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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探讨从银 杏叶中浸提银杏叶提取物 (C B 卫)的 简单
、

快捷的

工 艺流程
,

并计算银杏叶提取物的得率
。

进一 步研 究银杏叶

提取物对一些常见 污染菌的 抑制 作用
,

阐明 了银杏叶提取

物 (G B E )的抑 菌特点
,

为 它在食品 防腐 剂
、

化妆品
、

消毒
、

止

拜方 面提供可靠依据
。

结果表 明
,

银杏叶提取物 (C B 卫)的 抑

菌效果显著
,

且随其浓度增高抑菌能力 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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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是一 种重要的药用
、

保健食 品原料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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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蛋 白 质
、

糖类
、

V c 、

高分子单 宁聚合物
、

香豆酸

等
。

它的提取物 (G B E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

清除

生物体 内多余的 自 由基
,

防止体内脂质过氧化
,

提高

机体的免疫力
,

延缓衰老
。

G B E 中的褚内酷均为 血小

板活化因子 (PA F )拮抗剂
,

是银杏 中特殊生理活性的

关键成分 [I]
,

具有 阻 L巨血小板聚集和形成血栓的神 奇

功能
;

聚异戊烯醇对维持肝功能
,

促进造血功能起到

重要作用 ; 有机酸类能降低脑缺氧
,

氨基酸也是银杏

叶 中一种重要 的有机酸 ; 香豆酸
、

咖啡酸有抗细菌和

消炎的作用
,

还可促进胃 液和胆汁的分泌
。

故银杏叶

提取物能广泛用于食品
、

化妆品和医疗领域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与设备

2
.

2. 3 微波干燥对板栗淀粉含量 的影响 实验测定

了微波干燥方法对板栗淀粉含量的影响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微波干燥板栗淀粉含量

厚度 (
c m )

微波功率 (w )

整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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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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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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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2

3 2 8

6 4 0

0
.

3 1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

但对干燥速率的大小影响程度

却存在差异
。

电镜扫描结果显示
,

微波干燥对板栗的

组织结构有影响
。

微波干燥时
,

微波功率对色泽的影

响差异不显著
,

切片厚度影响的差异显著
。

不同微波

功率对板栗淀粉含量无显著影响
,

而切片厚度 o
.

lc m

板栗淀粉含量显著地高于切片厚度 o
.

s e
m 和整粒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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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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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表 4 表明
,

微波干燥 中
,

切片厚度

对板栗淀粉含量有显著影响
,

而不 同功率对板栗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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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微波干燥板栗淀粉含量多重差异 比较表

切片厚度 (
。m ) 计数 求和

0
.

1 3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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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5 3 5
.

4 8

整粒 3 2
.

9 4

平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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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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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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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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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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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84 9

粉含量无显著影响
。

在不同厚度上
,

切片厚度 o
.

l e m

板栗淀粉含量显著地高于切片厚度 o. s c m
,

极显著地

高于整粒
。

3 结论

板栗微波干燥 的失水特性主要表现为降速干燥

过程
,

干燥动力学模型为
:

M R = e 么汀 n ;
不同切片厚度具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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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 2 0 0 3 年 6 月份采集于华东船院南校区

新鲜银杏叶 ; 纯银杏叶提取物粉末 江苏那州爱博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乙醇(9 5 % ) 分析纯 ;
营养琼脂培

养基
,

马铃薯培养基
,

察氏培养基
,

霉菌培养基
,

伊红

美 蓝培 养基
,

细 菌 (3 6 士 1℃
,

2 4 h )
,

红酵 母
、

白 酵母

(2 8 士 1℃
,

7 2 h )
,

黑 曲霉
、

桔青霉
、

灰绿 曲霉 (2 8 士 1℃
,

1 2 h )
,

大肠杆菌 (3 6 士l oC
,

2 4 h )
。

电热鼓风干燥箱 上海实验仪器总厂 ;
单相异

步电动机 (粉碎机 ) 上海微型 电机厂
; H H 恒温水浴

锅 江苏金坛中大仪器厂 ; Z FQ一S A 真空干燥箱 天

津玻璃仪器厂
; C D Z X 一4 0 型不锈钢立式电热蒸气压

力消毒机 上海中安医疗器械厂
; H H 型电热恒温培

养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厂 刀 2 1 分光光度计 上海

第三分析仪器厂
。

1
.

