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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食用植物色素——栀花黄的研究①

郑惠兰 唐寿贤 罗明贤 陶娅楠 陶国达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云南勐腊 GG6303)

李朝明 陈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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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要 栀花黄色紊系由茜草科植物黄栀承 c口 rde刀讪s。 o饣epe乃se Hutch。 )的黄花提制而得,有香
味,命名为栀花黄色紊。该色紊对光、热稳定;对蔗糖、食盐、钙等多种介质稳定;PH3-8色调不变。
色价 E:挣〓gs2∝亻00nm)。 黄栀子每株产干花 z-5公斤。干花提色素得率 I8-30%。 食用安全无毒,可
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饮料、低度酒、果脯、蜜饯、冷制品、米制品的着色。色素成分为藏红花酸,7、
〃 一二羟基黄酮。

关键词 天然食用植物色素;栀花黄色素;oD值(光密度);食品添加剂

STUDIEs oN A FooD PIGMENT FRoM GARDENIA sooTEPENsE

zheng】HuⅡan,Tang sh°uⅡan,Luo Min8珀 an, Tao Yanan and Tao Gu° da

(Xishuangbanna TrapjcaI B° tanic Garden,Chinese Academy° f sciences,

卜刂engIa Yunnan666803)

Li Chaoming Chen si莎ng

(Kunming Institute ofBotany,Chine$e Academia of sinjca,Kunming65o20亻
)

AbstraCt  A food pigment was obtained from Gardenia sootepen“
s(Rubiaceae)co1Iected in

Xishuabanna of the Yunnan province,a PIant endeΠ
】ic to china. this pigment wa$ named as

″Gardenin yelI° w″。The ⅡeIds of G。 so° tepenσs⒉-5Kg dry Ⅱ°wer/pIant/Yr。 The extracting rate
of″Gardenin yeIlow″ were25-30%for dry Ⅱ°wer.The"gmeng posmss邙 a good perfume and a
strong abJIity° F coIouring,E⒙静=953&犭 00nm)The prindpal p圯 ment∞ nstituen“ are crocetJn and
7,4′  -dihydroxyˉⅡavone。                                                        `

The resuIts °fs° IubiⅡ ty,c°Iour reaction9stabiIity and $afety tests showde that ″Gard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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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ⅡQW″ Could be used as desirable rnateriaI to produce beverage,、 ǐne,riCe food,pastry and Candied

fruit et al。

The generaI″Gardenia pigment′′was obtained from fruits of G.jasminoides with White Hower

and no perfume.

Key words  natural edibIe vegetabIe pigment;″ gardenin yeIIo、 v′
′pigment;opiCaI density;￡ ood

additive。

一、黄栀子的植物学特性及资源分布

黄栀子
⑴ (cc记εm切 ∞o诊 epε mse HutCh。 )系茜草科植物,乔木,高 ⒌ 10米 ;花为高

蝶脚状 ,长 5厘米 ,单生于叶腋和小枝顶端 ,花冠大 ,直径约 G-8厘米 ,初花为乳黄

色 ,后变为黄色 ,富含黄色素,花极香。花期 ⒊6月 ,盛花期 4月 ;开花季节 ,黄花凋

落,拾捡晒干即可提色素,因花大收集容易,初步测产单株产干花 5公斤左右。果熟期

12月 ,果实可食。野生于向阳坡中山次生阔叶林中。可人工栽培 ,⒊ 4年生树可开花。

野生分布于西双版纳。

二、色素的提取及其主要成分

方法一 :以水作溶剂,干花
一

水煮艹过滤→浓缩艹干燥→粉状物。色素得率为 30%

左右,具吸湿性 ,干燥保存。使用时溶于水,滤纸过滤即可,色液清亮。

方法二:以乙醇作溶剂。将乙醇入干花浸泡,过滤,反复数次至基本提尽,回收乙醇

而得到稠浓浸膏。得率为 12-18%。 该产品极纯,易溶于乙醇且清亮极其透明。

主要的色素成分 :据昆明植物研究所梁惠玲等研究
∈2〕 ,黄栀子的花主要色素成分为

藏红花酸,其次是 7,〃 一二羟基黄酮。其结构式如下 :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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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素性能

1· 色素的PH效应及最大吸收峰
本试验用磷酸氢二钠一柠檬酸缓冲液配成含色素量为 0。 Os%的不同 PH(3,亻 ,5,697,8)的色素溶液,于室温下用 ″1型分光光度计,在波长 3gO~49onm区域内测定其光密
螂

oD值9,结果见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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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素性能

