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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用 索氏提取器苹取 种香辛料油树脂
,

用亚油酸通气气泡氧

化法测定其抗氧化性
。

结果表明 种香辛料均有抗氧化性且有剂量一效应关

系
,

以丁香的抗氧化性最强
。

用能排除样品抑菌作用的改良 试验 发现

丁香
、

草果
、

肉豆范
、

小筒香
、

大苗香
、

白胡椒的抗诱变作用较强
,

其中以 丁香最

强
。

而砂仁
、

桂皮
、

杏仁
、

红花椒有致突变性
,

其他样品的这两种性不明显
。

经

统计学处理表明
,

香辛料的抗氧化性与杭诱变性之间可能有内在的联系
。

关键词 香辛料油树脂 抗氧化剂 抗诱变剂

香辛料
,

是食用香料植物

的简称
。

近年来
,

由于合成抗氧化剂的毒
性问题

,

〔
,

〕人们努力寻求一种高效低

毒的天然抗氧化剂
。

而香辛料作为食品添

加剂既满足了人们对色
、

香
、

味的需求
,

又

可作为一种高效低毒的食品用抗氧化剂
。

通过观察 种香辛料提取油树脂观察抗

氧化性和抗诱变性
,

证实 者间有相关

性
,

并可以选择几种抗氧化性强且有抗诱
变性的香辛料油树脂作为添加剂为人们所

用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香辛料 种 丁香
、

肉豆范
、

草果

仁
、

黑胡椒
、

白胡椒
、

桂皮
、

小茵香
、

大

茵香
、

白芷
、

树椒
、

杏仁
、

砂仁
、

陈皮
、

红花椒
、

山蔡
、

尖椒 市售

亚油酸 哈尔滨轻工化学总厂亚油酸

分厂

菌株 美国 容 实验

室提供

方法
香辛料油树脂提取 〔 〕

将香辛料干品粉碎成直径 的粗

粉
,

称取 左右的样品以 乙醇为萃

取剂
,

用 索氏提取器在 ℃下萃

取
。

将所得浸提液澄清过滤
,

常压回

收溶剂制成浓浸液
,

用旋转蒸发器减压浓

缩脱溶剂制成香辛料油树脂
,

冰箱冷藏备

用
。

香辛料油树脂抗氧化性测定 〔 一 〕

将油树脂用乙醇溶解加入到装有 亚

油酸试管中
。

每个剂量做 个平行对照
,

同 时 做 空 白 对 照
。

试 管 通 人 流 速

。。 空气
、

同时水浴孵育
,

测

定各管的过氧化值
,

并测定孵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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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对照的亚油酸
。

测 时再做试

剂 空 白对 照
。

并 计 算 抗 氧 化 效 率
。

香 辛 料 油 树 脂 抗 诱 变 性 测
定 〔, 一 〕 用改 良 试验测定油树

脂的抗诱变作用
。

选用 。菌株为检测

菌
。

将菌液浓度稀释至 。勺 一

用做生存菌实验组以去除样品

的抑菌作用
。

并按以下公式计算变译活度

助
砚线 和 抑制率

工

回复突变菌落数 对服生存菌落数
班鸽 声

—
生存菌落数 对服回复突变菌落数

表 所列为 种香辛料油树脂以不

同剂量加人到亚油酸后的抗氧化效率
。

结

果表明
,

种香辛料油树脂均有抗氧化

作用
,

且有剂量 —效应关系

香辛料油树脂抗诱变作用 抑制

率
表 香辛料油树 翻杭诱变作用 抑翻率 、

荆 , ‘ 皿
样品号 样品名

草果仁

杏 仁
。

井 和公品
丁 香 拐 棍 朋 如

肉豆益 邓 ‘ 匕

红花椒 阴 习

小简香 ,

大筒香 ‘ 砚

尖 椒

树 椒

心肠
。

弓名
。

翻

匀 ,
。

‘ 心 ‘

结果

香辛料油树脂抗氧化性测定结果 几二

」

乃

表 香辛料油树月翻杭暇化效事

样品号 样品名 得串 ,

枯

‘ 〕〕心
‘

巧 县胡椒

白胡椒

一 朗 一 , ’

