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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核桃油、棕榈油、花生油等作为高级食用油或

保健品已深受人们青睐。核桃油主要成分为亚油酸，花生油

为含多种脂肪酸的甘油酯，棕榈油主要成分为棕榈酸和油

酸。亚油酸可有效减少超重和肥胖男女的体内脂肪质量 [1]，
甘油 酯、棕 榈 酸 和 油 酸 均 对人 体 健 康 有 积 极 影 响 。但 它 们

都 存 在 极 易 氧 化、不 易保 存 的 缺 点。随 着 国 家 对食 品 添 加

剂要求的提高，许多化学添加剂已被禁止使用。因此，纯天

然食品添加剂倍受重视，其中茶多酚就是一种重要的抗氧

化剂。
1 植物油脂氧化的主要机理

油脂的氧化酸败主要包括 3 种类型：水解型酸败、β-型

氧化酸败、油脂的自动氧化。水解一般受脂肪酶催化而使油

脂水解为甘油、单双甘油酯、游离脂肪酸。在精炼油脂的过

程中可以通过加热以破坏、消除脂肪酶的活性而达到保护的

目的。油脂的自动氧化是油脂变质的最主要途径。根据油脂

自由基连锁反应可知，自动氧化是由外界催化如热、光、氧

气、金属离子等因素引发的。亚油酸作为一种不饱和脂肪酸

在植物油中占有很大比例，是饮食中一种必需脂肪酸，具有

很高的营养价值。冯有胜等 [2]在研究共轭亚油酸的氧化稳定

性时发现双键含有流动性较大的 π 电子，这些 π 电子很容

易受到氧化剂的攻击而断裂，烯烃类物质在空气中容易被

氧化成环氧化物、醛和酮等化合物。另外，共轭亚油酸可能

是一种氧化促进剂，这使植物油的自动氧化进一步加剧 [3-5]。
奕 霞 等 [6]研 究 发 现 棕 榈 油 在 常 温 下 为 半 固 态 或 固 态 ，所

以 需 要 经 常 反 复 的加热，这就加 速了 棕 榈 油 的 氧 化 酸 败。
顾黎 [7]利 用 气 相 色 谱-质谱分析技术鉴定了花生油中脂肪

酸 的 组 成，其中 9-叶酸含量占到 39.16%，亚油酸含量占到

36.10%。而叶酸对光、热具有高度敏感性，容易被氧化破坏。
由此可以得出，植物油的特殊性质，使得它们具有高度的易

氧化性。

2 抗氧化剂的类别

2.1 人工合成抗氧化剂

在植物油中添加的人工合成抗氧化剂主要是丁基化羟

基茴香醚（BHA）、丁基化羟基甲苯（BHT）、叔丁基对苯二酚

（TBHQ）等。TBHQ 是酚类抗氧化剂，为现今广泛应用的油

脂抗氧化剂 [8]。邓鹏等 [9]对 TBHQ 的电化学性质进行研究，
指出 TBHQ 作为抗氧化剂，具有良好的易氧化能 力，能 够

保护油脂，但是作为化学添加剂，其安全性就值得考虑。有

报道[10]指出，BHT 和 BHA 对动物有致癌作用，TBHQ 在一定

环境下也存在致癌的可能性。因此，我国允许TBHQ 作为食品

添加剂的最高使用量为 0.2g/kg。
2.2 天然抗氧化剂

为了解决植物油的易氧化问题，且避免化学抗氧化剂给

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可以根据天然抗氧化剂的性质，在植

物油中加入天然抗氧化剂。天然抗氧化剂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中，种类颇多。目前，常用高效安全天然抗氧化剂主要有茶

多酚、类胡萝卜素、大豆异黄酮、生育酚及甾醇类化合物 [11]。
3 茶多酚的结构、抗氧化性质及药理作用

3.1 茶多酚的结构及抗氧化活性

茶多酚为绿茶的主要提取物，白色无定性粉末，易溶于

水，分子结构中具有连或邻苯酚 基。茶 多 酚 中 主 要包 含 10
多种儿茶素类物质。儿茶素是茶多酚中一类活性较强的物质，
具有降血脂、抗氧化、抑菌抗病毒、抗肿瘤 [12]的作用。其中表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具有很强的清除自由基的活性 [13]。
赵保路研究[14]指出，茶多酚及其不同异构体对氧自由基有很