1· 色素的PH效应及最大吸收峰
本试验用磷酸氢二钠-柠檬酸缓冲液配成含色素量为 0。 Os%的不同 PH(3,犭 ,5,,8)的 色 素 溶 洧 。 艹 索 诅 π  ni9o.珈

^ψ
u.亠 ¨¨ ω 的色素溶液,于室温下用 叨 型分光光蜃军篇

¨ 猢 dxlnJ PHC⒒ ⒍

光密毖 oD值,,结桑甲囫~ 一          吏长 sgO~490nm区域内测定其光密
螂

oD值 9,结果见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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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该色素的最大吸收峰随 PH变化略有差别,PH⒊ 7最大吸收峰波
长为 ddOnm,PH8时 最大吸收峰波长往短波方向移动 ,为 430nm。 吸收强度即高峰(oD值)则随 PH的增高而增高。

目观察,PH⒊ 8色调不变均为黄色 ,但随 PH增高略略有加深。说明该色素对 PH
适应范围较宽。

2· 栀花黄与淀粉、蔗糖、NacI,cacI2,柠檬酸和 AIcl弓 等介质的效应
本试验先用蒸馏水配制含色素量为 0.Os%的色素溶液,每份量取 100亳升,分别作

为对照和添加不同数量的蔗糖等介质,在波长为 亻亻Onm处测定各供试溶液的 oD值(光
密度)。

从试验结果看出,添加蔗糖 ,浓度从 5%-亻0%,oD值无变化 ;目观测颜色与对照
一致。添加食盐的浓度从 0.0Os-l。 0克分子,oD值与对照微微高,但不同浓度的食盐
oD值无变化;目观察对照与加食盐颜色无变化。添加淀粉的浓度从 0.5%-1.0%,(淀粉
溶解度,随浓度升高而降低)oD值基本与对照一致;目观察与对照一致颜色无变化。添
加 cac杨 的浓度从 0.00Os-0。 Os克分子,oD值比对照稍高,且随浓度的增高而增高;目
观察与对照颜色差别不明显,用该色素于含钙食品,最好在 0.01M浓度以下。添加柠檬
酸的浓度从 0.01%-0.05%,oD值 比对照略低,不同浓度的柠檬酸 oD值变化极微;目
观察,颜色无明显变化,证明该色素可用于酸性食品。添加 Ac、 于栀花黄色液中,(见
图三)

图 3 栀花黄与 A℃、吸收光谱
Fig。 3 Absorption spectruFn of AlC13and CI’ 日T饣 cmJ尼 σcJFo钇 ,

从图三看出,Ac13添加于栀花黄色素液,低浓度时oD值与对照差别极小,浓度加
大到 0.05M时 oD值迅速升高。目观察,添加低浓度的 A℃、颜色与对照-致 ,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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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加大,黄色微微变浅,仍为黄色。表明栀花黄与一般铝制品如铝锅等接触,对颜色影
响不大。

从以上资料看出,栀花黄色素对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接触到的糖、食盐、钙、酸、淀
粉及铝锅等,性能稳定,相互无不良影响。  `

5· 耐热试验

本试验称取 0.Os克栀花黄色素溶于 100ml水 中配制成浓度为 0.Os%的 黄色液体,于
lOOC水溶内加热,为防止水分蒸发,加冷凝管。分别于热前和加热后一小时、二小时于
波长 440处测定其 oD值 ,见图四

絷目刂     f     2    J

图犭 栀花黄加热的吸收光谱
Fig。 4  Absorption spectrurn when G’ ctdc冗 j叼

〃
j''oQtl Heated

从图四可见,加热后一小时,oD值略有下降但很微小,加热两小时后 oD值比对照
提高。目观察,加热一小时颜色与对照一致,加热两小时颜色微微有加深,但没有出现褐
变和沉淀,说明栀花黄色素耐热性较好。

4· 耐日哂试验

本试验以水作溶剂 ,配制含色素为 0.Os%申色素液,一组于强日光下暴陬 测试液
装于三角瓶放置于 40-47C的水泥地板上),另一组于室内避光保存。两组同时取样于波
长 dd0处测定其 oD值。见图五

叛有波动,与对照相比较 ,变化不大。目观

蝥:   虏鲧氍赢量
勺阳光下,两小时后开始退色 ,亻 小时颜色全
其耐光性在天然色素中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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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加大,黄色微微变浅,仍为黄色。表明栀花黄与一般铝制品如铝锅等接触,对颜色影

