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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概述了近
!$

年来国内外葛属植物功能营养特性

及其在食品领域开发应用的主要成果#对旱粮作物资源开发

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葛的进一步高效开发#

提升其科技与产业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葛属植物&功能成分&生理功能&营养成分&安全性&

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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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是一种多年生豆科藤本药食两用植物!主要分布在热

带和温带地区!在中国#日本#美国(

#/

世纪从日本引进)#澳

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泰国等国均有分布!在中国的华南#

华东#华中#西南#华北#东北等地区广泛分布!已有
!-

种被

确认.

#

/

""#2""/

.

"

/

"葛在中国有悠久的药用历史!最早记载于

+神农本草经,

.

!20

/

"葛根和葛花供药用!列为药品中的中

品!历代本草也均有记载"葛根的传统功效主要为清热解

肌#生津止渴#醒脾解酒#透疹和升阳止泻等!而现代葛根利

用则跨越了传统清热解表的功效"近年!随着国内外对葛属

植物功能营养成分及食品开发研究的不断深入!表明其在医

药#食品#工业中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开发潜力!受到世界各

国关注"目前葛属植物的根是主要利用部位!中国野生及栽

培总面积初步统计有
0$IG

"以上!葛根年产量
#-$

万
>

以

上.

-

/

!不论作为药材应用!还是作为食品应用!生产和销售量

均居世界第一位"本研究概述近
!$

年来中国葛属植物功能

营养特性及其在食品领域开发应用的主要成果!对作为旱粮

作物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旨在为葛属

植物的进一步高效开发!提升科技与产业发展水平提供

参考"

#

!

中国葛属植物资源与分布
中国是葛属植物的种质资源中心!约有

/

个种!

"

个变

种.

!2%

/

!分为野葛#粉葛(变种)#食用葛#苦葛#峨眉葛#越南

葛#三裂叶葛#黄毛萼葛#密花葛#葛麻姆(变种)等.

.2##

/

"野

葛和粉葛是中国开发利用最广泛的种类!其次是苦葛与食用

葛"野葛在中国分布最广!粉葛次之!是中国葛粉和中药材

的主要来源"目前!粉葛是主要栽培种类!且规模化栽培年

年扩大!其他种类只是个别地方开发利用!产品少#产量低!

有的种类尚未被利用"中国葛属植物的种类#分布情况#资

源情况和利用状况见表
#

"

"

!

葛属植物的主要功能营养成分
葛属植物主要功能成分有异黄酮类#芳香类#三萜类#氯

化胆碱#二氯化乙酰胆碱#长塞因#

OF

甘露醇#

AF

(

4

)

F

乳酸

镁#谷甾醇#胡萝卜苷#

%

!

.F

二甲氧基香豆素#

-F

甲基海因#胆

碱和乙酰胆碱等.

#0

/

!其中以异黄酮类化合物应用最多"葛

属植物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膳食纤维素#蛋白质和脂肪

等.

#-

/

!其应用最广泛的是葛根淀粉"

")#

!

异黄酮类化合物

")#)#

!

异黄酮的种类与分子结构
!

葛植物的主要功能成分

是异黄酮类化合物!葛根素#羟基葛根素#甲氧基葛根素是葛

.#"



表
#

!

中国葛属资源的种类与分布

V@;(<#

!

7

Q

<HC<B@JNNCB>=C;A>C'JB'P

Q

A<=@=C@CJDICJ@

中名 学名 分布范围 资源情况 利用状况

野葛.

#

/

""0

.

#$2##

/

59&C4C'4H.B4D4

(

%'HHI>

)

#2X'

除西藏#新疆外的全国大部分

省区

丰 富!有 少 量

栽培
药用#偶食用

粉葛.

#

/

"".

5>D2.JK./''?&/D2>

云南#四川#贵州#海南#广东#

广西#西藏
丰富!有栽培 药用#食用

食用葛.

