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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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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饭果花色苷是一种天然色素，具有抗氧化、抗炎、抗癌等多种生物活性，在食品、医药等领域具有
广泛应用前景。

复合酶法是一种新兴的提取方法，具有条件温和、提取效率高、环保等优点，在乌饭果花色苷的提取中
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目前，乌饭果花色苷的提取方法主要包括溶剂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微波辅助提取法等，但这些
方法存在提取效率低、溶剂残留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取工艺。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外学者对乌饭果花色苷的提取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取

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提取效率低、溶剂残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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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复合酶法在天然产物提取领域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

已有一些研究报道了复合酶法在乌饭果花色苷提取中的应用，

但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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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复合酶法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在乌饭果花

色苷提取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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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优化乌饭果花色苷复合酶法提取工

艺，提高提取效率，降低溶剂残留，并探讨其抗氧化活性。

研究内容

筛选适合乌饭果花色苷提取的复合酶种类及配比；

优化复合酶法提取工艺参数，如酶解时间、温度、pH等；

比较不同提取方法的提取效率及溶剂残留情况；

评价乌饭果花色苷的抗氧化活性。

研究目的和内容



乌饭果花色苷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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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饭果来源

乌饭果，又称黑饭果，是杜鹃花科越桔属常绿灌木或小乔
木植物乌饭树的成熟果实。

分布与生长环境

乌饭果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多生于山坡林缘或
灌木丛中。

药用与食用价值

乌饭果具有滋肾、健胃、补血等功效，民间常用于治疗肾
虚腰痛、贫血头晕、神经衰弱等病症。同时，乌饭果也是
一种营养丰富的野生水果，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
矿物质和维生素等。

乌饭果简介



要点三

花色苷结构

花色苷是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

溶性色素，属于黄酮类化合物。其基

本结构包括一个苯并吡喃阳离子（发

色团）和一个或多个葡萄糖等糖基

（助色团）。

要点一 要点二

理化性质

花色苷具有多种理化性质，如溶解性、

色泽、稳定性等。其色泽随pH值变

化而变化，在酸性条件下呈红色，中

性条件下呈紫色，碱性条件下呈蓝色。

此外，花色苷还具有光敏性、热敏性

和氧化还原性等。

生物活性

花色苷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抗氧化、

抗炎、抗肿瘤、降血糖、降血脂等。

其中，抗氧化活性是花色苷最为突出

的生物活性之一。

要点三

花色苷结构与性质



乌饭果花色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对机体的损伤。研究表明，乌

饭果花色苷的抗氧化活性与其结构中的酚羟基数量和位置密切相关。

抗氧化活性

乌饭果花色苷的抗氧化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清除自由基；抑制自由基的产生；激活机体内的抗氧化

酶系统；螯合金属离子等。通过这些机制，乌饭果花色苷可以有效地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反应的损伤。

抗氧化机理

抗氧化活性及机理



复合酶法提取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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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酶种类选择

02
酶配比优化

根据乌饭果花色苷的结构特点，选择适合的酶种类，如纤维素酶、果

胶酶等，以破坏细胞壁结构，促进花色苷的释放。

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交试验等方法，确定各种酶的最佳配比，以获得

最高的花色苷提取率。

酶种类选择与配比优化



温度
研究不同温度对复合酶活性和花色

苷提取率的影响，确定最佳提取温

度。

时间
考察不同提取时间对花色苷提取率

的影响，确定最佳提取时间。

料液比
研究不同料液比对花色苷提取率的

影响，确定最佳料液比。

pH值
考察不同pH值对复合酶活性和花色

苷提取率的影响，确定最佳pH值。

提取条件优化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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