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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玫瑰花水提取液对氧自由基的清除效应 。将玫瑰花水提取液加入到 O
-·
2 (超氧阴离

子)和 ·OH(羟基自由基)的产生和检测溶液中 ,显示出玫瑰花水提取液有较强的清除 O -·
2 和·OH

的作用。并且 ,对 O
-·
2 的清除作用大于对 ·OH 的清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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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Rosa rugosa Thumb.)既是名贵花卉 ,具

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更具有较高的食用 、药用和美容

的价值[ 1] 。自由基是生物细胞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含

有未配对电子的原子 、分子或离子 , 如 O
-·
2 , ·OH

等 ,它们对许多生物功能分子有破坏作用 ,在正常情

况下 ,细胞内自由基的产生与清除处于动态平衡状

态 ,但是 ,在生物有机体受到伤害 、疾病 、衰老时 ,这

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产生的大量自由基对重要的具

有生物功能的分子 ,如蛋白质 、脂类 、多醣和核酸等

起破坏作用[ 2] 。因此 ,给生物有机体适当补充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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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传播病害的发生 ,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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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抗氧化物质 ,消除自由基 ,保持代谢平衡是必要

的。有关植物组织
[ 3]
、鲜花

[ 4 , 5]
、水果蔬菜

[ 6]
等的提

取液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方面已有报道 ,但玫瑰花的

提取液对 O
-·
2 和·OH 的清除作用尚未见报道。鉴

此 ,研究了玫瑰花水提取液对氧自由基的清除效应 ,

以期为多方面利用玫瑰花提供理论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试验材料为玫瑰(Rosa rugosa Thumb.)品种

大马士革 1号的鲜花 ,准确称取 10 g 鲜花花瓣 ,加

100mL 去离子水 ,加热回流提取 20min ,冷却后过

滤 ,滤液即为玫瑰花提取液(以鲜花计 ,每毫升提取

液相当 0.1 g 鲜花),在 40℃冰箱备用。

·OH 的产生与测定采用Smirnoff和Cumbes的

方法[ 7] 。总反应体系为 3mL ,其中含 0.15mmol/L

FeSO4 ,6mmol/L H 2O 2 ,2mmol/ L 水杨酸钠及不同

用量的玫瑰花水提取液 。加入 H2O 2 启动反应 ,

37℃保温 1 h 后 ,加 0.12mL 11.0mol/L HCl终止

反应 ,在乙醚中萃取水杨酸羟基产物 ,测定 510 nm

处的吸光值。5次重复 ,以玫瑰花水提液竞争性抑

制·OH 引发的水杨酸羟基化作用的效应表示其清

除·OH 的能力。

O
-·
2 的产生与检测按照 Stew art 和 Bew ley

[ 8]
和

郭香凤
[ 5]
的方法进行 。总反应体系为 3mL ,其中含

13mmo l/L M et(蛋氨酸), 75μmol/L NBT(硝基兰

四唑), 100mmo l/L EDTA (乙二 胺四 乙酸),

2μmol/ L RF(核黄素), 50mmo l/L PBS(磷酸盐缓

冲盐水 , pH7.8)及不同体积的玫瑰花水提取液 ,

25℃下照光 20min 后测 560 nm 处的吸光值。5 次

重复 ,以玫瑰花水提取液抑制 NBT 光还原的效应

表示其清除 O
-·
2 的能力。

755-B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为上海分析

仪器厂产品。PHS-3C 型数字酸度计为上海第二

分析仪器厂生产 。所用药品均为国产生化试剂或

分析纯。

2　结果与分析

2.1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 ·OH 的清除作用

向·OH 分析溶液中加入不同用量的玫瑰花水

提取液 ,测定溶液的吸光值变化(表 1)。由表 1 可

见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于 ·OH 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

随着反应体系中玫瑰花水提取液用量的增加 ,清除

·OH 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表 1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OH的清除效率　(%)

品 种
玫瑰花水提取液(mL)

30 60 90 120 150 180

大马士革 1号 17.1 25.5 40.3 62.6 69.8 76.7

2.2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 O
-·
2 的清除作用

由表 2可以看出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 O
-·
2 也有

明显的清除作用。在用量为 120mL 时清除效率达

最大值 ,之后再增加加入体积 ,清除 O
-·
2 自由基的能

力也不再提高。
　　 　表 2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 O-·

2 的清除效率 　(%)　

品 种
玫瑰花水提取液(mL)

30 60 90 120 160 180

大马士革 1号 30.6 79.8 89.6 94.5 91.8 90.6

3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 ,玫瑰花水提取液对 ·OH 和

O
-·
2 都有清除作用 ,而且对 O

-·
2 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比对·OH 的作用强 ,表明玫瑰花水提取液可能作

为一种新的高效自由基清除剂 ,对于人们从保健方

面综合利用(食用和化妆美容)玫瑰花 ,发挥其保健

和防衰老功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丁宝章.河南植物志(第 2册)[ J]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 , 1988:205.

[ 2] 　吴广枫 , 汤坚.芦荟多醣的纯化与体外抗氧化活性的研

究[ J] .食品工业科技 , 2002 , 23(7):10-12.

[ 3] 　刘华山 ,韩锦峰 , 孟凡庭 ,等.落葵和毛叶子花提取液对

氧自由基的清除效应[ J] .贵州农业科学 , 2007(2):12.

[ 4] 　许申鸿 ,杭瑚.29 种鲜花提取液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

作用[ J]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 1999 , 8(3):59-60.

[ 5] 　郭香凤 , 史四安.牡丹花提取液对氧自由基的清除作用

[ J] .植物生理学通讯 , 2004 , 40(1):1-12.

[ 6] 　潘碧霞 ,高岷 , 陈红 , 等.36 种水果蔬菜清除超氧负离

子活力的测定[ J]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 1993 , 13

(3):210-213.

[ 7] 　Smirnoff N , Cumbes Q J.H ydroxy l radical seaver ging

activity of compatible solutes[ J] .Phy tochem , 1989 , 28:

1057-1060.

[ 8] 　S tew ar t R C , Bew ley J D.Lipid per oxida tion associated

w ith acce lera ted ag ing o f soybean axes[ J] .P lant Phy si-

o l , 1980 , 65:245-248.

·103·

河南农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