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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的活性成分含量分布与光谱表征

陈家敏#

!李博岩#

"

!胡
!

芸"

!张
!

进#

!汪瑞敏#

!孙晓红#

#e

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环境污染与疾病监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

DD--"D

"e

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贵州 贵阳
!

DD---,

摘
!

要
!

刺梨是蔷薇科蔷薇属多年生落叶灌木!其果实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具有重要的药食用价值$采

用近红外%紫外
+

可见%激发发射三维荧光光谱技术系统性表征刺梨鲜果提取物化学组成!探讨不同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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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批次刺梨果中总酚%总黄酮%总三萜类物质的含量与自由基清除能力%铁离子还原能力等抗氧化活性

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刺梨果中具有高含量的酚类%黄酮类%三萜类物质!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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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刺梨果的重量#$刺梨果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活性和还原能力!

对
#

!

#+

二苯基
+"+

三硝基苯肼"

TUU>

#清除率为
#!'*,Y

$

F*'#,Y

%

"

!

"

/

+

联氮基
+

双
+

"

*+

乙基
+

苯并噻唑啉
+C+

磺酸#二铵盐"

8OR.

#清除率
#F'D-Y

$

CF'!DY

%对铁离子还原能力"

ZA8U

#

-'-F

$

-'!!;;%&

*

N

S#

RP

*

K

S#

Z]

$这些物质含量与活性指标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表明实验用的多批次刺梨样本具有多样性%代表

性%随机性!并且不同产地的样本提取物的活性成分含量及抗氧化活性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性$提取物样

本的紫外
+

可见%近红外%荧光光谱都具有明显的谱带特征!其光谱数据的主判别变量模型可有效鉴别八个

不同产地的刺梨样本$研究表明多光谱技术能够表征提取物的物质组成!可对刺梨鲜果进行快速检测%品质

差异判别与产地溯源!为刺梨质量评价%选种和资源开发提供参考$植物提取物的总酚%总黄酮等活性成分

含量%抗氧化活性等指标不能准确反映样本的活性物质组成特征性!不能用于样本产地溯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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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山王果%木梨子!属

于蔷薇科蔷薇属多年生落叶灌木!主要分布在我国云贵川高

原地区!以贵州省资源最为丰富!年产量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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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为药

食同源类植物!其果实富含维生素
@

%超氧化物歧化酶%过

氧化物酶%多酚%黄酮%多糖%三萜%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等

多种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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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多酚含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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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表#没食子儿茶

素%槲皮素%山萘酚%及其衍生物等$这些物质具有多种药

理活性!使得刺梨具有很高的食品与临床药用价值和良好的

应用前景!也是植物化学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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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刺梨产业

是贵州全省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挖掘其潜在价值!助推脱贫

攻坚!使刺梨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浪潮$

近红外光谱是一种绿色快速无损的检测技术!已成功应

用于食品药品质量分析$三维荧光光谱能够提供荧光强度随

激发或发射波长变化的图谱信息!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技

术!在食品安全%环境检测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气候%

水分%土壤等环境生长条件以及种植方法对植物的活性成分

有着重要的影响$产地不同的刺梨果活性成分含量不同!品

质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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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果中的很多活性成分具有荧光特征与

近红外区域的吸收$目前刺梨的光谱研究仅有紫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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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红

外光谱的相关报道(

*

)

$但有关的近红外%荧光光谱技术检测

多批次刺梨的应用研究仍处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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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不同产地刺梨

样本的活性成分含量及抗氧化活性的差异!探讨活性数据的

分布特征$采用紫外
+

可见%近红外%激发发射荧光光谱技术

表征刺梨提取物样本物质组成!并建立样本差异性判别模

型!实现不同产地不同批次刺梨样本的快速溯源与品质鉴

别!为刺梨的优选%培育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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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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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试剂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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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批次的成熟刺梨鲜果分别采摘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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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刺梨种植基

地或产地"表
#

#$品种主要为贵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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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安顺

金刺梨"

8.d

#样本$

试剂&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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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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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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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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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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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

样本制备

刺梨鲜果样本!洗净%风干%去除不可食用部分!切碎

混匀称取
#--

K

!用榨汁机打碎%渣汁混匀备用$称取刺梨匀

浆样本
"-

K

!置于烧杯中!加入甲醇提取!超声功率
D--]

%

*-\

条件下提取
C-;96

$用甲醇分别以料液比
#̂ "

!

