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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纳米粒子的运载功能，以阿拉伯胶（ＧＡ）为稳定剂，通过测定纳米粒子的平均粒径、

ｚｅｔａ电位、吸光度等参数，研究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对姜黄色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ｕｒ）包埋率影响并探讨姜黄色素包埋后存

在的形态。研究结果表明：ｚｅｉｎ在低质量浓度下形成均匀、分散的球状纳米粒子，随着 ｚｅｉｎ质量浓度的增加，纳米

粒子发生聚集、粘连、熔融等变形效果；当阿拉伯胶作为稳定剂，且添加量为 ０３ｇ时，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最稳

定；姜黄色素与 ｚｅｉｎ质量比为 １∶１０时，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最稳定，包埋率高达 ９５９０％，形成了均一、稳定、透

明度高的姜黄色素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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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封装技术是将活性成分包埋在某种材料
［１－６］

中，以提高活性成分的水溶性及生物利用率、阻止活

性成分因不稳定因素而降解的方法。封装技术被广

泛应用于食品、化妆品和制药等行业，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在诸多的包埋运载系统中，纳米粒子是重

要的形式之一。对于食品工业而言，发展一种食品

级的纳米粒子是非常必要的。

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是从玉米中提取的一类醇
溶性蛋白质，可以不同程度地溶解于 ４０％ ～９０％乙
醇与水的混合体系

［７］
。ｚｅｉｎ表面疏水性氨基酸残基

超过５０％，具有两亲性［８］
，在外界环境的诱导下，可

以发生自组装，形成具有包埋运载功能的纳米粒

子
［９－１０］

。

玉米醇溶蛋白（ｚｅｉｎ）可以自组装形成纳米粒



子，但在其等电点附近（６２）［１１］粒子的疏水性强、静
电作用力弱，易发生聚集、沉淀，对其应用造成了极

大限制。关于解决 ｚｅｉｎ粒子在等电点附近稳定性
问题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

［１２－１９］
。阿拉伯胶

（ＧＡ）是具有蛋白质骨架的高分子多糖，溶解度高、
粘度低，在很大的 ｐＨ值范围内均可以很好地稳定
酪蛋白酸钠和牛乳蛋白。

姜黄色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ｃｕｒ）是从姜黄根茎中提出
的一种天然性多酚类物质，可作为着色剂广泛用于

饮料、糕点、冰淇淋等食品中，是最有开发价值的天

然食用黄色素之一；此外，与合成的添加剂相比，姜

黄色素还具有更广泛的生物活性。但姜黄色素在水

中的溶解度很低，仅为 １１ｎｇ／ｍＬ，生物利用率低，影
响其生物功效，不利于其在水溶性食品中的应用；而

且在中性、碱性条件以及光照下会快速降解，丧失其

鲜亮的色泽，因此可以利用封装技术对姜黄色素包

埋以提高其活性成分的水溶性及生物利用率，阻止

活性成分因各种外在因素造成的化学或生物降解，

屏蔽异味并改善物质的风味，还可以控制活性成分

特定环境下的释放速度。

本文利用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的运载功能，以阿拉伯
胶作为稳定剂，采用反溶剂沉淀技术，通过测定分散

体系的平均粒径、ｚｅｔａ电位、吸光度、包埋率等指标，
考察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对姜黄素色的包埋效率，并探讨
姜黄色素包埋后存在的形态；探讨不同浓度玉米醇

溶蛋白对 ｚｅｉｎ微球、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径、粒子表面电荷
的影响；通过扫描电镜观察粒子的表面形态；以阿拉

伯胶、桃胶、果胶、酪蛋白酸钠、吐温８０为稳定剂，研
究稳定剂的类型和添加量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稳定
性影响；研究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对姜黄色素的包埋
率，通过 Ｘ射线衍射法和差示量热扫描法（ＤＳＣ）分
析检验姜黄色素被包埋后的存在形式。

１　实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姜黄色素（９８％），河南省中大生物有限公司；

玉米醇溶蛋白，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

司；阿拉伯胶（食品级），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

司；无水乙醇、溴化钾（分析纯）、氢氧化钠，天津市

永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盐酸，杭州市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去离子水，实验室自制。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ｚｅｉｎ质量浓度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影响

