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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定量油茶籽油中三萜类物质!对分光光度法测定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的样品前处理

方法进行研究% 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考察了乙醇体积分数$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和提取次数

对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各因素对油茶籽油中总三萜提取的影响程度从大到

小依次为乙醇体积分数t提取次数t提取温度g提取时间'油茶籽油中总三萜的最佳提取工艺条

件为乙醇体积分数 &"^$提取温度 &"p$提取时间 3" .0;$提取次数 3 次!在此条件下提取测得油

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为""6%& o"6"A#^"以齐墩果酸计#% 综上!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灵敏度

高!可用于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的测定%

关键词!油茶籽油'总三萜'分光光度法'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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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油茶$为我国特有木本油料树种$也是世界四大

木本油料植物之一($ #!)

& 油茶籽油通过压榨或浸出

油茶种子获得$其富含油酸$还含有生育酚%角鲨烯

等营养物质$具有一定的生理功能(@ #2)

&

三萜皂苷为油茶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其中油

茶皂苷以齐墩果酸型三萜类皂苷为主(A #%)

& 研究表

明$三萜类化合物"以下称为总三萜#具有抗肿瘤%

抗癌% 保肝等作用(&)

& 油茶籽油中富含总三

萜(+ #$")

$对其中总三萜的准确定量$对于油茶籽油

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主要采用分光光

度法测定总三萜含量& 其原理是在高氯酸作用下$

总三萜中酚羟基被氧化成羧基$增加一个双键$再经

双键移位%双分子缩合等反应生成共轭双键系统$在

酸性条件下形成的阳碳离子与香兰素结合形成红色

络合物而显色($$)

&

本文以齐墩果酸为标准品$采用分光光度法测

定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对样品前处理条件进行

了优化$以期为油茶籽油中总三萜的准确定量提供

参考&

<=材料与方法

$6$B试验材料

油茶籽油$贵州大亨油茶科技有限公司!齐墩果

酸标准品"纯度
"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

Oe#$%2"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Om$!" 型电子

天平$NN#A 型恒温水浴锅$万用电炉&

$6!B试验方法

$6!6$B油茶籽油中总三萜的提取

称取 A >油菜籽油样品于平底烧瓶中"精确到

"6""" $ >#$加入 !" .b一定体积分数的乙醇$在一

定温度下搅拌提取一定时间$离心$收集上清液$下

层再次重复提取%离心$将上清液合并并转移至 $""

.b容量瓶中$无水乙醇定容$待测&

$6!6!B标准曲线的制作

参照文献($!)的方法$以齐墩果酸为标准品$

以无水乙醇为溶剂配制不同质量浓度的标准溶液

"&%$A%!3%@!

'

>9.b和 3"

'

>9.b#$再以 2^香草

醛#冰乙酸溶液和高氯酸显色$在 23" ;.处测定系

列质量浓度的标准溶液的吸光度$以吸光度"(#为

纵坐标$齐墩果酸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

曲线$拟合得到回归方程'(g"6"!3 A)#"6"3& %

"/

!

g"6++2 $#&

$6!6@B总三萜含量的测定及计算

参照文献($!)的方法$取 $6!6$ 试样$经显色反

应后$测定其吸光度$并通过标准曲线方程按式"$#计

算油茶籽油中总三萜的含量"以齐墩果酸计#&

)g

Bq1

$

<

!

q$"

A

q$""R "$#

式中')为样品中总三萜的含量!B为根据标准

曲线计算的质量浓度$

'

>9.b!1

$

为样品中总三萜经

乙醇提取后最终定容体积$.b!<

!

为样品质量$>&

>=结果与分析

!6$B单因素试验

!6$6$B乙醇体积分数的选择

在提取温度 &"p%提取时间 3" .0;%提取次数 !

次的条件下$考察乙醇体积分数对总三萜含量的影

响$结果见图 $&

图 <=乙醇体积分数对总三萜含量的影响

BB由图 $ 可知$总三萜含量随乙醇体积分数的升

高先增大后减小$当乙醇体积分数为 &"^时$总三

萜含量达到最大& 这可能是因为根据相似相溶原

理$低体积分数的乙醇溶液极性较大$更有利于极性

较大的三萜皂苷的提取$而高体积分数的乙醇溶液

极性低$更有利于弱极性的游离三萜类物质的提

取($@)

& 因此$选择最佳乙醇体积分数为 &"^&

!6$6!B提取温度的选择

在乙醇体积分数 &"^%提取时间 3" .0;%提取

次数 ! 次的条件下$考察提取温度对总三萜含量的

影响$结果见图 !&

图 >=提取温度对总三萜含量的影响

BB由图 ! 可知$总三萜含量随提取温度升高先增

加后降低$在提取温度为 &"p时$总三萜含量达到

最大& 这可能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

高$传质效率加快$有利于总三萜的提取$当温度继

续升高时$其他物质的溶解度加大$影响总三萜的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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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同时容易使总三萜结构发生变化$影响检测结

