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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新疆葡萄中 3 种生物活性物质的含量分析

马 　龙 　刘 　涛 　向 　阳 　苏德奇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30054)

摘 　要 :为开发利用新疆葡萄 ,分析了新疆葡萄中生物活性物质的构成及其含量。采用超声法和回流法分别提取

葡萄皮、籽中的齐墩果酸、白藜芦醇和原花青素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比色法分别测定葡萄皮、籽中齐墩果酸、白藜

芦醇和原花青素的含量。葡萄中齐墩果酸主要存在于葡萄皮中 ,含量可高达 1 %左右 ,符合工业化提取要求 ;地产

葡萄品种的齐墩果酸含量相对高于欧洲引进品种 ;齐墩果酸含量比较 :人工发酵葡萄皮 > 自然发酵葡萄皮 > 新鲜

葡萄皮。葡萄皮白藜芦醇的含量高于葡萄籽 ;欧洲引进葡萄品种白藜芦醇含量相对高于地产葡萄 ;白藜芦醇含量

比较 :人工发酵葡萄皮 > 自然发酵葡萄皮 > 新鲜葡萄皮 > 陈旧葡萄皮。葡萄籽原花青素含量高于葡萄皮 ;地产与

欧洲引进葡萄品种的原花青素含量比较接近 ;原花青素含量比较 :新鲜葡萄籽 > 自然发酵葡萄籽 > 人工发酵葡萄

籽。由结果可以看出新疆葡萄富含齐墩果酸、白藜芦醇及原花青素等多种具有营养保健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

关键词 :葡萄 ;齐墩果酸 ;白藜芦醇 ;原花青素 ;营养保健品

Content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in Xinjiang Grapes

MA Long , LIU Tao , XIANG Yang , SU De2qi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 Xinjiang Urumqi 830054 , China)

Abstract : The compositions and content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in Xinjiang grapes were analyzed. Oleanolic acid , resveratol and

procyanidins were extracted from grape skins , grape seeds and waste residue of grape wineries by ultrasonic wave or reflux method ,

and then analyzed by high2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ic method or colorimetric method. The content of oleanolic acid in

grape skin was about 1 % and satisfied the demand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content of oleanolic acid in the breeds of Xinjiang

local grap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apes introduced from Europe. When arranged in order of oleanolic acid content : the artificial

fermented skin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 the natural fermented skin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 the fresh grape skin.

The content of resveratol was higher in grape skins than in grape seeds and abundant in introduced Europe grapes than in Xinjiang

local grapes. When arranged in order of resveratol content : the artificial fermented skin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 the

natural fermented skin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 the fresh grape skin > the stale grape skin. The content of procyanidins was

higher in grape seed than in grape skin and similar between introduced Europe grapes and Xinjiang local grapes. When arranged in

order of procyanidins content : the fresh grape seeds > the natural fermented seeds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 the artificial

fermented seeds in waste residue from wineries. Xinjiang grapes were rich in bioactive substances such as oleanolic acid ,

resveratol and procyanidins , which were beneficial to human health.

Key word : VITIS VINIFERA ; Oleanolic Acid ; Resveratol ; Procyanidins ; Dietary Supp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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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 Vitis Viniferal L. ) 为葡萄科葡萄属落叶藤

本植物葡萄的成熟果实 ,既是居民喜爱并长期食用

的果品 ,又被维吾尔医学用作滋补强壮、软坚驱寒、

补肝利胆的药物[1 ]
,同时 ,又是传统医学常用补气

药[2 ] 。古书记载葡萄具有主筋骨、利湿痹、健脾胃、

滋肾液、益阴肝、止渴等作用 ,民间用于治疗小儿麻

疹和肝炎等症[3 ] 。现代研究分析 ,葡萄除含有丰富

的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4 ] 外 ,还含有

齐墩 果 酸 ( Oleanolic acid , OA ) [5 ] 、白 藜 芦 醇

(Resveratol ,Res)
[6 ]和原花青素 (Procyanidins ,PC) [7 ] 等

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延长果蝇寿命、抗突变、抑制肿

瘤细胞生长和免疫保护等生物学作用[4 ] 。本文旨在

通过分析新疆地产和引种栽培的主要葡萄品种中的

活性物质成分 ,揭示葡萄营养保健作用的物质基础

及其含量 ,为深层次开发利用葡萄资源提供理论依

据 ,也为提高葡萄制品的附加值提供参数。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在吐鲁番、和田、伊犁、喀什和鄯善采集

