强，与清除羟自由基

和DPPH的能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OH是自由基中最活泼、氧化

性最强的一种，几乎可以和所有的生物大分子发生不同类型的反

应，能够引起膜脂蛋白质和核酸的氧化损伤，加速人体的衰老，并

能导致产生各种疾病。清除·OH能力方面，随着浓度的增加，呈

现出较高的清除力。 

目前抗氧化能力的测定方法有很多。主要原因是由于以下几方

面的原因：1)生物体中有多个抗氧化系统，目前认为至少 4 个，包

括：抗氧化酶系统(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蛋白质等大分子；多酚、维生素、抗坏血酸等小分子；激素。

这些存在于体内的抗氧化系统的工作原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没有

搞清楚，所以很难对抗氧化物质进行综合评价[9]。2)在系统中存在

多种自由基和抗氧化剂资源(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过氧自由基、

脂质自由基、单线态氧、氮自由基等)，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化学和

物理特征。某一抗氧化剂可能在单一系统中同时有多重机制，或者

在不同系统中表现出不同的机制。此外对于不同的自由基，抗氧化

剂的清除机制也不相同，例如类胡萝卜素与酚类物质相比其清除过

氧自由基能力较弱，但它具有强的清除单线态氧的能力。3)现在采

用的抗氧化方法大多为体外抗氧化测定，无法真实模拟生理环境，

且各方法都仅测定了抗氧化能力中的某一方面，故无法模拟生理条

件下的多条抗氧化途径。4)测定的样品大多为混合物质如食品等，

其成分非常复杂，各抗氧化物质的抗氧化作用无法用单一的机制解

释。由此可以看出真实反映物质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此

具体机制，还需多角度的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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