#̂ "

!

#̂ #

提取三次!合并提取液!得刺梨甲醇提取物样本$刺梨

提取液使用前过
-'!D

%

;

有机滤膜$

#'*'"

!

成分与活性测定

总酚含量测定&分别取
D-

%

N

九个浓度水平的没食子酸

标准液"

-'--

$

-'"-;

K

*

;N

S#

#以及提取物稀释液!置于棕

色
PU

管中!加入
D-

%

N

福林
+

酚试剂反应
#-;96

!再与
"--

%

N

的
"-Y (5@?

*

溶液反应
"-;96

$取
"--

%

N

反应液置于

酶标板上!以色谱纯甲醇为空白!

=CD6;

波长处测定吸光

度(

C

)

$没食子酸计总酚的含量!以鲜重表示!单位为
;

K

*

K

S#

Z]

$

总黄酮含量测定&分别取
"D

%

N

八个浓度水平的芦丁标

准液"

-'--

$

#'--;

K

*

;N

S#

#以及样品稀释液置于棕色
PU

管中!加入
##-

%

N-'-CC;%&

*

N

S#的
(5(?

"

溶液混匀反应

D;96

!再加
#D

%

N-'=D;%&

*

N

S#的氯化铝溶液反应
C;96

!

加入
#--

%

N-'D;%&

*

N

S#的
(5?>

溶液!静置
#-;96

后!

取
"--

%

N

反应液置于酶标板上!以色谱纯甲醇为空白!

D#-

6;

处测定吸光度(

=

)

$总黄酮含量以芦丁计!以鲜重表示!单

位为
;

K

*

K

S#

Z]

$

总三萜含量测定&取
D-

%

N

的样品稀释液或梯度量"

-

!

#--

!

"--

!

*--

!

!--

!

D--

和
C--

%

N

#熊果酸标准液"

-'#;

K

*

;N

S#

#于棕色
PU

管中!

,-\

水浴挥发溶剂!

C-\

烘箱烘干

试管!加入
-'";NDY

香草醛
+

冰醋酸溶液%

-'C;N

高氯酸

C-\

水浴反应
#D;96

!冷却后加
"'";N

冰醋酸混匀!移取

"--

%

N

反应液于酶标板上!以甲醇溶液为空白!

D!F6;

处

测定吸光度(

F

)

$总三萜酸含量以熊果酸计!以鲜重表示!单

位为
;

K

*

K

S#

Z]

$

TUU>

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

C

)

&制备
-'--

$

-'-F;

K

*

;N

S#八个浓度水平的
R2%&%g

标准液与样品稀释液$分别取

D-

%

N

置于棕色
PU

管中!加入
!--

%

NTUU>+

甲醇溶液"

#--

%

;%&

*

N

S#

#!摇匀后在
"D\

条件下反应
*-;96

$移取
"--N

反应液于酶标板上!

D#=6;

处测量吸光度$

8OR.

自由基清除能力测定&制备七个浓度水平的

R2%&%g

标准液与样品稀释液!分别取
D-

%

N

置于棕色
PU

管

中!加入
!--

%

N

的
8OR.

*

a工作液!充分混合后在室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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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反应
*-;96

!在
=*!6;

处测量吸光度(

,

)

$

TUU>

+

8OR.

*

- 自由基清除率
*

#

*

$

+

.

$

C

$

3

P

#--Y

"

#

#

!!

用式"

#

#分别计算样品对
TUU>

!

8OR.

*

a自由基的清

除率$式"

#

#中
$

+

为样品溶液加
TUU>

或
8OR.

*

a工作液的

吸光度'

$

C

为样品溶液加甲醇的吸光度'

$

3

为甲醇加
TUU>

或
8OR.

*

a工作液的吸光度$

ZA8U

测定(

=

)

&制备九个浓度水平的
R2%&%g

标准液与样

品稀释液!分别取
*-

%

N

置于棕色
PU

管中!加入
,--;N

新

配置的
ZA8U

试剂混匀!在室温下避光孵育
*-;96

后!在

D,*6;

处测定反应混合物的吸光度!结果以鲜重表示!即

;;%&

*

N

S#

RP

*

K

S#

Z]

$

'(B

!