称取适量玉米醇溶蛋白（１００～８００ｍｇ／ｍＬ）或
其与姜黄色素合适比例的混合物溶解于 １００ｍＬ乙
醇水溶液（乙醇与去离子水质量比 ８０∶２０），室温下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密封搅拌１ｈ，搅拌同时快速加入２５０ｍＬ
去离子水。分散液用真空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

化仪器厂）于３５℃除去有机溶剂后用真空冷冻干燥
机（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于 －５０℃真空
条件下冷干２４ｈ获得固体粉末，备用。
１２２　稳定剂的筛选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在中性环境中表面电荷低，范德
华引力弱，易发生聚集、沉淀的现象，因此考虑通过

调节胶体粒子间的相互作用来提高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
的稳定性。主要有 ３种途径：将两亲性蛋白质吸附
在胶体粒子的表面，如酪蛋白酸钠；添加小分子的表

面活性剂，通过小分子表面活性剂与纳米粒子作

用可以减小纳米粒子的疏水性和增强空间位阻效

应，如吐温２０、吐温８０［１２－１３］；胶体粒子与水溶性多
糖结合，如果胶、桃胶等。因此，改变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
子表面电荷可以增强粒子间静电作用和空间位阻

效应。

将不同种类适量稳定剂（阿拉伯胶、果胶、桃

胶、酪蛋白酸钠、吐温 ８０）溶解在 ２５０ｍＬ的去离子
水中，作为反溶剂快速加入到溶有 ２００ｍｇ玉米醇溶
蛋白、１０ｍｇ姜黄色素的８０％乙醇水溶液中，具体制
备方法见１２１节。
１２３　阿拉伯胶（ＧＡ）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离子稳定

性的影响

以不同质量的阿拉伯胶作稳定剂，制备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具体方法见１２２节。
１２４　不同 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比例对包埋率的影响

将不同比例的 ｚｅｉｎ和姜黄色素溶解于 １００ｍＬ
的８０％乙醇水溶液，以０３ｇ阿拉伯胶为稳定剂，制
备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具体方法见１２２节。
１２５　粒径、ｚｅｔｅ电位的测定

利用 ＭａｌｖｅｒｎＺｅｔａｓｉｚｅｒＮａｎｏＺＳ型激光粒度仪
（英国马尔文公司）测定上述分散体的平均粒径和

ｚｅｔａ电位，激光粒度仪通过动态光散射颗粒得到粒
径分布，再采用表面积加权平均值 Ｄ［３，２］和体积
加权平均值 Ｄ［４，３］估算出平均粒径。为避免多重
光散射造成的误差，需将溶液稀释１０倍后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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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ｉ（ｉ＝１，２，…）———颗粒直径
仪器参数设定：材料折射率为 １５９０；分散介

质，水，２５℃，折射率 １３３０；平衡 ２ｍｉｎ，平行测定
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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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吸光度的测定
在室温（２０℃）条件下，将制备的分散体系稀释

１０倍，用 ＵＶ１８００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美
谱达仪器有限公司）测定分散体系４２５ｎｍ时的吸光
度，平行测定３次。
１２７　包埋率的测定

取２份 １０ｍｇｚｅｉｎ ｃｕｒ粉末样品分别溶于
１００ｍＬ体积分数为８０％的乙醇水溶液和乙酸乙酯，
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上清液在４２５ｎｍ的吸光度。分别根据姜黄色素的
乙醇水溶液、乙酸乙酯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中姜黄

色素的总质量（ｍ１）和游离的姜黄色素质量（ｍ２）。
包埋率计算公式为

Ｅ＝
ｍ１－ｍ２
Ｍ

×１００％ （３）

式中　Ｍ———样品中姜黄色素的总加入质量
标准曲线的制备方法如下：

（１）取２０ｍｇ姜黄色素以 ８０％乙醇水溶液溶解
并定容至１００ｍＬ（避光），取１０ｍＬ以相同溶剂稀释
至 １００ｍＬ；分别取 ０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
３００、３５０ｍＬ该溶液稀释至 １０ｍＬ。测定并记录
４２５ｎｍ下的吸光度，以吸光度为横坐标，姜黄色素
浓度为纵坐标，得出姜黄色素溶解在 ８０％乙醇中的
标准曲线：Ｙ１＝６５３５Ｘ１＋００８２９，Ｒ

