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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薯花青苷抗疲劳效应研究
熊　斌１，王杨科１，解　雷１，乔艳明１，

虞小燕１，王洪艳２，覃子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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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电刺激蛙腓肠肌收缩模拟外周疲劳，探究紫薯花青苷的抗疲劳效应，分析不同品种紫薯
花青苷的抗疲劳效应。设置３个紫薯花青苷浓度组（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２ｍｇ／ｍＬ），并设置４个处理时
间（５、１０、１５、２０ｍｉｎ），对照组用任氏液处理，电刺激神经干，记录肌肉收缩曲线。同时，在花青苷浓
度为０．０６ｍｇ／ｍＬ、处理时间为１０ｍｉｎ的条件下，比较不同品种花青苷的抗疲劳效应。结果表明，
紫薯花青苷能显著延缓腓肠肌的疲劳（Ｐ＜０．０５），且在同一浓度下，作用时间越长，延缓腓肠肌疲
劳的效果越显著（Ｐ＜０．０５）。在５ｍｉｎ处理下，０．１２、０．０６ｍｇ／ｍＬ处理组的延长时间是０．０３ｍｇ／
ｍＬ组的２．６、１．７倍，０．０３ｍｇ／ｍＬ浓度组的抗疲劳效应为１８．１９％，０．０６ｍｇ／ｍＬ组达到３８．０１％，
０．１２ｍｇ／ｍＬ组达到６３．２３％。紫薯花青苷具有显著抗疲劳效应，不同品种紫薯花青苷的抗疲劳效
应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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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薯（Ｓｏｌａｎｕｍｔｕｂｅｒｄｓｍ）又叫黑薯，薯肉呈紫色
至深紫色，属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薯富含蛋

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等，同时还

富含硒元素、铁元素和花青苷［１］。紫薯从茎尖嫩叶

到薯块，均具有一定保健功能，是当前无公害、绿色、



粮油食品科技 第２３卷 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 营养与品质

５３　　　

有机食品中的食品。紫薯花青苷是一种天然紫色素

添加剂，稳定性较好，安全无毒副作用［２］。研究发

现，紫薯花青苷抗氧化能力是 ＶＣ的２０倍、ＶＥ的５０
倍，在体内外都能清除多种氧自由基，包括超氧阴离

子、羟自由基，对体内各种抗氧化酶具有促进和激活

作用，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３］。此外，还具有抗菌、抗

癌、抗衰老、保护内脏等多种生物学作用［４－５］，对人

体具有较高的保健作用。因此，除了作为天然色素

使用外，还可以用于预防某些疾病的产生。紫薯具

有易种植、产量高、花青苷含量高等特点，紫薯花青

苷具有很大开发空间。

运动性疲劳是一种复杂的生理现象，可引起运

动员运动能力下降，战士体能减退，对一般人群可导

致工作效率降低，差错事故增多，严重影响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６］。过度的疲劳可能导致“过劳”、“过度

训练综合症”、“慢性疲劳综合症”等［７］。因此，研究

抗疲劳措施一直是热点。目前，由于各种消除疲劳

的措施效果不尽人意，开发天然无副作用的抗疲劳

物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紫薯花青苷的研究相

当多［８］，但未涉及紫薯花青苷的抗疲劳效应探讨。

因此，本文结合紫薯花青苷的抗氧化效应，探讨其抗

疲劳效应。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及试剂

生理信号采集系统：成都仪器厂；张力换能器

ＪＺ３００型：北京新航兴业贸有限公司；ＵＶ－２５５０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仪器公司；旋转蒸发

仪：上海亚荣生物有限公司。常规分析纯试剂。

１．２　实验材料
购买市售牛蛙，挑选健壮个体，称重（２７２±

２５ｇ）。常规方法制备神经腓肠肌标本，以牛蛙坐骨
神经腓肠肌标本为研究对象。

１．３　花青苷提取与测定
购买新鲜紫薯，４５℃烘干，粉碎，低温保存。用

７５％的酒精，料液比 １∶２０，超声提取（４５℃，功率
８０％），浓缩，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避光低温
保存备用。