23 个品种的新鲜葡萄及葡萄原料 ,由专家鉴定品种

并出具鉴定证明。

酒厂葡萄皮渣 　分别采自新疆 3 家葡萄酒加工

企业 ,由厂家提供葡萄品种鉴定书。

112 　主要仪器与试剂 　Agilent - 1100 高效液相色

谱仪 ,Agilent - 1100 色谱工作站 (美国惠普公司) ;

Exlipes XDB - C18 (416 mm ×150 mm ,5μm) 色谱柱 ;

SUPELCOSILTMLC - C18 (416 mm ×250 mm ,5μm) 色

谱柱 ;SB - 3200 型超声波清洗器 (上海必能信超声

有限公司) ; 721 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二仪器厂) ;

METTLER TOLEDOAB104 - N 型分析天平 (METTLER

TOLEDO Instr. Shanghai Ltd) 。

OA 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Res 和

儿茶素对照品 (美国 Sigma 公司) ,甲醇 (保证试剂 ,

北京化工厂 ,批号 980527) ,乙腈 (色谱纯 ,西安化学

试剂厂) 。

113 　方法

1. 3. 1 　试样制备 　取新鲜葡萄各 1 kg ,分离葡萄

皮、籽 ,自然晾干 ,称量葡萄皮 ,计算出皮率。分别粉

碎酒厂葡萄皮渣、分离的皮和籽样品 ,过 80 目筛 (测

定 OA 和 PC)和 100 目筛 (测定 Res) ,备用。

1. 3. 2 　HPLC法测定葡萄皮中 OA 的含量[8 ]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Exlipes XDB - C18 (416 mm

×150 mm ,5μm) ;流动相 :甲醇 + 水 (85 + 15) ;流速 :

110 mlΠmin ;检测器波长 :220 nm ;温度 :40 ℃;数据处

理 :外标法峰面积定量。

校正曲线 : y = 2031294 5 x - 41063 4 , r = 01999 2。

试样溶液制备及测定 　精密称取经干燥恒重过

80 目筛的 22 种葡萄皮粉末各01500 0 g ,分别置于 25

ml 容量瓶中 ,加甲醇至刻度 ,密封 ,浸泡 30 min ,超

声提取 15 min ,再分别吸取以上溶液各 015 ml ,甲醇

定容至 5 ml ,混匀。用 0145μm 微孔滤膜过滤 ,取滤

液 5μl 进样测定。根据峰面积计算各品种葡萄皮中

OA 的含量 ,结果见表 1。

11313 　HPLC法测定葡萄皮、籽中 Res 的含量[9 ]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SUPELCOSILTMLC - C18

(416 mm ×250 mm ,5μm) ;流动相 :乙腈 + 水 (26 +

74) ;流速 : 110 mlΠmin ;检测器波长 : 303 nm ;温度 :

35 ℃;数据处理 :外标法峰面积定量。

校正曲线 : y = 6 955 x - 11671 , r = 01999 8。

试样溶液制备及测定 　葡萄皮样溶液 :精密称

取经干燥恒重过 100 目筛的葡萄皮粉末 11000 0 g ,

分别置于 10 ml 容量瓶中 ,加 90 %甲醇至刻度 ,超声

提取 30 min ,取出至室温 ,备用。葡萄籽试样溶液 :

称取干燥粉碎成粗粉的葡萄籽试样11000 0 g ,置于

25 ml 碘量瓶中 ,加入 25 ml 石油醚 ,超声提取 1 h。

回收石油醚并挥发至干 ,加入甲醇 8 ml ,静置 30

min ,超声提取 30 min ,用定量滤纸过滤于 10 ml 容量

瓶中 ,甲醇定容至刻度 ,混于备用。将上述试样溶液

用 0145μm 微孔滤膜过滤 ,取滤液 5μl 进样测定。

根据峰面积计算各品种葡萄皮、籽中 Res 的含量 ,结

果见表 1。

11314 　比色法测定葡萄皮、籽中 PC的含量[10 ]