心
。

,

, , 一 。

日

, , 日习

毛 日 ,

一 , 一 息毛 一
。

, 日

一弓弓
。 一 心

。 一
。

乃 一
。

毛

日 , 巴日 一 一吕日

邓 乃 一

王王

草果仁

杏 仁

丁 香

肉豆盆

红花椒

小简香

大筒香

尖 椒

树 椒

黑胡椒

白胡椒

乃石 乃

匕
。

王
。

妞

几乃

弓
。

巧
。

,

‘

巧

巧
。

。

划 得率是指香辛料提取出的油树朋产品 占原香辛料干品的百分率

种香辛料以以下剂量 解 皿
、 、 、 、 、 ,

用突

变抑制率 工 作为指标
,

观察油树脂

的抗诱变性
,

发现
、 、 、 、 、

号样品的抗诱变作用最强 而
、 、

,
、

号样品剂量一一效应呈负相关关系

其他样品无明显的剂量 —效应关系 见

表
。

香辛料油树脂抗氧化性与抗诱变性

相关实验结果

表 所示为 种香辛料油树脂的加

人剂量为 。 ‘ 的抗氧化效率和对

应的 解 皿剂量的突变抑制率
。

经统计

学处理
,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

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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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检验
,

表明两者相关显

著
。

讨论与小结

实验结果表明 种香辛料油棚旨均

有抗氧化性
,

且有剂量 —效应关系
,

见

表
。

其中以丁香的抗氧化性最强
,

加人

剂 量 的 抗 氧化 效 果 几 乎 达
。

丁香 中主要抗氧化成分为丁 香

酚
,

酚类物质有抑制细胞产生超氧 自由

基
,

即抑制脂质过氧化及清除氧自由基的

作用
。 〔

,

〕

表 香辛料抗载化效率与突变抑制率

样品号 样品名

丁 香

肉豆范

草果仁

黑胡椒

白胡椒

桂 皮

小茵香

大茵香

抗暇化效率 抑制率

红花椒

,

。

。

甲

。

,

。

一

。

。

一

一

一

一
。

还与选用的检测系统
、

阳性诱变物及样品

的处理方法有关
。

正如致突变作用机理一样
,

抗诱变的

作用机理复杂多样
。

有些物质如合成抗氧

化剂 班 既有抗诱变性又表现出促癌作

用
。

油树脂抗氧化性和抗诱变性相关研

究结果表明二者有显著相关
。

即抗氧化能

力强的油树脂抗诱变能力强
。

食用香料植物及其产品品质受气候
、

地理因素影响较大
,

而我国地大物博
、

幅

员辽阔
,

具有多种气候类型
,

蕴藏着丰富

的食用芳香植物资源
,

有些产品已成为国

际上配套的产品系列 如八角
、

桂皮
、

桂

花
、

薄荷油
、

薄荷脑等
,

在国际市场上享

有盛誉
,

为国际重要的出口 商品
。

我国有

着丰富的中草药
,

这为我国食用香料植物

的开发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

如果能够引进

国外先进的萃取技术
,

生产各种类型的食

用香料和其它香料
,

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发

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

油树脂抗诱变研究表明 表 丁

香
,

草果仁
、

肉豆落
、

小茵香
、

大茵香
、

白胡

椒有抗诱变作 其中以丁香的抗诱变作用

最强
,

而砂仁
、

桂皮
、

杏仁
、

红花椒有致突

变性
。

这 一结果基 本 与文献报道相 吻
‘ 〔 〕
口

某一物质具有抗诱变作用或致突变性

除与本身的物质结构
,

化学性质有关外
、

参考文献
陈清奇 几种天然有机物在食品抗暇化中的应用

食品科学

李云堂编译 食用夭然抗化剂的制法 食品科

学

林进能主编 天然食用香料生产与应用 北京 轻

工业出版社
,

】 份
,

,

刘志诚
,

于守洋主编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第二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于守洋
,

刘志诚主编 营养与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方

法指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崔鸿斌 金洪植 黑龙江省第四届食品卫生学术会

议论文集

李寿棋主编 卫生毒理学基本原理和方法 四川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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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甚至不进行增菌
,

