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OD & MACHINERY 第  40 卷第  10 期  总第  276 期  |  2024 年  10 月  |

玫瑰多糖的提取纯化、结构表征、生物活性
及应用研究进展

闫 帅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5）

摘要：玫瑰作为一种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成分。玫瑰多糖是

其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之一，具备多种有益的生物活性，包括抗氧化、抗炎、抗肿瘤、抗糖尿病、保护肝脏和保湿等。文

章综述了玫瑰多糖的提取、纯化、结构特征、生物活性以及结构与活性之间的关系，并对玫瑰多糖潜在的应用进行了分

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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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medicinal and food homologous plant, rose not only has ornamental value, but also contains a variety of bioactive 

component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human body. Among them, rose polysaccharide is one of its main bioactive ingredients, with a variety of 

beneficial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ti-diabetes, liver protection and moisturizing.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extraction, purific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activity 

of rose polysaccharides, an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rose polysaccharides were also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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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Rosa rugose Thunb），又称刺玫、徘徊花、笔头

花，是蔷薇科蔷薇属常绿或落叶灌木，在世界范围内被广

泛种植 [1]。中国作为其原产地，已有 2 000 多年的栽培历

史，栽培品种有金顶玫瑰、紫枝玫瑰、丰花玫瑰及苦水玫

瑰等特色玫瑰 [2]。据《本草纲目》记载，玫瑰和血、理气，益

肝胆、益肺脾、驱邪气，被国家卫健委列入《药食同源目

录》[3-4]；其富含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多酚、黄酮、多糖、

精油等，其中多糖被认为是玫瑰的主要活性物质 [5-7]。相

关研究 [8-11]表明，从玫瑰中提取的多糖具有抗氧化、提高

免疫力、抗炎、抗肿瘤、抗糖尿病、降血糖、保护肝脏等多

种作用。目前，关于玫瑰多糖及其生物活性成分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结构表征、生物活性方面。而对玫瑰多糖的

结构特征、生物活性及构效关系的研究尚缺乏全面系统

的综述。文章拟以玫瑰多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并结合最新研究趋势，系统综述玫瑰多糖的提取纯化、化

学结构、生物活性、构效关系及应用，以期为玫瑰多糖的

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玫瑰多糖提取和分离纯化

1.1　玫瑰多糖的提取

玫瑰多糖提取前通常需要对原料进行预处理，如采

用乙醇等有机溶剂对原料进行脱脂、脱色以及去除小分

子物质。目前，玫瑰多糖主要的提取方法包括水浸提法、

酸浸提法、碱提取法、酶辅助提取法、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和微波辅助提取法等 [12]。由表１可知，通过不同提取方

法对玫瑰多糖得率的影响有所差异。热水浸提法是提取

玫瑰多糖最常用的方法，根据相似相溶原理进行提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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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操作简单、安全、成本低等优点，但多糖得率较低。为

