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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第一名
,
得到新产品开发奖和优 良奖

。

同年
,

沙棘浓缩汁 又名沙棘果精 已出口

日本
,

出 口量达百吨以上
,

其质量受到好评

及欢迎
。

三 对沙棘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及沙棘

油的提取进行研究
,

业对沙棘初步进行了药

理实验 证明沙棘油中有高含量的维生素

及其他成分 , 动物实验沙棘油有抗炎症和抗

溃疡的作用而无明显毒 性
。

四 对沙棘种质资源及引种栽培进行

了初步研究 开展人造沙棘林可以改造自然

环境防风沃土
。

通过初步研究 已找到人工控

制沙棘雌雄植株比例的方法
,

从而提高其结

果率
,

达到提高产量的 目的
。

这对发展沙棘

资源将有重要意义
。

沙棘作为药用植物
,

在我国蒙医
、

藏医

以及西北
、

华北 民间传统医学中已有上千年

的悠久历史
。

元代皇帝忽必烈曾把沙棘果作

为长生不老药之一
,

业制为宫廷保健饮料
。

蒙医以沙棘果实煎膏
,

用于祛痰止咳
、

活血

化疲
、

消食化滞
,

治疗慢性气管炎
、

肺脓肿
、

消化不 良
、

胃痛
、

妇女闭经以 及 跌 打 损 伤

等
。

藏医也大体类同
。

西北民间用于防治气

管炎
、

哮喘等病
。

近代研究
,

用沙棘果汁治

疗高血压
、

高血脂及冠心病
,

认为有一定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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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还有人研究证 明
,

沙棘果汁可阻断人体

亚硝酸胺的合成
,

因而推断可能有防癌作用
。

苏联报道
,

沙棘油在动物实验上
,

有抗炎
、

抗烧伤
、

冻伤及抗胃和十二指肠溃疡作用
。

还有报道沙棘油有抗幅射作用及调节免疫的

作用
。

但是在临床上的深入研究还不太多
,

这方面尚待继续开发
,

潜力极大
。

沙棘作为经济植物
,

在治理环境方面以

及工业上作为食品
、

化妆品的原料已显示其

美好的发展前景
。

沙棘的综合开发和利用
,

已成为世界有关国家以 及我国重要科研课题

之一
,

广泛引起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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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棘进一步开发利用的设想

甜 叶 菊 的 开 发 研 究 及 其 应 用

空军上海第一医院药械科 何 继红 丁 来英

七十年代之后
,

甜叶菊甜味料在世界范

围内发展极为迅速
,

已成为当今最好的非糖

质
、

非营养的天然甜味料
,

我国许多地方
一

也

先后进行了栽培和利用研究
。

目前我国已在

食品工业中较广泛地应用
,

而在医药工业中

应用较少
。

现将甜叶菊的开发
、

研究及利用

情况作扼要的介绍
,

以期在医药领域内有更

多的应用
。

一
、

扮 叶菊的利用发展 简史

甜叶菊

动 属菊科甜菊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有

种以上
,

但具有甜味的仅甜叶菊一种
。

甜叶

菊原产于巴拉圭东北部与巴 西接壤的阿曼拜

山脉
。

野生甜叶菊早在 多年前巴拉 圭 居

民就 已利用作甜茶等
,

直到 年才引起人

们的注意并开始研究
,

到了 年才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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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苗圃栽培试验
。