#

/

"",2""/

5>&I9H'K54J

S

云南#四川#广西 较丰富 根药用#食用

苦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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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S

&I9/G9H4C'K

(

;C42>

6Q?&/D2>

)

?&/D2

云南#四川#西藏#贵州#广西 丰富 根杀虫#毒鱼

峨眉葛.

#$

!

#!

/

5> .J&'&/K'K %4/

0

&D84/

0

四川#贵州#云南 较丰富 偶药用及食用

越南葛.

#

/

""%

.

#$

!

#!

/

5>J./D4/4

广西#广东#福建#云南#台湾 较丰富
2

三裂叶葛.

#

/

""#

.

#$

!

#!

/

5>

S

24K&.H.'I&K

(

-.QB>

)

?&/D2

海南#广东#广西#浙江 较丰富 偶药用

黄毛萼葛.

#

/

"".2"",

.

#$

!

#!

/

5>G4H

3

G'/&FC4/G2

云南 区域性分布
2

狐尾葛.

#

/

"".2"",

.

#$

!

#!

/

5>4H.

S

&CG9C.'I&K1C4'B

云南 区域性分布 偶食用

思茅葛.

#

/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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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X4HH'G2''O1

云南 区域性分布
2

小花野葛.

#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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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DC'GD4@9CP

云南 区域性分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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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信息不详"

植物所特有的异黄酮类化合物!目前已发现和确定的种类有

!!

种!葛植物中主要异黄酮类化合物的骨架结构见图
#

!种

类见表
"

"葛植物的根#茎#叶#花#籽实等器官中都有异黄酮

类化合物分布"

")#)"

!

葛根异黄酮的组成与含量
!

葛根素是葛属植物特有

的异黄酮化合物!且是葛根异黄酮中含量最高的化合物"目

前!中国#日本等国将葛根素#大豆苷与大豆苷元的含量与组

成比作为葛根品质的评价指标"不同种类#产地#生长年限

的葛根异黄酮含量差异显著!表
!

列出了中国不同产地葛根

的主要异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但总体上看!一般野葛根中异

黄酮含量远高于其它品种!葛根素含量最高达
%)$"#1

!大豆

苷达
#)$,01

!大豆苷元达
$)!/#1

"

")#)!

!

葛异黄酮的主要生理功能研究

(

#

)抗氧化作用'张光成等.

!$

/研究表明!葛根异黄酮对

降低脑水肿动物血#脑组织中的
O9Z

含量有明显作用!而且

对脑水肿动物血#脑组织中
7Z8

活性有极显著的作用"

5A<==@UD

等.

!#

/通过辣根过氧化物酶化学发光分析技术!

体外评估葛根素和葛根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的研究显示!葛

根提取物含有高的抗氧化活性物质且葛根素和葛根提取物

图
#

!

异黄酮类化合物的骨架结构

aC

K

A=<#

!

a=@G<S'=RB>=AH>A=<'PCB'P(@+'J<B

能妨碍细胞色素
90-$

催化的药物代谢过程"

ÀJU

等.

!"

/对

葛根提取物中的葛根素#大豆苷#大豆苷元#鹰嘴豆芽素
3

和

染料木苷
-

种化合物进行
899T

自由基清除试验#硫氰酸亚

油酸模型试验和脂氧化酶抑制试验"结果显示!这
-

种化合

物是自由基清除剂!能抑制亚油酸过氧化反应和脂氧化酶活

性"在当鹰嘴豆芽素
3

浓度为
#0)"#,G

K

-

O

时!对
TOF"/

癌症细胞产生的花生四烯酸表现出
.$1

的抑制力"

(

"

)护肝作用'

OC:

等.

!!

/对慢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进行

葛根素护肝药试验!发现葛根素能够保护肝细胞"治疗组大

鼠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和促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降低!而白蛋白水平增加!同时!解剖

治疗组大鼠肝脏发现肝内的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含量

升高!表明葛根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治疗酒精性肝病"病理

学检查结果.