了提高多糖得率，采用一些技术进行辅助提取，如超声辅

助提取、微波辅助提取以及酶辅助提取。刘瑶 [17]通过超

声辅助提取玫瑰多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超声功率 300 W，

提取温度 50 ℃、时间 25 min、料液比 1∶55 （g/mL），此时多

糖提取率为 13.48%。与传统水提法相比，该法提取时间

缩短且多糖得率提高。张曰辉等 [16]采用纤维素酶、果胶

酶处理玫瑰后提取玫瑰多糖，提取率为 12.49%。综上，选

择一种经济、合适的方法提取多糖对其生物活性的研究

具有重要影响。

1.2　玫瑰多糖的分离纯化

目前，除蛋白质杂质的方法有 Sevag 法、三氯乙酸法

和酶法 [19]。其中，Sevag 法是从玫瑰多糖提取物中提取蛋

白质最常用的方法，其去除蛋白效果最好，但多糖损失率

高；三氯乙酸法易破坏多糖结构；酶法除蛋白的反应条件

严格，且多糖损失率随蛋白质的去除而增加。色素可以

通过物理吸附和化学氧化的方法来去除。经去除杂质后

得到的玫瑰粗多糖纯度虽有较大提高，但仍是一种含有

多种多糖组分的杂多糖混合物。目前，常用的多糖纯化

方法包括色谱柱法（阴离子交换色谱法和凝胶过滤色谱

法）、膜过滤法以及分步沉淀法等。其中，最常用的是色

谱法，采用阴离子色谱柱对酸性多糖和中性多糖进行分

离，然后根据多糖相对分子质量进一步纯化获得多糖纯

化组分，高纯度的多糖是研究其结构和生物活性的前提。

Zhang 等 [20]采用 DEAE-52 离子交换柱和 Sephadex G-100

凝胶层析柱纯化从玫瑰花瓣粗多糖中得到中性多糖组分

RRPS-1 和酸性多糖组分 RRPS-2，其纯度分别为 96.63%，

94.37%。

2　玫瑰多糖的结构表征

天然植物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由于原料及提取

纯化的不同导致多糖结构和空间构象存在差异，进而导

致多糖具有不同的生物活性。为了探究玫瑰多糖构效关

系，需对其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多糖结构表征主要包括

单糖组成、相对分子质量、化学结构和空间构象，通过甲

基化分析、Smith 降解、高碘酸盐氧化、红外光谱、紫外光

谱、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

微镜和核磁共振进一步测定 [5,12,21]。表 2 总结了近年来玫

瑰多糖的单糖组成、相对分子质量、结构特征和生物活性

等相关信息。

2.1　相对分子质量

相对分子质量是多糖化学性质的关键参数，其测定

方法主要包括凝胶渗透色谱、高效液相色谱和高效凝胶

渗透色谱。其中，高效凝胶渗透色谱是测定多糖相对分

子质量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24]。由表 2 可知，玫瑰花中提取

的多糖相对分子质量为 70~150 或<2.5，而玫瑰花瓣中得

到的多糖相对分子质量为 8.8~443.8。Zhang 等 [20]采用热

水萃取玫瑰花瓣多糖，通过色谱柱分离出相对分子质量

为 8.8 的中性多糖 RRPS-1 和相对分子质量为 443.8 的酸

性多糖 RRPS-2。Wang 等 [25]采用 DEAE-纤维素柱将玫瑰

多糖分离成相对分子质量为 20 的中性多糖 WRPP-N 和相

对分子质量为 220，500 的两种酸性多糖组分（WRPP-1 和

WRPP-2）。Liu 等 [13]采用 Sephadex G-100 色谱柱从玫瑰

花瓣中分离出相对分子质量为 327.92 的多糖组分 RRP；

Ng 等 [26]采用不同浓度 NaCl 洗脱 DEAE 色谱柱，并使用

Sephadex G-200 进一步纯化得到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150，8 的两种具有抗氧化活性的复合多糖组分。综上，玫

瑰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主要分布在 2.5~500，且不同的提

取纯化条件也会对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产生影响。

2.2　单糖组成

单糖组成分析是玫瑰多糖结构解析的基础，尤其是

单糖的组成和比例。玫瑰多糖通过酸水解破坏多糖的糖

苷键，然后进行中和、过滤、衍生化后通过 GC、HPLC、

表 1　玫瑰多糖的提取方法

Table 1　Extraction methods of rose polysaccharide

提取方法

热水浸提法

酶辅助提取法

超声波辅助提取法

微波辅助提取法

提取工艺

温度/℃
95

100

90

90

-

50

90

时间/min

256

240

120

60

-

25

240

料液比（g/mL）

1∶30

1∶20

1∶20

1∶20

1∶30

1∶55

1∶30

其他

-
-
提取 2 次

-
纤维素酶处理条件：温度 50 ℃、pH 4.6、时间 150 min、

加 酶 量 4.5 g/100 g；果 胶 酶 处 理 条 件 ：温 度 45 ℃ 、

pH 3.5、时间 120 min、加酶量 0.1 g/100 g

超声功率 300 W

微波功率 800 W

提取

率/%

1.46

1.28

3.49

0.46

12.49

13.4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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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S 等技术确定单糖组成 [12]。由表 2 可知，玫瑰多糖

