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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了蔷薇果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安全性及

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蔷薇果开发的重点&难

点"并展望了蔷薇开发利用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蔷薇果'成分'药理'安全性'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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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果)

O&E1J1'+'1

+属假果)附果+一类#由杯状的

花托和包含于其中的瘦果组成#原产于亚洲#

#$

世纪
7"

年代传入西方国家/

#

0

%目前#全世界约有
#&"

种#中国约

有
7"

种#其中以东北地区资源最为丰富/

!

0

%中国主要的

蔷薇果种类见表
#

#其中以硕苞蔷薇$山刺玫$金樱子和刺

梨
+

种最为常见%

蔷薇果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物质#含有多种生物活性

成分和营养物质/

6

0

#已被应用于临床试验和医疗保健方

面/

+X&

0

%但因蔷薇果含氰化物#其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

考证%文章拟对蔷薇果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安全性及

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综述#分析蔷薇果开发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以期为蔷薇资源更广泛的开发提供参考%

#

!

蔷薇果的化学成分
#A#

!

营养素

#A#A#

!

氨基酸
!

蔷薇果中含有
#W

种氨基酸#其中包括苯

丙氨酸$苏氨酸$赖氨酸$甲硫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

氨酸
W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7

0

%氨基酸总含量达到
!"Y

以

上#其中谷氨酸含量最高#占氨基酸总量的
!&Y

/

W

0

#游离

氨基酸总量少#仅为
!AW6+;

E

.

E

#水解氨基酸含量多#可

达
67A%7;

E

.

E

#并且各种氨基酸的搭配合理#接近鸡蛋蛋

白和豆类蛋白所含氨基酸%除此之外婴幼儿需要的精氨

酸$组氨酸含量也非常高/

%

0

%综上所述#蔷薇果中氨基酸

的生物利用性很高#但目前#围绕蔷薇果中氨基酸的利用

这方面的报道很少#因此下一阶段可以就蔷薇果中氨基

酸的综合利用展开更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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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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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果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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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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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

(

含量最高#每

#

E

蔷薇果的
Z

(

含量与
#I

E

苹果的相当/

#"

0

#因此蔷薇果

被称为天然维生素浓缩物/

##

0

%由于
Z

(

对癌症有双重拮

抗反应/

#!

0

!

#对改善氧化还原状态$提高认知能力和改善

阿尔茨海默病有一定的作用/

#6

0

#所以适当食用蔷薇果对

健康有促进作用%但目前对蔷薇果维生素方面的利用比

较少#下一阶段可以围绕蔷薇果中的
Z

(

对蔷薇果进行初

步的关于维生素的开发%

#A#A6

!

矿质元素
!

野生蔷薇果干果及鲜果中富含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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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a

等
!%

种矿物元素/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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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种为人体必需的矿

物元素/

##

0

%蔷薇果属于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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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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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含量仅为
#6A&;

E

.

I

E

+#适宜高血

压患者以及预防高血压的健康人群食用%微量元素与人

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其含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保持机

体健康%经研究/

%

#

#6

0测定#蔷薇果质量安全指标完全符

合国家标准#可作为一种新型水果资源被开发%

#A!

!

蔷薇果的功能成分

#A!A#

!

黄酮类化合物
!

蔷薇果中含有多种黄酮类化合

物#主要包括芦丁$金丝桃苷$槲皮素$山奈素$银锻苷$橙

皮苷等/

#+

0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

清除人体中超氧阴离子$抗衰老$增强机体免疫力的功

效#具有增加冠状动脉$脑血管血流量的作用#以及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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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的蔷薇果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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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拉丁学名 种类 拉丁学名

山刺玫
!!

O&E1>1D/?+J1a<>>

西北蔷薇
!

O=>1D+>++(OH

Q

白蔷薇
!!

O&E11@B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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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F+B?1JF;1F1 2H;N>AHF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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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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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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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蔷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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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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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刺蔷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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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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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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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1JF;1F1 _HDL>

弯刺蔷薇
!

O=B;

((

;?+1'1)BGOHDI

野蔷薇
!!

O=I/@F+

C

@&?1VGMDKA

大叶蔷薇
!

O=I1J?&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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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DL>A

疏花蔷薇
!

O=@1H1'HF?A

峨眉蔷薇
!

O=&I;+;'E+E'C>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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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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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EE+I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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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

*

;E++2H;N>AHF_=>NA

长尖叶蔷薇
O=@&'

(

+J/E

X

+ESHOFC>A

广东蔷薇
!

O=QW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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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5MHFVN<=A

腺梗蔷薇
!

O=

C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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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蔷薇
!

