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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以 2 5 %柠棣酸提取的 紫甘 薯 色素 为样品

,

通过紫外一可

见分光光度计检测研究 紫甘薯花 色普 快速检测 的方法
。

研究 了紫甘薯 色素检测 的最佳 p H
、

最大吸收波 长
、

吸光

度的线性 范围和漂白 剂的最佳用 量
,

得到最佳检测条件
。

结 果发现
,

紫甘 薯花 色普定量检测 的最佳 pH 为 3
,

最大

吸收 波长为 52 7 士1~
,

吸光 度线性 范 围在 0 2 ~2 乡
,

亚硫

酸钠 的 用 量控制在 0
.

3一。5 彭10 n 1L
。

关艘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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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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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是食品 中重要 的添加剂
,

鉴于合成色素

影响人体健康
,

而天然食用色素则具有安全无毒 的优

点
,

人们对天然绿色食 品的 渴求 日益强烈
,

现 已研制

开发出 的有萝 卜红
、

红 曲红
、

辣椒红和葡萄红等色

素
。

紫心甘薯是近年来国 内外新兴 的特种甘薯品种
,

所含花色贰类红色素与葡萄皮等原料相当
,

其稳定性

又优于葡萄皮和黑幕色素等
,

是一种重要的天然色素

源
,

在食品和医药等行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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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紫甘薯花色昔提取
、

纯化和功能性质的较多
,

而

对检测方法的研究较少
,

检测 的方法一般是延用其

他色素的 检测方法
,

由于影响花色昔显色的 因素很

多
,

建立紫甘薯花色昔 自己 的检测方法很有必要
。

1 实验原理

由于亚硫酸钠只对花色昔具有漂 白作用
,

对其

他非花色昔类物质 的吸光度值不会产生影响
,

以漂

白后 的样品作 为空 白
,

用紫外
一可见分光光度计对

紫甘薯花色昔进行检测
,

吸光度值 即为花色昔 的吸

光度
。

结果 以 色价计算 [2] : E l% Ic m 二A * V / W
,

式 中
,

E l% Ic m 表示色价 ;A 表示样 品 的吸光度
; V 表示最

终色素溶液的总体积
; W 表示 固体样 品的质量

。

并可

结合标准曲线法
,

以觉菜红为标准样
,

来计算样品的

相对含量 [2]
。

2 材料与方法

2
.

1 材料与设备

紫甘薯 由江西鹰潭紫甘薯色素厂提供
; 柠檬

酸
,

磷酸氢二钠
,

盐酸
,

氢氧化钠
,

亚硫酸钠
。

飞利浦 H R 17 O7 型捣碎机
,

B E CH MA N 公司 D C 一

64 0 紫外分光光度计
,

3 20
一
SP H 计

,

抽滤装置一套
。

2 2 花色昔的提取

经梁华正
,

徐琼 [3] 等 的研究表明
,

紫甘薯花色昔

在酸性条件下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
,

为在研究阶段花

色普稳定
,

选择在酸性条件下提取花色昔
,

本实验用

柠檬酸溶液进行提取 [4]
。

称取新鲜紫甘薯 20
.

飞
,

按 1 :

20 量取 4 0 0 m L 水
,

并加人 10 9 柠檬酸 (按 2. 5 %加人 )
,

一起放人捣碎机

中捣碎
。

在室温下提取 2 一 4 h
,

用 3 0 0 目的滤布过滤
,

然后用抽滤瓶抽滤样品
。

2 3 紫甘薯花色普定量分析 p H 的选择

p H 是影响花色昔最大 吸收峰和 吸光度 的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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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 出
,

随着 p H 的下降
,

紫甘薯吸光

度增加
,

即在 p H 为 1 时达到最大
。

从数据还可看出
,

在 p H 为 1
、

2
、

3 时
,

紫甘薯的花色昔吸光度接近
,

由

于没有扣除干扰的影响
,

需对其进一步确定
。

为进一步确定最佳测定 p H
,

对 p H 为 1
、

2
、

3 的

花色昔溶液进行漂 白
,

漂 白时间为 3 0 m in
,

图 1 为用

足量亚硫酸钠漂白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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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不 同
,

花色昔 的最 大吸收峰不

同
,

最大吸光度也不同
。

为 了确保相同浓度 的花色

昔具有相 同的吸光度
,

可在花色昔的吸光度达到最

大值时进行检测
。

本实验的 目的就是确定吸光度达

最大值 时的 p H
,

这样相同浓度的吸光度能同 时达到

最大
,

这点具有同一性
。

由于花色昔在酸性条件下较

稳定
, _

且吸光度随着酸性的增强而增大
,

即在酸性条

件下的吸光度大于在碱性条件下 的吸光度问
,

因此在

酸性范围 内确定 p H
。

分别取 I Om L 提取液于 7 个烧

杯中
,

用 0
.

lm ol 几 的盐酸和 o
.

lm ol / L 的氢氧化钠调

节 p H 至 l
、2 、

3
、

4
、

5
、

6
、7 ,

然后转移至 1 0 0 m L 的容量

瓶中
,

分别用 p H 为 1 、

2
、

3
、

东 5
、

6
、

7 的磷酸氢二钠
一

柠檬酸的缓冲溶液定容至 loo m L
。

待其平衡 2h
,

以蒸

馏水为空白样进行检测
。

在 4 0 0 一 6 O0 n m 的波长范围

内进行扫描
,

得到不同 p H 下的最大吸收波长和最大

吸收值
。

2 4 紫甘薯花色普定量分析测定波长的选择

在最佳 p H 下
,

用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4 0 0 一 6 0 On m 下进行光谱扫描
,

得到吸收光谱图
,

确定

最大的吸收波长
。

2. 5 紫甘薯花色普吸光度线性范围的确定

色素 的浓度是 影响光谱检测的 另 一重要 因素
,

分别取 2
、4 、

6
、

8
、 1 0

、

1 2
、

14
、

1 6
、

1 8
、

2 0
、

2 2 、

24
、

2 6
、

2 8
、

3 0 m L 于 15 9 烧杯中
,

用 0
.

