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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中，具有多种生物活

性和药理作用，如抗氧化、抗炎、抗癌等。

随着人们对天然产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酚类化

合物作为天然抗氧化剂受到了广泛关注。

研究可食用植物中不同形态酚类化合物的组成、

含量及生物活性，对于开发功能性食品、促进人

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形态酚类化合物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提取、分离、纯化及结构鉴定等方面，同时对

其生物活性也进行了广泛研究。然而，关于不同形态

酚类化合物在可食用植物中的分布、含量及其与生物

活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未来，随着分离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更加深入地

研究不同形态酚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与生物活性之间

的关系。同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对酚类化合物

进行定向改造和优化，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和药理活性，

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针对不同人群和健

康状况，开发具有特定功能的酚类化合物产品，将成

为功能性食品领域的研究热点。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可食用植物中酚类化合物
的种类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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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羟基苯甲酸和羟基肉桂酸等，如没

食子酸、原儿茶酸等。

酚酸类

包括水解单宁和缩合单宁，如鞣花酸、

儿茶素等。

单宁类

包括黄酮、黄酮醇、异黄酮、黄烷酮等，

如槲皮素、山奈酚等。

类黄酮类

由苯丙烷单元通过碳-碳键连接而成的高

分子化合物。

木质素类

酚类化合物的种类



谷物类
全麦、糙米等谷物中富含酚酸类化

合物，如阿魏酸、对香豆酸等。

水果类
苹果、葡萄、柑橘等水果中含有丰

富的类黄酮化合物，如槲皮素、橙

皮苷等。

蔬菜类
洋葱、西兰花、菠菜等蔬菜中含有

多种酚类化合物，如羟基肉桂酸衍

生物、黄酮醇等。

坚果和种子类
核桃、杏仁、亚麻籽等坚果和种子

中含有较高的酚类化合物，如鞣花

酸、绿原酸等。

酚类化合物在可食用植物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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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类化合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

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反应，从

而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抗氧化作用

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和释

放，酚类化合物能够减轻炎症

反应和组织损伤。

抗炎作用

一些酚类化合物具有抑制肿瘤

细胞生长和扩散的作用，从而

有助于预防癌症的发生和发展

。

抗癌作用

酚类化合物能够降低血压、改

善血脂代谢和减少动脉粥样硬

化的风险，对心血管健康具有

保护作用。

保护心血管健康

酚类化合物的生物活性与功能



不同形态酚类化合物的提
取与分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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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酚类化合物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

度，通过浸泡、渗漉等方式将酚类化

合物从植物组织中提取出来。常用的

有机溶剂包括乙醇、甲醇、丙酮等。

适用于具有挥发性的酚类化合物。通

过加热使植物组织中的酚类化合物随

水蒸气蒸馏出来，再经冷凝收集。

常规提取方法

水蒸气蒸馏法

溶剂提取法



原理
利用超声波产生的空化效应、机械效应和热效应，加速植物细胞壁的破裂和酚

类化合物的溶出。

优点
提取效率高、时间短、无需高温高压条件，适用于热敏性酚类化合物的提取。

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微波辅助提取法

原理

利用微波加热的特性，使植物细胞内

的水分迅速升温膨胀，从而导致细胞

壁破裂，加速酚类化合物的溶出。

优点

提取效率高、选择性好、操作简便、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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