!0

/显示葛根素护肝药治疗对的酒精造成的肝细

胞损伤有所减轻"赵鹏等.

!-

/的研究显示!葛根黄酮具有提

高酒精性肝损伤的大鼠肝组织中
57T

含量的作用!还具有

降低酒精性损伤的大鼠的肝组织甘油三脂(

V5

)含量的作

用!表明葛根黄酮对酒精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葛根提取物中的大豆苷和大豆苷元这两种异黄酮有助

于治疗酒精依赖症.

!%2!.

/

"葛植物的花中提取的鸢尾苷可以

调制干扰
993:F

'

通道和改善线粒体功能!来治疗酒精诱导

的肝硬化.

!,

/

"

(

!

)防治骨质疏松作用'葛植物中的葛根素#大豆苷和

大豆苷元等功能成分!有助于延缓骨密度的下降!可提高骨

组织内的硬度!改善骨质量!预防腰椎压缩性骨折!有助于降

低骨折风险和绝经后骨质疏松的发生"

V@J@R@V

等.

!/

/通过

用葛根醇提物对鼠进行连续喂养
,

周.

"$G

K

-(

R

K

0

N

)/试验

发现!葛根提取物可以使鼠的股骨骨密度增加!可用于预防

,#"

研究进展
!

"$#%

年第
##

期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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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异黄酮类化合物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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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A=<'P>I<G@CJCB'P(@+'J<B

异黄酮类化合物
:

#

:

"

:

!

:

0

:

-

:

%

葛根素.

#%

/

T T

K

(H T T T

大豆苷.

#%

/

T

K

(H T T T T

大豆苷元.

#%

/

T T T T T T

芒柄花苷.

#%

/

T

K

(H T T

DT

!

T

染料木苷.

#%

/

ZT

K

(H T T T T

鹰嘴豆芽素
3

.

#%

/

ZT T T T

DT

!

T

芒柄花黄素.

#%

/

T T T T

DT

!

T

染料木素.

#%

/

ZT T T T T T

-F

羟基葛根素.

#.

/

ZT T

K

(H T T T

!mF

羟基葛根素.

#.

/

T T

K

(H ZT T T

!mF

甲氧基葛根素.

#,

/

T T

K

(H

ZDT

!

T T

!mF

羟基葛根素
0mF#F

脱氧己糖苷.

#/

/

T T

K

(H ZT N<'X

L

I<X'B

L

( T

!mF

甲氧基
F%mmF

木糖基葛根素.

#/

/

T T

K

(H

%

FX

L

( ZU< T T

葛根素
F0mF

葡萄糖苷.

#/

/

T T 5(H T 5(H T

%mmF

木糖基葛根素.

#/

/

T T

K

(H

%

FX

L

(

T T T

!mF

甲氧基大豆苷.

#/

/

T

K

(H T ZU< T T

!mF

甲氧基大豆苷元.

#/

/

T T T ZU< T T

大豆苷元
F.F#F

甲基醚.

#/

/

T U< T T T T

!mF

甲氧基大豆苷元
F.F#F

甲基醚.

#/

/

T U< T ZU< T T

!mF

甲氧基芒柄花黄素.

#/

/

T T T ZU< U< T

,F1F

芹菜糖(

#F%

)葡萄糖大豆苷元.

"$

/

T T @

Q

C

(

#F

(

%

)

K

(H T T T

,FGF

.

"

FO

吡喃葡萄糖基
F

(

#F%

)/

F

!

FO

吡喃葡萄糖

苷大豆苷元.

"#

/

T T

K

(H

%

F

K

(H T T T

0m

!

.F

二甲氧基异黄酮.

"#

/

T

DT

!

T T

DT

!

T

%F

羟基染料木素
F%

!

.F

二
F#F

葡萄糖苷.

""

/

ZT 5(H T T T Z

K

(H

黄豆黄苷.