光谱测定

近红外光谱&光谱仪预热
#J

后!以空白比色皿为参比

扣除背景后!取适量提取液于
#;;

石英比色皿中$光谱采

集波长范围
,--

$

#=--6;

'光学分辨率为
#"'F=6;

'每个

样本扫描
#--

次取平均光谱$

激发发射荧光光谱&激发波长
"!-

$

=D-6;

!波长扫描

间隔
"6;

'发射波长
"C-

$

=D-6;

!波长间隔
#-6;

$取提

取液适量置于
#-;;

石英皿中!扫描荧光光谱$

紫外
+

可见光谱&光谱仪开机预热
#D;96

后!

c$+$93

光

谱采集波长范围
#,-

$

##--6;

'扫描间距
#6;

'精度
D-

$

以纯甲醇为空白!

#-;;

石英比色皿测定提取液的紫外
+

可

见光谱$

各样本重复制样
*

次!每次实验分别测定其活性成分含

量%抗氧化活性%近红外%紫外
+

可见及荧光光谱!取
*

次实

验所得数据平均值或平均光谱用于数据分析$

"

!

结果与讨论

"('

!

提取物成分含量与活性的分布特征

八个产地
*-#

个不同批次刺梨鲜果的甲醇提取物样本中

富含酚类%黄酮类%三萜类物质!其含量分别为
,'"*

$

*='!D

!

F'F-

$

"=',C

和
C',#

$

""'C";

K

*

K

S#

Z]

"表
#

#$不

同产地不同批次的样本中活性成分含量差异较大!最高含量

几乎是最低含量的
!

倍$样本的活性指标数据范围宽%变化

大&

TUU>

自由基清除率的范围是
#!'*,Y

$

F*'#,Y

!

8OR.

清除率为
#F'D-Y

$

CF'!DY

!

ZA8U

的当量范围

-'-F

$

-'!!;;%&

*

N

S#

RP

*

K

S#

Z]

"表
#

#$

!!

采用
b%&;%

K

%2%:+.;926%:

方法检验提取物样本中总酚%

总黄酮%总三萜含量和
TUU>

!

8OR.

!

ZA8U

抗氧化活性指

标数据的分布特征(

#-

)

$以总酚含量为例进行讨论$剔除
#-

个金刺梨和
D

个刺梨异常值样本"采用正态分布四分位数法

检测异常值#!对余下的
"FC

个样本的总酚含量进行正态性

检验$总酚含量的检验统计量对应的
/

值为
-'"-

!显著大于

-'-D

的水平!总酚含量的频数直方图与理论的正态分布曲线

之间的
U/523%6

相关系数"

Q

#大于
-',F

!表明提取物样本的

总酚含量服从正态分布$

"FC

个样本中的总酚含量的均值

"

;/56

#为
#F',,;

K

*

K

S#

Z]

!标准偏差"

317

#为
*'D#;

K

*

K

S#

Z]

!其相对变化程度达到
#F'!CY

!如表
"

$

表
"

!

刺梨提取物样本中活性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的分布特征

J3<40"

!

$0527,

?

6,9>9:

?

/

V

692/01,23453>=3>6,9H,=3>6326,T,6,059:WWJ0H673265,>607159:=,567,<86,>

-

2/3732607,56,25

U525;/1/23

.5;

)

&/

39I/

"

6

#

A56

K

/ ;/56k317

(%2;5&91

4

1/31

315193190

)

+:5&M/

Q

RU@ "FC

#-'-!

$

"F'#,;

K

*

K

S#

Z] #F',,k*'D#;

K

*

K

S#

Z]

-'-* -'"- -',F

RZ@ "F=

F'=,

$

"*'C*;

K

*

K

S#

Z] #D'F#k"'F=;

K

*

K

S#

Z]

-'-* -'"- -',,

RR@ "FC

C',#

$

#,'"!;

K

*

K

S#

Z] #"',-k"'*=;

K

*

K

S#

Z]

-'-! -'"- -',F

TUU> "F" ""'**Y

$

C='##Y !D'!DYkF'!Y -'-* -'"- -',F

ZA8U "=!