是一种杂多糖，由鼠李糖、阿拉伯糖、甘露糖、半乳糖、葡

萄糖、半乳糖醛酸以及葡萄糖醛酸以不同摩尔比组成。

Wang 等 [25]从玫瑰花瓣中分离出酸性多糖和中性多糖，其

中酸性多糖含有大量糖醛酸，而中性多糖中不含糖醛酸；

Zhang 等 [20]仅在中性多糖 RRPS-1 中检测到岩藻糖的存

在。综上，玫瑰多糖之间单糖组成和摩尔比的差异主要

由于原料、分离和纯化方法的差异造成的。

2.3　化学结构

目前，多糖结构表征主要集中在多糖的一级结构上，

通常采用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扫描电镜、甲基化分析和

气质联用等方法对其结构进行表征 [27]。Wang 等 [25]通过

DEAE 纤 维 素 从 玫 瑰 花 多 糖 中 分 离 出 中 性 多 糖 组 分

（WRPP-N）和酸性多糖组分（WRPP-1 和 WRPP-2），其中

WRPP-N 主要由阿拉伯半乳聚糖（AG）和葡聚糖组成；

WRPP-1 和 WRPP-2 由 I 型鼠李糖半乳糖醛酸（RG-I）、高

半乳糖醛酸（HG）和 AG 片段组成，其均为酸性果胶组分，

主链均由 RG-I 和 HG 组成，侧链均为 AG。然而，WRPP-2

中 HG 和 RG-I 结构域的含量高于 WRPP-1 的。Li 等 [23]从

玫 瑰 花 多 糖 中 分 离 出 两 种 多 糖 组 分（RBPP-N 和

RBPP-P），其中性多糖 RBPP-N 主要由葡聚糖和 AG 组成，

而酸性多糖 RBPP-P 是一种典型的果胶多糖。采用 NMR

对 RBPP-P 作进一步结构分析发现，化学相对位移 108.3

和 104.5 的信号峰分别属于 α-1,5-Araf和 Galp，表明 AG 片

段的存在，化学相对位移 102.5 和 102.8 的信号峰分别属

于 α-1,4-Galp A 和 α-1,2-Rhap，表明存在少量 RG-I 和 HG

结构域。此外，还有关于玫瑰多糖复合物的研究，如从玫

瑰花瓣中提取的糖蛋白复合物 P1-a，是一种具有 α型键的

多糖蛋白复合物 [13]。

3　玫瑰多糖的生物活性

3.1　抗氧化活性

机体自由基失衡会导致细胞氧化损伤从而引起多种

疾病的发生，包括炎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动脉

硬化等 [28-29]。玫瑰多糖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预防和减少病理损伤，对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Zhang 等 [20]从玫瑰花瓣中分离出 RRPS、RRPS-1 和

