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卷第3期 盐城工学院学报 V01．14 No．3型!堡!塑地型堕蛐堕堕堕堕幽型 墅：垫!

芦荟提取物对油脂氧化稳定性的影响+

李朝霞，丁成
(盐城工学院海洋工程系，江苏盐城zz400s)

摘要：针对舍油食品的易氧化问题，研究了芦荟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发现芦荟提取物在一

定温度下是一种良好的油脂抗氧化剂，其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成分主要集中于叶和茎部；采用

乙酸乙酯可以将其有效成分提取出来。比较几种抗氧化剂，芦荟提取物对油脂的抗氧化能力

和茶多酚相当。同时研究了芦荟提取物对鱼油的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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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Aloe)系百合科草本植物，大部分生长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已知其种类约有300多个

品种【1】。在我国主要品种有中华芦荟，是我国的

特有品种，其生长快，繁殖能力强，活性成分含量

也较高。芦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90

年代，作为一种保健、美容、抗菌、抗病毒药物，人

们对芦荟的化学成分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已确

定芦荟中含有丰富的蒽醌类物质、粘多糖、多肽、

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叶绿素、生物活性酶及蛋

白质等多种具有特定功能的活性成分。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曾于1993年组织21名专家学者针对防

止老化和将芦荟作为瘦身节食时的辅助食品进行

研究探索，其中有关于通过蕃拉芦荟调查抗氧化

物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 J。本文研究了

中华芦荟根、茎、叶不同部位的不同溶剂提取物对

油脂的氧化稳定性的影响，同时研究发现芦荟提

取物对鱼油是一种较理想的天然抗氧化物质。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

芦荟，购于盐城城区星晨花木场；茶多酚，江

苏无锡天然添加剂实业公司；BHA和BHT：广州

食品添加剂厂；vE，宜兴市第二化学试剂厂；猪油

(mv=O．6 meq／kg油)；鱼油，采自盐城市动物浓

缩蛋白饲料厂。

1．2实验试剂

石油醚，乙醇，冰醋酸，乙酸乙酯，5％淀粉溶

液，饱和碘化钾溶液，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

1．3过氧化值测定方法【21

在装有油样的碘价瓶中加入氯仿冰乙酸混合

液30 mL充分混匀后再加入饱和碘化钾溶液1

mL，加塞后摇匀在暗处放置3 mill。加入50 mL蒸

馏水，充分混匀后立即用0．01 m01]L硫代硫酸钠

标准溶液滴定至黄色时加淀粉指示剂1 mL，继续

滴定至黄色消失。以同一试样进行平行测定，并

做空白试验，其结果按下式计算：

POV(meq／kg油)：尘删×1000
HL

式中：PC}v．一油脂的过氧化值；
K——油样用去的Na2S2 03溶液的体积，

mL；

比——空白试验用去的N她怠03溶液的体
积，mL；

c——N82S2q标准溶液的浓度，tool／L；
m——油样的质量，g。

2实验与结果分析

2．1芦荟各部分氧化能力试验

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植物，其抗氧化有效成份

在植物各个部分并不一定是均匀分布的，本实验

采集的是生长于5月份的中华芦荟，经洗净、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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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割成根、茎、叶3个部分，分别碾碎干燥；再分