试样溶液制备及测定 　精密称取葡萄皮粉末

11000 0g ,分别置于 100 ml 平底烧瓶中 ,加 60 %乙醇

溶液 50 ml ,在沸水浴中回流提取 2 次 ,每次 30 min ,

合并提取液 ,回收乙醇后用蒸馏水定容至 100 ml ,摇

匀 ,备用。葡萄籽试样 ,脱脂后 ,粉碎成粗粉 ,精密称

取01500 0 g ,其余同上。将定容好的试样溶液以

16 000 rΠmin离心 ,分别吸取上清液 015 ml ,按校正曲

线项下操作 ,测定吸光度 ,换算 PC含量 ,结果见表 1。

　　校正曲线 : y = 01025 5 x + 41437 8 , r = 01998 8。

2 　结果

从表 1 可见不同品种葡萄皮、籽中 OA、Res 和

PC的含量。同一品种葡萄皮 OA 含量 :人工发酵葡

萄皮 > 自然发酵葡萄皮 > 新鲜葡萄皮 ;就 Res 含量

来说 ,葡萄皮高于葡萄籽 ,人工发酵葡萄皮 > 自然发

酵葡萄皮 > 新鲜葡萄皮 > 陈旧葡萄皮 ;而 PC 含量

则表现为葡萄籽高于葡萄皮 ,新鲜葡萄籽 > 自然发

酵葡萄籽 > 人工发酵葡萄籽 (注 :自然发酵 :酒厂葡

萄经榨汁后 ,堆放于晒场 ,未及时铺开通风 ,在夏季

高温作用下部分自然发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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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品种葡萄皮、籽中 OA、Res 和 PC的含量 ( �x ±s , n = 3)

品种 产地
葡萄皮中 OA

的含量
(gΠ100 g)

Res(μgΠg) PC(μgΠg)

葡萄皮 葡萄籽 葡萄皮 葡萄籽

1 扎娜 伊犁 01772 ±01035 151730 ±01189 01449 ±01006 2119 ±0106 12108 ±0137

2 里扎马特 伊犁 11073 ±01027 11916 ±01031 — 1109 ±0104 10133 ±0127

3 和田红 伊犁 01614 ±01041 41753 ±01052 01435 ±01006 2147 ±0105 11138 ±0134

4 巨峰 伊犁 01568 ±01025 51538 ±01067 11063 ±01017 > 7101 ±0114 8184 ±0131

5 红地球 伊犁 01962 ±01033 411750 ±01560 01587 ±01010 > 7102 ±0111 10124 ±0120

6 红克里米斯克 伊犁 01991 ±01029 1551195 ±21514 01487 ±01007 6140 ±0117 10155 ±0134

7 绿克里米斯克 伊犁 01853 ±01041 411740 ±01426 01649 ±01007 3183 ±0105 8110 ±0126

8 塔依菲 伊犁 01776 ±01027 231810 ±01314 — 0128 ±0101 8119 ±0138

9 秋黑 伊犁 01951 ±01031 81304 ±01095 11295 ±01016 > 7103 ±0116 13117 ±0154

10 黑奥林 伊犁 01492 ±01043 71587 ±01086 11070 ±01014 5111 ±0111 7131 ±0120

11 琐琐葡萄 吐鲁番 01901 ±01027 01985 ±01010 — — —

12 无核白 吐鲁番 01656 ±01040 21728 ±01036 — — —

13 马奶子 吐鲁番 01657 ±01020 61599 ±01078 — — —

14 马奶子 伊犁 01986 ±01063 41697 ±01071 — — —

15 红木纳格 喀什 11008 ±01068 301760 ±01317 — — —

16 白木纳格 喀什 01837 ±01050 161810 ±01185 — — —

17 克里米扎特 伊犁 01693 ±01040 91609 ±01146 — — —

18 和田红 (新鲜) 和田 01761 ±01020 21586 ±01026 — — —

19 和田红 (陈旧) 和田 — 21010 ±01029a — — —

20 酒厂和田红 1 和田 01838 ±01043a 31179 ±01040a 31365 ±01039 0161 ±0102 8143 ±0121

21 酒厂和田红 2 和田 01978 ±01037ac 121280 ±01187ac 11581 ±01021 — 1182 ±0108c

22 酒厂马奶子 吐鲁番 01980 ±01064b — 01612 ±01008 — 6100 ±0127

23 酒厂山株 鄯善 01714 ±01034 — 01948 ±01013 — 3192 ±0118

注 :a 与第 18 组相比 , P < 0101 ;b 与第 13 组相比 , P < 0101 ;c 与第 20 组相比 , P < 0101。和田红 (陈旧) :为隔年葡萄皮 ;酒厂和田红 1 :自然发酵

处理 ;酒厂和田红 2 :人工发酵处理 ;“—”:未测定。

3 　讨论

　　OA ,化学名为 3β- hydroxy2olea - 12 - en - 28 -

oid acid ,是一种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因其结构复杂 ,

人工合成困难 ,国内均从植物如青叶胆、女贞子、雪

胆中提取 ,资源非常有限 ,而且其生物利用度较低 ,

不易质控。马龙等在葡萄皮中分离得到 OA
[5 ]

