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类作物学报　2003, 23 (1) : 79～ 80
Journal of T riticeae C rop s

麦绿素及麦绿素产品的开发前景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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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绿素及其制品是以小麦、大麦的嫩茎叶为主料, 辅之以麦芽、糊精、明胶等加工而成的营养保健品, 因

其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大量对人体有益的酶, 目前已风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 我国的浙江、深圳、哈尔滨等地也已创办了生产这类产品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开发麦绿素产品, 经济效益可观, 生

产技术也不太复杂, 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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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n the D evelopmen t of Barley Green and It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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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rley Green and its p roducts, a k ind of nutritious and health2caring food, w ere m ain ly p roduced
from tender stem s and leaves of triticeae crop s (such asw heat and barley) and w ere blended w ith m alt, dex trin
and gelatin, etc. Because it con tains rich p ro teins, vitam ins and trace elem en ts, Barley Green has becom e
fash ionable in N orth Am erica, Europe, A ustralia, Southeast A sia and o ther coun tries o r regions. Som e jo in t
ven tures o r independen t investm en t compan ies have been built fo r p roducing series p roducts of Barley Green in
Zhejiang p rovince, Shenzhen city and H arbin city of Ch ina. T hese p roducts w ill have a brigh t future because of
abundan t p rofit and simp le m anufacture techn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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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绿素是以小麦、大麦苗的嫩叶作为主要原料, 辅之以麦芽、糊精、明胶等加工而成的营养保健品, 具有

补充营养、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预防及治疗多种疾病等作用。加工工艺包括: 原料精选去杂去劣→

消毒→清洗、切割→甩干→榨汁→麦叶渣烘干→粉碎→配料→干燥制得绿色粉状制品。产品可直接配冲剂或

装胶囊。麦绿素作为保健食品正风行于欧美、日本和东南亚[1 ]。

1　麦绿素的保健功能

据研究, 麦嫩苗汁液是世界上单项资源中营养物质含量最丰富、最均衡、最适合人体细胞需要的保健品

资源, 是营养细胞、修复细胞创伤的最佳选择。它是科学家花费十多年时间年从几百种植物中挑选出来的。小

麦、大麦嫩叶中富含麦绿素、酵素、天然维生素、矿物质及氨基酸等成分, 由于采用高科技工艺, 其营养物质的

活性不容易丧失, 以活性状态保存了麦嫩苗中的蛋白质 (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 18 种氨基酸)、多种天然维生

素 (其中包括相当丰富的 Β2胡萝卜素)、微量元素 (其中包括极丰富的钾离子)、大量对人体有益的酶 (包括

SOD 酶) , 天然叶绿素含量是胡萝卜的 13 倍, 维生素C 含量是苹果的 65 倍, 铁含量是菠菜的 5 倍, 钙含量是

牛奶的 11 倍, 钾含量是香蕉的 25 倍。这些营养素能够被人体吸收, 改善人的身体素质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笔者于 2000 年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进行了麦绿素生产实验, 分析了小麦品种高原V 028、高原 602 以

及大麦品种 9726 和 9727 的麦绿素的营养成分, 结果与国内外报道的趋势一致: 粗蛋白、粗纤维和总糖含量

依次为 22. 8%～ 25. 0%、7. 64%～ 8. 09% 和 5. 5%～ 8. 1% ; 每公斤鲜麦绿素中, 维生素C、胡萝卜素和叶绿

素的含量依次为 67. 01～ 712. 5、16. 9～ 20. 7 和 0. 29～ 0. 30 m g, 钙、磷、铁、锌的含量依次为 993～ 1 049、

1 022～ 1 506、455～ 1 091 和 1. 75～ 2. 45 m g。

麦绿素的保健功能为: (1) 人体缺钾就会表现得无力、嗜睡、胃肠活动力低下。麦绿素含有远高于水果和

蔬菜的钾及氨基酸, 能补充人体对钾的需求, 而产生抗疲劳作用。又由于麦绿素内钾含量丰富, 钠含量比较

低, 并且都是以天然营养的方式存在, 可以减少钠的摄入量, 增加钾的摄入量, 对治疗高血压有一定疗效。

(2) 麦绿素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亚油酸, 通过胆固醇的转化和排泄, 从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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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对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肥胖、肝脏疾病、胰腺炎、高血压等有一定疗效。(3) 麦绿素富含矿物

质, 能有效保持体液的碱性, 有碱性食品之王的美誉, 对酸性体质有平衡作用, 能降低血糖, 改善并预防糖尿

病, 因为糖尿病的根本治疗就是体液碱性化, 麦绿素还对过剩的体内脂肪有消化清除作用, 从而达到减肥的

目的。 (4) 麦绿素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酶等, 可通便排毒, 是目前国际流行的通便排毒保健食品。