２
１＝０９９９７。

（２）称取１８ｍｇ姜黄色素溶于乙酸乙酯中，方法
同上。测定并记录 ４１６ｎｍ下吸光度。姜黄色素在
乙酸乙酯中标准曲线为：Ｙ２ ＝７１２７４Ｘ２ ＋００９３１，

Ｒ２２＝０９９９９，其中 Ｘ２为吸光度，Ｙ２为对应的姜黄色
素浓度。

图 １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平均粒径和 ｚｅｔａ电位

Ｆｉｇ．１　Ｚｅｉ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ｚｅｉｎ ｃｕｒ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１２８　微观结构
ＺＥＩＳＳＳＵＰＲＡＴＭ５５型扫描电镜（卡尔·蔡司股

份公司）仪器参数设置：分辨率为 ０８～１６ｎｍ，放
大倍数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０，加速电压００２～３０ｋＶ。
１２９　Ｘ射线衍射分析

ＢｒｕｋｅｒＤ２ ｐｈａｓｅｒ型 Ｘ射线衍射仪（德国布鲁

克公司）扫描记录样品的衍射线。仪器设置参数：

采用铜靶 Ｃｕｋα线，功率为３０００Ｗ，扫描范围 ６°～
４０°，速度为６（°）／ｍｉｎ。
１２１０　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分析

精确称取２～４ｍｇ原材料（阿拉伯胶、玉米醇溶
蛋白、姜黄色素）、玉米醇溶蛋白与姜黄色素的混合

物以及 ｚｅｉｎ ｃｕｒ固体粉末样品。仪器参数设置：加
热速率１０℃／ｍｉｎ，加热温度范围４０～２００℃，保护气
为氮气。

１２１１　数据处理
所有实验重复 ３次，结果取平均值。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８０软件制图，Ｅｘｃｅｌ处理数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ｚｅｉｎ质量浓度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影响
利用反溶剂沉淀技术研究不同质量浓度 ｚｅｉｎ

对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载荷了姜黄色素的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
粒子的平均粒径和表面电荷的影响。如图 １所示，
随着 ｚｅｉｎ浓度的增加，ｚｅｉｎ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
的粒径均逐渐增大。在低质量浓度下 ｚｅｉｎ形成微
球

［２０］
，随着质量浓度增加，纳米粒子将发生变粘连、

融化变形，甚至形成粗糙的蛋白膜。图 ２验证了此
现象，图２ａ、图 ２ｄ中的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
子呈现均匀分散、圆润的球状。当 ｚｅｉｎ质量浓度增
加，图２ｃ、图２ｆ中的ｚｅｉｎ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表
面变得粗糙，粒子间发生了聚集、粘连、熔融等变形

现象。由于姜黄色素与 ｚｅｉｎ中丰富的脯氨酸残基
以氢键或共价键作用形成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故相同质
量浓度下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粒子的粒径均小于 ｚｅｉｎ纳
米粒子。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 ｚｅｔａ电位的绝
对值均小于３０ｍＶ，粒子之间相互排斥力弱，分散体
系易发生聚集、沉淀等不稳定现象。且因 ｚｅｉｎ的等
电点为 ６２３，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在中性环境下不稳定，
易引起粒子大量聚集、沉淀。为了阻止聚集现象发

９６２第 １期　　　　　　　　　　　傅玉颖 等：ＧＡ ｚｅｉｎ复合纳米粒子运载姜黄色素体系的制备与特性



图 ２　纳米粒子的微观结构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生，需选择合适的稳定剂吸附在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表
面，使其稳定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２２　稳定剂种类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稳定性的影响
以阿拉伯胶（ＧＡ）、酪蛋白酸钠（Ｎａｃａｓ）、吐

