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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要介绍红枣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及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衰老作用、cAMP样作用、抗变态反应、抗肿瘤作用、免疫增

强作用、增强肌肉力量、抗疲劳、保护肝脏、降压、镇静安神、抗惊厥等保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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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it has been introduced that the Zipiphi Jujube Dates have abundant nutritive value and biological active com-

position, and that there are also other functions like anti- aged, anti- allergy, anti- tumor , anti- fatigue, anti- convulsions, enhancing immu-

nity, developing muscles, nourishing liver,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and so on. So it is praised as a good woody and nourishing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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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枣( zizyphus jujuba dates) , 又名中华大枣、枣、胶枣、刺枣、

是鼠李科( Rhamnaceae)枣属植物枣树( Ziziphus jujuba Mill)的果

实。红枣原产我国, 在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以色红、肉厚、饱

满、核小、味甜者为佳。红枣因加工方法的不同, 有红枣和黑

枣之分。中国古医学、古农学对红枣的营养、保健价值早已作

了十分精辟的阐述。�齐民要术� (公元 533- 544 年)所论 42

种果品中,红枣位居榜首。红枣味甘、性温、无毒, 入心、脾、胃

经。红枣既是普通食品, 也是常用的药品, 久食或入药膳, 有

补气血,益脾胃, 通九窍, 和百药, 润肤养颜, 强志延年养生保

健功效。凡体质虚弱或欲抗衰延年者均可食用。民间有谚

曰: � 一日吃三枣,一辈子不显老�。

1 � 红枣的营养价值及生物活性成分
1. 1� 红枣的营养价值[ 1]

红枣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 是集药、食、补 3

大功能为一体的保健食品,被誉为� 木本粮食, 滋补佳品�。据

中国农科院分析中心测定: 中国红枣 (干枣) 含水量 25% ~

30% ,糖 55% ~ 80% ,磷 0. 09% ~ 1. 27% , 钾 0. 61% ~ 1. 05% ,

钙 0. 03% ~ 0. 06% , 镁 0. 03% ~ 0. 05% , 铁 11. 5* 10- 6~ 65. 5

* 10- 6 ,锰 4. 34* 10- 6~ 7. 82* 10- 6, 铜( 2. 45~ 5. 88) * 10- 6,

锌( 2. 12~ 14. 98) * 10- 6(以上数据因不同品种而异) , 粗蛋白

2.92% , 粗纤维素 2. 41% , 粗脂肪 0. 96% , 维生素 C8. 7mg/

100g,维生素 B10. 17mg/ 100g, 维生素 B20. 35mg/ 100g, 维生素

A15. 47IU, 维生素 E3. 83IU, (以上数据为平均数)。枣果中含

16 种氨基酸,其中有 8 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幼儿体

内不能合成的两种氨基酸, 即精氨酸和粗氨酸。红枣含有高

达 3300mg/ 100g 以上的维生素 P, 是预防与治疗高血压病的有

效成分。

红枣除上述常见的营养素外, 随着近几年人们对红枣功

能成分和药理的深入研究, 发现红枣还含有一些其他水果没

有或含量很少, 但具有很高生理活性的特殊的生物活性成分。

1. 2 � 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2]

1. 2. 1 � 有机酸和三萜类物质 � 含有机酸的种类有: 桦木酸

( Betulinic acid)、桦木酮酸( Betulonic acid)、齐墩果酸 ( Oleanolic

acid)、齐墩果酮酸( Oleanonic acid)、山楂酸 ( Maslinic acid)、苹果

酸、酒石酸、儿茶酸、和油酸( Oleic acid)等。

含三萜类化合物有: 山楂酸- 3- O- 反式对香豆酰酯( 3

- O- trans- p- Coumaryl maslinic acid)、山楂酸- 3- O- 顺式

对香豆酰酯( 3- O- cis- p- Coumaryl maslinic acid)。3种新的

朦胧木酸,又名麦珠子酸 ( Alphitolic acid)的对香豆酰酯, 包括

朦胧木酸 - 3 - O- 反式对香豆酰酯 ( 3 - O - trans - p -

Coumaroyl alphitolic acid)、朦胧木酸- 2- O- 反式对香豆酰酯

( 2- O- trans- p- Coumaroyl alphitolic acid)和朦胧木酸- 3- O

- 顺式对香豆酰酯( 3- O- cis- p- Coumaroyl alphitolic acid)。

1. 2. 2� 红枣多糖[ 3] � 红枣多糖由两种多糖物质组成:中性多

糖( JDP- A)和酸性多糖 ( JDP- A) , 并用高效液相色谱测定了

红枣多糖的组成, 红枣中性多糖的平均分子量为 23000, 其单

糖的组成为 L 一阿拉伯糖、D 一半乳糖和 D- 葡萄糖;酸性多

糖的单糖组成为 L一鼠李糖、L 一阿拉伯糖、D一半乳糖、D一

甘露糖和半乳糖醛酸, 其中半乳糖醛酸含量占酸性多糖的 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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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黄酮、腺苷和皂苷类[ 4、5] � 红枣果肉含有两种黄酮类

