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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枸杞 Lycium ruthenicum Murr． 藏药名“旁

玛”，是茄科( Solanaceae) 枸杞属多年生多分枝棘

刺灌木，因其果黑而得名［1］。黑果枸杞主要分布

于青海、新疆、甘肃、内蒙等荒漠、盐碱地带［2］。

黑果枸杞中富含多酚类化合物、花色苷、多糖、黄
酮类化合物、微量元素等天然成分，因其低毒、天
然可食色素、显著的生理活性、资源可再生等优

点逐步应用于药品、食品及化妆品行业，并引起

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同时，近年来人们对

保健日益重视，功能性食品备受热捧，黑果枸杞

的市场需求也迅速扩大，因此，有必要对黑果枸

杞进行功用考证，为其合理应用及后续研究提供

依据。

1 黑果枸杞的功用考证

1． 1 黑果枸杞的由来与分布考证

黑果枸杞在《维吾尔药志》《四部医典》《晶

珠本草》等经典古籍著作中均有记载。黑果枸杞

喜生盐碱、戈壁、沙土荒地，分布于青海、新疆、甘
肃、内蒙、西藏、宁夏、陕西等省区，其中，新疆库

尔勒地区、若羌县周边、吐鲁番周边，青海格尔木

市周边，都兰县诺木洪农场及香日德农场为主要

种植区域［1］。《晶珠本草》《维吾尔药志》《中国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记载所使用黑果枸杞

主要采集于青海与新疆，9 ～ 10 月果实成熟时，于

早晨或傍晚摘下，去果柄，通风阴凉处阴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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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 青海柴达木盆地所产黑果枸杞中总花青