响不大。

从以上资料看出,栀花黄色素对在使用过程中有可能接触到的糖、食盐、钙、酸、淀

粉及铝锅等,性能稳定,相互无不良影响。  `
5· 耐热试验

本试验称取 0.Os克栀花黄色素溶于 100ml水中配制成浓度为 0.Os%的 黄色液体,于
10OC水溶内加热 ,为防止水分蒸发,加冷凝管。分别于热前和加热后一小时、二小时于

波长 440处测定其 oD值 ,见图四

图4 栀花黄加热的吸收光谱
Fig。 4 Absorpσ on speCtrum when G’ σr饣 t,冗 J饣 〃

j''ov Heated

从图四可见,加热后一小时,°D值略有下降但很微小,加热两小时后 oD值比对照
提高。目观察 ,加热一小时颜色与对照一致,加热两小时颜色微微有加深,但没有出现褐
变和沉淀,说明栀花黄色素耐热眭较好。

4◆ 耐日晒试验

本试验以水作溶剂 ,配制含色素为 0.Os%中色素液,一组于强日光下暴陬 测试液
装于三角瓶放置于 40-47C的水泥地板上),另一组于室内避光保存。两组同时取样于波
长 440处测定其 oD值。见图五

从图五表明,日 晒 ″ 小时,oD值虽微有波动,与对照相比较 ,变化不大。目观
察,日 晒 ⒛ 小时后出现褐变 ,并有少许沉淀产生。避光倮存的色液,经 ″ 小时,oD值
仅相差 0.018,变化很微小,目观察颜色没有差别,仍为透明黄色液体。一般情况天然色
素耐光性都较差 ,如玫瑰茄色素在西双版纳的阳光下,两小时后开始退色 ,犭 小时颜色全
部褪尽,而栀花黄能耐受 ⒛ 小时的强日光,其耐光性在天然色素中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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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栀花黄色素的安全性试验

该色素的 LD50及亚急性毒性试验,由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王婉瑜、熊郁良教授等
协作完成,由 于有专题研究报告 ,实验过程从略。根据实验结果 LD50为 ⒛.zz克 /公
斤,与国内夕卜现有用于食品色素相比毒性非常低。以合成色素日落粼 sunsetye№w)为
例其 LD50为 2.⒅ 克/公斤,相比之下,栀花黄色素的安全系数大 10倍以上。亚急性毒
性测定结果:对血象、骨髓象无影响外,尚有增加红细胞、血色素及骨髓红细胞系统增生
活跃作用,因此长期食用该产品对促进骨髓机能造血机能活跃和贫血病人可能有好处。对
肝肾功能无明显影响。

该色素的诱变性检测由云南省卫生监督检验所郑文康主管技师等人检测,其结果都呈
阴性,并有重现性,证明该色素无诱变性。

该色素的食品检验报告由云南省思茅地区卫生防疫站白丹等人完成。检查结果,砷、
铅未检出,铜 7.8mg/公斤。

、

五、栀花黄的使用试验

本试验委托昆明市糖果糕点食品应用技术研究所王安邦工程师等完成,结果如下 :

1.果味型饮料着色 :选用雪梨饮料着色,一般果味饮料都具有酸性条件,在此条件
下,栀花黄色素旱现出人们乐于接受的颜色,由此可见色素在果味型(或果汁型)饮料中
作天然色素使用是可行的。

2.配制酒着色:试验结果呈色清亮、明快、着色效果最佳。
3· 果脯蜜饯着色:用栀花黄作土瓜脯着色剂,结果是使土瓜脯由白色变黄,使产品商

品化起到良好的效果。

经以上试验证明,栀花黄色素染色力强,扩散性好、色泽鲜艳,可广泛用于果露酒、
果味型(或果汁型)饮料、果脯、蜜饯等食品着色。

六、栀花黄色素的发展前景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该色素稳定性好,色液清亮透明,着色力强、食用安全无毒 ,

并有保健作用。栀花黄色素的原料植物黄栀子,人工繁殖及栽培容易,树型美观,开花
多,花大极香;栽培三年开花,可作为庭院绿化树种;成片栽培既美化了环境,又解决了
提取食品色素的原料。综上所述,栀花黄色素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我国已批准使用的栀子色素,是由开白花的栀子花Pσ 9,dc冗 汩户跏 J刀 o记cs(L"n.)
EⅡ【1的果实提取

〔3J,色
素无香味。其色素成分及最大吸收波长均与栀花黄色素基本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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