-'#=

$

-'*#;;%&

*

N

S#

RP

*

K

S#

Z] -'"!k-'-*;;%&

*

N

S#

RP

*

K

S#

Z]

-'-! -'"- -',=

8OR. "=, "#'-*Y

$

!,',-Y *D'=*YkD'!-Y -'-! -'"- -',=

!!

实验证实了刺梨鲜果是较好的植物酚类物质来源$检验

其余
D

个指标数据的分布特征&各统计量对应的
/

值均大于

-'-D

的显著性水平!基本上都服从正态分布!它们的频数分

布直方图均呈现出形状较为规则的或者近似的正态分布曲线

"

Q

,

-',=

#"表
"

#!表明实验用的不同批次的刺梨样本具有多

样性%代表性%随机性$

实验用刺梨鲜果主要来自贵州的五个种植基地&

8.

!

Od

!

[T

!

NN

和
NU.

$检验五个不同产地的刺梨样本提取物

中活性成分含量与抗氧化活性的分布情况!发现每个产地样

本的每个指标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而且方差齐性$例如!

五个产地的样本中总黄酮的平均含量约为
#D'--

$

#C'--

;

K

*

K

S#

Z]

!其变化的偏差值不大!毕节%贵定%龙里的刺

梨黄酮含量略高些$证明刺梨是较好的植物黄酮类物质来

源$

,

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产地的刺梨果提取物中

总酚%总黄酮%总三萜含量及
TUU>

%

8OR.

%

ZA8U

活性都

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即仅通过使用广泛用于定

量测定植物提取物的总酚%总黄酮%总三萜%

TUU>

%

8OR.

%

ZA8U

等几个指标来衡量刺梨提取物的化学活性!是不客观

的!也不够合适%准确$

对
*-#

个样本提取物的六个含量与活性指标量测数据进

行主成分分析$

D

个主成分解释了
#--Y

的数据方差!但主成

分得分未能呈现出样本与地域相关的差异趋势!甚至不能区

别开
#-

个属于不同品种的金刺梨样本!即使它们的物质成

分差异较大!验证了这六个指标不能用于区别和判断不同产

地样本的真实质量差别!不能用于样本产地溯源分析$

总酚含量%

8OR.

%

TUU>

%

ZA8U

四个指标数据之间均

D-!*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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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的相关性$其中!总酚含量与
8OR.

活性最相关"相

关系数
Qm-'=,

#!

8OR.

与
ZA8U

活性较好地正相关"

Qm

-'="

#$总黄酮%总三萜的含量与
TUU>

%

8OR.

%

ZA8U

抗氧

化活性的相关性不大$

理论上酚类物质含酚羟基数量越多!其抗氧化活性越

强$研究认为物质的抗氧化活性取决于它们的整体结构!以

及侧基团的位置和类型(

##

)

$

TUU>

活性测定受
?>

数量影

响大!故福林酚法更适于测定抗氧化活性而并非总酚的含

量!这解释了福林酚法与抗氧化活性测定结果相关性较高的

原因$福林酚法与
8OR.

法测定结果相关性最强!可能是由

于
8OR.

与二氢查尔酮及黄烷酮也有良好的反应$

刺梨中富含"表#儿茶素%槲皮素%及山奈酚的衍生物等

黄酮类成份$总黄酮的测定结果与抗氧化活性的关联性不高

"

Q

-

-'"C

#!可能与总黄酮测定的影响因素有关$刺梨中含有

的原花青素%有机酸等化合物具有邻苯二羟基!会和铝离子

络合显色影响测定结果'槲皮素及衍生物等与铝离子络合!

在
D--6;

处没有最大吸收!使测定结果偏小$因此!用亚硝

酸钠
+

硝酸铝
+

氢氧化钠对物质成分复杂的刺梨提取物样本进

行总黄酮含量测定!专属性不强%误差较大$此外!抗氧化

活性测定结果还受到溶剂%

)

>

%及其他化合物干扰等多种因

素影响!干扰过程复杂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难以评估真

实的样本抗氧化活性$总酚等测定方法也不能客观揭示样本

中相关化合物的真实含量$

"("

!

