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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枸杞属ＬｙｃｉｕｍＬ植物种质资源全世界约８０种，有药用记载的１６种，其中以果实入药的有８种，以
枝叶入药的有１１种，以根入药的有９种。载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仅有宁夏枸杞的果实、根皮和枸杞的根

皮，其余均作为民族药或地方习用品入药。除果实和根皮外，枸杞叶、花均有药用记载；除作药用外，枸杞属植物

资源也是功能性食品的重要原料。本文结合课题组枸杞研究进展对该类群药用植物资源系统利用现状、潜在资源价

值及其产业化前景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构建，目的是为枸杞属药用植物资源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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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ｙｃｉｕｍ；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ａｌｕ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茄科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枸杞属 ＬｙｃｉｕｍＬ植物全世界约
有８０种，主要产于南美洲，少数种类分布于欧亚大
陆温带［１］。具有药用价值的种类有非洲枸杞 Ｌａｆｒｕｍ
ＢｏｉｖｅｘＤｕｎａｌ、安纳枸杞 ＬａｎａｔｏｌｉｃｕｍＡＢａｙｔｏｐｅｔ

ＲＭｉｌｌ、宁夏枸杞 Ｌ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Ｌ、黄果枸杞 Ｌ．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ｖａｒａｎｒａｎｔｉｃａｒｐｕｍＫＦＣｈｉｎｇ、夜香树枸
杞ＬｃｅｓｔｒｏｉｄｅｓＳｃｈｌｅｃｈｔｄ、枸杞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北方
枸杞 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ｖａｒ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Ｐｏｊａｒｋ）ＡＭ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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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枸杞 ＬｃｉｎｅｒｅｕｍＴｈｕｎｂ（ＬｋｒａｎｓｓｉｉＤｕｎａｌ）、新
疆枸杞 ＬｄａｓｙｓｔｅｍｕｍＰｏｊａｋ（毛蕊枸杞）、欧洲枸杞
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ｍＬ、黑果枸杞 Ｌ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Ｍｕｒｒ、肖
氏枸 杞 ＬｓｈａｗｉｉＲｏｅｍｅｒｅｔＳｃｈｕｌｔｅｓ、截 萼 枸 杞
Ｌ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ＹＣＷａｎｇ、土库曼枸杞 Ｌｔｕｒｃｏｍｕｎｉｃｕｍ
Ｔｕｒｅｚ、阴 生 枸 杞 Ｌｕｍｂｒｏｓｕｍ Ｈｕｍｂ，Ｂｏｎｐｌｅｔ
Ｋｕｎｔｈ、云南枸杞 Ｌ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ｅＫｕａｎｇｅｔＡＭＬｕ［２］

等。枸杞属植物在我国分布有７种２变种，分别为
枸杞及其变种北方枸杞、宁夏枸杞及其变种黄果枸

杞、黑果枸杞、截萼枸杞、新疆枸杞、柱筒枸杞、

云南枸杞，其中除柱筒枸杞外，均有药用记载［３］。

宁夏枸杞在我国西北地区种植历史可追溯至６００余
年前，尤以宁夏河套平原栽培历史悠久［４］。其成熟

干燥果实入药称枸杞子（ＬｙｃｉｉＦｒｕｃｔｕｓ），已有 ２０００
余年的应用历史［５６］，其味甘，性平，具有滋肝补

肾、益精明目之功效。本草记载及现代研究表明，

宁夏枸杞果、叶、花、根均具有较高的药用和营养

价值［７８］。其中，枸杞和宁夏枸杞的干燥根皮入药称

地骨皮（ＬｙｃｉｉＣｏｒｔｅｘ），具有凉血除蒸、清肺降火之
功效；枸杞叶片含有绿原酸、芦丁等生物活性物质，

可作为功能性茶饮或膳食补充剂应用［８９］。黑果枸杞

作为民族药使用，也常作为保健食品应用［１０］。随着

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枸杞属植物的保健及药用价

值日益受到重视，加之枸杞属植物多适宜于盐碱地

和退耕还林地种植，使其成为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

的重要经济作物，甚至成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

贫扶困的支柱产业［１１］。本文结合课题组枸杞研究进

展对该类群药用植物资源系统利用现状、潜在资源

价值及其产业化前景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构建，目的

是为枸杞属药用植物资源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提

供借鉴。

１　果实（枸杞子）资源利用与产业化

１１以枸杞子为原料的药物制剂开发与产业化
枸杞子（ＬｙｃｉｉＦｒｕｃｔｕｓ）为宁夏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