""

/

T

K

(H T T T ZU<

%F

羟基染料木素
F.F#F

葡萄糖苷.

""

/

ZT

K

(H T T T ZT

鸢尾黄酮
F.F#F

木糖基葡萄糖苷.

""

/

ZT

K

(HFX

L

( T T T ZU<

鸢尾苷.

""

/

ZT

K

(H T T T ZU<

%F

羟基鹰嘴豆芽素
3F%

!

.F

二
F#F

葡萄糖苷.

""

/

ZT

K

(H T T U< Z

K

(H

葛花因.

""

/

T

K

(HFX

L

( T T U< ZU<

黄豆黄素.

""

/

T T T T T ZU<

葛花甙.

""

/

ZT

K

(HFX

L

( T T U< ZU<

鸢尾黄酮.

""

/

ZT T T T T ZU<

尼泊尔鸢尾黄酮.

""

/

ZT T T T U< ZU<

或延缓骨质疏松症&并通过去卵巢大鼠模型给予葛根素!观

察骨质疏松大鼠骨密度#骨生物力学指标和血脂的变化"发

现经葛根素治疗
.

周后!大鼠腰椎弹性模量呈剂量依赖性增

加!明显高于去卵巢组大鼠&葛根素治疗组大鼠腰椎和股骨

的最大应力提高!股骨最大承载力呈剂量依赖性增加"

(

0

)降血糖血脂作用'葛根素可以通过减少肾脏中糖基

化终产物的含量和抑制特定细胞受体信使
:*3

的表达来保

护肾组织免于高血糖和糖基化终产物的损伤.

0$

/

"

9<J

K

*

等.

0#

/研究了葛根提取物对易感型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压#

血糖和胆固醇循环的长期影响"发现长期补充葛根提取物

可以改善血糖#血脂!有助于维持血压正常"

陶树高等.

0"

/通过动物试验!研究了葛根素对代谢综合

征
F"

型糖尿(

U7FV"8U

)大鼠的胰岛素敏感性及血糖#血脂

和氧化应激的影响"用腹腔注射小剂量链脲霉素
"-

!

!$G

K

-(

R

K

0

N

)!并加饲高热量饮食(富含脂肪和蔗糖)

0"N

!

造成糖耐量减退#胰岛素抵抗(

6:

)的
U7FV"8U

大鼠模型&

葛根素
$)!$

!

$)#-

K

-

R

K

或二甲双胍
$)"-

K

-

R

K

灌胃给药!每日

#

次!给药
",N

!发现葛根素能显著降低胰岛素和胰岛素抵抗

指数!提高胰岛素敏感指数!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强清除自由基能力!改善糖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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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葛根主要异黄酮的含量"干基#

V@;(<!

!

D'J><J>'P>I<G@CJCB'P(@+'J<BCJ>I<=''>'PRANcA+CJ<

种类 产地 葛根素-
1

大豆苷-
1

大豆苷元-
1

提取方法 测定方法

野葛
!!

云南大理.

"!

/

")"-$ $)!0$ 2 -$1

乙醇提取法
T9OD

江苏茅山地区.

"0

/

!)/,$ $)!%$ $)$!/ .$1

乙醇提取法
T9OD

台湾台北(根!带皮)

.

"-

/

$)-"$ $)$%" $)$$. ,$1

甲醇提取法
T9OD

台湾台北(根!去皮)

.

"-

/

$)"-$ $)$%0 $)$$! ,$1

甲醇提取法
T9OD

台湾台北(皮)

.

"-

/

#)-,$ $)$," $)$$. ,$1

甲醇提取法
T9OD

广西.

#%

/

!)/0, $)!$- $)$-%

甲醇提取法
DeE

湖北.

#%

/

0)/%. $)0#/ $)$0"

甲醇提取法
DeE

贵州岑巩.

"%

/

!)"/. $)"0% $)$#.

