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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残渣抽提物防腐性能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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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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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4 00 2)

摘 要 用一定的溶荆从甘草残渣中革取得到甘草残渣抽提物
,

并通过实验证明它

对霉菌
、

酵母菌的生长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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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国内外常用的防腐剂有苯甲酸及其钠盐
、

山梨酸及其钾盐
、

丙酸钠和丙酸钙等几

种 l[]
。

一般来说
,

需要综合毒性和 口感对防腐剂作出评价
,

如
:

丙酸钠
、

丙酸钙毒性较小但影响

口感 ;苯甲酸及其钠盐毒性较大 ;山梨酸及其钾盐毒性小
、

无异味
,

是目前国际上防腐剂中使用

最多的一种
。

以上防腐剂均为合成物
,

有毒
,

长期使用易在体内积累
,

特别不适宜婴幼儿
。

因此

从天然物中提取出具有防腐性能的物质已成为需要
,

国外已有有关从甘草中抽提出具有防腐

性能的物质的报道川
。

甘草是我国常用的中草药
,

具有补脾胃
、

润肺
、

清热解毒
,

调合储药等功效
,

民间常用作甜

味剂和解毒剂 s[]
。

其主要成份有
:

甘草甜素
、

甘草甜素钙一钾盐
、

甘草亭
、

甘草苦昔及蔗糖
、

葡萄

糖
、

甘草糖醇和天冬氨酸等
。

从甘草中提取的甘草甜素
、

甘草甜素钠盐作为甜味剂已被广泛用

于食品和医药上
,

它们均是无毒的 l1[
。

甘草本身及从甘草中提取出已被食用的物质均是无毒

的
,

故笔者对甘草残渣抽提物的防腐性能作了研究
,

以希得到一种无毒夭然防腐剂
。

1
.

1

实验

甘草残渣抽提物的获得
1

.

1
.

1 甘草残渣的获得

称取 5飞 甘草用 50 0 lnI 水在 27 ℃下浸泡 24 h
,

滤液蒸发
、

干燥后得到棕黄色的甜味剂 13
.

6g
,

将滤渣干燥
、

备用
。

1
.

1
.

2 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的获得

称取 109 甘草残渣用 10 伽m l苯溶剂在 27
`

C下浸泡 2h4
,

滤液减压蒸馏
、

干燥
、

研磨
。

1
.

1
.

3 乙酸乙酷一甘草残渣抽提物的获得

称取 109 甘草残渣用 10 伽m l 乙酸乙酷溶剂在 27
`

C下浸泡 2h4
,

滤液减压蒸馏
、

干燥
、

研磨
。

1
.

1
.

4 乙酸乙醋一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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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面所得到的 0
.

9 79 乙酸乙醋一甘草残抽提物用 lo n l
l苯溶剂在 27 ℃下萃取 24 h

,

滤液

蒸馏
、

干燥
、

研磨
.

不同溶剂的萃取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溶剂的苹取结果比较

溶 剂 苯 乙酸乙醋

产物名称

收 率

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

棕黄色略带甘草清香
的结晶性粉末

2
.

4 %

乙酸乙醋一甘草残渣
抽提物

棕褐色有刺激性气味
的结晶性粉末

9
.

7%

乙酸乙醋一苯

乙酸乙醋一苯一
甘草残渣抽提物

棕黄色略带甘草
清香的结晶性粉末

6
.

2%

由于乙酸乙醋一甘草残渣抽提物有刺激性气味
,

可能影响食品的口感
,

作为防腐剂欠佳
,

故对其进一步用苯萃取
,

所得到的乙酸乙醋一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和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的

2 00 030 00 150 () 10 00

图 红外光谱图

色
、

泽
、

味完全相同
,

再比较两者的红外光谱图
:

两者完全一致
,

认为是同一种物质
,

而后者比前

者收率高一倍多
。

因此笔者对乙酸乙醋一苯一甘草残渣抽提物 (以下简称甘草残渣抽提物 )进

行了防腐性能试验
。

1
.

2 甘草残渣抽提物抑制霉菌生长的试验

1
.

.2 1 抑制茶水中的霉菌生长

在五只相同的洁净试管中分别加入浓度为 0
.

0 69 /而
、
p H 为 7

.

“ 的茶叶水 1 0m l
,

其中四

只试管中分别加入质浓度为 0
.

0 05 %
、

0
.

01 %
、

0
.

12 5 %
、

0
.

5 %的甘草残渣抽提物
,

另一只试管

的茶叶水中不加任何物质作为空白对照
,

恒温于 25 一 26 ℃
。

1
.

2
.

2 抑制辣椒上霉菌生长

取两只生长了霉菌的辣椒
,

一只撒上微量甘草残渣抽提物
,

另一只不撒任何物质作为空白

对照
,

恒温于 25 ℃~ 26 ℃
。

1
.