ｒｕｍＬ的干燥成熟果实，药用历史悠久，为药食同
源之品，具有 “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之

功能［１２］，凡肝肾不足和肺肾阴虚所致诸症，均可应

用，为滋阴助阳、益精补血之良药［１３］。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枸杞子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衰老、

抗肿瘤、抗菌、抗病毒、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

保护肝肾及生精细胞、保护神经等生物活性［２，１４］。

枸杞子多糖类资源性物质被证实为提高免疫活性和

抗衰老的有效成分［２，１５］。作为民间药或民族药使用

的枸杞、黄果枸杞、新疆枸杞、北方枸杞和云南枸

杞的果实，认为其功效亦同宁夏枸杞。黑果枸杞的

果实作为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区民族药

使用，具有清肺热、镇咳、消炎、退热之功效，用

于哮喘性气管炎、咳嗽、感冒发热、牙龈出血、尿

道结石、疥癣等［１６］。土库曼枸杞分布于中亚土库

曼、塔吉克、乌兹别克、高加索、伊朗、阿富汗，

其果实也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等功效。

除作为传统药材入药外，枸杞子也是杞菊地黄

丸、左归丸、左归饮等经典方剂的主要组方药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典》）２０１５年版
一部收载以枸杞子为主要组方药味的制剂７０余种，
其制剂名称、药用部位及资源性物质、功效见

表１。

表１　组方含枸杞子的方剂（药物制剂）及其功效
方剂（制剂）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功效

杞菊地黄丸（片，胶囊） 果实／粉末（提取物） 滋肾养肝

五子衍宗丸（片） 果实／粉末（提取物） 补肾益精

右归丸 果实／粉末 温补肾阳，填精止遗

心脑欣丸（胶囊） 果实／提取物 益气活血

心脑康片（胶囊） 果实／提取物 活血化瘀，通窍止痛

十一味参芪片（胶囊） 果实／提取物 补脾益气

七宝美髯颗粒 果实／提取物 滋补肝肾

山东阿胶膏 果实／提取物 补益气血，润燥

古汉养生精口服液（片，颗粒） 果实／提取物 补气，滋肾，益精

石斛夜光丸 果实／粉末 滋阴补肾，清肝明目

孕康合剂（颗粒） 果实／提取物 健脾固肾，养血安胎

再造生血片 果实／粉末 补肝益肾，补气养血

安神宝颗粒 果实／提取物 补肾益精，养心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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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方剂（制剂）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功效