素的含量高于其他产地的，目前藏医及市场普遍

认为青海柴达木盆地产黑果枸杞为上品。
1． 2 黑果枸杞的典籍考证

《晶珠本草》中记载“黑果枸杞清心热，治妇

科病，叶细，灌木，枝多，果实紫红色，大小如豆

粒，味甘。分 为 黑 白 两 种，俗 称 灰 枸 杞 和 黑 枸

杞”［3］。《维吾尔药志》中记载“黑果枸杞可治疗

尿道结石、癣疥、牙龈出血等病症，民间则用做滋

补强壮、明目以及降压药”［4］。《中国少数民族传

统医药大系》中记载“黑果枸杞治心热病，头痛失

眠、健忘、心绪烦躁、妇科病”［5］。《四部医典》中

记载“黑果枸杞治疗心脏病，月经不调，停经且药

效显著”［6］。
1． 3 黑果枸杞应用的记载

据《藏药方剂宝库》中记载: 在藏医中 4500
余个古今方剂中，1200 余种藏药入方，其中，黑果

枸杞入方 21 次，入方率为 0． 47%［7］。用于治疗

心脏病入方 9 次，占黑果枸杞在藏药中总入方的

42． 9% ; 用于治疗妇科病入方 12 次，占黑果枸杞

在藏药中总入方的 57． 1%。因此，黑果枸杞临床

应用于治疗心脏病与妇科病是正确的。但同时

也应该重视现代研究方法所得出的黑果枸杞药

理功效的结论，扩大其应用范围。

2 黑果枸杞的化学成分

2． 1 花色苷类

花色苷在黑果枸杞中主要以 C3、C5、C7 位羟

基的糖苷化为主要存在形式。文献利用 HPLC /
DAD － ESI /MS 定性分析，从黑果枸杞中分离出

了 14 种花色苷，并初步鉴定了 10 种花色苷 ( 图

1) ［8］。其中，矮牵牛素 － 3 － O － 芸香糖( 反式香

豆酰基) － 5 － O － 葡萄糖苷初步确定为主要成

分，可达总含量的 80%。文献利用制备液相色

谱，从黑果枸杞中得到了 2 种花色苷 ( 图 2 ) ［9］。
文献以 HPLC － ESI － MS /MS 和 HPLC － DAD 定

性，从黑果枸杞中得到了 12 种花色苷( 图 3) ［10］。

2． 2 酚酸类

黑果枸杞中酚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粗提

物的含量测定及抗氧化能力的研究，而较少的几

篇文献则先后利用 HPLC 及 UPLC － Q － Orbitrap
MS 在黑枸杞中定性与定量分析出了 11 种酚酸，

分别为没石子酸、香草酸、2，4 － 二羟基苯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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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Ｒ1 = galactose，Ｒ2 = 5 － O － glucose
2: Ｒ1 = glucose，Ｒ2 = 5 － O － glucose
3: Ｒ1 = ( caffeoyl)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e
4: Ｒ1 = rutinoside( cis － p － coumaroyl) ，Ｒ2 = 5 － O － glucose
5: Ｒ1 = rutinoside( trans － p － coumaroyl) ，Ｒ2 = 5 － O － glucose
6: Ｒ1 = petundin － 3 － O － glucoside( maloyl) ，Ｒ2 = 5 － O － glucose
7: Ｒ1 = petundin － 3 － O － rutinoside( feruloyl) ，Ｒ2 = 5 － O －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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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Ｒ1 = rutinoside( cis － p － coumaroyl) ，Ｒ2 = 5 － O － glucose
9: Ｒ1 = rutinoside( trans － p － coumaroyl) ，Ｒ2 = 5 － O －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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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Ｒ1 = rutinoside( cis － p － coumaroyl) ，Ｒ2 = 5 － O － glucoside

图 1 化合物 1 ～ 10 的结构图

Figure 1 Structrures of compounds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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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Ｒ1 = glucoside，Ｒ2 = H，Ｒ3 = glucoside
2: Ｒ1 = rutinoside( trans － p － coumaroyl) ，Ｒ2 = glucoside，Ｒ3 = H

图 2 化合物 1 ～ 2 的结构图

Figure 2 Structrures of compound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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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Ｒ1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2: Ｒ1 = ( glucoside － trans － p － coumaroyl )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3: Ｒ1 = ( glucoside － trans － p － coumaroyl )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4: Ｒ1 = ( caffeoyl)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5: Ｒ1 = ( trans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6: Ｒ1 = ( cis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7: Ｒ1 =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 isomer，Ｒ2 = 5 － O － glucoside
8: Ｒ1 =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 isomer，Ｒ2 = 5 － O － glu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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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Ｒ1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10: Ｒ1 =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Ｒ2 = 5 － O － gluc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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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Ｒ1 =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 isomer，Ｒ2 = 5 － O － glucoside

12: Ｒ1 = ( p － coumaroyl) － rutinoside isomer，Ｒ2 = 5 － O － glucoside

图 3 化合物 1 ～ 12 的结构图

Figure 3 Structrures of compounds 1 －12

藜芦酸、苯甲酸、鞣花酸、水杨酸、咖啡酸、对香豆

酸、阿 魏 酸、绿 原 酸。其 中，绿 原 酸 的 含 量 最

高［11 － 13］，研究结果为黑果枸杞中多酚酸类化合

物的后期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2． 3 黄酮类

黑果枸杞中黄酮的研究主要以提取工艺、大
孔吸 附 树 脂 精 制 及 分 析 为 主。文 献 先 后 利 用

HPLC 及 UPLC － Q － Orbitrap MS 在黑枸杞中分

离出了儿茶素、柚皮素、芦丁、槲皮素和山柰酚等

黄酮，其中，芦丁的含量最高［11 － 12，14］。
2． 4 脂肪酸类

用 GC － MS 在黑果枸杞中分析出了棕榈酸、
棕榈油酸、硬脂酸、油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脂肪

酸。其中，亚油酸的含量最高［15］。
2． 5 多糖类

多糖是黑果枸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目

前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总多糖的提取工艺、含量

测定及相关药理活性。利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及

凝胶柱 色 谱 分 离 纯 化 得 到 LＲP1、LＲP2、LＲP3、
LＲP4、LＲP5 等多糖组分。其中，LＲP5 的含量最

高，且利用 Sephadex G － 100 纯化后，得到了均一

多糖，相对分子量为 1． 37 × 105［16］。利用DEAE －
Cellulose － 52 及 Sephadex G － 100 对黑果枸杞中

的总多糖进行纯化，分别得到均一多糖 LＲGP1
( 相对分子量为 5． 62 × 104 ) 、LＲGP3 ( 相对分子量

7． 56 × 104 ) 、LＲP4 － A ( 相对分子量为 1． 05 ×
105 ) ［17 － 19］。利用阴离子交换树脂及凝胶柱色谱

分离纯化黑果枸杞中的总多糖，得到多糖 LＲLP3
( 相对分子量 7． 94 × 104 ) ［20］。
2． 6 其他成分

利用 AB － 8 大 孔 吸 附 树 脂、硅 胶、凝 胶 和

HPLC 半制备等方法对黑果枸杞进行分离纯化，

得到 N1 － 咖啡酰 － N3 － 二氢咖啡酰亚精胺、N －
单肉桂酰 － 腐胺［21］。利用 GC － MS 分析黑果枸

杞精油，得到十六烷酸、β － 榄香烯、肉豆蔻酸、二
十七烷、十六烷、二十九烷［22］。利用原子吸收对

黑果枸杞进行分析，得到了 13 种无机元素，分别

为钾、钙、钠、镁、铜、铁、锌、锰、铅、镍、镉、钴、铬;

