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近 年来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 海藻已经成为

抗凝血 !抗氧化 !抗肿瘤和抑菌等生物活性物质的新

来源 ≈ ∗ ∗ ∀我国沿海自然生长着大量的马尾藻 资

源十分丰富 其潜在的应用价值很高 ∀目前 关于马尾

藻利用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多糖成分上 ∀但是 由于马

尾藻胶成色较深 粘度不稳定 大大地限制了马尾藻

胶质量的提高 ∀研究发现 这是由于褐藻中存在极易

氧化聚合的多酚类物质所致 ≈ ∀本文以青岛最常见的

两种褐藻 ) ) ) 鼠尾藻 Σαργασσυµ τηυνβεεργιι ∏ 和

海黍子 Σαργασσυµ Κϕελλαµανιανυµ ≠ 为原料 以乙

醇为溶剂提取其抗氧化成分 并利用 ⁄°° # 2二

苯基 2 2苦味肼基自由基 法来评价两种褐藻的抗氧

化活性 ≈ ∀

材料与方法

原料

海黍子与鼠尾藻 于 ! 月份从青岛太平角潮间

带定点采样 ∀

样品处理

新鲜海藻样品采集后 除去附生生物 淡水冲净

后冷冻保存 ∀用前取出解冻 滤纸拭干藻体 ∀取藻体顶

部 称量后用组织捣碎机破碎 ∀加入 的乙醇溶液

提取 粗提液用减压蒸馏的方法除去乙醇 即得海黍

子乙醇提取物 ≥ ≠和鼠尾藻乙醇提取物 ≥× ∀

多酚含量测定

以 ≤ 的标准分析方法测定 即用

ƒ 2⁄ 试剂在碱性条件下与多酚类物质形成蓝色

复合物后 用紫外 2可见分光扫描仪 ≥ 型 上海棱

光 作比色分析 ∀

⁄°° # 清除效率测定

⁄°° # 是一种稳定的自由基 在有机溶剂中呈

紫色 在 附近有强吸收 ∀加入抗氧剂后 一部

分自由基被清除 使吸收减弱 可借此来评价该物质

的抗氧化活性 ∀

参照 ≠ 年 和俸廷秀 年所用方

法 按表 加样于比色管 混匀后在 处测吸光

值 平行测试 次 计算清除效率 ∀

⁄°° # 清除效率的计算

⁄°° # 清除效率 ≈ Α Α Α Α

其中 Α ⁄°° # 溶液 溶剂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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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褐藻乙醇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研究

魏玉西 于曙光

青岛大学生物系

提要 为了获得具有抗氧化活性的天然海洋生物活性物质 本文利用褐藻门马尾藻属的两

种海藻 ) ) ) 鼠尾藻 Σαργασσυµ τηυνβεεργιι ∏ 和海黍子 Σαργασσυµ Κϕελλαµανιανυµ ≠ 的

乙醇提取物 通过对 ⁄°° # 清除效率来评价其抗氧化活性 ∀结果表明 两种褐藻提取物均

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 在酚浓度为 时对 ⁄°° # 清除率分别高 达 和 明

显高于茶多酚及人工合成抗氧化剂 ×和 × ± 对 ⁄°° # 清除效率 以下 ∀

关键词 鼠尾藻 Σαργασσυµ τηυνβεεργιι ∏ 海黍子 Σαργασσυµ Κϕελλαµανιανυµ ≠

⁄°° # 清除效率 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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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种褐藻乙醇提取物对 ⁄°° 的清除率随时间变化