妇宁康片 果实／提取物 补肾助阳，调补冲任，益气养血，安神解郁

利脑心胶囊 果实／提取物 活血祛瘀，行气化痰，通络止痛

龟鹿二仙膏 果实／提取物 温肾益精，补气养血

龟龄集 果实／提取物 强身补脑，固肾补气，增进饮食

补肾养血丸 果实／粉末 补肝肾，益精血

补肾益脑丸（片） 果实／粉末 补肾生精，益气养血

阿胶补血口服液 果实／提取物 补益气血，滋阴润肺

定坤丹 果实／粉末 滋补气血，调经疏郁

降脂灵片（颗粒） 果实／提取物 补肝益肾，养血明目

参乌健脑胶囊 果实／提取物 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强身健脑

参芪十一味颗粒 果实／提取物 补脾益气

参茸固本片 果实／提取物 补气养血

骨仙片 果实／提取物 补益肝肾，强壮筋骨，通络止痛

复明片 果实／提取物 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

养阴降糖片 果实／提取物 养阴益气，清热活血

前列欣胶囊 果实／提取物 活血化瘀，清热利湿

活力苏口服液 果实／提取物 益气补血，滋养肝肾

活血通脉片 果实／提取物 行气活血，通脉止痛

穿龙骨刺片 果实／提取物 补肾健骨，活血止痛

蚕蛾公补片 果实／提取物 补肾壮阳，养血，填精

健脑丸（胶囊） 果实／粉末 补肾健脑，养血安神

健脑安神片 果实／提取物 滋补强壮，镇静安神

脂康颗粒 果实／提取物 滋阴清肝，活血通络

益肾灵颗粒 果实／提取物 温阳补肾

消渴平片 果实／提取物 益气养阴，清热泻火

消渴灵片 果实／提取物 益气养阴，清热泻火，生津止渴

调经促孕丸 果实／粉末 温肾健脾，活血调经

甜梦口服液（胶囊） 果实／提取物 益气补肾，健脾和胃，养心安神

康尔心胶囊 果实／提取物 益气养阴，活血止痛

填精补肾膏 果实／提取物 温肾助阳，补益精血

琥珀还睛丸 果实／粉末 补益肝肾，清热明目

蛤蚧补肾胶囊 果实／提取物 壮阳益肾，填精补血

滋补生发片 果实／提取物 滋补肝肾，益气养荣，活络生发

强身片 果实／提取物 补肾填精，益气壮阳

障眼明片 果实／提取物 补益肝肾，退翳明目

醒脑再造胶囊 果实／提取物 化痰醒脑，祛风通络

糖尿乐胶囊 果实／提取物 益气养阴，生津止渴

明目地黄丸 果实／粉末 滋肾，养肝，明目

固本统血颗粒 果实／提取物 温肾健脾，填精益气

金花明目丸 果实／粉末 补肝，益肾，明目

国公酒 果实／提取物 散风祛湿，舒筋活络

肾宝糖浆（合剂） 果实／提取物 温补肾阳，固精益气

肾炎舒片 果实／提取物 益肾健脾，利水消肿

软脉灵口服液 果实／提取物 滋补肝肾，益气活血

坤宝丸 果实／粉末 滋补肝肾，养血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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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以枸杞子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