１．４　抗疲劳实验
实验设置 ３个浓度组（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２ｍｇ／

ｍＬ），每个浓度组设置４个时间（５、１０、１５、２０ｍｉｎ）。
将一只牛蛙的两条腿的神经—腓肠肌标本随机分为

两组，随机选取一只作为实验组，另一只用任氏液处

理作为空白对照组。将蛙神经—腓肠肌标本连接到

张力换能器，刺激神经干（连续正电刺激，强度１Ｖ，
波宽０．２ｍｓ，频率３０Ｈｚ），用生理信号采集系统记
录相应的曲线［９］。

抗疲劳效应／％＝
Ｔ２－Ｔ１
Ｔ１

×１００

式中：Ｔ２，实验组的曲线下降到最高幅度的一半
时的时间；Ｔ１，对照组的曲线下降到最高幅度的一半
时的时间。

１．５　统计分析
数据均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作统计学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显
著，Ｐ＜０．０１表示差异极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花青苷对腓肠肌收缩的影响

图１为正电连续刺激蛙腓肠肌的收缩曲线，收
缩曲线呈现单峰，随后会连续下降达到一个相对平

稳期。通过对比实验组与空白组的收缩曲线，发现

实验组的收缩曲线的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对照组

在连续刺激后肌肉会发生剧烈的抽搐，实验组抽搐

的幅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ａ空白对照组的腓肠肌收缩曲线；ｂ在花青苷处理下腓肠
肌的收缩曲线

图１　花青苷对蛙腓肠肌收缩曲线的影响

２．２　花青苷的抗疲劳效应
紫薯花青苷对蛙腓肠肌收缩的绝对延长时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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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在同一处理时间下，花青苷明显延缓疲劳产生
的时间，并且在同一浓度下，作用时间越长，越能延

缓疲劳发生的时间。在三个作用时间５、１０、１５ｍｉｎ
下，Ｔ检验发现０．０６ｍｇ／ｍＬ处理组与０．０３ｍｇ／ｍＬ
处理组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０．１２ｍｇ／ｍＬ处理
组与０．０３ｍｇ／ｍＬ处理组达到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在５ｍｉｎ作用时间下，０．１２ｍｇ／ｍＬ处理组和
０．０６ｍｇ／ｍＬ处理组的延长时间分别是０．０３ｍｇ／ｍＬ
处理组的２．６、１．７倍。

表１　紫薯花青苷对蛙腓肠肌收缩的绝对延长时间 ｓ

浓度／（ｍｇ／ｍＬ）
作用时间

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 １５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０．０３ ３．６±３．０ ６．４±３．６ ７±３．１ ９．１±４．６
０．０６ ６．１±２．２ ９．７±２．７ １０±１．４ ９．８±４．１
０．１２ ９．３±５．０ ９．５±３．４９．６±２．８ ９．４±２．０

　　注：指在同一处理时间下与 ０．０３ｍｇ／ｍＬ组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Ｔ检验），指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Ｔ检验）。

紫薯花青苷对蛙腓肠肌抗疲劳效应见图２，在
作用时间为５ｍｉｎ时，０．０３ｍｇ／ｍＬ处理组其相对抗
疲劳效应为１８．１９％，０．０６ｍｇ／ｍＬ组达到３８．０１％，
０．１２ｍｇ／ｍＬ组达到６３．２３％。在作用时间分别为
１０、１５ｍｉｎ时，随着浓度的增加，抗疲劳效应亦相应
增强（Ｐ＜０．０５）。但在处理时间为２０ｍｉｎ时，各浓
度组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提示紫薯花青苷具
有延缓疲劳发生，增强肌肉耐力的作用。

紫薯花青苷对蛙腓肠肌抗疲劳效果方差分析结

果发现，花青苷的浓度和处理时间对蛙腓肠肌抗疲

劳效果均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ＬＳＤ法多重
比较结果发现，紫薯花青苷在０．０３、０．０６、０．１２ｍｇ／
ｍＬ各组之间的抗疲劳效果均达到极显著差异（Ｐ＜
０．０１），处理时间５ｍｉｎ与１５ｍｉｎ、５ｍｉｎ与２０ｍｉｎ均
达到了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其他处理时间之间
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图２　紫薯花青苷对蛙腓肠肌的抗疲劳效应

２．３　不同品种紫薯花青苷抗疲劳效应
如图３所示，花青苷浓度为０．０６ｍｇ／ｍＬ、处理

时间为１０ｍｉｎ时，紫薯１号、黑薯１号、浙紫１号、
京薯５号的抗疲劳效应分别为５２．７７％、６２．９３％、
１５．９５％、３５．４４％。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薯抗
疲劳效应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这可能是花青
苷组分差异造成的。红薯和西蒙１号不含花青苷，
不具有抗疲劳效应。