曲线

ƒ ∂ √ ¬ ⁄°°

图 种抗氧化剂对 ⁄°° # 清除率的影响

ƒ ≤ √ ⁄°°

√ ¬

× × ± 茶多酚 ≥× ≥ ≠

光度 Α ⁄°° # 溶液 抗氧化剂溶液

的吸光度 Α 溶剂 抗氧化剂溶液的

吸光度

两种酚类粗提物对 ⁄°° # 清除效率随

时间的变化 将两种酚类粗提物配制成浓度为

的溶液 ∀按表 要求加样 混匀后 在 内

每隔 测定吸光值 ∀

两种酚类粗提物对 ⁄°° # 清除效率随

浓度的变化 将两种酚类粗提物分别配制成终浓度

为 的溶液 按上述方

法测定吸光值 计算清除效率 ∀

两种酚类粗提物与合成抗氧剂 ×

× ± 茶多酚对 ⁄°° # 清除效率的对比 将两种酚

类粗提物与合成抗氧剂 × ! × ± !茶多酚分别配制

成终浓度为 的溶液 按上述方法测定吸

光值 计算清除效率并进行比较 ∀

结果与讨论

根据多次酚类物质的提取及含量测定发现 在同

样的提取条件下 同等干重褐藻中的酚含量海黍子要

高于鼠尾藻 ∀其中 月中旬所采集的样品酚含量

⁄• 测试的结果为 海黍子的多酚含量平均为

鼠尾藻多酚含量平均为 ∀

两种酚类粗提物对 ⁄°° # 清除效率随时间变化

情况见图 ∀由图 可见 开始时二者很接近 前 清除

率上升很快 之后平缓上升 后趋于稳定∀

两种酚类粗提物对 ⁄°° # 清除效率随浓度变化

情况见图 ∀由图 可见 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两种

褐藻乙醇提取物对 ⁄°° # 的清除效率和酚类浓度呈

一定的量效关系 ∀

两种酚类粗提物与合成抗氧剂 × ! × ± !茶多

酚对 ⁄°° # 清除效率的对比情况见图 ∀由图 可

见 在酚浓度 !作用时间及其它外界条件相同的条件

下 两种褐藻乙醇提取物中酚类物质具有更强的抗氧

化活性 ∀其中鼠尾藻和海黍子乙醇提取物对 ⁄°° #

的清除率分别高达 和 而 × ±和茶

多酚相近且在 以下 ×最低 仅 ∀

近年来 随着对 !× ±等合成抗氧化剂毒性的

认识 寻找安全的天然抗氧化物已成为食品添加剂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而从海藻中寻求天然高效抗氧化剂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海黍子和鼠尾藻的酚类提取

物作为海洋天然产物 与合成抗氧化剂相比有着明显的

优势 因此是两种很有开发潜力的抗氧化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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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普里兹湾海域不同水团的 ∆ 含量 ∗

刘广山 黄奕普 矫玉田 金德秋 周锡煌

厦门大学海洋系 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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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研究了南极普里兹湾海域不同水团的 ⁄含量∀按照温盐指标划分的水团 给出表层水 !陆架

水 !深层水和底层水的 ∆⁄值分别为 ∗ ∗ ∗ 和 ∗ ∀

关键词 普里兹湾 水团 ⁄

作用 青岛海洋大学学报 30 ∗
师然新 !徐祖洪 ∀青岛沿海九种海藻的类脂及酚类抗菌

活性的研究 中国海洋药物 ∗
严小军等 ∀中国常见海藻的多酚含量测定 海洋科学集

刊 ∗
许申鸿 !杭 瑚 ∀溶剂及 值对 2二苯基2 2苦味肼

基自由基分析法的影响 分析测试学报 19 ∗
×∏ ∏ ƒ ετ αλ ¬

2 ¬ √ Λαµιναρια διγιτατα ,

Ηιµαντηαλια ελονγατα , Φυχυσ ϖεσιχυλοσυσ, Φυχυσσερρατυσ

Ασχοπηψλλυµ νοδοσυµ , ϑουρναλοφ Αππλιεδ Πηψχολογψ

∗
∏ ετ αλ √ ∏

¬ ∞√ ∏

√ ϑουρναλοφ Αππλιεδ Πηψχολογψ ∗
≠ ÷ 2∏ ƒ ∏2 ετ αλ ≥ ∏

√ √ ≤ ° ≥

ρεσυλτσ, Χηιν . ϑ . Οχεανολ. Λιµνολ 17 ∗

由于质量的差异 水在蒸发与凝结过程中 会形

成含 ⁄的水分子在液体中富集 在气体中贫化 ∀由此

全球水循环的结果是越靠近两极降水中 ⁄含量越

低 从而使不同纬度的海洋表层水中具有不同的 ⁄

含量 形成不同 ⁄和 含量的水体 ∀ ≈ 提出以

⁄含量作为海水水团的特性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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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παρτµεντ οφ Βιολογψ, Θινγδαο Υνιϖερσιτψ

Ρ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ορδσ: Σαργασσυµ κϕελλαµανιανυµ ≠ Σαργασσυµ τηυνβεεργιι ∏ ∞ ¬ ≥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Σαργασσυµ Κϕελλαµανιανυµ ≠ ανδ

Σαργασσυµ Τηυνβεεργιι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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