温 ８０（Ｔ８０）、果胶（Ｐｅｃｔｉｎ）和桃胶（ＰＰ）作为稳定
剂制备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液，调 ｐＨ值至 ６，静置 ２４ｈ，
测定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粒径、ｚｅｔａ电位等，考察不
　　

同稳定剂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的稳定效率。从
表 １可以看出，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由于没有稳定
剂保护而分散在水溶液中，测定时粒子已大量聚

集沉淀。而不同种类稳定剂的添加均能增强粒

子间的静电作用力，为不断做布朗运动的粒子增

加空间位阻效应，增加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的 ｚｅｔａ
电位。

表 １　不同种类稳定剂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稳定效率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ｚｅｉｎ ｃｕｒ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

稳定剂种类 平均粒径／ｎｍ 分散系数 ｚｅｔａ电位／ｍＶ 吸光度

无 ２３４４±９６１６ ０４８２±０２６７ ０８１±０１０７

ＧＡ ８７０６±０３９５１ ０２１０±００１０ －３４２±３５７ ０７６９±０１４

Ｎａｃａｓ １０３２±１０９７ ０１１２±０００５ －３２４±０６５６ ０９３２±００７

Ｔ８０ ２６９８±２２９１ ０２０７±００１８ －１０２±０２１９ １３３８±０４２

Ｐｅｃｔｉｎ ３５３４±９９２２ ０４２２±００８１ －４８８±１４２ １１３３±０２４

ＰＰ ４９７２±６０７１ ０５８２±００８５ －４８１±２５８ １９１５±０３７

　　Ｔ８０将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加载于自身形成的
胶束内，产生了较强的静电作用力，克服 ｚｅｉｎ表面
暴露的非极性基团产生的强疏水吸引力。但此刻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 ｚｅｔａ电位的绝对值小于 ３０ｍＶ，
粒子发生缓慢的聚集、沉降。酪蛋白酸钠作为两亲

性蛋白质，通过疏水作用吸附在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上，
亲水部分为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提供了静电和空间
排斥力，使粒子稳定。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与阴离子多糖
都带有一定的电荷，两分子上的不同片段或侧链相

互作用产生了共价作用力和空间排阻的效应。阿拉

伯胶、酪蛋白酸钠、桃胶、果胶稳定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
子的 ｚｅｔａ电位带负电荷，均小于 －３０ｍＶ，分散液具
有良好的稳定性，如图３所示。桃胶、果胶作为稳定

剂时，粒径过大，分散体系的透明度过差，不能形成

图 ３　不同种类稳定剂制备的新鲜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ｓｈｚｅｉｎ ｃｕ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

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ｒｓ

均一、透明的水溶性姜黄色素。阿拉伯胶具有良好

水溶性，粘度小于其他多糖，不会造成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
散体系的粘度增加，形成的水溶性姜黄色素溶液吸

光度小、颜色均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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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阿拉伯胶添加量对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稳定性的影响
阿拉伯胶添加量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的稳定

性有显著影响。将适量阿拉伯胶（０１５、０２、０２５、
０３、０３５、０４ｇ）溶解在反溶剂中，制备阿拉伯胶稳
定的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体系并测定各项
指标。

阿拉伯胶是由 ８８％的阿拉伯半乳聚糖（ＡＧ）、
２％糖蛋白（ＧＰ）和 ２０％阿拉伯半乳聚糖蛋白混合
物（ＡＧＰ）构成的一种带阴离子的多糖蛋白结合物。
虽然所含糖蛋白的比重不大，但它对阿拉伯胶的乳

化性起着决定作用
［２］
。阿拉伯胶可以通过其丰富

的蛋白骨架与油相的疏水性作用吸附在油相的表

面，形成共轭的高分子聚合物，增溶分散到连续水相

中，通过静电斥力和空间相互作用阻止了油滴聚集。

阿拉伯胶利用上述机制，吸附在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
的疏水性表面，形成了一个保护壳，降低了ｚｅｉｎ ｃｕｒ
纳米粒子的疏水性，增强了粒子表面电荷；同时由于