O=E&/@+;1'1(OH

Q

A

心律失调$软化血管$降三高等疗效/

#&

0

%王玲等/

#7

0研究

发现野蔷薇)

O&E1I/@F+

C

@&?1VGMDKA

+根皮中总黄酮含量

)

#6WA!";

E

.

E

+最高#叶)

+6A!!;

E

.

E

+和茎)

67A"&;

E

.

E

+

含量 中 等#种 子 含 量 )红 果 籽
+AW7 ;

E

.

E

#青 果 籽

+A6+";

E

.

E

+最少%不同蔷薇果间的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差异显著#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遗传和环境因

素$果实成熟期和采收时间等%

'<J<H><

等/

W

0研究发现密刺

蔷薇)

O=E

X

+'&E+EE+I1bA

+果实中黄酮)

&WA+%;

E

.

#""

E

+含

量最高#且密刺蔷薇果中还含有多种类型的花青素#远远

高于其他蔷薇果%因此#这种蔷薇果在食品工业中有巨

大的潜力#可以将其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作为膳食补

充剂及功能性食品#或用来生产色素%

#A!A!

!

萜类
!

蔷薇果中含有大量的单萜#有助于蔷薇果

香气的挥发%经测定/

#W

0在单萜类化合物中#柠檬烯是主

要成分#根据品种不同#柠檬烯浓度从
+AW7

E

.

#""

E

到

$A#!

E

.

#""

E

不等#这使蔷薇果具有浓郁的果味和柑橘

味%除此之外#还含有樟脑烯$

+

:

蒎烯和
+

:

榄香烯等单萜

化合物/

#%

0

#

+

:

榄香烯具有抑制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生长#

预防癌症的功效/

#$

0

%蔷薇果还含有丰富的三萜类化合

物#最具代表性的有乌苏烷型和齐墩果烷型#还有羽扇豆

烷型和木栓烷型/

!"

0

%丰富的三萜类化合物使蔷薇果具有

明显的抗癌功效/

!#

0

%现阶段#对蔷薇果中萜类物质的研

究还停留在简单的成分分析#并没有对其功能性进行探

讨#未来关于蔷薇果中萜类物质药理作用的研究还需逐

步深入%

#A!A6

!

鞣质
!

蔷薇果中的鞣质种类繁多#有龙芽草素$金

樱子素
.

$

,

$刺玫果素
0#

$

.#

$

.!

$

V!

$没食子酸$羟基肉

桂酸及木麻黄素等刺玫果素
0#

%齐典等/

!!

0通过正交试

验确定了蔷薇果鞣质的最佳提取工艺*蔷薇果粉过
#""

目

筛$用
%

倍量
W"Y

丙酮溶剂溶解$

+""_

功率$超声提取

#G

#该条件下提取物中总鞣质含量为
!A&Y

%冯杉杉/

#!

0

++

通过体内体外抗氧化及抗肿瘤试验#证明蔷薇果鞣质有

明显抗氧化性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且其作用强

度与癌细胞种类与鞣质含量密切相关%目前针对蔷薇果

中鞣质的研究很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下阶段针对蔷

薇果活性物质的研究中#鞣质会成为一个重点%

!

!

蔷薇果的药理作用
!A#

!

抗氧化性

_=L�D

等/

!6

0通过红细胞抗氧化试验证实#蔷薇果含

有抗氧化剂会抑制红细胞的衰老%张帅等/

!+

0研究发现#

蔷薇果总黄酮可以通过清除自由基#改善内源性抗氧化

系统#阻断
(5a!*>

介导的
((>

+

活化#达到明显抑制由

((>

+

诱导的肝毒性的效果%同时蔷薇果丙酮提取物也可

降低氧化应激结肠癌
(<BC:!

细胞株活性氧的生成#未来

可能成为治疗结直肠癌的功能性食品的有效组成部

分/

!&

0

%蔷薇果活性物质可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有效保护

人体健康#但哪种活性物质抗氧化性最强#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A!

!

免疫调节与抗炎

张广 秦 等/

!7

0 发 现 野 蔷 薇 果 )

O&E1 I/@F+

C

@&?1

VGMDKA

+乙醇提取物可以抑制由醋酸引起的小鼠血管通

透性的增加%说明蔷薇果提取物可以通过抑制炎症急性

期的介质而产生抗炎作用%此外#

_=DFGHO

等/

!W

0通过对

#!"

名骨关节炎患者进行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后发现#蔷

薇果制剂能减轻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改善患者的整体

健康状况%李军等/

!%

0发现蔷薇果制剂可以明显提升砷中

毒患者免疫功能%郭德健等/

!$

0发现蔷薇果抗炎作用的本

质是抑制
=4-)

活性#下调
(-g:!