RRPS-2 3 种多糖组分，并测定其体外抗氧化能力。结果

表明，RRPS、RRPS-1 和 RRPS-2 对 DPPH 自由基、超氧阴

离子自由基和羟自由基均表现出显著的清除活性，在

0.05~3.20 mg/mL 范围内呈浓度依赖性，其清除能力顺序

为 RRPS-2>RRPS>RRPS-1，且酸性多糖比中性多糖具

表 2　玫瑰多糖的结构表征

Table 2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ose polysaccharide

组分

名称

RP-1

RRPS-1

RRPS-2

RRP

WRPP

WRPP-N

WRPP-1

WRPP-2

RBPP

RBPP-N

RBPP-P

相对分

子质量

-

8.8

443.8

-

20

220

500

-

-
-

单糖组成

糖醛酸、鼠李糖、核糖、阿拉伯糖、木糖、甘露糖、半乳糖、葡

萄糖比例为 60.40∶0.57∶0.16∶6.49∶0.28∶1.17∶6.83∶1.75

果糖、阿拉伯糖、木糖、甘露糖、葡萄糖、半乳糖醛酸比例为

1.79∶6.14∶5.64∶2.69∶65.47∶18.26

半乳糖、阿拉伯糖、葡萄糖、鼠李糖比例为 40.14∶35.53∶

14.02∶10.31

葡萄糖、半乳糖醛酸、甘露糖、鼠李糖、半乳糖、阿拉伯糖比

例为 7.78∶7.59∶4.23∶3.22∶3.15∶1.65

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甘露糖、葡萄糖比

例为 3.4∶12.1∶21.4∶49.7∶2.6∶11.6

半乳糖、阿拉伯糖、葡萄糖比例为 25.0∶36.7∶4.0

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甘露糖、葡萄糖、

葡萄糖醛酸比例为 3.0∶12.4∶24.7∶53.9∶1.9∶3.0∶1.1

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甘露糖、葡萄糖、

葡萄糖醛酸比例为 7.8∶23.0∶15.0∶48.7∶1.7∶2.8∶0.9

阿拉伯糖、半乳糖、半乳糖醛酸、鼠李糖、葡萄糖比例为

48.5∶22.9∶11.1∶3.2∶14.3

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比例为 378∶27.2∶35.0

-

结构特征

果胶多糖和 II 型 -阿拉伯 -3,6-半

乳聚糖

RRPS-1 和 RRPS-2 均 由 吡 喃 糖

单元组成，且 RRPS-2 含有丰富

的糖醛酸

RRP 由吡喃糖单元组成

-

-

主链为 I型鼠李糖半乳糖醛酸、高

半乳糖醛酸和阿拉伯半乳糖聚糖

主链为 I 型鼠李糖半乳糖醛酸和

高半乳糖醛酸

-

主链由阿拉伯半乳聚糖组成

主链由阿拉伯半乳聚糖组成，以

及少量的 I 型鼠李糖半乳糖醛酸

和高半乳糖醛酸

生物活性

免疫调节

抗 氧 化 、

保湿

保肝活性

抗肿瘤

降血糖、保

肝活性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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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活性，可能与糖醛酸含量高有关。Olech 等 [14]研

究表明，玫瑰花瓣、叶片、尾部等部位提取的多糖对 DPPH

自由基和 ABTS+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从花瓣中提取的多糖对自由基的清除活性最强。此外，Li

