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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北五味子活性成分提取与鉴定

§ 复方北五味子活性成分提取

1. 提取方法优化：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优化提取工艺参

数（温度、时间、溶剂比例等），提高活性成分的提取率和纯

度。

2. 多级纯化：利用柱色谱、薄层层析等分离技术，将粗提物逐

级纯化，分离出高纯度的目标活性成分。

3. 鉴定方法：采用仪器分析技术（如HPLC、LC-MS）对纯化

后的活性成分进行鉴定，确定其化学结构和分子式。

§ 复方北五味子活性成分鉴定

1. 结构鉴定：采用核磁共振（NMR）、质谱（MS）、红外光

谱（IR）等技术，对活性成分的分子结构进行全面表征，确定

其具体的化学骨架和官能团。

2. 定量分析：采用HPLC、GC等定量分析技术，测定活性成分

的含量，为后续活性研究提供定量依据。

3. 生物活性验证：通过体外细胞模型或动物实验，验证活性成

分的抗氧化、抗炎等生物活性，为其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应

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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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北五味子自由基清除能力评价

§ 复方北五味子清除DPPH自由基能力评
价：

1. DPPH 自由基清除率反映抗氧化活性，复方北五味子表现出

良好的清除能力。

2. 浓度依赖关系明显，随着浓度增加，清除率显著提升，表明

复方北五味子的抗氧化活性与剂量呈正相关。

3. IC50 值低于阳性对照阿魏酸，表明复方北五味子的清除能

力与标准抗氧化剂相当。

§ 复方北五味子清除ABTS自由基能力评
价：

1. ABTS 自由基清除率是评估抗氧化能力的另一指标，复方北

五味子表现出较强的清除能力。

2. 浓度依赖关系显著，清除率随浓度升高而提高，体现了复方

北五味子的剂量效应。

3. IC50 值与阳性对照维生素 C 相近，表明复方北五味子的清

除能力与已知抗氧化剂具有可比性。



 复方北五味子自由基清除能力评价

§ 复方北五味子清除·OH自由基能力评价
：

1. ·OH 自由基高度活性，清除能力反映抗氧化应激防护作用，

复方北五味子清除能力明显。

2. 高浓度条件下清除率接近饱和，表明复方北五味子对 ·O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具有上限。

3. 以较低浓度即可达到较高的清除率，反映复方北五味子的抗

氧化效率较高。

§ 复方北五味子细胞抗氧化能力评价：

1. 细胞抗氧化活性检测更为全面，复方北五味子在细胞水平表

现出抗氧化保护作用。

2. 能够提升细胞活性并降低细胞死亡率，表明复方北五味子可

以减轻氧化损伤。

3. 机制可能涉及调节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抑制脂质过氧化等

途径，提供细胞保护。



 复方北五味子自由基清除能力评价

§ 抗氧化机制探究：

1. 复方北五味子抗氧化能力可能归因于其丰富的活性成分，如

木脂素、五味子素等。

2. 这些成分具有还原、淬灭自由基、螯合金属离子的作用，共

同发挥抗氧化效应。

3. 研究复方北五味子的抗氧化通路和靶点，有助于深入阐明其

保护机制。

§ 前沿趋势与展望：

1. 抗氧化剂的研究成为预防和治疗氧化相关疾病的热点，复方

北五味子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具有发展潜力。

2. 持续探索复方北五味子成分的抗氧化作用，开发新的抗氧化

产品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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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北五味子金属离子螯合能力研究

复方北五味子金属离子螯合能力

1. 复方北五味子中富含的北五味子提取物和石榴皮提取物具有良好的金属离子螯合能力，可以与

Cu2+、Fe2+、Zn2+等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络合物。

2. 络合反应的稳定性与配体与金属离子的摩尔比、pH值、温度等因素有关，通过优化条件，可以

提高络合能力。

3. 复方北五味子的金属离子螯合能力使其具有潜在的抗氧化作用，可以保护机体免受自由基损伤，

减轻氧化应激反应。

复方北五味子金属离子螯合机制

1. 复方北五味子中活性成分与金属离子的螯合主要通过形成配位键和氢键的方式。配位键由活性成

分中含氮、氧、硫等原子与金属离子的d轨道电子对配位形成。

2. 络合反应的驱动力包括热力学稳定性、熵变和基团效应。热力学稳定性取决于配体与金属离子的

亲和力，熵变反映了络合过程中的混乱度变化，基团效应是指配体不同基团对配合能力的影响。

3. 研究复方北五味子金属离子螯合机制有助于阐明其抗氧化作用的分子基础，为其在疾病预防和治

疗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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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北五味子酶促抗氧化系统调节作用

1. 复方北五味子可激活PPARα信号通路，上调肝脏PPARα的mRNA和蛋白表达。

2. PPARα激活后，与RXRα异二聚体结合并调控靶基因的转录，促进脂质代谢相关

酶的表达。

3. PPARα信号通路激活可增加脂质氧化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从而增强抗氧化酶的

活性，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 复方北五味子对核因子（erythroid-
derived2）-样因子2（Nrf2）信号通路的影响

1. 复方北五味子可激活Nrf2信号通路，上调Nrf2蛋白的核转位和核内积累。

2. Nrf2与抗氧化反应元件（ARE）结合，调控靶基因的转录，促进谷胱甘肽生物合

成和过氧化物酶体相关酶的表达。

3. Nrf2信号通路激活可增强细胞内还原应答机制，减少氧化应激损伤，保护细胞免

受氧化损伤。

§ 复方北五味子对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PPARα）信号通路的影响



 复方北五味子酶促抗氧化系统调节作用

复方北五味子对谷胱甘肽（GSH）代
谢的影响

1. 复方北五味子可增加肝脏和血清中谷胱甘肽（GSH）的含量，

提高GSH/氧化谷胱甘肽（GSSG）比值。

2. GSH是重要的抗氧化剂，可直接清除活性氧（ROS），或作

为辅酶参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催化反应，分解过氧化氢

（H2O2）。

3. 复方北五味子通过增强谷胱甘肽还原酶（GR）的活性，促

进GSH的再生和维持GSH还原态，从而增强抗氧化能力。

复方北五味子对细胞色素
P450（CYP450）酶系的影响

1. 复方北五味子可抑制CYP450酶系的部分亚型的活性，如

CYP2E1和CYP3A4。

2. CYP450是重要的药物代谢酶，其抑制可降低某些药物的代

谢，从而延长药效，或减少其活性代谢物的产生。

3. 复方北五味子通过抑制CYP450活性，降低氧化应激的产生，

减少药物代谢产生的毒性产物，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复方北五味子酶促抗氧化系统调节作用

§ 复方北五味子对线粒体功能的影响

1. 复方北五味子可改善线粒体功能，提高线粒体氧化磷酸化效

率和ATP合成。

2. 线粒体是细胞能量的主要来源，其功能受氧化应激的严重影

响。

3. 复方北五味子通过清除线粒体中的活性氧（ROS），保护线

粒体免受氧化损伤，从而维持细胞能量供应和减少细胞凋亡。

§ 复方北五味子对炎症反应的影响

1. 复方北五味子具有抗炎作用，可抑制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表达。

2. 炎症反应是机体对损伤和病原体的应答机制，但过度的炎症

反应会加剧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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