,本研

究结果表明 :葡萄中 OA 主要存在于葡萄皮中 ,含量

可高达 1 %左右 ,符合工业化提取要求。地产葡萄

品种的 OA 含量相对高于欧洲引进品种 ;酒厂葡萄

皮比新鲜葡萄皮中 OA 含量较高 ,实地考察发现 ,酒

厂葡萄皮、渣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过部分自然发酵 ,为

证实发酵在其中产生的作用 ,将酒厂葡萄皮进一步

采用人工方法进行完全发酵 ,含量测定结果为 :人工

发酵葡萄皮 > 自然发酵葡萄皮 > 新鲜葡萄皮 ,这可

能是因为葡萄皮中的多糖体 OA 经发酵后转化为游

离体所致。分析结果可见 ,OA 含量较高的品种主要

有 :红木纳格、马奶子、和田红和琐琐葡萄等新疆地

产葡萄 ,而引种的欧洲种葡萄中含量较低。其中 ,琐

琐葡萄含量较高 ,而其品种特征为体积较小、出皮率

高 ,使得在相同用量下 ,其 OA 含量更高 ,这可能是

维吾尔医选其入药治疗麻疹效果显著的原因之

一[3 ] 。

Res ,化学名为 3 ,5 ,4′- 三羟基苯二烯 ,是一类

主要存在于葡萄、藜芦、虎杖等植物中的多酚类化合

物[11 ] 。本研究结果可见 :葡萄皮 Res 含量高于葡萄

籽 ;欧洲引进葡萄品种 Res 含量相对高于地产葡萄 ;

人工发酵葡萄皮 > 自然发酵葡萄皮 > 新鲜葡萄皮 >

陈旧葡萄皮。陈旧葡萄皮 Res 低于新鲜葡萄皮可能

与 Res 见光易分解 ,在储存过程中损耗有关。而发

酵葡萄皮 Res 高于新鲜葡萄皮可能是在发酵过程中

合成了部分顺式 Res 之故。

PC是植物中广泛存在的一大类多酚化合物的

总称 ,由不同数量的儿茶素或表儿茶素结合而成 ,在

酸性溶液中加热可降解氧化成花色素 (Bate2Smith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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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12 ] 。从表 1 可见 :葡萄籽 PC 含量高于葡萄皮 ;

地产与欧洲引进葡萄品种的 PC 含量比较接近 ;新

鲜葡萄籽 > 自然发酵葡萄籽 > 人工发酵葡萄籽 ,这

与 PC在酸性条件下易氧化分解有关。

综合本研究可知葡萄皮、葡萄籽中均含有具有

多种保健作用的生物活性成分 ,且 OA 和 Res 主要

存在于葡萄皮中 ,经发酵后存在形式可发生一定改

变 ,影响回收率。PC 主要存在于葡萄籽中 ,我们的

研究证实葡萄籽经脱脂处理后 ,便于 PC 提取并可

提高收率。根据葡萄的保肝、降脂和免疫保护等多

重生物学功效和生物活性物质含量分析可知榨汁后

的葡萄皮和籽具有更广泛的开发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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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导读 ]

食品到那里去了呢 ? 毫无疑问是到那些监管松的地方去了 ,很有可能是到农村去了。保证农民的食品安

全 ,不仅仅从道义上是政府的责任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从经济上、从社会安定上都是十分

必要的。在目前农村监管力量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 ,城市的食品安全监管者不应对问题食品简单地一拒了

之。

印尼海啸时期我国政府支援了大量的食品 ,由于标注习惯的不同 ,差点造成误会 ,认为我国是把过期食

品处理给了灾区。无论是误会还是其它什么 ,保证救灾时期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是大家都认可的。灾害期

间 ,人的抵抗力弱 ,食品需要量大 ,卫生条件差 ,情况复杂。为大灾之后防大疫 ,食品安全监管不可忽视。可

能是以往做的比较好 ,或者是灾害期间重要的事情比较多 ,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过报道。本期刊出张

理同志的“自然灾害期间救援食品的安全管理问题及法律适用”一文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心 ,促进这方面

工作的开展 ,做到未雨绸缪。

在生产养殖业日益科学化的今天 ,了解养殖业的情况对其后的加工环节、流通环节、消费环节的研究与

监督非常有益。上期我们刊登了安利华等同志的“东海地区常见水产品甲醛本底值调查及含量分析”一文 ,

这期我们又推出了许钟同志的“闽东大黄鱼在养殖和处理加工过程中的细菌污染”,我们衷心希望食品生

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同志给我们提供卫生安全方面的文章 ,使《中国食品卫生杂志》能够为不同

食品领域的同仁提供多方位的信息。“一起疑似食用养殖鲶鱼引起的食物中毒”一文存在一定的不足 ,但作

者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予以刊登。“一起河　鱼行政复议、诉讼案件的分析与思考”一文所反映的问

题充分反映了政府的谨慎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矛盾。 [下转第 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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