等 [10]建立了急性酒精性肝病（ALD）模型，以验证 RRP 的

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RRP 能增加酒精性肝病小鼠的

SOD、GSH、GSH-Px 活性，降低小鼠肝脏 NO 和 MDA 含

量。 Ng 等 [30]评估了从玫瑰中分离出的 F21、F1-a 和 F2 

3 种多糖组分的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F21、F1-a 和 F2

在 500 μg/mL 质量浓度下均能抑制细胞溶血，但 F21 对大

鼠脑匀浆和大鼠肾匀浆中脂质过氧化的抑制作用以及清

除超氧自由基的能力均强于 F2 和 Fl-a。此外，Ng 等 [26]从

玫瑰干花中分离出两种多糖组分 P1 和 P2，结果表明，其

对小鼠脑、肾红细胞溶血和脂质过氧化有较强的抑制

活性。

3.2　抗炎活性

炎症是感染或创伤引起疾病的第一阶段，由炎症因

子调节的自我分解和受控的过程。如果炎症原因持续存

在或者控制机制失去作用，会导致细胞突变和增殖，形成

有利于癌症发展的环境 [31-32]。Olech 等 [14]研究发现，玫瑰

不同部位的多糖是一种非选择性环氧合酶抑制剂，以剂

量依赖的方式抑制两种 COX 同工酶（COX-1、COX-2）。

玫瑰多糖通过抑制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强抗炎细胞

因子的水平，抑制 NO 和前列腺素 E2 的产生，影响白细胞

向炎症部位的迁移以及抑制脂氧合酶和环氧合酶的活性

来达到抗炎作用。此外，Li等 [10]建立了 ALD 模型，并研究

玫瑰多糖对 ALD 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经玫瑰多糖处

理的 ALD 小鼠血清中 IL-1β、IL-6 和 TNF-α水平显著降

低，表明玫瑰多糖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

3.3　抗肿瘤活性

目前，由于癌症的高死亡率，已经成为人类全球公共

卫生的一大挑战，尽管对癌症的诊断和治疗取得了巨大

进展，但长期使用化学药物干预会对机体产生巨大损伤，

因此，开发低毒、高效的抗肿瘤新药具有重要意义 [33]。

Wang 等 [25] 研 究 发 现 ，从 WRPP 中 分 离 出 的 所 有 组 分

（WRPP-N、WRPP-1、WRPP-2）也对结肠癌细胞 HT-29 和

HCT116 表现出浓度依赖性增殖抑制，且中性多糖和酸性

多糖组分也显示出协同效应，共同作用于肿瘤细胞。Liu

等 [13]研究发现，经分离纯化后的玫瑰多糖 RRP 能显著抑

制宫颈癌细胞（HeLa 和 SiHa）的增殖、迁移和细胞周期阻

滞。RRP 通过激活 Caspase 蛋白家族和介导 ROS 线粒体

途径以及通过 PI3K/AKT/mTOR 途径诱导癌细胞凋亡。

Nowak 等 [15]从玫瑰花瓣中分离出的水溶性多糖对人体正

常细胞无毒性，但在质量浓度为 100 µg/mL 时，对宫颈癌

细胞 HeLa 和乳腺癌细胞 T47D 的抑制率高达 80%，表明

其对 T47D 和 HeLa 癌症细胞系具有较高的抗增殖作用。

综上，玫瑰多糖具有明显的抗增殖活性，并能显著抑制肿

瘤细胞的发展，在医药领域具有巨大发展空间。

3.4　降血糖活性

糖尿病主要有两种形式，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和非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降低了人

们的生活质量，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而植物

多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治疗糖尿病 [34]。Yang 等 [9]研究发

现，玫瑰花粉多糖组分 RBPP-P 可以促进胰腺 β细胞增殖

和胰岛素分泌。体外研究表明，RBPP-P 通过调节胰岛素

基因的表达，促进胰岛素的产生、诱导转录调节因子的表

达，维持胰腺 β细胞的成熟。体内研究表明，RBPP-P 显著

逆转了 ALX 诱导的胰岛损伤，增加了胰腺 β细胞面积/胰

腺面积比，保持了胰腺细胞的结构完整性，恢复了胰岛功

能。此外，Li 等 [23]通过不同方式喂养肥胖小鼠探究了玫

瑰花粉多糖的抗糖尿病活性，结果表明，玫瑰花粉多糖通

过 AMPK/mTOR 信号通路刺激自噬，以增加小鼠的葡萄

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且降低小鼠脂肪组织中 TNF-α、

IL-6 含量，表明其减少了脂肪量，改善了胰岛素抵抗。因

此，玫瑰多糖可以作为一种潜在新型治疗肥胖和糖尿病

的药物。

3.5　其他作用

除上述活性外，玫瑰多糖还具有保湿、抗菌等活性。

Zhang 等 [20]从玫瑰花瓣中分离出两种多糖组分（RRPS-1

和 RRPS-2），并分析了其吸水性和水合能力。结果表明，

在 43% 相对湿度下，RRPS-2 的吸水率（20.2%）与壳聚糖

的（22.7%）相似，远高于 RRPS-1 的（11.5%），但低于甘油

的（29.4%）；同等条件下水合能力为壳聚糖>RRPS-2>甘

油>RRPS-1，RRPS-2 具有良好的保湿性可用于化妆品等

行业。Nowak 等 [15]研究发现，玫瑰水溶性多糖对革兰氏

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良好的体外抗菌性能。

4　玫瑰多糖的构效关系

由于玫瑰多糖的结构较为复杂，对其结构与生物活

性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研究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一构效关

系的理解仍然有限。一般认为，多糖的生物活性与其结

构特征密切相关。据报道 [35]，具有不同药理活性的多糖

在结构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单糖的组成、相对分

子质量、糖苷键的类型和位置以及化学构象被认为是影

响 玫 瑰 多 糖 生 物 学 特 性 的 关 键 因 素 。 采 用 Sephadex 

G-100 分离出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8.8 的 RRPS-1 和 443.8

的 RRPS-2，其中 RRPS-2 的抗氧化活性和保湿活性显著

优于 RRPS-1[20]。此外，从玫瑰多糖粗提物中分离出相对

分子质量<2.5 的 F2 和相对分子质量为 70 的多糖复合物

F1-a，抗氧化结果表明，高相对分子质量多糖的抗氧化活性

强于低相对分子质量多糖 [30]。单糖组成及比例不同也会

导致多糖活性的差异，如从玫瑰花瓣中提取的多糖 R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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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RPS-2 分别由葡萄糖、半乳糖醛酸、甘露糖、鼠李糖、