年巴拉圭

从事甜叶菊的大田移植训化 取得

成功
。

六十年代末世界性禁止使用甜精和糖精

等合成甜味料之后
,

出现了要求 以天然物做

甜味料的倾向
。

在这种情况下
,

甜叶菊应运

而生
,

它以其丰富的资源
、

良好的味质和高

甜度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

各国都积极进行研

究和开发利用
,

其中尤以 日本研究得最多
。

从大 田移植试验起
,

至今只不过 年
,

甜叶

菊甜味料就取代 了甜精
、

糖精而摆到了非糖

质天然甜味料的重要位置上
,

在甜味食品
、

糕点和饮料中得到广泛应用  
。

七十年代后期
,

国内许多地方都积极进

行甜叶菊的栽培利用研究
,

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

如安徽
、

湖北
、

吉林
、

江苏
、

四川等

省市都有种植
’ 。

据报道
,

我国已研究成功

用树脂提取甜叶菊糖试新工艺
,

其机械性能

良好
,

吸附和脱附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外名

牌同类产品技术指标
,

为我 国加工低热值
、

低糖度
,

药疗食品开拓了新的途径  
。

二
、

柑叶菊的甜味成分和其特性

有关甜菊甜味成分的研究
,

从   年就

开始了
,

到 年把它命名为甜菊贰
,

并确

定 了分子式为
。 。 。 ,

年开始研究

其结构式
,

至 年才完全搞清楚
。

现已知

甜叶菊中的甜味成份共三类 种
。

甜叶菊试 这是最早发现的主要甜

味成份
,

为无色结晶
,

熔点 ℃
,

在水 中的

溶解度为
,

是蔗糖甜味的 一 倍

阑值为 倍
,

味质良好
,

接近蔗糖
,

余

味长而微苦
,

在 一
、

℃加热 一小

时
,

甜味几乎不减
,

但 时会水解
。

莱鲍迪贰 这一

类共有
, , ,

四种
,

较有价值的是莱

鲍迪贰
。

莱鲍迪贰 是无色结晶
,

熔点

一
,

甜味为蔗糖的 倍
。

杜尔可贰
“
过

“
这 类 贰

有
,
两种

。

是无色结晶
,

熔 点功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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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杜尔可试 与莱鲍迪 试 是 同 一

物
。

因此这一类中实际只有一种
。

莱鲍迪贰比甜叶菊贰的 味质 更 接 近 蔗

糖
,

因此从甜叶菊 中提取的甜味成份
,

凡含

莱鲍迪试多的味质比含甜叶菊试多的要更见

良好
,

苦味较少
。

但因甜叶菊试是甜叶菊中

含量较多的主要甜味成份
,

所 以目前这类商

品的主要成份是甜叶菊贰
。

柑叶菊武具有如下的优点

甜味效果 甜叶菊试的甜味倍数是

 一 倍
‘ 。

然而
,

甜叶菊贰与其他糖类
、

乳类及有机酸和食盐等常用调味料共存时
,

其甜味倍数亦会增加
“ 。

甜味质在天然甜味

料方面与砂糖相似
,

很少成瘾性
,

能得到爽

口而适度的甜味
。

但是除了一部分食品之外
,

要用甜叶菊的甜味来体现食品中的全部甜味

还有许多困难
,

因为它的甜味质不全类似砂

糖
,

总有若干不同
。

低热卡 甜叶菊贰在体内几乎不被

吸收
。

而且甜叶菊贰甜味倍率高
,

在显示与

砂糖同样的甜度时
,

只需添加渝
一
俞

即

可以认为是无热卡的
。

因此
,

最适宜作为特

种规定食品的素材
。

再者
,

广岛大学牙科学

部预防牙科学教研室已确认甜叶菊贰不引起

致龋齿细菌的繁殖
。

耐热性
、

安全性 甜叶菊贰分解点

在 ℃ 以上
,

对热处理是安定的
。

通常的食

品没有如此过苛的要求
,

所以耐热性没有问

题
。

另外
,

在通常食品的 范围内
,
也是十

分安定的
,

即使 降低也不会产生混浊和

沉淀
。 · ,

二
、

非发酵性 由于甜叶菊贰不是糖质

甜味料
,

所以不受微生物和酶的影响
,

也就

不存在品质劣化的原 “

三
、

,

柑叶菊务性研究

一 在甜叶菊作为甜味料用于食品之前
,

必

须从不同角度证明它的安全性
,

许多研究者

已进行了奸娠抑制试验
、

急性毒性试验
、

亚



亡二奢

撼 悠 药学情报通讯沐 冬
‘

与
’