2 实验方法

1
.

2
.

1 银杏叶提取工艺

洗净 烘千 粉碎

新鲜银杏叶

一
银杏叶

一
银杏叶

一
银杏叶粉末

晾干 7 0℃
,

g h 6 0 目

一一
6 0 % 乙 醇浸提—

爷过滤一

~
蒸馏浓缩一一真空 干燥

一
G B 卫 浸膏

1
,

2. 2 操作要点
1

.

2. 2 .1 预处理 取新鲜银杏叶
,

洗净
,

晾干
,

于 7 0℃

烘箱中烘 g h (时间视样 品水分含量定
,

可以 8 一 1 2 h )
,

取出置于干燥箱内冷却
,

用粉碎机粉碎过 6 0 目筛
,

粉末置于棕色广 口 瓶中存储
。

1
.

2
一

2
一

2 浸提 配制 6 0 % 乙醇溶液 (取 6 4 0 m L9 5 % 乙

醇
,

36 Om L 纯净水配成 6o % 乙醇溶液 )
。

取 10 0 9 银杏

叶粉于 7 0 Om L 6 0 % 乙醇中
,

在水浴锅 内加热到 6 0 一

7( )℃
,

浸提 Z h
,

每 ]o m 山 搅拌一次
,

用纱布过滤
,

残渣

中加 入 6 0 % 乙 醇 7 0 0 m L
,

6 0 一7 0 ℃继 续 浸提 Z h
,

每

lo m in 搅拌一次
,

纱布过滤
,

合并浸提液
,

同时做平行

实验
。

1
.

2 2
.

3 抽滤 先用纱布粗滤
,

去除大颗粒沉淀
,

以

提高抽滤速度
。

安装抽滤仪器
,

往布氏漏斗 中加人少

量浸提液进行抽滤
,

由于银杏叶中含有胶状沉淀物
,

滤纸易 造成堵塞
,

导致抽滤速度下降
,

故应经常更换

滤纸
。

抽滤结束后
,

取滤液弃滤渣
。

1
.

2. 2. 4 蒸馏
、

浓缩 安装蒸馏
、

浓缩仪器
,

抽滤液

中含大量 乙醇溶液
,

用蒸馏装置进行乙醇浓缩
。

一定

量的乙醇也具有杀菌作用
,

在测定提取物抑菌作用

时
,

应尽量排除 乙醇溶剂的干扰
,

使 乙醇完全挥发干

净
。

为 了不破坏提取物 中有效成分
,

水浴温度控制在

6 0 一 7 0 ℃
,

而 9 5 % 乙醇的 沸点在 7 5 ℃左右
,

故蒸馏速

度慢
,

时 间长
。

可采取简单的方法
,

直接水浴加热
,

在

空气 中挥发乙 醇
,

此法缺点是不 能回收乙 醇
。

最终

得到 的提取物为沉淀浸膏
。

1
.

2. 2
.

5 干燥 由 于浓缩的浸提液中仍含有部分乙

醇和水分
,

采用真空干燥法
,

温度控制在 6 0 一 7 0 ℃之

间
,

利用增大真空度来减小沸点
,

去除最后的 乙醇和

残留 的部分水分
。

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采用冰冻千

燥法干燥
,

此时的提取物 中除含有黄酮类和 内醋外
,

还含有一定量的杂质
,

可 以纯化得各物质
。

1
.

2. 2. 6 计算得率 称取空表面皿 m
,

干燥后称 m
、

,

为 1 0 0 9 干燥的银杏叶粉末 中提取物 G B E 含量
。

提取物得率
二 业擎{冬卫虹 xl oo %

I U U

,
.

3 抑菌实验

1
.