的表达#减少
4-

的产

生%经分析表明#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也与蔷薇果的抗

&!"

研究进展
1.Z14(*)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炎作用密切相关%目前对蔷薇果免疫与抗炎方面的研究

已经较为深入#相信不久之后蔷薇果的抗炎特性将会广

泛应用到临床医学中%

!A6

!

心血管病

近年来#研究/

6"

0表明蔷薇果的乙醇提取物具有降低

胆固醇$降低高血脂症$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功效%刘月

涛/

6#

0

+%X&"在蔷薇果)

O=@1;D+

(

1F1 0=BGTA

+总黄酮对高脂

大鼠的治疗作用及其血液流变学研究中发现#在
2

!

-

!

诱

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中#蔷薇果中的总黄酮对治

疗心脑血管疾病有效,蔷薇果总黄酮在给药
#"";

E

.

I

E

时可显著降低高脂大鼠的血清
V(

和
V\

含量#还能降低

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血清比黏度和血红细胞)

'S(

+

聚集指数均明显降低#而纤维蛋白含量无明显变化%作

用机制可能与降低核形态损伤$抑制线粒体膜电位崩溃$

减少过多的
'-)

生成$恢复谷胱甘肽水平以及延缓
.41

碎片化有关/

6#

0

+$X&"

%韩慧民等/

6!

0通过采用改良的局部血

管恒速灌流泵法#静注蔷薇果总黄酮
"A"%

#

"A#7

E

.

I

E

#发

现注射物对麻醉大鼠具有明显降压作用#同时使大鼠脑

动脉压明显下降#并且降低了局部脑血管阻力#说明蔷薇

果黄酮提取物可能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血管的作用#

这将对减轻心脏负荷及脑血管障碍有利%张远等/

66

0应用

比浊法测定蔷薇果水提物对胶原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光密

度的改变#发现蔷薇果水提物对家兔血小板聚集的抑制

率达
$#A6Y

#并且作用强度与剂量有关#说明蔷薇果可能

对心脑血栓的形成和凝血作用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以

上结论为临床进一步利用蔷薇果来防治脑血管功能不

全$脑血栓及冠心病等疾病提供了药理依据%

!A+

!

保护脏器

蔷薇果具有保护肝脏和肾脏等脏器的功效%急性肾

损伤是一种以破坏正常肾功能而导致肾功能衰竭为特征

的疾病#造成急性肾损伤的主要原因是氧化应激和炎

症/

6+

0

%蔷薇果黄酮提取物能显著降低丙二醛$超氧化物

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细胞内活性氧水平#还具

有明显的抗炎功效#这些共同作用导致
4,:

/

S

相关基因

的表达降低#保护肾功能免受损伤/

6&

0

%肝脏在动物的新

陈代谢$解毒和能量储存中起着关键作用#许多肝脏损伤

的特点是脂质过氧化$自由基的产生和抗氧化酶活性的

降低%在临床上#这种肝损伤表现为血清
1bV

$

1)V

和

1ba

蛋白水平的升高#

1bS

和
VS

血清蛋白水平的降低%

研究/

67

0发现蔷薇果乙醇提取物
W&";

E

.

I

E

剂量显著降

低
((>

+

:1bV

$

1)V

$

1ba

$

0.1

水平升高)

a

'

"A"#

+#还

能提高血清
1bS

和
Va

水平#由此可见蔷薇果具有明显

保护肝脏的作用%蔷薇果还可以预防脂肪肝的形成#其

正己烷提取物对脂肪肝有良好的预防效果#能降低亚硝

胺等对肝脏的损伤#减轻肝细胞的变性和坏死和组织炎

性反应及纤维化过程/

6W

0

%

!A&

!

抗肥胖与糖尿病

)HH;<

等/

6W

0的临床研究表明#蔷薇果及其种子乙醇

提取物对口服后体重增加有显著抑制作用#其机制是通

过增强肝脏中脂肪肝的氧化作用来实现的%另一小鼠模

型研究/

6%

0也发现#蔷薇果实及其种子的丙酮提取物能显

著降低小鼠内脏脂肪重量#但不影响食物摄入量%蔷薇

果乙醇提取物可降低腹部肥胖以及与肥胖相关的心血管

危险因素#如
,S)

和循环胆固醇水平#并且对小鼠
V6:b#

细胞)能够分化为脂肪细胞的成纤维细胞样细胞+的脂质

积累具有抑制作用#能抑制肥胖引起的肝和肌肉甘油三

酯积累/

6W

0

%顾晓颖/

6$

0研究表明蔷薇果乙酸乙酯提取物

可显著抑制体重增加和抗糖尿病的作用%蔷薇果的膳食

补充剂可以阻止糖尿病的发展#并且肝脏脂肪生成量的

下降可能是蔷薇果抗糖尿病作用的一个机制/

+"

0

%因此#

可认为蔷薇果可能对新型抗肥胖和抗糖尿病药物的开发

有益%

!A7

!