(5) 麦绿素所含有的矿物质会矫正精神紧张或压力产生的细胞内失衡, 而所含的酶则会使细胞功能恢复正

常, 麦绿素中的叶绿素还具有抗炎能力。因此, 当胃不舒服时服用麦绿素, 症状可以得到明显缓解。

麦绿素虽然功效多, 但它不是药物, 仅对多种疾病有很好的辅助疗效, 是一种食疗佳品。因此它的价值体

现在突出的“增强活力, 消除疲劳”的功能功效上。

2　麦绿素产品的国内外开发现状

目前, 麦绿素的主要生产基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 由于它的纯天然性和保健作用, 迎合了人们“回归

自然”的追求, 因而风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 每年销售额已达 23～ 27 亿美元[2 ]。他们已研制开发出

麦叶系列产品, 如小麦叶纤维食品、大麦叶保健食品、麦草汁饮料、麦绿素可乐等。我国浙江省金巴开植物制

品有限公司与美国合作已开发出麦绿素产品; 浙江农业大学正在进行麦绿素专用大麦品种的筛选研究; 深圳

市冰寒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了冰寒小麦草精华素; 哈尔滨华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了绿手指牌麦绿素

粉、片剂, 于 1997～ 1998 年先后被黑龙江省和国家科委列为当年保健品中唯一的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农业

部“九五”储备项目、黑龙江省重点项目。哈尔滨华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麦绿素产品, 经卫生部三年多的检

测、临床分析检验证明, 具有增强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抗疲劳、促进微循环等功效。上海神绿天然保健品有限

公司出品的大印象“万康麦绿素”, 生产基地设在青藏高原的干旱沙漠地带, 空气清新, 远离大气污染, 日照时

间比其他地区长 3. 5 h, 采用大棚进行无土栽培, 没有来自土壤中有毒物质及有害细菌的污染, 也没有来自

空气和农药残留的污染, 灌溉用水取自祁连山脉地下水, 水质纯正, 矿物质含量丰富。上述麦绿素产品市场销

路均很好。

3　开发麦绿素的经济效益

据北京巨丰技术开发中心介绍, 从国外引进该项目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 项目总投资 40～ 200 万美

元 (具体总投资额由年产量决定)。厂房面积 100～ 1 500 m 2, 人员 50～ 100 名, 水 100～ 500 m 3öd, 电 500～

4 800度öd, 年产量 20～ 325 t, 年产值 1 亿元人民币, 年利润 3 000 万元, 投资回收周期 1～ 2 年。北京巨丰技

术开发中心受 15 个国家的多家外商及财团的委托直接办理各类合资项目: 融资贷款业务。由于麦绿素按照

绿色食品生产的要求进行生产,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4　生产麦绿素的技术指标

技术成果来自国内已公开的几项专利[3, 4 ]。生产方法: 选取生长于肥沃土壤、未经化学肥料及化学农药施

用或污染、苗高在 15～ 30 cm 的新鲜麦苗, 经挑选去除沙石、杂草及枯萎叶苗, 用水初步漂洗, 于 2. 5% 浓度

H 2O 2 溶液浸泡或流动液中冲洗、消毒, 再经清水淋洗后, 用切割机切割成 1～ 2 cm 长的麦苗段, 将麦苗段甩

干, 用螺旋榨汁机榨汁, 100～ 200 目滤网离心分离成滤渣部分及滤液部分。将滤渣经热风烘干机或红外线干

燥, 干燥温度 50～ 200℃, 最好 100～ 150℃之间, 烘干至焦脆产生特有的麦苗焦香味。烘干滤渣经粉碎机粉

碎, 至 80 目以上细度, 最好 200 目以上细度, 得麦叶渣粉。在麦苗滤液中加下列成分 (按液汁总量计) : 麦叶渣

粉 3%～ 10% , 麦芽糊精 2%～ 10% , 环糊精 1%～ 5% , 以上添加剂均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将加入各种

辅料的混合麦苗汁液搅拌均匀, 混合液瞬时喷雾干燥或冷冻干燥制成复合麦绿素成品。

5　建 议

青海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 特别适宜麦类作物生长, 麦叶资源十分丰富, 而且麦苗生物产量高。在青海省

柴达木盆地灌区春小麦拔节期, 麦田小麦叶面积指数高达 4～ 5, 单位面积干物质重 4 500～ 6 000 kgöhm 2, 远

远高于东部地区的生物量。但青海省麦叶食品的开发尚属空白, 如果能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抓紧时间研

制发展并形成产业化, 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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