图３　不同品种紫薯花青苷抗疲劳效应比较

２．４　讨论
运动性疲劳（ｓｐｏｒｔｓｆａｔｉｇｕｅ）是指运动引起的肌

肉最大收缩或者最大输出功率暂时性下降的生理现

象，日常生活和竞技体育运动中普遍存在，是当前研

究的热点［１０］。在运动疲劳发生时，机体内离子代谢

发生紊乱，自由基增多，血氨大量生成，高能磷酸盐

和脂肪酸的浓度改变，内分泌、神经、免疫系统的协

调平衡被打破等诸多变化，导致机体疲劳［１１］。近年

来，已经从不同学科、不同生命层次，对运动性疲劳

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作了较为详尽和细微的研究及探

讨［１２－１５］。氧自由基—脂质过氧化学说认为，在运动

中机体的肌细胞中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和脂质过氧化

（ＬＰＯ），是导致运动疲劳产生的重要原因［１６］。大量

的自由基使线粒体呼吸链产生 ＡＴＰ的过程受到损
害，打破了自由基生成与清除的平衡。而且大量

ＬＰＯ可直接损伤肌细胞膜的正常结构，导致细胞器
处于应激状态，降低了动作电位的锋高度和传导速

度，甚至可能引起动作电位的完全灭活，影响肌肉收

缩，诱发疲劳［１７－１９］。同时，随着运动强度的增加，血

浆脂质过氧化（ＬＰＯ）水平持续升高，进而抑制 Ｃａ２＋

－ＡＴＰ酶的活性，造成胞浆中 Ｃａ２＋的堆积，影响了
肌纤维的兴奋收缩耦联。ＬＰＯ显著升高还能造成肌
肉等组织的损伤，妨碍了正常的细胞代谢与功

能［２０－２１］。电刺激蛙腓肠肌标本导致肌细胞内氧自

由基增加、ＬＰＯ水平升高，胞浆内离子紊乱，兴奋—
收缩偶联受损，导致蛙腓肠肌疲劳［２２］。

大量实验表明，花青苷具有较好的清除机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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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和降低ＬＰＯ的作用，并且表现出多种生理学作
用［２３－２５］。ＭｉＪＣ［２６］等研究发现矢车菊青花青苷能
有效提高细胞活力，抑制脂质过氧化，增加细胞培养

各个时期的时间，降低核因子 －ｋＢ（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
ＫａｐｐａＢ，ＮＦ－ｋＢ）、环氧合酶２、一氧化氮合酶的表
达，推断矢车菊青花青苷通过减轻氧化应激损伤延

缓老化过程。ＫａｚｕｎｏｒｉＳ［６］等研究发现紫薯花青苷
协助咖啡酰奎宁酸提高老年大鼠的学习能力和记忆

能力，主要表现在降低神经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提高

ＡＴＰ水平，促进能量代谢，抑制神经细胞毒性，提高
神经细胞的可塑性。薛红玮［２７］研究发现紫甘薯花

青苷对ＤＰＰＨ·自由基清除率平均为９１．７６％，且作
用强于葡萄皮花青苷和 Ｖｃ［２８］。同时，紫薯花青苷
能显著提高小鼠骨骼肌中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活性，降
低ＭＤＡ含量［２９］。ＹｏｎｇＰＨ［３０］等通过体外实验发
现紫薯花青苷能缓解叔丁基过氧化氢造成的肝损

伤，作用机制是紫薯花青苷通过降低细胞内谷胱甘

肽、ＬＰＯ和活性氧的水平，阻止蛋白酶 Ｃａｐａｓｅ激活，
防止细胞凋亡。体内实验发现紫薯花青苷可清除活

性氧，调节血红素氧合酶 －１（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１，
ＨＯ－１），并通过蛋白激酶Ｂ（Ａｋｔ）和ＥＲＫ１／２－Ｎｒｆ２
信号通路解除叔丁基过氧化氢造成的肝毒性。可