光谱表征

刺梨提取物样本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带主要在
#,-

$

*,-6;

区域!致使吸收强度超出仪器的量测范围!出现饱和

现象!吸收光谱的选择性差%缺乏组份的特征性!如图
#

"

5

#$

故该区间的紫外
+

可见光谱不用作数据分析$相比而言!提取

物的近红外光谱具有多个吸收谱带$

##D-

$

#"D-

和
#!--

$

#D--6;

分别是由化学物质的
@

,

>

官能团的二阶倍频%

(

,

>

的一阶倍频振动所致$

,--

$

#---

和
#D*-

$

#C*-6;

的吸收谱带主要归因于
?

,

>

官能团的一阶倍频%

@

,

>

官

能团的三阶倍频振动!以及
A

,

?>

!

82

,

?>

官能团的吸收

(图
#

"

5

#)$多酚%黄酮类物质本身含有较多酚羟基结构!使

得这些谱带都有较强的光谱吸收$三萜类化合物中存在大量

的
@

,

>

官能团!亦导致较强的光谱吸收$

!!

由于提取液样本的荧光光谱受到严重的一阶"和二阶#瑞

利散射干扰(图
#

"

<

#)!因此!在有效分析数据前使用平行因

子法(

#"

)消除瑞利散射的影响非常必要$荧光信号主要在
*=-

$

C,-6;

的激发波长与
CD-

$

=D-6;

的发射波长区域内!

并且强度大$可归因于样本中含有的多酚%黄酮%维生素%

氨基酸类具有荧光基团的化合物$但是!由于提取物原液中

化学成分繁多而且浓度高!使其发生复杂的荧光内滤效应$

从原液稀释
D-

倍后测量的荧光光谱(图
#

"

<

#的内插图)看

出!荧光稀释效应非常明显&提取物原液在
*=-

$

C,-6;

的

激发波长与
CD-

$

=D-6;

的发射波长区域内的信号变弱或者

基本消失不见!而荧光信号强度最大的谱峰却在
"D-

$

*D-

6;

的激发波长与
"F-

$

!D-6;

的发射波长区域内$酚类化

合物的激发波长约为
"=D6;

!发射波长约为
*--6;

(

#*

)

'超

氧化物歧化酶的激发与发射波长分别约为
"F-

和
*"D6;

'维

生素类的激发波长大致在
*--

$

*D-6;

!发射波长约为
!--

6;

'氨基酸类化合物的激发波长范围为
"*-

$

",-6;

!发射

波长分别为
"F-

!

**-

和
!!D6;

$

图
'

!

#

3

$刺梨提取物样本的紫外
;

可见与近红外光谱融合数

据(#

<

$提取物原液及其稀释
DQ

倍#内插图为扣除瑞利

散射后的光谱$的激发发射荧光光谱

+,

-

('

!

"

3

#

N[;[,5;)&W:85,9>5

?

026739:6/0WWJ0H67326

531

?

405 3>=

"

<

#

:48970520>20 0H2,636,9>;01,55,9>

1367,H

"

OOM

#

5

?

026739:36

V?

,2340H673263>=,65DQ

6,105;=,4860=

"

,>5063:607 W3

V

40,

-

/5236607,>

-

<0,>

-

7019T0=

#

59486,9>

"(A

!

判别模型

"'*'#

!

紫外
+

可见与近红外融合光谱

紫外
+

可见与近红外光谱的融合数据"

*,-

$

#=--6;

#可

以提供更加丰富的样本物质组成信息!对其进行稳健主成分

分析!有效剔除
*-#

个提取物中的
*-

个异常量测样本$剔除

异常值后不同产地的样本分别具有较好的均匀性与一致性$

由于环境%温度%仪器状态等因素影响样本的光谱采

集!导致不可避免的光谱噪声%散射效应%以及基线漂移等

干扰$为减少或消除这些干扰!应用二阶导数预处理紫外
+

可

见与近红外光谱融合数据!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主判别变量

"

)

29609

)

5&793029;96561:52951/

!

UT$

#分析!建立样本的判别

模型"图
"

#$其中!用于优化模型分类能力与稳健性的关键

参数
%

设置为
#-

SD

$

%

的取值减小!样本类间距离增大而类

内距离减小!模型的分类能力增强'若
%

的取值过小!模型

则出现过拟合现象!稳定性变差$从图
"

中得分图看出!"

#

#

不同产地的刺梨样本及金刺梨样本彼此间能够完全区分开!