抗癌与抗菌

蔷薇果中高含量的抗氧化活性物质#如谷胱甘肽$生

育酚$抗坏血酸盐和花青素鞣质性成分对肿瘤细胞增殖

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增强对致癌作用的抵抗力/

+#

0

%

氮-亚硝基化合物是一种强致癌物#与人类某些肿瘤的

发生有密切关系%蔷薇果可明显阻断二甲基亚硝胺在动

物体内外的合成#其阻断率远高于同浓度
Z

(

的阻断

率/

+!

0

%此外#研究表明/

+6

0蔷薇果可抵抗辐射引起的机体

损伤#能预防辐射癌变#同时抑制一些肿瘤细胞株的生

长%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蔷薇果制剂可能成为癌症患者

治疗补充剂%

C̀RH>

等/

++

0采用纸片扩散法测定了蔷薇果乙醇提取

物的抗菌活性#提取物表现出对酵母和革兰氏阳性菌的

抑制作用#作用强度与酚类物质含量呈正相关#并且表明

病原体的消灭机制可能与植物精油相同#同时蔷薇果油

成分被鉴定具有介导抗菌作用%综上#蔷薇果中抗氧化

活性物质与一些疾病和抗菌的病理机制有着紧密的联

系#但相关研究依旧不够深入全面#还有待改善%

!AW

!

止泻与利尿

在中国#俞作仁等/

+&

0曾以西北蔷薇果)

O&E1>1D+>++

8?;

X

+代金樱子入药#主治脾虚泄泻$盗汗遗精等%西北

蔷薇果流浸膏灌胃#可促进小鼠小肠的推进功能#有助消

化功能/

+&X+7

0

%蔷薇果在临床上还可用于治疗消化不良$

气滞腹泻$胃痛$月经痛及顽固性淋病等/

6W

#

+W

0

%沈国

兴/

+%

0也指出蔷薇果是一种具有促进消化和导泻功能的食

品#可改善胃$肠功能$尚可通便#最适于体胖便秘者

食用%

蔷薇果是治疗肠胃疾病的一种传统药物%国外的一

些药理学研究/

+WX+%

0表明蔷薇果可作为抗腹泻药$利尿剂

治疗肾结石和许多炎症%例如#在罗马尼亚#蔷薇果被用

'!"

"

ZC>A6&

"

4CA#!

方
!

哲等!蔷薇果功效与研发现状



作止泻的药物/

+W

0

,在土耳其#一些蔷薇果被当作茶的替代

品#有的作为果酱或果汁#还可以作为治疗感冒$支气管

炎和月经痛的药物食用/

6W

#

+W

0

%所有蔷薇果皆可作为收敛

剂$腹泻药$利尿剂和抗坏血酸剂/

+WX+$

0

%以上资料显示

蔷薇果有止泻与利尿的功能#但其病理机制均未见详细

报道#研究者可在相关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6

!

蔷薇果的安全性
蔷薇果是一种营养价值和功能性丰富的野果#被人

类广泛使用%在中国#刘中申等/

&"X&#

0对蔷薇果的安全性

进行过研究%主要包括以下
+

个方面*急性毒性试验$

1:

;HN

试验$小鼠骨髓细微核试验$小鼠肇丸染色体畸变试

验%结果表明#对小鼠进行急性$亚急性毒性试验#蔷薇

果水提取物和醇提取物的静注
!:

&"

分别为
+A"

"

+A&

#

+AW

"

&A!

E

.

I

E

#药物对小鼠心$肝$肾重要器官进行检查

均未发现异常#故视为没有毒性,

1;HN

试验$小鼠骨髓细

微核试验$小鼠睾丸染色体畸变试验
6

项试验结果均显

示阴性#且未表现出有致突变性%

在国外#有几项研究/

&!X&+

0评估了与蔷薇果有关的风

险%蔷薇科包括大量的食用植物#它们往往与过敏反应

有关%蔷薇科水果过敏包括口腔症状$全身炎症#蔷薇科

植物过敏原交叉于其他植物#暴露于蔷薇果粉后导致的

呼吸和皮肤类疾病已有报道/

&!