见，紫薯花青苷通过抗氧化作用提高体内的抗氧化

系统，清除代谢产物，切断脂类氧化链式反应防止

ＬＰＯ，保证肌细胞正常工作［３］。外周疲劳可能发生

的部位有连接骨骼肌的神经干、神经—肌肉接头、肌

细胞，本实验通过蛙神经—腓肠肌标本模拟外周疲

劳，发现紫薯花青苷具有很好的抗疲劳效应，并且具

有浓度—时间—效应。紫薯花青苷的这种抗疲劳效

应可能与其抗氧化作用有关。紫薯花青苷可能通过

清除自由基和抑制ＬＰＯ来提高抗氧化酶系，维持细
胞内离子水平的稳定，保证肌细胞正常工作。

紫薯花青苷属于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其典型结

构（２－苯基 －苯并吡喃阳离子），但其具体结构是
由其母核苯环中的取代基、羟基和甲氧基的数量及

位置决定的［３１－３２］。紫薯花青苷主要成分为酰基化

的矢车菊素和芍药素。矢车菊素或芍药素与香豆

酸、阿魏酸、咖啡酸、对羟基苯甲酸等和有机酸脱水

缩合形成不同的酰化基团，从而形成大量不同种类

的花色苷。根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在紫甘薯及其叶

中已经分离鉴定出二十余种花色苷的结构，不同紫

薯品种花色苷的种类存在很大的差异［３３］。花青苷

组分中矢车菊素与芍药素的比例不同造成紫薯的色

彩值有着较大差异，芍药素比例大，则紫甘薯的红色

色调较深。本实验中不同品种的紫薯花青苷的红色

色调：黑薯１号＞紫薯１号＞京薯５号＞浙紫１号。
普通红薯和西蒙一号为白薯，不含花青苷。实验结

果表明黑薯１号、紫薯１号、京薯５号、浙紫１号的
抗疲劳效应分别为 ６２．９３％、５２．７７％、３５．４４％、
１５．９５％。可见不同品种紫薯花青苷抗疲劳效应的差
异与其花青苷组分有较大关系。

３　结论
本文以蛙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为研究对象，探

讨了紫薯花青苷的抗疲劳作用。研究表明，紫薯花

青苷具有提高蛙腓肠肌肌肉的收缩力，增强肌肉收

缩持久力的作用。同时，实验还发现黑薯１号、紫薯
１号、京薯５号、浙紫１号的抗疲劳效应存在显著性
差异，其中黑薯１号、紫薯１号的抗疲劳效应较好。
后续研究应进一步探讨紫薯花青苷在体内的抗疲劳

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１］王意宏，李洪明，钮福祥．甘薯的基本化学物质及化学组成的再

认识［Ｊ］．中国甘薯，１９９４，（７）：２１４－２１８．

［２］杨洋，韦小英，阮征．国内外天然食品抗氧化剂的研究进展［Ｊ］．

食品科学，２００２，２３（１０）：１３７－１４０．

［３］姜平平，吕晓玲，姚秀玲，等．紫心甘薯花色苷抗氧化活性体外实

验研究［Ｊ］．中国食品添加剂，２００２（６）：８－１１．

［４］李丹丹，王涛涛，彭业芳，等．紫薯色素与防腐剂复配抑菌作用研

究［Ｊ］．中国食品添加剂，２０１２（６）：１７４－１８０．

［５］ＫａｚｕｎｏｒｉＳ，ＪｕｎｋｙｕＨ，ＨｉｄｅｔｏｓｈｉＳ，ｅｔａｌ．Ｃａｆｆｅｏｙｌｑｕ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Ｒｉｃｈ

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Ｉｍｐａｒｔｓ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ＳＡＭＰ８Ｍｏ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

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６１，５０３７－５０４５．

［６］ＫｎｕｔｔｇｅｎＨＧ．Ｂｉｏ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ｘｃｅｓｅ［Ｍ］．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ｏｆ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ｅ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３．

［７］ＡｎｇｅｌｉＡ，ｍｉｎｅｔｔｏＭ，Ｄｏｖｉｏ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ｖ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ａ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４，２７

（６）：６０３－６１２．

［８］吕昱，严敏．紫薯花色苷的生理功能及分离纯化研究进展［Ｊ］．食

品和机械，２０１３，２９（４）：２５０－２５３．

［９］邹海峰，陈燕，蔺艳．黄芪参附对低位中枢神经 －肌接头和骨骼

肌疲劳的影响［Ｊ］．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０７，２３（１６）：２３７５－２３７７．