高分子的亲水基团伸入到水中增加了空间位阻作

用，保护了粒子因弱静电作用而造成的聚集、沉

淀。如图 ４所示，随着阿拉伯胶添加量的增加，粒
子的表面负电荷逐渐增加，当添加量达到 ０２５ｇ
时，ｚｅｉｎ ｃｕｒ的电荷量接近 －３０ｍＶ，分散体系趋
于稳定。当添加量为 ０３ｇ时，分散体系的表面负
电荷继续增加至 －３２ｍＶ，且分散液的吸光度、平
均粒径逐渐减小，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已完全
稳定，即已形成均一稳定、透明好的姜黄色素水溶

液。在此期间，随着阿拉伯胶的加入，ＧＡ与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表面的疏水位点结合，通过静电稳定
作用和空间位阻作用，阻止分散体系在制备和旋

蒸过程中纳米粒子的发生聚集、沉淀，减小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粒径的增长。当阿拉伯胶添加量为 ０３ｇ
时，恰好可以与分散体系中全部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
疏水性位点结合。若其添加量继续增加时，阿拉

伯胶的添加量大于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能结合的最大
量，分散液体系负电荷不再增加，多余的阿拉伯胶

分散在水溶液中，溶液的吸光度、粒子的平均粒径

开始逐渐增大，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的浊度增
加，姜黄色素水溶液开始变得浑浊。

图 ４　ＧＡ添加量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ＧＡｏｎｚｅｉｎ ｃｕｒ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为了验证阿拉伯胶已成功地吸附在 ｚｅｉｎ ｃｕｒ
粒子表面上，探讨阿拉伯胶稳定的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和
ＧＡ在 ｐＨ值为３０～８０时表面所带的电荷量。

称取０３ｇ阿拉伯胶溶解在２５０ｍＬ去离子水中
作为反溶剂，制备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稀释适
合的倍数后，调节分散体系 ｐＨ值为 ３０～８０并测
定相应 ｚｅｔａ电位。如图５所示：随着 ｐＨ值的增加，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的 ｚｅｔａ电位由正值变为负值，且
ｚｅｔａ电位的零点在 ｚｅｉｎ等电点 ６２３的附近，与之前
研究报道吻合

［４，６］
。ｐＨ值在 ３０～８０范围内时，

阿拉伯胶始终带有负电荷；随着 ｐＨ值降低，阿拉伯
胶所带的负电荷减少。这是由于阿拉伯胶所带的羧

基发生解离
［５］
，产生—ＣＯＯ－基团，并且羧基的解离

常数约为２２［１，５］，使得阿拉伯胶在 ｐＨ值为 ３０～
８０范围内，均表现为带负电荷。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

合纳米粒子的 ｚｅｔａ电位与阿拉伯胶呈现相似的趋
势，这表明阿拉伯胶成功吸附在了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表
面，有效地稳定了分散体系。但在较低的 ｐＨ值下，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所带负电荷降低，粒子间的静电
斥力减弱，分散体系在后期的静置过程中会发生聚

集、沉淀。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在 ｐＨ值 ４８以
上的很大范围内是稳定的，为水溶性姜黄色素在不

同 ｐＨ值环境下（如果汁饮料、矿泉水、果酱等）的应
用提供了有利的帮助。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分散体系的构建
实现了 ｚｅｉｎ对姜黄色素的包埋，更确切地说是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对姜黄色素的包埋。上述实验证明了
阿拉伯胶成功吸附在 ｚｅｉｎ的表面，与 ｚｅｉｎ形成了共
轭的高分子聚合物———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吸附在
ｚｅｉｎ表面的阿拉伯胶形成了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的
保护层，构成了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的外壳。处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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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在 ｐＨ值为 ３～８时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和阿拉伯胶的 ｚｅｔａ电位

Ｆｉｇ．５　Ｚｅｔ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ｚｅｉｎ ｃｕ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ＡｒａｂｉｃｇｕｍａｔｐＨ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３～８
　
轭高分子聚合物内层的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构成了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的核心，很好地诠释了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
结构对姜黄色素的包埋。