物质,即 2( S) - 柑橘素 6, 8- 二葡萄糖碳苷[ 6, 8- Di- C- glu-

cosy1- 2( S) - naringenin]和 2( R) - 柑橘素 6, 8- 二葡萄糖碳

苷[ 6, 8- Di- C- glucosy1- 2( R) - naringenin]。

红枣含环磷酸腺苷 ( cAMP)和环磷酸鸟苷 ( cGMP)。果肉

中 cAMP含量达 100~ 500nmol/ g 鲜重, 每克果肉含 cGMP30~

40nmol。不同产地的环磷酸腺苷的含量不同, 河南新郑小枣最

低为 14. 14mg/ 100g,山东乐陵大红枣最高为 41. 21mg/ 100g。

红枣果肉含皂苷类物质: 大枣皂苷( Zizyphus saponin) �、

�、�和酸枣仁皂苷 B( Jujuboside B)。

1. 2. 4 � 生物碱和甾醇 � 含有 3 种喹啉生物碱: 光千金藤碱又

名斯特法灵( Stepharine)、N- 降荷叶碱( N- Nornuciferine)、阿西

米洛宾( Asimilobine)。还含有无刺枣碱 A ( Daechualkoloid A ) ;

红枣中的甾醇有谷甾醇、豆甾醇和链甾醇( Desmasterol)。

1. 2. 5 � 其它 � 另外,红枣果肉中还含有树脂、黏液质、香豆素

类衍生物、儿茶酚、鞣质等。

2 � 红枣的保健功能

红枣是药食同源的典型。�齐民要术�、�本草纲目�、�百

病秘方�和�神农草本经�等都对红枣的一些功能作了阐述。

现代医学和食品研究表明, 红枣的保健功能主要集中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2. 1� 抗衰老作用[ 6]

红枣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有研究表明用红枣提取物

对小鼠红细胞、血浆、肝组织中 SOD及 MDA 含量进行的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小鼠自由饮用不同浓度的红枣提取物, 30d后,

红细胞内 SOD活性显著增高, 同量血浆 MDA 含量显著降低,

其它均无明显变化, 说明红枣提取物具有清除自由基和增强

机体抗脂质过氧化作用的能力。

2. 2� 具有 cAMP样作用[ 4、7、8]

