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有希望的天然食用植物色素

唐寿贤

密花黄色素
‘

郑惠兰 陶娅楠 陶 国达 李朝明

(中国科 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

一
、

蜜花黄色素的来源及民间应用基础

蜜花黄系由密蒙花 (B u d d le ia o ffie in : 115 M a x
.

) 的花中提取而得
。

蜜蒙花具有特别的蜜香味
。

在云南省滇南地区
,

汉族
、

傣族
、

瑶族
、

饮洛族
、

爱泥族等

普遍用于染糯米饭
。

在西双版纳地区的许多集市上经常有金黄色蜜香味的糯米饭上市
,

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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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欢迎
,

红
、

蓝
、

黑

它就是用密蒙花染制而成
。

西双版纳瑶族每年过传统节日
“
三月三

” ,

习
‘

!贯染制
、

自五 色糯米饭欢度节日
,

其中黄色糯水饭就是用密蒙制成的
。

每年春天
,

密蒙花开花时
,

农民们将其花折回家
,

风干密蒙花浸泡于冷水中
,

待色素浸出后
,

捞去残渣
,

日将色液滤去
,

将糯米蒸熟
,

即可上市和食用
。

插于草房屋缘下风干待用
。

染饭时将

将糯米泡入 色素液中
,

浸泡一夜
,

次

密花黄色素具有广泛的民间使用基础

二
、

密蒙花的植物学特征及资源分布

密蒙花又名蒙花
,

米汤花
,

染饭花
、

,

是一种值得开发的天然食用植物色素
。

羊耳花
、

酒药花等
,

属马钱科醉鱼草属植物
。

密蒙花为直立灌木
,

高 1 一 3 米
,

小枝略呈四棱形
,

密被灰 白色星状毛
。

叶纸质
,

基部

楔形
,

叶面被疏星状毛
, 叶背特密

,

灰白色
。

圆锥聚伞花序尖塔形生于较长的叶枝顶端
,

疏

散
,

密被灰 白色柔毛
; 花近无柄

,

黄白色
,

芳香
;

部疏生茸毛
;
雄蕊着生花冠管中部

,

花药长圆形
,

花警外面被密毛
,

裂片三角形 ; 花冠管内

顶端钝
,

基部耳状
; 子房长圆形

,

密被柔

毛 ; 花柱无毛
,

棒状
。

花期 1 一 3 月
,

毫米
,

4 一 5 月成熟
,

着果率低
。

花多
,

且集中容易采收
。

果为葫果
、

卵圆形
,

长约 5

云南省许多地区有分布
,

生长于海拔7 00 一 28 0 0米山坡
,

河边
,

溪沟疏林中
。

我国陕西
、

甘肃
、

湖北
、

广东
、

广 西
、

四川
、

贵州等省均有分布 ” 〕 。

三
、

密蒙花的主要化学成分
‘“ 二 ’“ ’

密蒙花的主要 色素化学成份为蒙花贰 (刺槐素一 7 一 芦丁糖试 ) 及其试元
,

刺槐素又名

金合欢素 ( 5
、

7 一二经基一 4, 甲氧 基黄酮 )
。

一‘只艺
_

勺 以 p

一
)

日

诊拼 球沂洲
H牛一r H g

、

打叮 日

OH O日 日 。竹

0 日e

蒙 花 试

O卜!之

四
、

密花黄色素的提取及其性能初探

落
、
密花黄的提取

:

根据屠间应用基础和本着降低成本的要求
,

最好用水作溶剂提取色

素
,

也可用乙醇提取
。

以风干花为原料
,

用水或乙醇浸泡
,

反复提取
,

将提取液合并
、

过滤
、

浓缩蒸干
,

研细成粉状包装
。

风干花色素得率 为 2 2
.

5启 33
.

25 %
。

第一 次 提 取 占 总 得 率的

5 2
。

6 %
,

一

第二次占胡
。

8 %
,

第三次占12 %
,

、

。

第四次占4 ,

5 %
,

故以提取 3 次为宜
。 。



2
.

密花黄色素的p H 效应
:

以柠檬酸一磷酸氢二钠作缓冲液
,

配制 含色素为。
。

05 % 的色

液
,

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测光密度 (O D 值)
, p H 3 一 7 时最大吸收峰为 4 40 m n ,

吸 收 强度

变化不大
。

p H S 时最大吸收峰波长移至4 20 n m
,

吸收强度随之显著增高 (图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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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密蒙花色素的p H效应

目测情况基本一致
,

p H 3 ~ 7 黄色微浅
, p H S 时

,

黄 色微深
。

说明该色素在p H 3一 7

范围内颜色变化不大
,

很稳定
。

3 : 强日光照晒对密蒙花色素的影响

本试验以柠檬酸一磷酸氢二钠作缓冲液
,

配制含色素为0. 05 % 的色 素 液
,

用7 21 分光光

度计于波长4 40 n m 处测其光密度值 (O D 值 )
,

然后将样品放置于水泥地板以强 日光 照晒
,

地面温度 30 ~ 45 ℃
,

其结果见表一
。

表 1 强日光照晒对色案的影晌 (O 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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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

该色素溶液的耐光与色素溶液的p H 关系密切
,

其变化随p H 增大而增

强
, p H 3 一 5 时

一

,

经 1只小时强 日照
,

色素溶液的光密度显著降低
。

p H 6 一 8 时光密度变化

较小
。

目观测也基本一致
,

日晒 1 8小时后
, 酸性条件下p H 3 一 4 退色多

,

为淡黄色
,

p H S

一 6 为浅黄色
, p H 7 时和 日照前基本一致

,

较稳定
,

p H 3 时颜色微有加深
。

实验观察结果

证明
,

密花黄色素对光的稳定性较好
,

但必须选择适宜的p H值
,

以中性条件下 最 稳定
,

弱

酸弱碱条件下亦可使用
,

酸性条件下稳定性较差
。

4
.