lm o l/’L 的盐酸和 0
.

lm o l/’L

的氢氧化钠调节 p H 至最佳
,

然后转移至 loo m L 的

容量瓶 中并定容至 lo o n 1 L
。

空 白样的制备
:

分别从上述容量瓶中取 2 0 m L 样

品
,

加入足量 的亚硫酸钠
,

静置 3 0 m in 使花色昔完全

漂白
,

分别作为对应的空 白样
。

然后在上述波长下进行定点检测
,

最终确定吸

光度的线性范围
。

2 6 漂白剂用量的确定

以在线性关系 内最大浓度的紫甘薯色素作为样

品
,

称取 0. 3
、

0. 4
、

0. 5
、

0. 6
、

0. 7 9 的亚硫酸钠
,

分别对
I Om L 紫甘薯花色昔溶液进行漂白

,

确定漂白最佳效

果的亚硫酸钠 的用量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紫甘薯色素定量分析 p日的选择

相同浓度 的紫甘薯花色昔在不 同 p H 下的吸收

情况见表 1
。

表 1 pH 对紫甘薯色素吸光度和最大吸收波长的影响

pH 吸收峰波长 (
n m ) 吸光度 (A )

1 524 土1 1
.

7 67 1 1

2 525 士1 1
.

62 47 3

3 5 27士 1 1
.

64 84 1

4 5 3 1士1 1
.

13 687

5 5 38士 1 0
.

60 843

6 54 1士 1 0
.

484 11

7 54 3土 1 0
.

58 34 2

5 2 0 5 3 0

波长 ( n m )
5 4 0 55 0

0 0 9 2

0
.

0 9 0

0
.

0 8 8

0
.

0 8 4

0乃8 2

0
一

08 0

5 2 0 5 30 5 4 0 5 50

波长 ( n m )

仓06 8

0
.

0 6 6

0 0 6 4

0
.

0 6 2

侧来督

0
.

0 6 0

0
.

0 5 8

0. 05 6 书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5 10 5 2 0 5 3 0 5 4 0 5 50

波长 ( n m )

图 1 亚硫酸钠对 p H 为 1
、

2
、

3 的花色昔溶液的漂白效果

从 图 1 可看出
,
p H 为 1 和 2 时

,

吸光度下降曲

线呈弧线
,

表明漂 白不彻底
,

不能作为测定的空白

值
; 而 p H 为 3 的漂 白曲线为直线下降

,

漂白效果好
。

因此
,

最佳检测 p H 为 3
,

检测的 p H 确定为 3
。

3. 2 紫甘薯色素在 p日3 下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图 2 为在 p H = 3 下
,

在 4 0 0 一6 0 0 n m 进行紫外可

见分光扫描的光谱图
。

从图 2 可看出
,

在 p H 二 3 时
,

紫甘薯花色昔的最

大吸收波长为 5 2 7 士 I n m
。

嘿弊嘛丽
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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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 ( n m )

0 3 0 沸 0 5 0
.

6

亚硫酸钠 ( g / 10 m L )

图 2 紫甘薯色素在 p H = 3 时的可见吸收光谱

3. 3 紫甘薯花色昔吸光度线性范围

图 3 为不同浓度紫甘薯色素的吸光度
。

4
.

0 ,

图 4 漂白剂用量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0
.

3 一0. 5盯 lo m L 的范围内最佳
。

4 结论

紫甘薯花色昔检测 的 P H 为 3 ; 在 p H = 3 时
,

紫甘

薯花色昔最大吸收波长为 5 2 7 士 I n m ; 紫甘薯花色昔

在吸光度小 于 2. 9 时具有线性关系
,

吸光度在 0. 2 一

2. 9 为紫甘薯花色昔较好 的检测范围
; 漂 白剂亚硫酸

钠的用量控制在 0
.

3 一0. 5留IO m L 为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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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紫甘薯色素浓度对线性关系的影响

从图 3 可看 出
,

在浓度小于 2 2%
,

吸光度小于

2. 9 时
,

花色昔浓度与吸光度具有线性关 系
,

即 吸光

度的大小与花色昔的浓度成正比
。

由于吸光度太小
,

检测 的误差会加大
,

应大于 0. 2 ,

因此紫甘薯色素吸

光度检测范围为 0. 2 一2. 9
。

3. 4 漂白剂用量的确定

由 图 4 可知
,

亚硫酸钠不同 的用量对漂 白效果

有一定 的影响
,

但影响不大
,

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为

0. 0 5 7 3
,

而此时花色昔的 吸光度为 2. 9 7 8 4 8
,

误差为
1

.

9%
,

在误差允许范围 内
,

即 0. 3酬 IO m L 的用量 即可

达到较好的漂 白效果
,

因此亚硫酸钠的用量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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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通过对体系条件的改变
,

优化 了检测 0 2一

和
·

O H 的化学发光体系
,

此方法步骤少
、

操作简单
、

反应快
、

测定 时间短
,

因此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为抗

氧化剂 的评价和筛选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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