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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较为系统地总结和归纳植物花色苷基础理论、应用原理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
本书的内容包括两篇，第一篇是花色苷的性质及分析鉴定，主要对花色苷的天然分布、化学结构、物
化性质以及如何进行分离与鉴定作了叙述；第二篇是花色苷的生物活性及开发利用，对花色苷的抗氧
化、抗炎、调节血脂、改善胰岛素抵抗、抗突变及抗肿瘤作用等生物活性，以及花色苷的开发利用作
了介绍。
    本书可供植物学、食品、化工和医药等领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科研院所和高等
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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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花色苷的性质及分析鉴定　　第1章　花色苷的天然分布及生态功能　　花色苷是植物
体内最为重要的水溶性色素，分布极为广泛。
到目前为止，已在除了藻类植物之外其他各门高等植物体内都发现有花色苷的合成，尤其是在被子植
物门分布更为广泛。
在大部分被子植物的不同器官当中都能够检测到花色苷的存在，包括花朵、果实、茎、叶，甚至根。
研究花色苷的分布与植物种属问的关系，以及环境因子对花色苷分布的影响将有助于了解花色苷在自
然界所发挥的生理生态功能。
　　1.1　花色苷的天然分布　　1.1.1　花色苷在植物体内的器官分布　　花色苷主要在成花植物的繁
殖器官表达，是构成花朵和果实颜色的主要色素之一，常见于花瓣、果实组织的表皮细胞与下表皮层
，与脂溶性的胡萝卜素共同决定花和果实的呈色。
花瓣和果实的颜色可吸引动物进行授粉和种子传播；部分果实以颜色深浅决定其品质和市场价格。
另外，某些种属或特定发育期植物的营养器官包括暴露的根及部分不定根、芽、新梢和叶片，也能检
测到花色苷的分布。
据Mumford报道，在凤仙花（Impatiens balsamina）幼苗根冠可以观察到花色苷分布；而当处于渗透性
应激或毒素刺激时，玉米（Zea mays L.）根系也可以合成少量花色苷。
在多种植物幼嫩的茎部或新梢也常常有花色苷分布，随着组织分化成熟，花色苷的合成能力下降甚至
消失。
逆境信号刺激，如高渗透势、干旱或低温伤害，则可以诱导或者增加花色苷在叶柄和茎部等成熟组织
的重新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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