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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在不同溶剂中的分光光度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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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因其抗氧化活性强!具有多种养生保健功效!日益受到重视!但番茄红素的提取测定方法

繁琐复杂!很难广泛应用#采用分光光度法!以石油醚"丙酮"甲醇为溶剂!二氯甲烷为助溶剂!先从吸收光

谱差异入手!确定最大吸收波长!再于最大吸收波长处!以不同浓度的番茄红素标准液测定其吸光度值!制

作标准曲线!得到回归方程!并考察二氯甲烷的量!浸提时间等对番茄红素提取效果的影响!探索分光光度

法测定番茄红素的简单快速的分析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以石油醚为溶剂!波长
#,#7C

!加入
BCE

的二氯

甲烷助溶!浸提时间为
#+C:7

时!是用分光光度法测定番茄红素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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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

C

"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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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脂溶性的天然色素成分)

*

*

!

在化学结构上是一种重要的不含氧的类胡萝卜素!是
%

-

胡萝

卜素的同分异构体!其分子式为
>

#+

A

B=

!相对分子质量为

B!='<B

!纯品为针状深红色晶体)

.

*

!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

葡萄柚"木瓜等蔬菜和水果中!也存在于岩藻等藻类体

内)

!

*

#番茄红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有较强清除自由基

的能力)

#

*

!对防治前列腺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等有显

著效果!还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等

功效)

B-=

*

#目前番茄红素已在
B+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

保健食品"医药与化妆品行业#

番茄红素可溶于乙醚"石油醚"正己烷"丙酮!难溶于

甲醇"乙醇!不溶于水#目前文献报道的番茄红素的检测方

法主要有分光光度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纸色谱法及薄层色

谱法"超临界流体色谱法等)

,

*多种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有

的程序复杂!分析时间长!不易定量!精密度差'有的方法

则因实验设备和条件所限!往往难以在一般实验室进行测

定#因此!在研究了前人关于测定番茄红素的方法的基础

上!从番茄红素的吸收图谱差异入手!探索了一种简单实用

的番茄红素测定方法#

*

!

实验部分

'('

!

仪器与试剂

番茄红素%购自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石油醚"

丙酮"甲醇"二氯甲烷均为国产分析纯 '

XZ-*"+*

型双光束

可见
-

紫外分光光度计'

>X*BLX

型高速台式冷冻离心机'海

天牌番茄酱#

'()

!

方法

*'.'*

!

不同溶剂对番茄红素吸收的影响

取
!

个小烧杯!称取
!

份番茄红素标准品
*C

D

!倒入小

烧杯中!加入
=\

的二氯甲烷助溶!将溶解后的番茄红素分

别倒入
!

个
B+CE

的容量瓶中!用石油醚"丙酮"甲醇三种

溶剂分别定容至刻度!制成番茄红素标准溶液#用分光光度

计在
#++

!

=++7C

范围内扫描图谱#

*'.'.

!

番茄红素不同溶剂中标准曲线的制作

吸取番茄红素标准溶液
+'B

!

*'+

!

*'B

!

.'+

!

.'B

!

!'+

(

D

$

CE

F*

!然后用石油醚定容至
B+CE

!注入
*1C

厚的比

色皿中!以石油醚做参比液!在最大吸收波长
#,#7C

处测

定其吸光度值!重复三次取平均值!制作标准曲线#丙酮"

甲醇按上述同样的方法操作!得到吸光度值!制作标准曲

线#

*'.'!

!

二氯甲烷的量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取
B

个
B+CE

的离心管!分别编号
*

!

.

!

!

!

#

和
B

!称

取
*+

D

的番茄酱置于其中!分别加入体积为
.

!

!'B

!

B

!

,

和

*+CE

的二氯甲烷助溶!再用石油醚定容至刻度!静置
!+

C:7

!吸取上层清液!离心!然后再用分光光度计于
#,#7C

处测吸光度值!利用标准曲线计算番茄红素含量!重复以上

试验
B

次#另两种溶液丙酮"甲醇按上述同样的方法操作#

*'.'#

!

不同浸提时间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取
!

个
B+CE

的离心管!分别编号
*

!

.

和
!

!称取
*+

D

的番茄酱置于其中!加入体积为
.CE

的二氯甲烷助溶!再

用石油醚定容至刻度!分别静置
.+

!

!+

和
#+C:7

!吸取上层

清液!离心!然后再用分光光度计于
#,#7C

处测吸光度值!

重复以上试验三次#另外两种溶液丙酮"甲醇按上述同样的

方法操作#

.

!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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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在不同溶剂中的吸收图谱

番茄红素在不同溶剂中的吸收图谱见图
*

/图
!

#由图

可以看出!番茄红素在三种不同的溶剂中均有类似的吸收

峰!但是峰的位置略有不同!从
#=B

!