3- 1 菌种 点接 法测 细菌
、

酵 母 配制 培 养基
,

1 2 1℃湿热灭菌 2 0 m in 。

取一定量的提取物浸膏溶于

已 灭菌的培养基中
,

混匀
,

倒 3 个平板
,

编号
、

1一 l
、

卜
2

、

1 一 3 ;

取一定量的纯 G B E 粉末加人 已 灭 菌的培养

基中
,

混匀
,

倒 3 个平 板
,

编号 A 一 1
、

A 一么A 一3 ; 倒两

个空 白实验平板
,

编号 O一O
、

0 一 l; 用接种针把每种供

试菌种在每个平板上采用五点接种法 (培养基 七平

均点五点 )
,

在 2 8℃的培养箱 中培养 3 d
,

观察菌落生

长情况
,

根据其生长菌落的直径大小来判断
,

比较抑

菌效果
。

1 3
.

2 菌悬液 吸光度法测霉 菌 配制霉菌 的液体

培养基
,

1 2 1℃灭菌
。

在培养基中分别加人提取物浸

膏和 G B E 粉末
,

做两次平行实验
,

(波长 4 8 On m )测

其 吸光度分别为 A I 、

A Z 。

用接种针在霉菌斜面 上刮

取 少量的抱 子
,

接人 已灭菌 的霉菌培养液 中
,

充分

振 荡 3 0 m in ,

制成 抱子悬 液
,

培 养 3 d
,

测其 吸光度

B l 、

B Z 。

1
.

3
.

3 显微镜计数大肠杆菌 将大肠杆 菌菌种活

化
,

用无菌生理盐水配成 10
5 一 1O 钻fu / m L 的菌液

,

用

lm L 的移液管移取 lm L 至伊红美蓝培养基中培养
,

3 d 后用显微镜观察计数
。

1
.

3
.

4 最低抑菌浓度 测定 配制细菌 的液 体培养

基
,

按每管准确量取 s m L 分装试管
,

12] ℃湿热灭菌
,

准确量取不同体积的 G B E 溶液加人试管中
,

配制成
2 %

、

4 %
、

5 %
、

6 %
、

8 %
、

1o % 的 G B E 溶液浓度系列培养

基
,

用接种针接种
,

每个浓度倒 3 个平板
,

置于适宜温

度下培养
,

观察生长状态
;
另取一个稀释系列

,

不接种

任何菌作 为空白对照
,

将培养后的培养物与空 白对照

在 7 21 型分光光度计上进行比色测定
,

以两者光吸收

完全相同
,

即培养基 中完全没有菌生长 的最低浓度作

为 G B E 溶液最低抑菌浓度
。

实验表明
,

G B E 对各菌

种的最低抑制浓度一般都在 8 % 以下 121 。

1
.

3 5 温度对 G B E 抑菌的影响 G B E 浸膏在 121 ℃

灭菌后
,

对细菌的平均抑菌圈直径与没灭菌前相同
,

说明高温作用后对 G B E 的 抑菌能 力没有影 响
,

G B E

具有 良好的热稳定性
。

2 结果与讨论

2 , 银杏叶提取结果

助应函垂奎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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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银杏叶提取物得率

m m :

得率(% )

1 3 9 3 5 7 3
.

2 5 3 3
,

9 0

2 3 5
.

4 0 6 4
.

12 2 8 7 2

3 3 1
.

4 0 60 4 5 2 9
.

0 5

从表 1 可 以看 出
,

用 6 0 % 乙 醇浸提得 到 的粗
G B E 得率约在 3 0 %左右

,

其中含有杂质
,

若要用作医

药或食品等领域
,

需进一步纯化
。

2
.

2 银杏叶提取物对各种菌种的抑制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我们所提取的浸膏能抑制菌

取率提高幅度减小
,

故选择浸提时间 Z h 基本达到

要求
。

2
.