别称取根、茎、叶各0．5 g添加到已称好重量(2．5

g)的新鲜猪油中放置5 d后测定其过氧化值。结

果是添加根的猪油POV为2．98 meq／kg油；添加

茎的猪油的POV为3．19 meq／kg油；添加叶的猪

油的POV为2．40 meq／kg油；由此可以确定，在芦

荟各部分组织中以叶的抗氧化性最强，根的抗氧

化性次之，茎的抗氧化性最差。故而下面主要以

芦荟叶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芦荟对油脂的抗氧

化室作用。

2．2芦荟浆液的抗氧化作用

将芦荟浆液按照0．1％，0．2％，0．4％，0．8％，

1．2％，2．0％，5．O％的浓度添加到猪油中放置10

d后测定其过氧化值，结果如图1。

图1芦荟浆液的抗氯化性

№．1 Alatmtdmlt 0f aleo sermay

图中显示，芦荟浆液在猪油中有很强的抗氧

化能力，随着芦荟浆液浓度的增加，猪油的抗氧化

能力不断增强，而且是浓度越高其抗氧化能力越

强，但是在其浓度超过2％以上时这种趋势趋缓。

不过这已经证明了在芦荟浆液中存在对油脂具有

较强抗氧化能力的物质。

2．3芦荟提取物的抗氧化

将芦荟干燥后粉碎装入索氏抽提器，分别用

石油醚、乙酸乙酯和乙醇进行单一溶剂提取，结

果如表1。

表1采用不同的溶剂得到的芦荟提取物得率

Table 1 Aleo’s田鲥m喊咂ratio with tfiffenmt hapregoam

溶剂 浆液重，g 提取物，g 得率，％

石油醚 60 0．3 0．5

乙酸乙醇 60 0．62 1．1

乙醇 60 1．5 2．5

从表1中可以看出，随着溶剂极性的增强，提

取物的得率增加，石油醚的极性最小，石油醚提取

物的得率最低，乙醇的极性最大，乙醇提取物的得

率最高；乙酸乙酯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见，影响

芦荟提取物得率的主要因素是溶剂的极性，另外

还有原料、提取时间和提取温度等因素。

将各种溶剂的提取物以不同的浓度加入到猪

油中，进行抗氧化性试验，并与vE和BHA的抗氧

化能力比较，结果见表2：

表2不同溶剂提取物的油脂抗氧化性实验结果

Table 2 Result of棚呵ic瞄蛐test∞确fm-differ叫lmtaxgoam
。。，。 VOV(meg，kg油)浓度7％_酾藏甄两广乏面葫蕊面矿—菊翁彘r—_i———矿

从表2可以看出，3种溶剂的提取物在猪油中

都有一定的抗氧化性，其中，乙醇提取物的抗氧化

性最弱，石油醚和乙酸乙酯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

很强，其抗氧化能力强于vE但略逊于BHA。所以

可以确定用乙酸乙酯作为溶剂来提取芦荟中的抗

氧化物质要优于其它的溶剂。

2．4芦荟乙酸乙酯提取物对鱼油的抗氧化作用

鱼油中含大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在贮藏、加工

和运输过程中极易被氧化，尤其是其所含的DHA

和EPA的不稳定性对鱼油产品的质量影响很大。

针对这一现状，作者研究了芦荟提取物对鱼油的

抗氧化作用。

如图2所示，在60℃的条件下，在相同浓度

图2几种抗氧化剂对鱼油的试验

隐．2 Test叽Iish胡with tfiffere吐anfioxidam

(O．5％)下将芦荟乙酸乙酯提取物和茶多酚、-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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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对鱼油的抗氧化性试验进行比较，结果发现，

尽管芦荟乙酸乙酯提取物抗氧化效果要弱于rIB—

I-IQ，但要略强于茶多酚。

3结论

本试验通过对芦荟提取的抗氧化性试验得到

如下结论：

参考文献：

(1)在芦荟的各部分组织中以芦荟的叶中所

含抗氧化性物质最为丰富；

(2)虽然乙醇溶剂的提取物得率最高，但是乙

酸乙酯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最强；

(3)芦荟提取物的抗氧化能力强于vE，略逊

于BHA，但仍不失为一种有待研究开发的良好的

油脂天然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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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页)其它系统提出请求，达到即插即用

效果。在产生了IDL的基础上，通过合适的语言

对服务器端的对象模块分别进行实现，以提供给

客户端进行调用。

4结论

本原型系统通过基于CO砌jA的／DBC解决方

案解决了异构平台下多数据源的集成问题，这种

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从现有系统到未来玎解决

方案的桥梁，并克服了大多数现有解决方案的缺

点。通过这种解决方案，我们可以重用现有代码，

并且可以创造新的商务逻辑来开发集成到系统中

参考文献：

的软件对象，这些跨平台、与语言无关的对象可以

提供对各种现有数据库的访问，通过任何支持

JAVA的浏览器都可以访问到这些服务。

工A、值和C0砌认的结合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扩

展现有Client／Server应用到大型的多层应用的方

法，使得企业开发者可以很轻松地将现有技术移

植到开放网络技术(包括COIIBA和JAvA)中，这

种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现有的各个平台的

基础上创建企业的“服务组件”。未来企业就可以

根据自己的业务需要快速灵活地重组应用系统以

满足不断变化的企业业务和产品结构，以达到支

持企业快速灵活地适应客户需求的目的。

[1]Bradley Burt∞F，Victor Marek w．JAVA在数据库管理上的应用[刀．SIGMOD Record，1998，(27)：29—31

[2]Vo耐A，Ouday K．利用CORBA的JAVA编程[M]．纽约：John Wiley&Som，1998。

CORBA Applications i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ZHANG Zhi—nli。WAN(；Qian

(Colzlpttte science aIld口喀岫e盯department S【m(beast University，Jiangsu NaIljiIlg 210096，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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