即不同产地样本对应的判别变量得分类间方差足够大!如
D#

C-!*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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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8.

样本与
!D

个
Od

样本的得分类间方差为
#'DF_#-

SD

'

"

"

#同一产地的不同批次样本几乎完全聚集在一起!即相同

产地不同批次样本间的类内方差小!如放大的内插图为
D#

个
8.

样本的判别得分!椭球形表示
,DY

的置信区域!其类

内方差是
#'C-_#-

SC

!而
!D

个
Od

样本的类内方差是
#'C,_

图
"

!

紫外
;

可见
;

近红外光谱数据的
*$[

模型得分图%内插

图表示
D'

个
L#

样本的主判别得分

+,

-

("

!

*$[=,527,1,>36,9>5297059:N[;[,5;)&W5

?

026734=363

9:6/0WWJ0H6732653:607<0,>

-

"

>=

=07,T36,T0;

?

706703;

60=

'

&>506,44856736056/0=,527,1,>3>65297059:D'WWJ

0H67326597,

-

,>360=:791L#

#-

SC

'"

*

#不同产地样本的类间方差远大于相同产地不同批

次样本间的类内方差!

8.

与
Od

样本判别得分的类间方差几

乎是其类内方差的
#-

倍$

"'*'"

!

荧光光谱

由于金刺梨样本与刺梨样本的化学成分存在较大差异

性!仅针对八个产地的
"D=

个刺梨样本即可进行消除瑞利散

射影响后的荧光光谱数据判别分析及样本产地溯源$同时!

比 较 中 心 化 "

;/56+0/61/296

K

!

Q@

#% 多 元 散 射 校 正

"

;M&19

)

&90519:/30511/20%22/019%6

!

Q.@

#%二阶导数"

"

67

T/+

29:519:/

#三种数据预处理对样本判别分析的影响$在
UT$

方

法中!参数
%

设置为
#-

S"时!计算样本的主判别变量得分的

类间方差"

..

</1f//6

#与类内方差"

..

f91J96

#的比值"

2519%

#!衡量

不同产地样本的分离效果"表
*

#$从中能够观察到&"

#

#种植

基地
NN

的刺梨与
[T

!

[̀

样本的化学组成的荧光光谱信息

更接近!其各自的类间方差与类内方差的比值要小些!可能

的原因是这三个地域相邻%刺梨生长环境因素相似'"

"

#

8.

与
NU.

的刺梨样本差异性较大"类间方差与类内方差的比值

最大#!与
Od

刺梨的区别也略为明显'"

*

#多元散射校正与中

心化"

Q.@aQ@

#处理荧光光谱数据导致最好的样本判别分

离效果!对应的
8.

与
NU.

样本的类间方差与类内方差的比

值达到
"'-*_#-

!

$可见!荧光光谱经过适当的数据预处理

后!结合
UT$

模型!能够有效识别不同产地来源的刺梨样

本的差异性$

表
A

!

不同产地的刺梨提取物样本的荧光光谱经过不同的数据预处理后的类间方差与类内方差分析

J3<40A

!

L>34

V

5,59:##

<06S00>

69##

S,6/,>

9:6S9WWJ0H67326531

?

405065:7916

V?

,234

70

-

,9>57058460=:7916/0OOM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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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

79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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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96

K

A519%%L..

</1f//6

1%..

f91J96

%L1f%35;

)

&/3/13L2%;79LL/2/612/

K

9%63

8.B?'Od 8.B?'NU. NNB?'[T NNB?'[̀ [TB?'[̀

Q@ C'F" #,'!F !'DF "'*= *'C!

Q.@aQ@

D'-,_#-

*

"'-*_#-

!

!'="_#-

*

#'!#_#-

"

!'"!_#-

*

"

67

T/29:aQ@

='*" #F'## *'=- "'=C *'!#

*

!

结
!

论

!!

刺梨是贵州特色的具有农业经济价值的药食两用植物!

其化学物质成分因产地不同而存在差异性$通过化学方法测

量该植物提取物的
TUU>

%

8OR.

%

ZA8U

%总酚%总黄酮%

总三萜含量判断其活性是不准确的$采用近红外%紫外
+

可

见%荧光光谱技术整体表征刺梨果提取物的化学组成是可行

的!

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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