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快速发展，作为药食同源之

品的枸杞子被广泛用于保健食品的开发。常见产品

有枸杞保健胶囊、枸杞果酒、果醋，以及枸杞水晶

糖、保鲜枸杞、枸杞精、枸杞露、枸杞膏等系列保

健食品。枸杞中含有的多糖类物质具有调节免疫、

降血糖、降血脂、抗肿瘤、抗疲劳等多重生物活性，

为目前枸杞子深加工过程中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的

资源性物质。枸杞多糖粗提液可加工制成保健酒、

口服液、饮料等。杞宝胶囊即以枸杞多糖为原料生

产的具有提高人体免疫机能和抗衰老作用的保健食

品。以枸杞多糖为主要活性成分的枸杞多糖口服液

已获保健食品批准文号［１７］。此外，枸杞多糖在中草

药发酵制备保健酒的应用也备受关注［１８］。枸杞子中

含有的类胡萝卜素类资源性物质具有抗氧化、增强

免疫力、保护视力等多重生物活性，也是一种重要

的添加剂和天然色素，具有广阔的市场利用前景。

从枸杞子中提取制备的类胡萝卜素部位中玉米黄素

双棕榈酸酯的含量达３０％，可用于制备预防白内障
发生、延缓和治疗老年黄斑变性的药物及保健食品。

枸杞子中含有的以甜菜碱为代表的生物碱类资源性

化学成分，在体内可起到甲基供应体的作用，可影

响脂质代谢而具有抗脂肪肝的作用。以枸杞子为主

要原料开发形成的保健食品名称及其功能见表２。

表２　组方含枸杞子的保健食品及其功能
产品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保健功能

枸杞膏 成熟果实 滋补肝肾，润肺明目

枸杞汁 成熟果实 免疫调节

鲜枸杞颗粒 成熟果实 免疫调节

枸杞口嚼片 成熟果实 延缓衰老

枸杞口含片 成熟果实 抗疲劳

枸杞胶囊 成熟果实 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

枸杞果酒 成熟果实 增强免疫力

枸杞宝胶囊 成熟果实 免疫调节，调节血脂

枸杞酵素 成熟果实 排毒养颜，延缓衰老，缓解

视疲劳

枸杞决明子粥 成熟果实 润肠明目，补肝益气

枸杞啤酒 成熟果实／汁 消积，健脾胃，明目，免疫

调节

枸杞多糖口服液 成熟果实／多糖类 调节血脂

杞圣胶囊 成熟果实／多糖类 免疫调节，延缓衰老

枸杞多糖鸡尾果冻 成熟果实／多糖类 提高果冻营养丰富度

１３枸杞子潜在资源价值挖掘与开发利用

化学研究表明，已从枸杞属植物不同部位中分

离鉴定的化学成分超过 ３５５种，分属于苯丙素类、
香豆素类、木脂素类、黄酮类、酰胺类、生物碱类、

蒽醌类、有机酸类、萜类、类固醇、肽类及糖

类［１９］。枸杞果实中主要含有寡糖及杂多糖类、类胡

萝卜素类等色素类、含氮有机物、苯丙素类等，其

中多糖为含量最为丰富的活性物质，类胡萝卜素类

次之［２０］。体内外活性评价及临床研究表明，枸杞多

糖具有调节血压及降血脂作用；纯化的枸杞多糖在

治疗糖尿病及其相关疾病时具有潜在的辅助疗

效［２１］。研究枸杞多糖对１甲基４苯基１，２，３，６
四氢吡啶（ＭＰＴＰ）引起的帕金森小鼠模型病理症状及
行为缺陷的影响显示，经过短期枸杞多糖治疗后，

模型小鼠的走动时间和距离明显增加。研究结果尚

表明，枸杞多糖通过激活磷酸酯酶与张力蛋白同系

物／蛋白激酶Ｂ／雷帕霉素哺乳动物靶标通路（ＰＴＥＮ／
ＡＫＴ／ｍＴＯＲ）有效抑制黑纹系统中 α突触素的异常
聚集，缓解 ＭＰＴＰ引起的黑纹系统衰退。因此，枸
杞多糖可能是治疗帕金森病的候选药物［２２］。Ｈｓｕ
等［２３］研究表明，枸杞子胡萝卜素类提取物及其纳米

乳液均可有效抑制 ＨＴ２９结肠癌细胞增长，为枸杞
子用于干预或抑制肿瘤提供了启示。此外，枸杞子

中的玉米黄素和玉米黄素双棕榈酸酯通过抑制肝星

状细胞（Ｉｔｏｃｅｌｌ）增殖、胶原合成和抑制库普弗细
胞（Ｋｕｐｆｆｅｒｃｅｌｌ）某些生化功能发挥保肝活性，可作
为肝脏保护剂开发或肝纤维化逆转修复的候选药

物［２４］。Ｚｈｏｕ等［２５］从枸杞中分离出１５个二咖啡亚精
胺类成分，并借助转基因阿尔兹海默症（ＡＤ）果蝇模
型评价其抗 ＡＤ活性显示，枸杞子中含有的二咖啡
亚精胺衍生物均可不同程度地改善果蝇短时学习记

忆能力，提示该类资源性物质在抗衰老、神经保护、

抗阿尔兹海默症和抗氧化等方面具有潜在的资源产

业化价值。

２　枸杞叶（枝叶）资源利用与产业化

枸杞叶之名始见于 《名医别录》，谓之枸杞

“冬采根，春夏采叶，秋采茎实，阴干”，名天精

草。可见枸杞叶自古药用，具有补虚益精、清热解

毒、止渴、祛风湿、明目之功。用于虚劳发热、烦

渴、目赤肿痛、翳障夜盲、崩漏、带下病、热毒疮

肿。宁夏枸杞、黄果枸杞、云南枸杞的叶也在不同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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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作为药用或茶用资源。非洲枸杞为非洲和西亚