3 甘草残渣抽提物固体粉末抑制酵母菌生长试验

经间歇法灭菌好闭的固体培养基阁趁热倾入无菌培养皿中形成培养基平板
,

冷却后
,

在无

菌操作台内将酵母菌划线接种闭到培养基平板上
,

然后在平板上均匀放置六个相同的无菌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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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

在磁管中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甘草残渣抽提物
,

其量分别为 1
.

l gnz
、

1
.

8切嗯
、

4
.

3gnr
、

.6

Zm g
、

8
.

l gm
、

1伪爪 g
,

平皿恒温于 25~ 2 6℃
,

培养 3天
。

1
.

4 甘草残渣抽提物溶液抑制醉母菌生长的试验

在 p H 值分别为 3
.

0
、

4
.

0
、

5
.

0
、

6
.

0
、

7
.

0
、

8
.

0
、

9
.

。 ,

含有相同数量酵母菌的 7 个培养基平板

中
,

分别均匀放置 6 个相同的无菌磁管
,

其中一个为标准品
,

内加 0
.

1%苯甲酸钠 ;一个为对照

品
,

内加溶剂乙酸乙醋 ;另四个磁管中分别加入浓度为 0
.

5%
、

0
.

25 %
、

0
.

12 5%
、

0
.

05 %的甘草

残渣抽提物溶液
。

将平皿恒温于 25 ℃~ 26 ℃
,

培养 3 天石

1
.

5 甘草残清抽提物固体粉末在摇瓶中的试验

将 p H 值为 3
.

0
、

6
.

0
、

9
.

0 的三组麦芽汁培养基分别均装于四只洁净的三角锥瓶中
,

加入

相同数量的酵母菌和不同重量的甘草残渣抽提物
,

质浓度分别为 。
.

01 肠
、

0
.

05 %
、

。
.

25 %
、

0
.

75 %
。

恒温于 25 ~ 26 ℃ ,

摇瓶培养 24 h
,

离心分离出酵母菌
。

2 实验现象和结果

2
.

1 抑制霉菌的生长

抑制茶水中霉菌的生长情况见表 2
。

表 2 抑制茶水中霉菌的生长悄况

放置时间 。%

。
, 。

.

、 5

严嘿瞥
。

.

125 、 。
.

5%

三天 甲 X X X X

半个月 训 了
.

X X X

注
:

表中
“

了
”
表示有霉菌生长

, “
x

”

表示无霉菌菌落出现

抑制辣椒上霉菌生长情况
: 2h4 后

,

撒了甘草残渣抽提物的辣椒上霉菌消失
,

空白对照的

辣椒上依旧有霉菌
。

2
.

2 抑制醉母菌生长

2
.

2
.

1 固体粉末抑制酵母菌生长情况

在实验用量范围内
,

酵母菌的生长在放置磁管处全部断线
,

呈完全透明态
,

形成了明显的

抑菌圈
,

但量多呈堆积状
,

抑菌圈都没有透过磁管
。

2
.

2
.

2 溶液抑制酵母菌生长情况见表 3
。

表 3 溶液抑制醉母菌生长情况

p H 值
磁管内含物

0
.

1纬某甲酸钠 0
.

05 写 0
.

1 25 % 乙酸乙酷 (溶剂 ) 0
.

25 纬 0
.

5 %

XX只XXXXXX XXXXXX

X

磁管内无
菌落但管
外有酵母
菌生长

XXXXXXX又XX又Xx XXX甲训丫寸侧0000000乃J连
几
二口八O行了00OJ

注
:
(l )表格中浓度中未注明的为甘草残渣抽提物一乙酸乙酷溶液

。

(2 )表格中
“

了嚷示磁管内外酵母菌长势良好
。

“
x

”
表示磁管内夕肉无酵母菌菌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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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3 固体粉末在摇瓶中的抑菌效果见表 4
。

3 结论

3
.

1 通过用乙酸乙醋
、

苯从甘草残渣中萃取出的甘草残渣抽提物对抑制霉菌和酵母菌生长的

一系列试验
,

证明了该物质对霉菌及在较宽 p H 值范围介质中的酵母菌的生长都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
。

表 4 固体粉末在摇瓶中的抑菌效果

介质 p H 值 0
.

0 1%
抽提物浓度

0
.

05% 0
.

25% 0
.

75写

13
。

3

16
.

5

18
.

9

0
。

l

0
。

2

OC
ù
0

…
八J确0Okl

3
.

2 甘草残渣抽提物对酵母菌生长的抑制作用随其浓度增大而增强
,

且在酸性条件下抑菌作

用更为明显
。

3
.

3 初步观察
,

甘草残渣抽提物难溶于水
、

乙醇甘油等极性溶剂
,

易溶于乙酸乙醋
。

乙酸乙醋

是 G B一 2 7 6。一 86 规定为允许使用的食用香料 lj[
,

故该抽提物既可以固体粉末使用又可以液

态使用
,

且液态使用效果更佳
。

3
.

4 制备甘草残渣抽提物所用溶剂均可回收重复使用
,

成本较低
,

工艺简单
,

故可推广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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