毛澎脚毒嵘试验
、

致癌性试验
、

变异性试验
。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为日本多摩生化研究所明

翁春雄等
一

邪办年所做的试验
。

他们用甜叶菊

的三种抽提物
、

甜叶菊浸汁 含甜菊试

撰通 黝 ,
、

甜叶菊精制抽提物 含甜 菊

杭 仓抽
、

甜菊试粗结晶 含 甜菊

试邻沁舫 进行了妊娠抑制试验

急性毒性试验 , 亚急性毒性试验
。

在

妊娠抑制试验中
,

他们将
、 、

三种抽 提

物按比例均匀混入饲料中
,

以 此混养 周 龄

的大鼠
。

试验结果表明 实验各组与

对照组的雌
、

雄 鼠无异常发现
,

新生仔鼠的

被毛及眼睛睁开的状态与对照组没有差别

母鼠及胎鼠体重与对照组 无 差 别

供试品混入饲料对饲料摄取量没有影

响 , 各组妊娠数没有显著差别

实验组母鼠产前剖腹的胎鼠与 自产分娩的新

生鼠在形态上与对照组均无有意义的差别
。

以上结果表明
,

甜叶菊对母鼠无妊娠抑制作

用
。

在急性毒性试验中
,

用前述三种试品分

别对小鼠进行灌 胃
、

测得甜叶菊浸液
。 。

为 毫克 公斤 甜叶菊 精 制 抽 提 物
。。

毫克 公斤 甜叶菊 粗 结 晶
。。

毫克 公斤
。

解剖各组死鼠及

活鼠
,

主要脏器均未见到异常变化
。

在亚急性毒性试验中
,

将甜叶菊精制抽

提物按比例均匀加入饲料中
,

连续喂养大 鼠

个月
。

实验结果表明 各组动物实

验期间无死亡
,

活动正常 体重和饲

料效价与对照组无差别 血液和尿常

规检查
、

血清生化检查无异常发现

病理组织学检查未见心
、

肝
、

脾
、

肺
、

肾
、

骨髓
、

肇丸有异常病变
。

日本甜叶菊座谈会委托大阪环境科学研

究所从  年起进行了致癌性试验
,

年

发表结果
。

试验材料用 的总甜叶菊贰
,

其 中是以甜叶菊贰和莱鲍迪贰 为 主 要 成

份
,

将其按最高 添入固体饲料中喂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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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
。

对所有供试动物观察症状
、

测定体重
、 ·

测定摄食饵量
,

然后对杀死的大 鼠进行生化

和病理组织学检查
,

结果都没见到由于给予

供试品而引起疾病变化和致癌性影响
“ 。

至于变异性试验
,

曾在 日本十四个单位

进行过突变试验
、

修复试验
、

染色体异常试

验
、

宿主经过试验
、

优性致死试验等
,

都没

发现问题
。

世界上不少国家 如美国
、

英国
、

日本
、

西德等均对甜叶菊毒性进行了较 全 面 的 研

究
,

对甜菊试作为食用甜味剂的安全性提供

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

四
、

姗叶菊戒的应用和医疗效果

甜叶菊在 巴拉圭作为甜茶等食用 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
,

说明它是安全的 翻菊贰的安

全试验 注射和口服大部分未发生变化就排

出体外 也 已证实
,

它是无毒的 具有热稳

定性
、

非发酵性
、

所有甜味成分均不被人体

吸收
,

经急性和亚急性试验证明
,

在实用范

围内
,

对人体的安全性很高
‘ 。

这一切说明

将甜叶菊作为一种天然甜味料应用于食品和

医药方面是安全可靠的
‘ 。

有关甜菊甜味料的应用已有许多专利开

发了甜菊试制剂
。

一般甜叶菊的甜味成分有

三种利用法 干叶直接利用
、

干叶水提液直

接利用以及萃取制成粗
、

精品甜味料利用
。

前两者成本较低廉
,

并具有一定保健作用
,

国外大多用 或  ! 的精制品
。

甜

菊试可作单纯甜味料
,

也可作复合甜味料
。

一般用于取代甜味食品等所用的 糖 精 和 砂

糖
,

取代量为 ‘’ 、
。

美国
、

日本已经

批准甜菊试可作为不需特殊限量的甜味剂应

用于食品工业
。

日本  年就用甜菊贰制

成热量减半的家庭用甜味料投放市场
。

甜菊

甜味料已在食品
、

饮料等方面得到广 泛应用
,

可在腌渍物
、

水产那工品
、

酱
、

酱油
、

饮料
、

糕点
、

冷食品类的加工中代替砂糖等
,

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
有的起到砂糖所不能起的作

用
,

如在腌渍物腌制中
,

不产生收缩
,

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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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状
。