药用植物，叶用作消散剂、康复药。安纳枸杞为土

耳其民族药，烤枝外用于皮肤病、红肿、变态过敏。

夜香树枸杞为阿根廷药用植物，叶用于疼痛、耳痛、

黏膜炎、胃病。欧洲枸杞产于欧洲、地中海及亚洲

西部，为巴勒斯坦地区民族药，叶外用治皮肤感染、

牙痛、洗眼［２，２６］。现代研究表明，枸杞叶含有丰富

的营养成分和活性物质，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

血糖、预防心血管疾病、预防白内障、清除自由

基、抗氧化、抗疲劳、抗癌、抗衰老、耐缺氧等功

能［２７］，是重要的食品配料、添加剂来源，在食品、

医药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

景。以枸杞嫩叶为原料可制作具有降血压、降血

糖、降血脂以及耐缺氧功能的枸杞叶保健茶，也可

作为时鲜蔬菜食用。以枸杞叶为原料开发的产品见

表３。

表３　以枸杞叶为原料开发的系列产品
产品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保健功能

枸杞叶茶 叶片 补益肝肾，明目

枸杞叶咀嚼片 叶片 休闲食品

枸杞芽菜 嫩芽 时令鲜蔬

枸杞芽菜含片 嫩芽 免疫调节

枸杞叶麦胚饼干 叶片 免疫调节，滋补肝肾

枸杞叶芽挂面 叶芽 抗氧化，抗衰老，降血脂

枸杞叶香烟 叶片 抗疲劳，免疫调节

天然草本漱口液 叶片 抗炎，抑菌

枸杞叶饲料 叶片 增重

枸杞叶中富含多酚类成分，采用链脲菌素烟酰

胺诱导的糖尿病大鼠模型评价枸杞叶中富含多酚的

乙酸乙酯部位调节血压和血糖作用，结果表明可能

是枸杞叶中的酚类物质通过氧化应激调节发挥抗高

血压、抗高血脂作用［２８２９］。提示枸杞叶可作为抗高

血压、高血脂药物的资源性原料。通过研究枸杞叶

提取物对糖尿病肾病大鼠的保护作用，发现枸杞叶

提取物可作为潜在的抑制肾氧化应激和抗炎作用药

物。枸杞叶中提取的高矿质多糖通过改变分子构象、

上调矿物质转运蛋白的表达提高内源性钙的生物利

用度［３０］，可作为促进钙吸收产品开发的备选材料。

枸杞叶中富含类胡萝卜素和甜菜碱等资源性物质，

且含有多种有益微量元素，可开发为保健食品，也

可作为提取天然甜菜碱的新资源原料。枸杞叶含有

紫罗兰酮、大马酮等前体致香物质，可考虑开发成

天然食品香精、香料。枸杞叶可促进小球菌、乳酸

菌等益生菌的生长，在乳制品中添加枸杞叶提取物

可提高酸奶酪的抗氧化活性，提示枸杞叶及其所含

资源性物质在乳制品发酵工业中也具有一定的应用

前景［３１］。

３　根皮（地骨皮）资源利用与产业化

《名医别录》枸杞项下记载：“根大寒，主治

风湿，下胸胁气，客热头痛，补内伤，大劳，嘘

吸，坚筋骨，强阴，利大小肠。久服耐寒暑”。地

骨皮之名始见于唐代 《外台秘要》的山瘴疟方［３２］，

常用于阴虚潮热、骨蒸盗汗、肺热咳嗽、咯血、衄

血等证的治疗；为地骨皮散、泻白散、枸杞散等经

典名方的主要组成药物。北方枸杞、黄果枸杞、截

萼枸杞、云南枸杞的根皮在不同地区或民族药应

用，功效同地骨皮。灰色枸杞为南非、博茨瓦纳药

用植物，根口服治胃痛，抽烟治疗头痛。肖氏枸杞

为索马里、以色列药用植物，根煎剂口服治疗感

冒，直接置患处治疗牙痛［２６］。现代研究显示，地

骨皮具有调节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解热等作

用［３３］。地骨皮为现代成方制剂十味降糖颗粒、地

骨降糖胶囊、养血退热丸等的主要组成药物。除

药用外，地骨皮多用于辅助降血糖保健食品的开

发。以地骨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地骨皮露具有凉

营血、解肌热的功能，常用于体虚骨蒸、虚热口

渴等证的治疗。以地骨皮为主要原料开发的产品

见表４。

表４　以地骨皮为原料开发的系列产品

产品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保健功能

地骨皮配方颗粒 根皮 凉血除蒸，清肺降火

地骨皮露 根皮 凉营血，解肌热

地骨皮茶 根皮 免疫调节

地骨皮口服液 根皮 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

地骨皮麻油 根皮 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

地骨皮含片 根皮 凉血除蒸，清肺降火

地骨皮中含有生物碱类、酰胺类、有机酸类、黄

酮类等多种类型的资源性物质。枸杞根皮中的酚酸类

为抑制促炎转录因子细胞核因子酉乙蛋白（ＮＦκＢ）的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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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脂肪酸类为作用于过氧化物酶增殖受体