直接挑取菌落混

悬于稀释血浆中
,

作成浓悬液作凝固酶试

验 亦取得同样效果
,

所以认为在必须极

早报告检验结果的情况下
,

缩短增菌时间

是可行的
,

可提前 作出检验结果
。

验从 后应连续观察
,

不宜因有

的菌已阳性而提早结束观察
,

使凝固得慢

的阳性菌误报阴性菌
。

增菌时间短时尤应

注意
。

株金荀菌 增菌液

表 凝固酶阳性出现时间观察

株金葡菌 增菌液

表 凝固酶阳性出现时间观察

观察时间 不同血浆浓度阳性菌株数

观察时间 不同血浆浓度阳性菌株数
。

表

株金葡菌 增菌液

凝固酶阳性出现时间观察

观察时间 不同血浆浓度 阳性菌株数

凝固酶试验所用血浆 以兔血浆最

好
。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血球凝固酶有抗原
性

,

〔们 有些人的血清中
,

尤其是慢性葡

萄球菌感染者
,

可查到凝固酶抗体而影响

凝固酶试验结果
,

所以使用人血浆时宜采

用多人混合血浆
,

以克服以上缺陷
,

从表

可见
,

血浆
、 、

浓度不影响

实验结果
,

故在血浆紧张状况下可稀释到

再用
,

以节省血浆
。

表

株金葡菌 曾菌液

凝固酶阳性 出现时间观察

观察时间 不同血浆浓度阳性菌株数 参考文献
李仲兴

、

等 临床细菌学

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微生

乃

从表
、 、 、

中可以看到
、

不论

增菌时间长短或血浆浓度如何
,

凝固酶试

物学 部分 ‘ 只 工 ‘ , 一 一

一

何晓青 等 卫生防疫细菌检验 北京 新华出版

社
,

余波 医学微生物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接第 页 〕

黄幸纤 陈星若主编 环境化学物致突变
、

致崎
、

致

癌试验方法 浙江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

高山友子 多价不饱和脂肪酸与亚硝酸反应生成

物的变异活性 静冈县立大学药学院卫生化学修士

论文

句海松 抗氧化剂研究进展 中国药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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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

引起了 人的食物中毒
,

且在剩余

白斩鸡及病人中都检出沙门氏菌而确认了

这起食物性中毒
,

但由于购白斩鸡的主人

是在前一天购来
,

放在塑料袋里
,

故而责

任人不一定是企业
。

由于食品企业的领导和从业人员经过

多次培训
,

因此 食品卫生知识已相 当普

及
,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则并不一定按照规

范进行
,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
,

监督员向肇

事单位当事人了解生产加工卫生状况时
,

当事人常会说得头头是道
,

无懈可击
,

且

在这些人员中口径统一
,

致使不能搞清在

流行病学甚至在病原学上 已被确认的食物

中毒的具体肇事环节
。

虽然如此
,

笔者认

为
,

这并不会因具体污染环节不明而影响

该起食物中毒的确认及应追究的法律责

任
,

关键在于合法取证
、

证据充分
、

分析科

学
。

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一 一

参考文献
河端俊治

,

等 实用食品卫生 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蒋家哭 上海市 一 。年集体性食物中毒分

析 上海卫生防疫
,

, 一

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程序 试行 卫监发 划

第 号

袁惠章 等 卫生执法简明教程 上海 上海科技

食物中毒个案调查表

编号

被调查人 姓名 性别 —年龄 地址

工作单位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发病时间 月 日 时

主要症状 发热 ℃
、

恶心
、

呕吐 次
。

头痛
、

头晕

腹痛部位 上腹薪周不腹 腹痛性质 纹痛
、

阵痛
、

隐痛

腹泻 次
,

性状 水样
、

洗肉水样
、

米潜水样
、

糊状
、

其他症状 宵紫
、

昏迷
、

抽摘
、

其它

治疗悄况 治疗单位 药物名称与剂量

自行服药 药物名称与剂量

未治疗

发病前 小时内摄人的食品调查 如当天上午发病

需调查至前 天午
、

晚长

当天 月 日 前一天 月 日 前二天 月 日

早长 午餐 晚餐 早长 午餐 晚长 午餐 晚长

食品名称

进食地点

进食时间

其他食品

印象 可疑中毒食品 进食时间

采集样品名称 呕吐物
、

肛拭
、

留便 于治疗前
、

后采

样

采集食品名称 带回家食品
、

剩余食品
、

留样食品

被调查人签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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