水提法
T9OD

江西南昌.

"%

/

#)$#" $)#$! $)$",

水提法
T9OD

安徽金寨.

"%

/

")$00 $)#,! $)$!/

水提法
T9OD

四川峨眉山.

"%

/

0),.- $)/## $)$//

水提法
T9OD

辽宁旅顺.

"%

/

%)$"# $)-,, $)$,,

水提法
T9OD

山东泰安.

"%

/

#),./ $)$-, $)##.

水提法
T9OD

天津蓟县.

"%

/

-)#0/ $)#"/ $)!/#

水提法
T9OD

西安.

"%

/

")0." $)#$" $)"$,

水提法
T9OD

河北井陉.

"%

/

"),,- $)#"! $)#",

水提法
T9OD

浙江天目.

"%

/

")-$# $)#"! $)#",

水提法
T9OD

湖南吉首矮寨.

".

/

#)#", $)!#" $)$-. .$1

乙醇提取法
T9OD

湖南吉首永顺山区.

".

/

"),-. $)/%- $)#$# .$1

乙醇提取法
T9OD

湖南怀化洪江.

".

/

0),$$ #)$,0 $)### .$1

乙醇提取法
T9OD

四川广元青川.

".

/

!)$!- $)-$. $)$%% .$1

乙醇提取法
T9OD

粉葛
!!

广西.

#%

/

$)#$, $)$"$ $)$#/

甲醇提取法
DeE

广西.

",

/

$)!-!

!

$)-,% 2 $)$!$.

!

$)$0$- .$1

甲醇提取法
T9OD

云南大理.

"!

/

")#!$ $)-$$ 2 -$1

乙醇提取
T9OD

云南丽江.

"%

/

$),$% $)$/% $)$!$

水提法
T9OD

江西奉新.

"%

/

$)-!. $)$-. $)$!/

水提法
T9OD

食用葛
!

云南巍山.

"%

/

$)"00 $)$0- $)$.0

水提法
T9OD

云南丽江.

"%

/

2 2 $)$-"

水提法
T9OD

苦葛
!!

峨眉山.

"%

/

$)#-, $)$!% $)$-!

水提法
T9OD

云南巍山.

"%

/

2 2 $)$0"

水提法
T9OD

越南葛
!

2

.

"/

/

")$/$ $)0%/ $)$0, ,$1

甲醇提取法
T9OD

黄毛葛
!

云南永胜.

"%

/

$)#0$ 2 $)$!$

水提法
T9OD

三裂叶葛 广州.

"%

/

$)!.! 2 $)$/$

水提法
T9OD

!!!!!

d

!

2

表示信息不详&因各研究报告的提取方法和测量方法不同!生长年限不详!数据仅供参考"

脂代谢紊乱"葛根素能对
U7FV"8U

大鼠产生二甲双胍样

的改善高胰岛素血症#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以及降糖和调节血

脂等效应"

(

-

)护脑作用'

DI@J

K

]

等.

0!

/研究了葛根素对大鼠大脑

动脉阻塞导致的脑梗塞中的神经保护机制"用葛根素对脑

梗塞大鼠(

"$

!

-$G

K

-

R

K

)进行治疗!用
-$G

K

-

R

K

的葛根素治

疗后!心肌梗死面积明显缩小!抑制了缺氧诱导因子
F#

"

#胱

天蛋白酶
F!

活性蛋白#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
G:*3

的表

达"说明葛根素对大脑动脉阻塞引起的脑缺血有神经保护

作用!可以改善缺血再灌注脑损伤"葛根素可以改善氧气-

葡萄糖匮乏引起的海马神经元死亡.

00

/

!抑制谷氨酸递质#细

胞内
D@

"4升高和神经细胞
*Z

的合成&对创伤性脑损伤神

经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0-

/

!且呈剂量依赖性!其机制可能与葛

根素抗细胞凋亡!增加
?H(F"

的表达有关&对
5(A

#

*U83

或

Y3

损伤的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

0%

/

"

")"

!