其中，钾的含量最高［23］。黑果枸杞中含有 α －
VitE、γ － VitE 及 δ － VitE 及 18 种氨基酸，包括缬

氨酸、苏氨酸、甲硫氨酸、天冬氨酸、谷氨酸、精氨

酸、赖氨酸、组氨酸、酪氨酸、半胱氨酸、脯氨酸、
丝氨酸、甘氨酸、丙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苯丙

氨酸、色氨酸等［24］; 还含有维生素 C、B1、B2 及原

花青素、生物碱［25］。这些成分是人体所需的一些

物质基 础，也 是 后 期 研 究 黑 果 枸 杞 的 关 注 点

之一。

3 黑果枸杞的药理活性

3． 1 护肝作用

观察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对小鼠非酒精

脂肪肝的治疗效果，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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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脂作用［26］。观察黑果枸杞提取物对小鼠急性

酒精性肝损伤的疗效，黑果枸杞提取物对酒精所

致急性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7］。
3． 2 抗辐射、抗氧化与增强免疫作用

观察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对小鼠辐射损

伤模型的治疗效果，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具有

抗辐射及减少细胞凋亡作用［28］。对黑果枸杞提

取物进行分离纯化，得到了 3 位糖苷的矮牵牛

素，并利用 PC12 细胞观察其抗氧化能力。结果 3
位糖苷的矮牵牛素具有抗氧化作用［29］。黑果枸

杞多糖 LＲLP3 可有效抑制 Cu2 + /H2O2 诱导的蛋

白氧化损伤和 H2O2 诱导的细胞氧化损伤，表明

黑果枸杞多糖具有抗氧化及免疫活性［20］。
3． 3 抗阿尔茨海默症作用

评估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对阿尔茨海默

大鼠记忆力及体内抗氧化活性的影响，黑果枸杞

花色苷提取物具有潜在的抗阿尔茨海默功效［31］。
3． 4 抗急性痛风作用

评估黑果枸杞花色苷富集物及含量最高组

分矮牵牛素 － 3 － 糖苷的抗急性痛风效果，黑果

枸杞花色苷对急性痛风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32］。
3． 5 抗缺氧、抗疲劳及降血糖作用

观察经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物灌胃处理后，

小鼠负重游泳的持续时间，黑果枸杞花色苷提取

物具有抗缺氧和抗疲劳作用［30］。小鼠预先给予

黑果枸杞多糖提取后，游泳时间显著增加，表明

黑果枸杞多糖提取物具有抗疲劳作用［33］。通过

小鼠负重游泳及糖尿病模型，观察黑果枸杞粗多

糖提取物对小鼠灌胃后负重游泳的持续时间及

血糖变化情况，黑果枸杞多糖提取物具有抗疲劳

及降血糖的作用［34］。
3． 6 抗炎作用

黑果枸杞多糖 LＲGP3 通过抑制 TLＲ4 /NF －
α 减弱 LPS 诱导的炎症［35］。通过对大鼠游泳训

练制备运动性肾缺血再灌注模型所引起的炎症，

观察黑果枸杞对大鼠运动性肾缺血再灌注损伤

的保护作用，黑果枸杞具有抗炎作用［36］。

4 展望

4． 1 黑果枸杞的开发前景

随着对黑果枸杞的进一步研究，黑果枸杞的

一些新功用和药理活性被发现，可开发成保健

品、饮料、化妆品等。黑果枸杞多糖的初步研究

表明: 其具有很好的提高免疫力和降血糖的药理

活性，以此为基础可以开发提高免疫、降血糖的

黑果枸杞多糖保健品。黑果枸杞中的花色苷作

为天然色素，又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符合人们

对自然来源食品色素的追求。除黑果枸杞花色

苷具有抗氧化、抗急性炎症等作用外，黑果枸杞

多糖还具有很好的免疫活性和降尿酸、抗疲劳等

作用。以前期的活性研究为基础，可以开发出提

高免疫力等活性的黑果枸杞保健品。
4． 2 野生黑果枸杞资源的保护

近年来，绿色无公害功能食品备受人们追

捧，黑果枸杞的市场需求也迅速扩大，目前已初

步形成围绕黑果枸杞相关产品的开发的产业链。
而野生黑果枸杞与种植黑果枸杞的市场价格相

差数十倍，这导致野生资源的适生环境受到了极

大的威胁。而黑果枸杞可以生长于寸草不生的

荒漠戈壁，具有防风固沙作用。因此，必须做好

黑果枸杞野生资源调查及保护工作，防止野生资

源的灭绝与环境的恶化。应进一步做好黑果枸

杞的品质评价，筛选优良品系，开展人工栽培，既

可确保黑果枸杞产业化发展需求又可保护野生

资源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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