红枣含有大量 cAMP样活性物质,鲜品中含水量量约为其

他植物的 1000倍。红枣的 cAMP样物质与牛大腿肌肉中提取

的蛋白激酶有高度特异的结合力,说明红枣中 cAMP样物质的

性质与 cAMP非常相似。而且它对磷酸二酯酶( PDE)的特异

的敏感性。研究者筛选对人血细胞中环核苷酸有影响的中药

时,测定了其中 6 种方剂结对白细胞的影响。结果发现含红

枣的三种方剂有增加白细胞内 cAMP 的作用,因此推测红枣可

增加白细胞内 cAMP的数量。

2. 3� 抗变态反应

研究表明,红枣水担物有明显的抗变态反应作用。在体

外进行的实验中, 致敏者外周血嗜性粒细胞在未加任何刺激

剂时,白三烯的产量极少(自发性释放) ,用抗体氮的抗 IgE 刺

激时可见白三烯释放增加,当加入红枣提取液时, 白三烯的释

放大致相同,说明红枣提取物能较好地对抗 IgE 刺激所致人外

周血嗜性粒细胞释放白三烯的作用。其抑制作用与红枣所含

的 cAMP有关, 因为红枣中所含的 cAMP易透过白细胞膜而作

用于化学介质释放的第二期,抑制白三烯的释放, 因而与抑制

变态反应有关。

资料显示,红枣的乙醇提取物乙基- �- 果糖苷对 IgE 抗

体的产生有特异性抑制作用, 对 5- 羟色胺和组胺也有一定的

拮抗作用。研究发现, 给鼠投以红枣的乙醇提取物 100mg/

( Kg . d) ,动物可呈现出与硫唑嘌呤(免疫抑制剂)同样的效应。

2. 4 � 抗肿瘤作用

红枣有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其中的桦木酸和山楂酸

对 S180 有抑制作用。红枣对 N- 甲基- N- 硝基- N- 亚硝

基? ( MNNG)诱发的大鼠胃腺癌有一定抑制作用。用 100�g/

mLMNNG处理想大鼠 7 个月后, 再连续 8 个月喂服红枣干果

( 1g/ d) ,其红枣胃腺癌发生率与对照组( MNNG连续喂养 10 个

月)相比有显著差别。应用姐妹染色单体互换技术, 给小鼠灌

服 0。5g/ mL红枣水抽提液,能明显降低环磷酰胺所致姐妹染

色单体互换率的升高的现象, 表明红枣有抗突变作用。红枣

有效成分达玛烷型皂苷与人参皂苷是同系物, 具有抗突变活

性。

2. 5 � 免疫增强作用[9、10]

用红枣煎剂 8. 25g/ kg ,给小鼠灌胃 7d,能明显提高其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百分数和吞噬指数; 15d 时, 对环磷

酰胺所致小鼠白细胞、血小板和血红蛋白含量减少均有增加

和恢复作用,对骨髓造血功能也有保护作用。

2. 6 � 增强肌肉力量、抗疲劳

据报道,用 30%红枣煎剂按体重 0. 3mL/ Kg给雄性小白鼠

腹腔注射, 饲养 3 周, 结果红枣组小鼠平均体重增加 3. 0g, 对

照组则平均增加 1. 6g。两组动物进行空腹游泳试验, 红枣组

为 3min50s,而对照组为 2min30s。说明红枣有增加肌力和抗疲

劳作用。

2. 7 � 保护肝脏

血清蛋白主要是在肝脏合成的, 红枣对实验性肝病变家

兔血清蛋白有明显的增加作用。有人对体重 2Kg的 2只雄性

家兔用四氯化碳 0. 25mL/ Kg腹腔注射, 1周后以耳缘静脉注射

1%硫喷妥钠 1mL/ Kg, 结果麻醉持续时间比正常延长 1 倍以

上,说明肝脏对硫喷妥钠的解毒能力降低,肝脏发生了轻度病

变。再用 30mL/ Kg ( 9g/ Kg)红枣煎剂, 每天上午喂食前腹腔注

射 1周。结果显示, 血清总蛋白在治疗前为 4. 6g/ 100g, 治疗 1

周后为 4. 90g / 100g; 白蛋白在治疗前为 2. 46g/ 100g, 治疗 1 周

后为 3. 00g/ 100g; 球蛋白在治疗前为 2. 23g/ 100g, 治疗后为 1.

90g/ 100g。血清蛋白和总蛋白均有所增加, 说明红枣有较好的

保护肝脏的作用。

2. 8 � 降压、镇静安神、抗惊厥作用

据报道,红枣中的有效成分对中枢神经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实验发现,红枣中的苯甲醇糖苷、柚质(糖苷等多种化合

物)具有显著的降压作用。所含的柚配质(糖苷类)能降低动

物的自发运动, 刺激反射作用,强直木僵作用。对中枢神经系

统有抑制作用。

矢原正治等报道, 从红枣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黄酮-

双- 葡萄糖苷 A经药理实验证明有中枢抑制作用, 且有镇静、

催眠和降压作用。此作用与传统医书中的� 安神�作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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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枣还有较明显的抗惊厥作用。用甘麦红枣汤治疗情绪

性惊厥 8例( 0~ 5岁) ,结果表明, 在 3~ 4周内均发现有效果。

研究表明,甘麦红枣汤中的小麦和红枣的镇静作用与甘草的

� 缓和作用�相配合, 可发挥更强的药效。由于该方剂的安定

作用及兴奋作用是既不引起患儿的睡意, 又不降低其活动性

的情况下发挥的,故对婴儿是安全有效的[ 11、12]。

2. 9� 其他作用

中医认为,红枣味甘, 性温。有补脾、益气生津、调营卫及

调和诸药的功能。用于脾虚食少、气血津液不足、体倦乏力、

营卫不和、心悸怔忡、妇女脏躁、紫癜等。

总之,红枣作为我国的特色果品之一, 她的保健功能是多

方面的,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笔者认为, 红枣的功能是由

各种营养成分决定的,这些保健功能并不是单纯的一种营养

素决定,而是多种营养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 我们在研究

红枣的功能时要各种成分同时考虑, 对红枣内的各种营养物

质是如何一起产生作用的, 是否有协同作用等都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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