淀粉

淀粉是葛根的主要营养成分!因种类#产地!其含量差异

显著"葛根淀粉是广泛作为食品利用的功能性高端原料!一

般野葛的淀粉品质最佳!价格最高!但出粉率较粉葛低!目前

市场流通的主要野葛产地与粉葛根的淀粉含量见表
0

"

$""

研究进展
!

"$#%

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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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中国不同产地野葛与粉葛根的淀粉含量

V@;(<0

!

D'J><J>'PB>@=HICJ>I<=''>'P9A<=@=C@(';@>@

"

WC((N)

#

ZISC@JN 9A<=@=C@>I'GB'JCC?<J>I

P='GNCPP<=<J>I@;C>@>BCJDICJ@

种类-品种名 产地
淀粉含量

(干基)-

1

矮寨野葛.

".

/ 湖南矮寨
!.),.

永顺野葛.

".

/ 湖南永顺山区
!.)!#

洪江野葛.

".

/ 湖南怀化安江镇
!")"0

青川野葛.

".

/ 四川广元青川
!.)0%

赣葛
,#F!

(粉葛)

.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0!

九顶大粉葛.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

地金
#

号(粉葛)

.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

合川大粉葛.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

葛博士
##

号(粉葛)

.

0.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0

宋氏粉葛.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0

仙女葛王(粉葛)

.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0.)--

合川苕葛.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

细叶粉葛.

0.

/ 四川省泸县福集镇玉蟾山
%$)-0

野生粉葛.

0,

/

2 -!)!"

栽培粉葛.

0,

/

2 -$)!%

合川大粉葛.

0/

/ 合川高龙镇基地
!-)/%

葛博士.

0/

/ 合川草街镇
!,)".

合川大粉葛.

0/

/ 合川合阳办事处
!!)#%

合川大粉葛.

0/

/ 合川钱塘镇
00)0%

苕葛#合川大粉葛.

0/

/ 合川铜溪镇
!.)-/

苕葛#合川大粉葛.

0/

/ 合川土场镇
0.)#0

苕葛.

0/

/ 合川张桥镇
!$)-#

葛博士.

0/

/ 合川双凤镇
!#)!.

粉葛.

0/

/ 江津西湖罗来村
!%),"

粉葛.

0/

/ 秀山梅江
"0)!,

!

d

!

2

表示信息不详"

!!

葛根淀粉提取的一般工艺流程是'葛根
3

清洗
3

打浆
3

漂洗
3

筛分
3

除杂
3

漂洗
3

脱水
3

干燥
3

淀粉产品"目前

小型葛根淀粉提取生产线工程设备比较成熟!但葛根的各种

功能与营养成分同步提取的生产工艺还处于研究试验阶段"

葛根淀粉平均粒度为
/)/$

!

"0)$,

#

G

.

-$2-#

/

!葛根淀粉偏光

十字接近颗粒中心但偏光十字不明显.

-#

/

!结晶结构为
D

型.

-#

/

!结晶度为
#,)$1

!

#/)!1

.

-$2-#

/

!直链淀粉含量为

"")"1

!

"")/1

.

-"

/

!起始糊化温度范围
-.)-

!

.,)/\

!终止

糊化温度范围
.!)$

!

,,)% \

.

-$

!

-"

/

!凝胶强度较玉米淀粉

强.

-!2-0

/

"葛根淀粉对酸碱较玉米#甘薯淀粉稳定!葛根淀粉

对
"

F

淀粉酶的作用极为敏感!容易被淀粉酶等消解.

-#

!

-!

/

"

但关于淀粉的组成和分子结构等深入研究的报告还很少"

!

!

葛植物的安全性评价
近年国内外研究者对主要器官根#多年生藤#花的提取

物开展了一系列的毒理学试验"

?<;=<+BR@O

等.