0

%此外#有些蔷薇科水果

如桃子$杏仁也是产氰植物#氰化物抑制线粒体电子传递

链#导致缺氧$头晕$恶心$腹泻$抽搐#甚至昏迷和死亡%

葡萄糖苷)如苦杏仁苷+等物质水解释放出的氰化氢已经

证明对消费者有害/

&6

0

%

同时#消费者在购买蔷薇果油基化妆品时#应注意产

品是否含有多种化学物质#如固化剂$防腐剂$染料$乳化

剂$矿物颜料等%即使蔷薇果是无害的润肤剂#这些化学

物质也可能会引起皮肤炎症或其他过敏反应/

&+

0

%综上#

中国对蔷薇果毒性研究较国外更多#但过敏性研究较国

外不足#还有待深入研究%

+

!

蔷薇果的开发利用
+A#

!

蔷薇果美容产品

蔷薇果在生活中用途之一是作为化妆品美容剂等美

容产品#如面霜和肥皂%国外对蔷薇果美容产品进行了

初步的研究%

aGHFBG<O<F

等/

&&

0通过临床研究发现#由蔷

薇果粉制作的膳食补充剂对改善鱼尾纹有显著作用#同

时增加皮肤水分和弹性#此外蔷薇果粉对储存红细胞细

胞膜具有明显的稳定作用#可能有助于提高细胞寿命#延

缓皮肤衰老%蔷薇果具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及抗炎功效#

SCOL<

等/

&7

0研究了蔷薇果种子油涂抹于皮肤相应位置可

用来修复放疗后产生的上皮炎和手术瘢痕红斑%

,M

U

==

等/

&W

0发现#蔷薇果乙醇提取物中的原花青素可预防小鼠

皮肤和小鼠黑色素瘤细胞的黑色素生成#并且能抑制豚

鼠皮肤色素沉着和酪氨酸酶活性#并指出#其提取物可以

作为口服的皮肤美白剂%由此可见#蔷薇果在美容产品

应用中有多重功效#但中国对这方面却鲜研究%

+A!

!

蔷薇果医疗保健品

白宝兰/

&%

0以野生蔷薇果为主要原料#配以枸杞$大

枣#采用气流粉碎工艺得到蔷薇果果粉保健制品#具有提

高肝脏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抑制肝脏中的过氧化

脂质和心肌脂褐素形成的功效%刘中申等/

&$

0将枣仁$茯

苓$牡蛎$蔷薇果黄酮提取物按一定配比进行混配#得到

一种具有安神$养血$益智等保健功效的蔷薇果复合营养

食品%此外#刘中申等/

7"

0还将蔷薇果的黄酮提取物和超

临界萃取物按一定配比混合而成蔷薇果萃取胶囊%

+A6

!

蔷薇果食品

蔷薇果营养丰富#口感独特#在阿拉斯加$匈牙利和

土耳其等地常被用来制作果酱#深受儿童喜爱/

7#

0

%程振

伟等/

7!

0对蔷薇果果醋发酵工艺进行了研究#得到了色泽

明亮且具有浓郁复合香味的蔷薇果果醋#能改善消化系

统#清洗消化道#还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排除血管及内

脏器官的毒素#调节内分泌%李鸿雁等/

76X7+

0对蔷薇果进

行深度开发#提供蔷薇果保健酒的生产方法#将蔷薇果制

成风味独特$口感清醇$具有特色保健功效的蔷薇果果

酒#具有明显降低血脂和排毒保健功能#对缓解关节炎和

痛风症也有一定功效%在伊朗$中国$加拿大#蔷薇果被

晒干用作果茶#用于治疗感冒$胃病$胆囊结石$便秘和水

肿#并且具有美容养颜$收缩血管等功效/

7&X77

0

%

&

!

展望
蔷薇果营养价值$医疗保健作用在食品工业中的研

究及应用日渐广泛#备受医疗$食品营养$保健$美容等多

领域的关注%因此#蔷薇果无论是在临床应用#还是保健

类食品开发方面都具有广阔的前景%当前国内外蔷薇果

的研究工作比较薄弱#其产业没有配套的技术支撑#故发

展缓慢%为了将蔷薇果更好地实现其价值#还需要开发

更多的加工技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未来对于蔷薇果的研究应该更为精细化#并且聚焦

于以下几个方面*

%

关于药理作用的报道很多#但大多为

临床及动物试验#并没有深入探讨其作用机制,

&

蔷薇果

的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如过敏反应及其作用机制,

'

目前蔷薇果食品主要利用其提取液及干果#建议今后

围绕萜类$鞣质等物质的分离纯化应用方面开展研究#深

度利用蔷薇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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