芯
、

关于甜叶菊的医疗作用
,

第七次国际糖

尿病会议认为甜菊试是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

的优 良制剂
。

据国内外临床试验表明
,

甜

叶菊的叶子水浸出物对搪尿病患者具有明显

的疗效
,

并不会引起副作用
。

另据临床试验
,

认为对肾盂炎
、

肾炎有疗效
,

与复方罗布麻

片配合对高血压降压较快
。

值得注意的是
,

甜菊试甜味料至今尚未

见有医疗价值的报道
,

它只是作为甜精
、

糖

精和砂糖的代用品
,

减少甜味食品的热量
,

满足肥胖病
、

糖尿病人的需要 另可减少龋

齿病的发生
。

总之甜菊试甜味能与蔗糖媲美
,

在

一 的情况下不分解
,

具有耐热性
,

非发酵

性
。

经实验证明
,

甜菊贰毒性极低
,

又具有

降低血压和降血糖作用
,

所以在甜菊贰较广

泛地运用于食品工业的基础上
,

在制剂中以

甜菊贰代糖矫味有其广 阔的前景
。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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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胆子果实对体外耐氯喳恶性疟原虫及体内伯氏疟原虫的抗疟活性

,

等 伦敦大学药学院生药教研室

为继续寻找能代替氯喳的天然抗疟药
,

对苦木科植物鸦胆子
  !

∀
! # ! ∃

%
 !

&

果实进行 了研究
。

鸦胆子在亚洲广泛分布
,

传统医学中用于治疗癌症
、

阿米巴痢疾和疟

疾等多种疾病
。

和苦木科其它植物一样
,

鸦

胆子的苦味成分也是苦木苦味素 类 (q u as一

s
i
no

i d
s
)

,

其中有些已进行过 抗癌作用 研

究
,

最有效的成分之一埃鸦胆子苦素 (bru-

ce a
nt in) 正 在美国进行临床试验

。

体外试

验埃鸦胆子苦素还有较高的抗痢疾 阿 米 巴

(E n ta m o eb a h isto ly tie a) 活性
。

已知某些苦木苦味素
,

包括埃鸦胆子苦

素在低于抑瘤浓度时就有抗恶性疟原虫 (P
-

la sm o d iu m fa leip a ru m ) 活性
。

虽 然 某

些苦木苦味素对哺乳动物细胞有 较 大 的毒

性
,

但我们
一

的研究表明
,

苦木苦味素的体外

抗疟活性并不一定与其在体外对哺乳动物细

胞的毒性相平行
。

最近
,

我们曾报道鸦胆子

果实提取物和分离得的 6 种苦木苦味素 (即

埃鸦胆子苦素
、

埃鸦胆子 苦 醇b
ruc 心,

nt i
-

n o
l
、

鸦胆子苦素A
、

B

、

C
(b

r u 心e in e A
、

B

、

e

、

和去氢鸦胆子苦素(A d
elig d :o七;u e

-

e in e A ) 在体外有抗耐氯哇恶性疟原 虫 活

性
。

鸦胆子苦素A
、

B

、

C 的抗疟活性基本上

被其它研究者对一系列不同疟原虫的研究所

证实
。

本文阐述了鸦胆子果实的提取
,

12 种
苦木苦味素的先未本其体币

‘

外抚疟活性
。

一色妙料和方法一
_

二
__
林外抗嘻活性试验来用对多种药物有耐

药性的恶性疟原虫K 一 工株
,

以’
H

一

次 黄嚓

岭接叭原虫)的抑湘滓为指标
。

同时用磷酸氯

嚼试魅 检查恶性疼原虫对药物的敏感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