半乳糖、阿拉伯糖、木糖、葡萄糖醛酸和半乳糖、阿拉伯

糖、葡萄糖、鼠李糖组成，分别具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13]。

此外，同浓度下，WRPP-2 比 WRPP-1 具有更强的抗肿瘤

活性和抗氧化活性，这可能是因为 WRPP-2 含有更多的

HG、RG-I 及糖醛酸。有研究 [23]表明，玫瑰多糖的结构可

能对其生物活性产生影响，如玫瑰多糖主链由 α-1,2-、α-1,

4-和 α-1,5-糖苷键链接，具有较强的降血糖活性。此外，

RRP 是由含硫酸基团的吡喃糖单元组成，在生物活性方

面对酒精性肝病具有较强的保护作用 [10]。

5　玫瑰多糖的应用

5.1　在食品行业的应用

玫瑰多糖在食品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其常被添加到

功能性食品和保健品中以提供益生元、抗氧化和免疫调

节等多种功效 [36]。玫瑰多糖具有良好的均匀性和黏度，

可用作稳定剂、增稠剂、胶凝剂和食品强化剂以及用于健

康食品的开发，从而减少工业添加剂的使用。例如，在酸

奶制作中，玫瑰多糖可作为增稠剂或稳定剂，能够改善酸

奶的凝胶网络结构，提高酸奶的稳定性，并可以改善酸奶

的功能特性，调节肠道菌群 [37]。此外，玫瑰多糖还可添加

到果酱、花酒、花饼等产品中，以增加产品的保湿性和口

感，延长产品保质期，并提高抗氧化能力 [38]。玫瑰多糖还

具有一定的药理活性，可用于制备抗肿瘤、抗衰老和抗病

毒药品等。在工业生产中，可以直接制成高浓度的多糖

粗提物，进一步加工成饮料或口服液，或直接作为营养强

化剂添加到食品中，满足特殊人群的保健需求。总之，玫

瑰多糖在食品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有助于满足

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使玫瑰多糖从食品转化为功能

食品。

5.2　在日化行业的应用

玫瑰多糖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具有良好的吸湿、抗

氧化和抗衰老等性能，能够提升产品性能，满足消费者对

天然活性物质的需求，对人体无毒副作用。在洗发水中

添加玫瑰多糖提取物可以有效增稠，提升洗发水的黏性

和附着力，使其更易于使用和清洁，并提供保湿效果 [39]。

作为日化产品的原料，将玫瑰多糖添加到洗面奶、沐浴露

等产品中，可减缓化学成分对皮肤的刺激，促进皮肤表面

有益菌的生长，抑制有害菌的生长，调节皮肤微生态，改

善皮肤的整体护理效果。此外，玫瑰多糖与皮肤中的其

他多糖和纤维蛋白共同形成含水的细胞外基质，为皮肤

提供水分。玫瑰多糖还具有良好的成膜性能，可以在皮

肤表面形成均匀的薄膜，减少皮肤表面水分的蒸发，促进

水 分 从 基 底 组 织 扩 散 到 角 质 层 ，实 现 持 久 的 保 湿 效

果 [40-41]。此外，玫瑰多糖还具有抗衰老的特性，能够捕获

有害自由基并减少脂质过氧化的链长，从而保护皮肤免

受环境因素的损伤，减缓皮肤老化过程。玫瑰多糖还可

以用作防晒霜的成分，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并减少紫外线

对皮肤的刺激。总的来说，玫瑰多糖在日化产品工业中

的应用价值和潜力非常广泛，可以用于洗发水、洗面奶、

面霜、爽肤水和精华液等产品中，为产品提供多重功效，

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护肤产品的需求。

6　结论与展望

玫瑰作为药食两用的食材，拥有巨大的研究开发价

值。由于提取方法、分离纯化技术的不同，得到的玫瑰多

糖相对分子质量、单糖组成和化学结构不同，结构差异会

影响其生物活性。玫瑰多糖作为其活性成分之一，具有

抗氧化、抗炎、抗肿瘤、降血糖和保肝护肝等生物活性。

此外，玫瑰多糖还可作为日用化工产品、食品添加剂和稳

定剂的原料和增稠剂，使玫瑰多糖在功能性食品和医学

领域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如何获得纯度更高、活

性更好的多糖，并进一步阐明玫瑰多糖的高级结构与生

物活性机制等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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