密花黄色素的热稳定性
:

以一般饮用水配制成浓度为 0
.

肠% 色素液
,

用p H试纸检验p H 二 7
。

将色素液装入三角

瓶
,

为不改变色素液的浓度
,

瓶口 加冷疑管
。

将三角瓶置于水浴锅加热至沸腾(98 一 10 0℃ )

时开始计算加热时间
,

每隔 1 小时取色素液于72 1型分光光度计 波 长为4 4 On m 处测定光密度

(O D 值)
。

同时以市信的玫瑰茄色素和红花黄色素作对照 (各种色素均选用最佳p H 值条件

及波长 )
,

其结果见表二
。

密 花 黄 的 热 稳 定 性 测 定

早丈之
\\\

名 称 黄色素 ⋯
玫瑰茄红色素

2’(11s3一一一.
\

、

\
_ _ 久 一

加热时间 O”
一

\\\\ 一 二 42 0

加 热 前

加热一小 时

加热二小 时

几= 4 2 0 一

0
。

6 9 0 }

。
·

7 9“

1

1 0 0

9 3 9

8 2 0 7 8 5

经 目观察
,

加热 1 小时
,

两种黄色素变化不大
,

与加热前的颜色 基本一 致
。

加 热 2 小

时
,

密花黄色素和红花黄色素颜色仍无大变化
,

微有沉淀产生
,

玫瑰茄色素颜色变化很大
,

由玫瑰色变为浅红色
。

从实验结果看出密花黄色素对热稳定性较好
,

和已批准使用的红花黄

色素基本一致
。

五
、

密花黄色素的应用前景

我国云南民间普遍用密蒙花泡水代茶饮用和染饭食用
,

食后清凉润口
,

具有蜜香味
,

给

人以舒畅的感觉
,

倍受人们的喜爱
。

密蒙花分布广
,

资源量较大
;
栽培容易

,

种子繁殖三年

即可开花
,

开花量大
,

成龄树株产干花可达 5 公斤以上 ; 色素成分含量高
,

提取方便
,

成本

较低
,

这都将有利于该色素的开发利用
。

密花黄色素的色泽鲜艳悦目
,

着色力强
,

理化性能稳定
,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天然食

用植物色素
,

有待于加强开发利角研究
,

进行毒理试验
,

中间放大生产
,

人工繁殖栽培以及

使用试验的研究
,

尽快使之成为合格的食品添加剂
,

丰富天然食用色素的种类
,

以期在地方

民族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



我国枣树资源及其化学成分

王 成 张秀珍

(山 西省药物研究所)

一
、

我国枣树资源简况

我国是全世界最早栽培枣树的国家
。

早在 3千 ~ 4千年前
,

我们的祖先就将枣树这种神奇

的植物种植于果园内
。

在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 《诗经》里
,

就有关于培养枣树的记载
,

歌 曰
:

“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 。

全世界只有我国拥有大而积经济栽培的优良 品 种 的 枣树
。

因

而
,

枣树是我国重要 的特产经济果树
。

枣树在我国的分布极广
,

北起内蒙
,

南至两广
,

西 自新疆
,

东到沿海各省
。

大面积集中

分布在冀
、

鲁
、

豫的沧县
、

交河
、

盐山
、

乐陵
、

无棣
、

往平
、

聊城
、

邯郸
、

新郑和陕
、

甘
、

晋的黄河
、

汾河
、

径河等沿岸各地
。

全国以冀
、

鲁
、

豫
、

晋
、

陕五省的产量最多
。

据不完全

统计
,

五省常年产枣近 6 亿斤
,

五 省的枣树栽培面积和产枣量均 占全国总数的90 % 以 上
。

据

1 9 7 5年的统计资料
,

全国红枣产量为3 7
.

2万吨
,

河北省的产量就占了 40 % 以上
,

为 1 5 3 10 0吨 ;

山东省产量为8 8 6 0 0 吨
,

居第二位 ; 河南
、

山西和陕西的产量分另l}是 4 0 5 0 0吨
、

3 9 3 5 0吨
、

36 6 6 0

吨
。

我国枣树品种在7 00 个以上
,

其中最著 名的有乐陵无核枣
、

金丝小枣
、

棱山板枣
、

分肠县晋

枣
、

新郑灰熹
、

灵宝大枣
、

火乌大枣
、

赞皇大枣
、

运城相枣
、

交城骏枣
、

太谷壶瓶枣等
。

不

少优良品种分布集中
,

栽培面积大
,

产量高
,

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

山东省乐陵
、

商河
、

无棣
、

往平
、

聊城等地
;
河北省沧县

、

赞皇
、

阜平和无氏等地
; 山西省太谷

、

瞿山
、

柳林等

地 ;
河南省新郑

、

灵宝
、

内黄
、

兰考等地 ; 陕西省清涧
、

那县
、

大荔
、

吴堡
、

佳县
; 甘肃省

高 台
、

张掖
、

敦煌
;
安徽省宣城

;
浙江省义乌

、

金华等地都是我 国最著 名的红枣墓地
。

二
、

大枣的化学成分

(一) 试类

( 1 ) 皂试类

1
.

五环三菇

大枣含有桦木酸 (b e tu lie a e id )
、

齐墩果酸
、

山植酸 (m a slin ie a e id )
、

山檀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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