--

/通过动物

试验评价了葛根的抗氧化活性和毒理学特性!用葛根乙醇提

取物对糖尿病大鼠模型进行体内试验!口服给药
!

周

.

-$G

K

-(

R

K

0

N

)/!发现糖尿病大鼠血浆中的丙二醛水平与

健康对照组的大鼠相同!并且没有明显的毒性"马建芳

等.

-%

/研究了葛根素(布瑞宁)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治疗作用及

其用药的安全性影响!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诊断明确的急

性脑梗死病人分为两组!治疗组
"%

例!用布瑞宁
-$$G

K

加

入生理盐水
"-$GO

中静脉输注!每日
#

次&对照组
!$

例!用

曲克芦丁(维脑路通)

0$$G

K

加入生理盐水
"-$GO

中静脉

输注"两组均以
#0N

为
#

个疗程!应用两个疗程!发现葛根

素(布瑞宁)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可临床推广"

V@R@J'3

等.

-.

/通过动物试验评价了葛花的毒理学特

性"用葛花热水提取物(

9aE

)!对小白鼠进行急性(

9aE

-

K

-

R

K

体重)与亚慢性(

$)$1

!

$)-1

!

#)-1

!

-)$1

)毒性试

验!发现在试验期间!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

9aE

安全性

较高"

李琳等.

-,

/通过动物#微生物试验评价了栽培粉葛藤蔓

的毒理学特性"用藤蔓乙醇粗提物(

9&EE

)!对幼年#成年#

老年小白鼠进行慢性(

9&EE0$G

K

-

R

K

体重)与急性(

9&EE

0

K

-

R

K

体重)毒性试验!并对鼠伤寒沙门氏菌等
-

种菌株进

行致突变性试验(

9&EE!#")-

!

-$$$)$G

K

-

9(@><

)!发现

9&EE

安全性较高!栽培粉葛藤蔓可以作为一种高品质的食

物资源"陈琴等.

-/

/采用常压耐缺氧#低浓度醋酸致小鼠腹

腔毛细管通透性增高试验法!初步探讨葛藤抗炎#耐缺氧作

用!并对葛藤的安全性进行评价!发现葛藤毒性较小!在抗炎

与耐缺氧方面与葛根作用近似"这些研究表明葛植物的根#

藤和花毒副作用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可以作为一种高品

质的食物和药物资源"

0

!

葛植物的综合开发应用
葛根黄酮已成为世界各国认可的保健营养品!葛根全粉

和提取物远销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其中葛根中制备的葛

粉外销出口价格为
!)#

万元-
>

.

!

/

"葛藤中含有大量纤维!可

提葛麻!其弹性好#拉力强#耐潮湿耐腐蚀!具有抗菌#消炎等

保健功能.

%$

/

!可加工高档麻织品!作为轻工业原料"已有多

种葛根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名单中!被医院作

为主要用药"特别是葛根素是各大医院心脑血管治疗用药

的前三位首选药物之一"

"$$0

年!全球约有
$)#.#

亿人死于

心血管疾病!预计到
"$!$

年!这个数字将显著增加至
$)"!%

亿.

%#

/

"此外!全球代谢综合征
F"

型糖尿患者在
"$#$

年已达

"),-

亿!预计
"$!$

年将上升至
0)!,

亿.

%"

/

!葛植物资源可开

拓的市场空间不可估量"中国对葛属植物资源的利用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中药材&鲜食(根条#根片#幼茎和幼叶等)&粗

加工食品(葛根口香糖#炸葛根片等)&深加工食品(高纯度葛

根异黄酮#速溶葛根提取物#菜肴佐料#葛根淀粉及衍生产品

等)&饲料(葛藤嫩枝和叶)&园林绿化和荒山绿化!水土保持&

葛藤纤维的织物与造纸等"中国以葛根#葛根提取物或葛粉

为原料开发的系列食品与保健食品有'葛根片#葛酒#葛茶#

葛饮料#葛口服液#速溶葛粉#果冻#葛面条#葛面包#葛粉丝#

葛冰淇淋#葛红肠#葛根莲子#葛根绿豆粉#葛根木瓜胶原粉!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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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葛根淀粉基可食性包装膜等"葛植物的综合开发应用

详见表
-

"

表
-

!