２４　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的比例对包埋率的影响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体系作为脂溶性

姜黄色素的运载体系，姜黄色素的包埋率也是衡量

该体系的重要标准之一。ｚｅｉｎ与阿拉伯胶质量比为
２∶３，设定姜黄色素与 ｚｅｉｎ的质量比为 １∶１００、１∶５０、
１∶２０、１∶１５、１∶１０、１∶５、１∶１，制备 ｚｅｉｎ与 ｃｕｒ不同比
例的分散体系，旋转蒸发去除有机溶剂，在 －５０℃冷
　　

冻干燥得到固体粉末，测定姜黄色素的包埋率、

ＧＡ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的载荷量。
表２显示了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包埋姜黄

色素的能力，随着 ｚｅｉｎ与姜黄色素比例逐渐增大，
姜黄色素的载荷量也相应地增大。当 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质
量比为 １∶１０时，包埋率增加到 ９５９０％，且分散体
系的平均粒径约 ８０ｎｍ，分散系数小于 ０２，粒径分
布均匀。在 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的质量比为 １∶５时，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的粒径突然增大，由于姜黄
色素的添加量超过其最大载荷量，大量姜黄色素附

着在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的表面，造成了复合粒子
聚集沉淀，姜黄色素的包埋率由 ９５９０％减小到
４２３％。姜黄色素的添加量太少时，与 ｚｅｉｎ上丰富
的脯氨酸不能完全结合，使粒子的疏水性增强、所带

的负电荷减少，粒子间的静电作用力减弱，最终导致

体系不稳定，发生聚集、沉淀等现象。当姜黄色素与

ｚｅｉｎ的质量比为１∶１０，即 ｚｅｉｎ的质量为０２ｇ，姜黄色
的添加量为００２ｇ时，姜黄色素包埋率高达９５９０％，
大大提高了脂溶性姜黄色素的溶解度，且分散体系平

均粒径为 ８３３６ｎｍ（小于透射光入射波长 １００ｎｍ），
使得姜黄色素水溶液体系均一、透明，效果远好于

ＧＯＭＥＺＥＳＴＡＣＡ［２１］利用喷雾干燥法制备的载荷姜
黄色８０％ ～９０％的玉米醇溶蛋白微粒包埋率。

表 ２　不同 ｚｅｉｎ与 ｃｕｒ的质量比姜黄色素包埋率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ｏｆｚｅｉｎｔｏｃｕｒｏｎ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的质量比 包埋率／％ 载荷量／ｍｇ ｚｅｔａ电位／ｍＶ 平均粒径／ｎｍ 分散系数

１∶１００ ９５４０ １９０ －２８７±１３００ ７９８２±０６２２ ０２０３±０００４

１∶５０ ９３００ ３９０ －２６９±０２０８ ７９２８±０２１６ ０２０３±０００９

１∶２０ ９４１０ ９４０ －３１３±０５５７ ８２１０±０５５０ ０１８５±０１６０

１∶１５ ９３２０ １２４３ －３０８±５９２０ ７９４８±０７３０ ０１９７±０００３

１∶１０ ９５９０ １９１８ －３０４±０４６０ ８３３６±０９００ ０１９６±０００９

１∶５ ６５４０ －１２７±２０７０ ３２７４０±２３８８ ０３１５±０１２１

１∶１ ４２３０ －８２３±０４２０ ７０３５０±１０５６０ ０５３２±０１１５

图 ６　姜黄色素与不同浓度的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

Ｆｉｇ．６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ａｎｄ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５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的溶解度
从图６ａ中可看出（图６ａ为姜黄色素，图６ｂ～６ｆ为

不同浓度的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分散体系），姜黄色素的

水溶性非常差，文献报道姜黄色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仅有１１ｎｇ／ｍＬ［２２］；经过 ＧＡ ｚｅｉｎ核壳结构的包埋，
姜黄色素的溶解度大大提高，据测定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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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姜黄色素的质量浓度为 ８０μｇ／ｍＬ，比姜黄色素
的溶解度提高了 ７２００多倍，极大地促进了其在水
溶环境下的应用。