［１０］欧阳萍．运动性疲劳发生机制及其防治对策［Ｊ］．沈阳体育学院

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３）：３２４－３２６．

［１１］章小菊，韩慧婉，姚鸿恩．疲劳性运动对血浆游离氨基酸和中枢

神经递质影响的研究进展［Ｊ］．中国运动医学杂志，１９９９，１８

（２）：１５１－１５２．

［１２］温晓利，王健．运动性肌肉疲劳生化机制的研究进展［Ｊ］．人类

工效学，２００５，１１（２）：６－８．

［１３］金再活．运动疲劳研究综述［Ｊ］．辽宁师专学报，２００６，８（３）：５６

－６０．



营养与品质 粮油食品科技 第２３卷 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

５６　　　

［１４］徐明，蔡国梁，李若愚．运动性疲劳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研究进展

［Ｊ］．成都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３１（４）：９１－９４．

［１５］徐礼皙，邓树勋，徐晓阳．运动性中枢疲劳的生化基础［Ｊ］．浙江

体育科学，２０００，２２（２）：５８－６０．

［１６］付克翠，陈菊平，陈元武．运动性疲劳概述［Ｊ］．四川体育科学，

２００４（２）：３０－３２．

［１７］万利．自由基的产生对运动疲劳的影响及其恢复机制［Ｊ］．河北

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１８（１）：２１－２２．

［１８］由文华，刘青云，熊正英．自由基与运动性疲劳关系的研究进展

［Ｊ］．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２００７，２４（２）：１２５－１２８．

［１９］ＬａｍｂＧＤ，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Ｄ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Ｈ ａｎｄ

［Ｃａ２＋］ｏｎ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ｆｉ

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４７８（２）：３３１－

３３９．

［２０］杨波，张钧．氧自由基脂质过氧化反应致运动性疲劳产生的机

制研究［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５，９（４）：１８８－１９０．

［２１］张陵，万宁．氧自由基脂质过氧化反应所致运动性疲劳产生机

制研究进展［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０６，１０（９）：１１０４－１１０５．

［２２］张希．神经肌肉电刺激诱发的双相运动疲劳信息检测与处理技

术研究［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１０．

［２３］卢立真，张雨青，马永雷，等．紫甘薯花青素苷对老龄小鼠的抗

氧化作用［Ｊ］．安徽农业科学，２０１０，３８（１３）：６９１６－６９１７．

［２４］蔡花真，王霞．紫甘薯花色苷组分抑制小鼠肝、肾、心、脾脂质过

氧化的研究［Ｊ］．食品工业，２００９（４）：６－８．

［２５］ＳｕｎＨＬ，ＨｏｏｎＪＪ，ＤａｅＷＫ，ｅｔ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Ｖ－１Ｔａｔ

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ｙｂｏｇ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

［Ｊ］．ＢＭＢ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０，４３（８）：５６１－５６６．

［２６］ＭｉＪＣ，ＢｏｈＫＫ，ＫｕｎＹＰ，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ａｇ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ｙａｎｉｄｉｎ

ｕｎｄｅｒａ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０，３３（３）：４２１．

［２７］薛红玮，牟德华．不同品种紫甘薯体外抗氧化活性的比较［Ｊ］．

食品和机械，２０１１，２７（１）：３６－３９．

［２８］孙健，王洪云，钮福祥，等．不同品种紫甘薯花青素含量及抗氧

化活性差异［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１２）：３２３－３２４．

［２９］刘志国，谢旭东，徐德刚，等．花色苷对小鼠生长、运动能力和骨

骼肌抗氧化的影响［Ｊ］．食品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４，３５（１１）：

１０９－１１１．　

［３０］ＹｏｎｇＰＨ，ＪａｅＨＣ，ＪｕｎＭＣ，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ａｎ

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ｆｒｏｍｐｕｒｐｌｅｓｗｅｅｔｐｏｔａｔｏ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ｒｔ－ｂｕｔｙｌｈｙｄｒ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ｅｐａ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Ｆｏｏｄａｎ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４９（９）：２０８１－２０８９．

［３１］高彦祥，许正红．紫甘薯色素研究进展［Ｊ］．中国食品添加剂，

２００５，１：１－６．

［３２］韩文斌．紫甘薯花色苷提取工艺与组分分析及其稳定性和氧化

性研究［Ｄ］．南京：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７．

［３３］周岩．两种紫甘薯酒品质指标及花青苷组分的研究［Ｄ］．雅安：

四川农业大学，２０１３．●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