5 干燥方法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干燥方
一

法对产品质量影响大小依次为
:

冷冻干

燥 > 真空干燥 (6 0℃ 卜真空干燥 (9 0 ℃ )> 直接干燥

(8 0℃ )
,

故干燥方法以冷冻 干燥质量最高
,

最差 的是

直接干燥
。

6 0 ℃不会破坏银杏叶中 的有效成分
,

G B E

生产多采用此法
。

采用真空干燥时应尽量提高真空

度
,

以利于加快干燥进度
,

防止氧化
,

提高产品 质量
,

最好在干燥前加人少量的保护剂
[4] 。

表 2 不 同含量 G B E 对各菌种的抑制作用 (以菌落直径表示
, c m

浸膏

1一2

纯粉末 空 白

黑曲霉

细菌

红酵母

白酵母

2 O

3
.

4

1
.

2

3 U

0
.

9

2 3

0
.

5 5 0
.

7 0

0
.

4 5 0
.

3 5

0. 3 5

0
.

2全,

A 一2

0
.

7

2
.

1

0
.

3 5

0
一

4 5

A 一 3

1
.

1

1
.

9

0
.

3 0

0
.

3 0

0一 0

3
.

0

1
.

2

0
.

6 5

0
.

5 5

2 8

1
.

3

0
.

7 5

0 5 5

注名45352
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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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的生长
,

但其效果没有纯的 C B E 粉末明显
,

霉菌生长

速度快
,

菌落直径大
,

酵母生长速度慢
,

菌落直径小
,

对霉菌的抑制效果要 比其他菌来得显著
。

在一定浓

度范围 内
,

浓度越高
,

抑菌效果越好
,

但是
,

浓度高达

a O0 8 g / m L 时
,

培养基 中的提取物有凝块现象 [3l
,

这是

因为提取物在培养基 中有一定的溶解度
,

所 以提取

物浓度不能任意提高
。

表 3 菌悬液 吸光度测定表

接种前吸光度 培养 3d 后的吸光度

A 1 A Z B : B Z

浸膏 0 2 4 5 0 2 2 5 0 3 0 0 0 3 0 0

纯粉末 0
.

3 3 0 0 3 3 5 0
.

7 0 0 0 石5 0

空 白 0
.

2 35 0 2 3 5 0 4 0 0 0
.

4 5 0

从表 3 可以看出
,

由于纯的 G B E 粉末含有添加

剂
,

故浓度大一点
,

吸光度不如浸膏的好
,

但和空 白

实验相比
,

可知其抑菌性显著
。

2. 3 浸提溶剂选择

采用水
、

甲 醇
、

乙 醇
、

丙酮等溶剂及这些溶剂 的

混合物做浸提实验
,

结果表明
,

用 6 0 % 的 乙醇作为提

取剂最为适宜
。

2. 4 浸提时间选择

浸提溶 剂为 6 0 % 乙 醇时
,

温度为 7 0 ℃
,

实验 表

明
,

提取 Z h ,

提取率 达 8 3
.

5 %
,

延长 提取 时间 后提

2. 6 G 日E 抑菌性

G B E 对常见 污染 菌种具有 良 好的 抑制生长作

用
,

且抑菌浓度较低
,

热稳定性强
,

它的强抑菌作用是

因为其 中含有多种苦味素
,

主要成分有长链酚类及内

酷类
、

多豆酸
、

多草酸
、

咖啡酸等
,

这些物质具有抗细

菌和消炎作用
,

其抑菌强度与其浓度大小有关
[5] 。

但需

特别说明
,

G B E 对人体有益 的酵母 菌也具有抑制生

长作用
,

因此
,

人们服用食用酵母的 同 时
,

不能服用

银杏叶提取物制成的产品
。

3 结论

综上所述
,

用 6 0 % 乙醇浸提得到的 粗提取物
,

得

率在 3 0 %左右
,

银杏叶提取物在抑菌方面效果显著
,

它对各种菌的最低抑制浓度一般都在 8 % 以下
,

有较

强 的抗菌和消炎作用
。

因此
,

它在食品 防腐
、

化妆品

消毒
、

医药领域有广阔 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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