B+B7C

之间都有两个

较大吸收峰!其中番茄红素在石油醚中的最大吸收峰在
#,*

7C

处!丙酮中最大吸收峰在
#,#7C

处!甲醇中的最大吸收

峰是
#,+7C

处#由文献)

<

*报道知番茄红素最大吸收峰的波

长约为
#,.

!

#<#7C

!文献)

"

*报道番茄红素在波长
#,#7C

处有最大吸收峰!故后面选择
#,#7C

作为测定波长#

图
'

!

番茄红素在石油醚中的吸收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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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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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在丙酮中的吸收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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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在不同溶液中的标准曲线

在
#,#7C

处测定番茄红素纯品!以吸光度值对番茄红

素浓度作图!得番茄红素标准曲线%见图
#

/图
=

&#由图可

知!以石油醚为溶剂所得回归方程为
E J+'**+"Fg

+'+..!

!

!

.

J+'""#.

'以丙酮为溶剂所得回归方程为
EJ

+'*+#BFg+'+!+!

!

!

.

J+'"<..

!以甲醇为溶剂所得回归

方程为
EJ+'+B=BFg+'+**"

!

!

.

J+'""B,

#三条标线浓

度均在
+'B

!

!'+

(

D

$

CE

F*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说明标准

曲线准确度高!可用来计算番茄红素含量#

图
M

!

番茄红素在甲醇中的吸收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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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

!

番茄红素在石油醚中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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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番茄红素在丙酮中的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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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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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红素在甲醇中的标准曲线

01

2

(O

!

T7,.?,9?6-9;*85"

#

$%

&

'('1.:*74,.8+

)(M

!

不同溶剂中不同二氯甲烷的量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采用
@T7167

新复极差法做多重比较%见表
*

&可知(以石

油醚为溶剂!在加入
BCE

的二氯甲烷助溶时!番茄红素的

提取效果最显著'以丙酮为溶剂在加入
,CE

的二氯甲烷助

溶时!番茄红素的提取效果最显著'以甲醇为溶剂在加入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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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的二氯甲烷助溶时!提取效果最显著!且番茄红素的含

量随着二氯甲烷的量的增加而提高#并且无论是加入多少体

积的二氯甲烷助溶!都是以石油醚的提取效果最好#

表
'

!

不同溶剂中不同二氯甲烷的量

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3,>+*'

!

B55*6785?155*9*.7?164+898:*74,.*68.7*.7

1.?155*9*.7<8+;*.7<8.)

#

$%

&

'('!8.7*.7

二氯甲烷

的量+
CE

溶剂

石油醚 丙酮 甲醇

. "*'.<n+'.*0 =!'#"n+',,1 !!'##n*'+.8

!'B *.!'B,n+'."U ,,'"*n+'#BU !='<=n+'B,1

B *#.'*#n+'!!6 ,='#<n*'#<U !='"=n+'""1

, *++'<!n+'.=8 "+'"=n+'!#6 BB'""n+'#*U

*+ **<'+#n+'.!0 =.',#n+'!!1 <.'*"n+',,6

)(K

!

不同浸提时间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采用
@T7167

新复极差法做多重比较见表
.

!以石油醚为

溶剂提取番茄红素时!静置
#+C:7

的提取效果最显著!以丙

酮为溶剂提取番茄红素时!静置
.+C:7

的提取效果最显著!

以甲醇为溶剂提取番茄红素时!静置
!+C:7

的提取效果最

显著!并且随着静置时间的增加!石油醚提取的番茄红素含

量逐渐提高!而丙酮提取的番茄红素含量逐渐降低!甲醇提

取的番茄红素含量在静置
.+

和
#+C:7

时差异不显著#

表
)

!

不同浸提时间对番茄红素含量的影响

3,>+*)

!

B55*6785?155*9*.7*C79,6718.

71:*8.)

#

$%

&

'('68.7*.7

时间+
C:7

溶剂

石油醚 丙酮 甲醇

.+ B,'*#n+'+<1 "*'.*n!'#B6 !+'B=n+'=*U

!+ "*'.<n+'..U =!'#"n+',<U !!'##n*'+.6

#+ *.,'*!n.'.B6 B"'*.n+'!*1 !*',<n+'*!6U

!

!

结
!

论

!!

以石油醚"丙酮"甲醇作为溶剂均可提取出番茄红素!

其中以石油醚的提取效果最好!丙酮次之!甲醇的提取率最

低!这可能是由于甲醇为强极性溶剂!番茄红素不易于溶

解!而石油醚与丙酮为有机溶剂!番茄红素易溶于其中#同

时!在实验过程中先加入二氯甲烷助溶!可帮助提高番茄红

素的提取率!控制浸提时间可达到最佳提取效果#实验结果

表明!以石油醚为溶剂!加入
BCE

的二氯甲烷助溶!浸提时

间为
#+C:7

时!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的提取率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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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