果($3)

& 因此$选择最佳提取温度为 &"p&

!6$6@B提取时间的选择

在乙醇体积分数 &"^%提取温度 &"p%提取次

数 ! 次的条件下$考察提取时间对总三萜含量的影

响$结果见图 @&

图 ?=提取时间对总三萜含量的影响

BB由图 @可知$总三萜含量随提取时间的延长先增

大后趋于平衡$在提取时间为 3" .0; 时$总三萜含量

达到最大& 这可能是由于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提取时

间的延长$有利于总三萜的溶出$而当提取时间继续

延长时$杂质溶出也会增加$从而影响总三萜的提取

效果($2)

& 因此$选择最佳提取时间为 3" .0;&

!6$63B提取次数的选择

在乙醇体积分数 &"^%提取温度 &"p%提取时

间 3" .0;条件下$考察提取次数对总三萜含量的影

响$结果见图 3&

图 @=提取次数对总三萜含量的影响

BB由图 3 可知$总三萜含量随提取次数的增加先

增大后趋于平衡$在提取次数为 @ 次时$总三萜含量

达到最大& 这是因为随着提取次数的增加$油茶籽

油中的总三萜含量不断减少$每次提取时总三萜在

提取溶剂和油茶籽油中建立新的溶解平衡$而当达

到一定提取次数时$总三萜溶出将达到最终平衡$不

再随提取次数的增加而增加($A)

& 综合考虑$选择最

佳提取次数为 @ 次&

!6!B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以总三萜含量为评价指

标$对乙醇体积分数%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和提取次数

进行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见

表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见表 !&

表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
(乙醇

体积分数9̂

C提取

温度9p

'提取

时间9.0;

c提取

次数"次#

$ %" %" @" !

! &" &" 3" @

@ +" +" 2" 3

表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试验号 ( C ' c 总三萜含量9̂

$ $ $ $ $ "62&

! $ ! ! ! "6%!

@ $ @ @ @ "6%@

3 ! $ ! @ "6%&

2 ! ! @ $ "6%&

A ! @ $ ! "6%A

% @ $ @ ! "6%A

& @ ! $ @ "6%&

+ @ @ ! $ "6%!

F

$

"6A& "6%$ "6%$ "6A+

F

!

"6%% "6%A "6%3 "6%2

F

@

"6%2 "6%3 "6%A "6%A

/ "6"+ "6"2 "6"2 "6"%

BB由表 !可知$各因素对总三萜含量的影响程度从

大到小依次为("乙醇体积分数# tc"提取次数# tC

"提取温度# g'"提取时间#$最佳提取工艺组合为

(

!

C

!

'

@

c

@

$即乙醇体积分数 &"^%提取温度 &"p%

提取时间 2" .0;%提取次数 3 次& 由于提取时间对

总三萜含量的影响较小$且在提取时间分别为 3"%

2" .0;条件下$F

!

和 F

@

相差不大$为缩短前处理时

间$选择提取时间为 3" .0;&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进

行 @ 次验证试验$测得油茶籽油中平均总三萜含量

为""6%& o"6"A#^&

?=结=论

通过单因素试验以及正交试验优化分光光度法

测定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的前处理方法& 结果发

现'各因素对油茶籽油中总三萜提取的影响程度从

大到小为乙醇体积分数t提取次数t提取温度g提

取时间!油茶籽油中总三萜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为乙

醇体积分数 &"^%提取温度 &"p%提取时间 3" .0;%

提取次数 3 次& 在最佳条件下提取$采用分光光度

法测得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为""6%& o"6"A#^&

分光光度法操作简便%快速$本文优化的样品前处理

方法$可用于油茶籽油中总三萜含量的测定&

参考文献!

($) 周激$吴雪辉6油茶综合利用开发前景(J)6中国农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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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对检测人员的负担$同时量化污水的臭味浓度$其

结果与E'#Dj*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同$可供污水处

理站人员初步判定污水异味程度& 虽受限于 E'#

Dj*软件内置数据库还不够完善$部分挥发性化合

物尚待鉴定$但E'#Dj*仍可应用于快速鉴定食用

油脂加工厂污水的挥发性化合物$并通过谱图对比%

指纹图谱和主成分分析$可以看到污水处理站 & 个

处理工序污水样品挥发性物质组成的差异$后续可

进一步探讨挥发性化合物的阈值$确立关键异味成

分并推测异味生成因素$制订出减少食用油脂加工

厂污水处理异味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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