好的清除作用。赵声兰等 [15]采用 SCHAAL 烘箱法，按选定的

配方对核桃油进行茶多酚抗氧化试验，结果表明茶多酚作

为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对核桃油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并

得出最佳添加量。欧阳玉祝等[16]测定了添加茶多酚和未添加

茶多酚的菜籽油在特定条件下过氧化值的变化，结果表明

添加一定剂量的茶多酚能有效防止菜籽油因紫外光、温度和氧

化剂等导致的过氧化值增加。刘建[17]等对油溶性茶多酚在新

鲜大豆油的抗氧化研究中，就光照和温度 2 种因素对大豆油

添加茶多酚，测定其过氧化值，结果表明：茶多酚对油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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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探索有偿服务机制

对于规模养殖场（户），逐步推行畜禽防疫人员与养殖

大户联合经营。建议乡镇防疫人员以技术入股到各养殖大

户，养殖大户按适当比例补贴动物防疫人员。对于农村广大

散养户，可参照能繁母猪入保模式探索其他畜禽养殖的入保

问题，建立健全有偿服务机制。
2.6 加大专业合作组织培育

充分发挥各类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作用，定期组织会员

开展实用技术、疫病防治培训，形成相互带动、联动发展的

良好格局。
2.7 完善免疫反应死亡补偿机制

可以按一定免疫反应死亡控制比例（如猪、牛每年可按

0.1%）将 免 疫 反 应 死 亡 补 偿 金 额 纳 入 当 地 的 财 政 预 算 ，在

控制指标内反应死亡的畜禽，给养殖户及时足额的补偿，以

免 激化养殖户与防疫员的关系，造成阻扰强制免疫的事件

发生。
2.8 严格执法，树立动物防疫队伍形象

加大《动物防疫法》宣传、贯彻力度，严格执法，加强管

理与服务，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树立动物防疫队伍在广

大养殖户心中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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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抗氧化能力，且具有天然无毒的优点。
3.2 茶多酚的药理作用研究

茶多酚具有降血压、降血脂、减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癌症、抑制病原微生物、抗辐射损伤、抗衰老等作用 [18]。
赵保路 [19]研究报道茶多酚可保护脑神经防止帕金森损伤作

用及其分子机理，结果表明：茶多酚预处理可明显改变凋亡

率，防止 线 粒 体 膜 电 位 下 降，降低 细 胞 内 活 性 氧 和 钙 离 子

累积；茶多酚还可以抑制 6-羟基多巴胺诱导一氧化氮（NO）
含量升高和神经源性一氧化氮合酶（nNOs）与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iNOs）过量表达，降低细胞内蛋白结合硝基酪氨

酸水平。此外，宁鸿珍等[20]研究了茶多酚对肥胖大鼠体重、体

脂肪、血清瘦素浓度、血脂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茶

多酚不仅能 够 降 低 大 鼠 体 重 及 体 脂 含 量 ， 而 且 在 降 低 体

重 的 同 时，有 良 好 的 调 节 血 脂的 功 能，通 过 体 重 与 瘦 素 变

化规律的分析，推测茶多酚对瘦素抵抗有改善作用。
4 茶多酚对植物油抗氧化的应用前景

茶多酚为水溶性物质，微溶于油。高汩等 [21]就油溶性茶

多酚的制备及其抗氧化性能进行了研究，并得到完全溶于油

样中的茶多酚。聂芊[22]等对油溶性茶多酚的研究中采用分子

修饰法制备了豆油脂肪酸酐修饰的茶多酚，通过红外光谱对

分子修饰的茶多酚进行了结构表征。将修饰后的茶多酚作为

油脂的抗氧化剂，结果表明：在相同浓度下豆油脂肪酸酐修

饰 的 茶 多 酚 抗 氧 化 活 性 优 于 茶 多 酚 和 二 丁 基 羟 基 甲 苯

（BHT）。油溶性茶多酚的制备解决了茶多酚难溶于植物油

的问题。甘肃省陇南市盛产核桃、橄榄，资源丰富，但大多以

初级产品销售，这就大大降低了它们作为陇南一大农产品

资源本身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对它们进行深加工，精炼植物

油，进行抗氧化处 理 可 以 给 当 地 带 来 更 大 的 经 济 收 益 。而

茶叶在陇南市也是一大特色农产品，在陇南市康县大面积

种植，可以从中提取茶多酚，作为植物油深加工后的抗氧化

剂，从而充分提高陇南市当地资源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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