２６　Ｘ射线衍射分析
Ｘ射线衍射扫描可以用来分析物质的结晶状

态。以 Ｘ射线衍射扫描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和纯物质。当晶体物质被
包埋时，其晶体状态变成了无定型结构

［２３］
。如图 ７

所示，在姜黄色素纯物质的 Ｘ射线衍射图中，尖锐
的峰值出现在衍射角 （２θ）７８°、８９°、１２１１°、
１４５０°、１７３５°、１８１０°、２１１１°、２３３４°、２４４９°、
２５５１°和 ２７３１°，说明姜黄色素单物质在自然状态
下是高度结晶的。观察 ｚｅｉｎ ｃｕｒ和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
的衍射图谱发现，被包埋后姜黄色素的特征峰完全

消失，表明姜黄色素在被包埋在胶体粒子内后，其存

在形式可能由高度结晶状态转变成了无定型结构

（可根据高晶体化的物质特征峰消失来判断该物质

的封装成功与否）。ＰＡＴＥＬ等［２４］
将姜黄色素和靛

蓝色素同时包埋在 ｚｅｉｎ中，利用这 ２种色素高晶体
态下的衍射图谱，实现了 ｚｅｉｎ对姜黄色素、靛蓝色
素包埋的判断。ＰＡＴＥＬ等［１７］

利用 ｚｅｉｎ自组装原理
对脂溶性的懈皮素完成了包埋，通过 Ｘ射线衍射实
　　

图 ７　Ｘ射线衍射分析图谱

Ｆｉｇ．７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验的观察，证实了 ｚｅｉｎ包埋后的懈皮素由高晶体状
态转变成无定型状态。

２７　差示扫描量热仪（ＤＳＣ）分析
ＤＳＣ可以测定物质的结晶或者融化时的特征

吸收峰。如图 ８所示，１７２８℃尖锐的峰是姜黄色
素的特征吸热峰，在 ｚｅｉｎ和姜黄色素物理混合物
（ｚｅｉｎ＋ｃｕｒ）中也出现了此峰。载荷了姜黄色素的
ｚｅｉｎ、ＧＡ ｚｅｉｎ图谱中未出现此峰，说明被包埋的
姜黄色素不是以高结晶的状态，而是以无定型的

形式存在，恰好与上述 Ｘ射线衍射法分析一致。
这是由于姜黄色素与 ｚｅｉｎ上丰富的脯氨酸通过氢
键和共价键的形式结合，分散在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
合纳米粒子中而处于非结晶状态。

图 ８　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８　ＤＳＣｃｕｒｖｅｓ
　

３　结论

（１）利用反溶剂技术制备研究不同 ｚｅｉｎ质量浓
度下形成的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和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特
征，发现低质量浓度下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和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
子的平均粒径小、形状完整，分散性好。由于姜黄色

素与 ｚｅｉｎ中丰富脯氨酸通过氢键和共价键作用，使
得相同质量浓度下 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的平均粒径
比 ｚｅｉｎ纳米粒子的小。

（２）ｚｅｉｎ ｃｕｒ纳米粒子表面电位取决于吸附在
粒子表面的稳定剂种类和浓度。研究发现，相同浓

度下，阿拉伯胶对 ｚｅｉｎ ｃｕｒ粒子起到较好的稳定作
用，而且当添加量为 ０３ｇ时形成的 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
分散体系，均一性好、透明度高。

（３）以 ０２ｇｚｅｉｎ为基础，ｃｕｒ与 ｚｅｉｎ的质量比
为１∶１０时，ＧＡ ｚｅｉｎ ｃｕｒ复合纳米粒子体系对姜
黄色素的包埋率高达 ９５９０％，该分散体系姜黄色
素的质量浓度为８０μｇ／ｍＬ，是未包埋姜黄色素溶解
度的７２００多倍。运用 Ｘ射线衍射法和差示扫描量
热法分析包埋后的姜黄色素的存在状态，确认其由

晶体型转变为无定形状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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