葛植物的综合开发应用

V@;(<-

!

D'G

Q

=<I<JBC+<N<+<('

Q

G<J>'P

Q

A<=@=C@

分类
粗级产品或

原料产品
!

延伸产品(业)

淀粉.

%!2%-

/

纯葛粉#功能性

葛粉

深加工产品(淀粉糖类#糊精#加工淀

粉等)!保健食品(葛面#葛饼#葛糕#

葛汤#葛粥#速溶冲剂#油炸食品等)

黄酮.

%%2%,

/

葛根#茎异黄酮

组成物

保健食品(冲剂#片剂#胶囊#饮料#

酒类等)!化妆品(洗发剂#沐浴剂#

泡浴剂#面摩膏#护面纸#按摩油等)

纤维.

%/2.$

/

过滤材料

食品纤维

纺织纤维

过滤装置

功能性食品#饮料#冲剂#片剂

功能性纺织品(工艺纺织品#功能性

内衣#功能性内裤#功能性胸罩#功

能性袜子等)

发酵.

.#2."

/

保健酒

生物能源

泡制酒#酿造酒#蒸馏酒

燃料乙醇#沼气

药品.

.!2.-

/

中药原料葛根

提炼制品

葛根汤#含葛根处方中药等

纯葛根素#纯大豆苷#纯大豆苷元等

饲料.

.%

/

茎叶营养饲料

葛根饲料添加剂

残渣饲料添加剂

生态养殖业

其它.

..2,!

/

食用叶粉末

葛花 或 葛 花 提

取物

有机肥料

保健食品

饮料等

土壤改良#有机栽培

-

!

中国葛属植物资源开发应用存在的主要
问题

!!

虽然中国的葛植物资源丰富!药用与食用历史悠久!但

在现代科学研究与产业开发应用方面起步较晚!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

$

对于葛资源的开发利用尚处于初级阶段!资源浪

费严重&

%

产业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加工设备落后!产

品技术含量低!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质量问题多!同质产品

相互竞争!经济效益较低&

(

产业模式落后!区域优势不明

显!行业信誉度不高!没有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知名品

牌!产业竞争力弱&

)

国家政策的关注度不高!政策缺位!缺

乏产业系统规划!导致外资对中国葛产品市场价格形成垄断

局面&

*

对科研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相关的科技人才!在种

质资源收集整理#功能营养成分分析与鉴定#生理功能与作

用机理研究#产品开发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与先进国家比较

存在较大差距&

+

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率较低"

%

!

展望
作为旱粮作物的葛植物具有卓越的生理功效活性和营

养价值!以及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是
"#

世纪必须抢占#

开发和利用的重要资源"鉴于中国的现状!必需增加科研投

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致力于葛植物的营养功能特性与

加工适应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加速前处理#深加工#副产物

多层次综合利用等技术积累和高附加值新产品开发"同时

大力开展产后前处理设备#精深加工设备研发!积极开展生

产技术#加工技术#质量安全#企业管理#营销策略#市场行情

培训!提高产业体系人员整体素质水平!促进产业人才队伍

的成长与壮大!为产业提供系统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中国葛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相关产业主要集中在

山区和贫困地域!引导和支持适宜区域实行适度规模生产!

推动种植#加工和营销一条龙的现代化产业模式发展!推动

葛植物产业成为现代山区农业的支柱产业#扶贫的重要手

段"同时!根据市场需求!以资源综合利用为前提!以高质量

高附加值产品为着力点!打造高水准的供给侧格局!创建具

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将大力推动产业走出困境#持

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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