γ（ＰＰＡＲγ）活性的主要成分［３４］。枸杞根皮中分离的

糖苷类及木脂素酰胺类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含量，发

挥调节高血脂作用，表明该类物质具有研发为抗高

血脂及其相关疾病药物的潜力［３５３６］。尚有报道，枸

杞根皮提取物乙酸乙酯萃取部位可通过抗氧化、抗

炎、抑制胃酸分泌和抗细胞凋亡起到胃保护作用，

具有开发为相关药物及保健品的资源化潜力［３７］。

４　枸杞种子（枸杞籽）资源利用与产业化

枸杞籽富含脂肪油，可采取压榨法、有机溶剂

浸出法、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法等方法制备枸杞籽油。
枸杞籽油富含亚油酸、油酸、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

酸，并含有铜、锰、锌多种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

质表皮生长因子、ＳＯＤ等，具有丰富的营养保健作
用；尚具有降低血管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增强视力、防止青光眼等生物活性，对预防及辅助

治疗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压等有一定药用开发价

值［３８］。同时对婴儿大脑和幼儿心脏发育及组织细胞

生长发育有益。目前，枸杞籽油已广泛用于医药和

保健产品的开发［３９４０］。以枸杞籽为原料提取制备的

枸杞籽油及其软胶囊制剂具有辅助降血脂作用。

此外，还有专利报道从枸杞籽及其提取枸杞籽

油后的残渣中提取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抑制剂，其
提取方法：枸杞籽及其提取枸杞籽油后的残渣经甲

醇超声提取３次，合并提取液，减压干燥得甲醇总
提取物，将甲醇总提取物加水溶解后，分别用等体

积的正己烷、乙酸乙酯萃取３次，减压回收溶剂，
得正己烷提取物、乙酸乙酯提取物；剩余的水层经

大孔树脂柱处理，甲醇洗脱，得甲醇洗脱物、水洗

脱物，采取α葡萄糖苷酶活性体系追踪，发现正己
烷提取物、乙酸乙酯提取物、甲醇洗脱物均表现出

一定的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将上述３种提取物
经硅胶柱色谱、ＯＤＳ柱色谱以及高效液相制备色谱
分离得到具有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化学组分，
可用于糖尿病治疗药物及保健食品的开发［４１］。以枸

杞籽为主要原料开发的产品见表５。

表５　以枸杞籽为原料开发的系列产品
产品名称 利用部位／物质 保健功能

枸杞油胶丸 种子 缓解体力疲劳，辅助降血脂

枸杞籽油 种子 延缓衰老，免疫调节

枸杞籽油软胶囊 种子 延缓衰老，免疫调节

５　枸杞属药用植物资源利用价值挖掘与开发利用

５１枸杞果柄的资源价值挖掘与开发利用

枸杞果柄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尤其是

所含的甜菜碱和锌、钒等元素含量比枸杞果实还

高，可作为一种良好的保健食品或提取天然甜菜

碱的新原料［４２］。枸杞柄粉碎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目的
超细粉，可作为食品膳食纤维添加剂，也可以制

成袋装茶饮用。枸杞果柄中所含的叶绿素类资源

性化学成分有助于肝脏的解毒，同时还可改善肝

功能，对人胃腺癌细胞、宫颈癌细胞均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一定剂量枸杞果柄水煎剂有明显降低

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血糖的作用；枸杞果柄中的

黄酮类资源性化学成分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有较好的
清除作用。因此，枸杞果柄有望开发为新资源

原料。

５２枸杞子深加工产业化过程副产物的资源价值挖
掘与开发利用

　　枸杞子在以水提取制备枸杞多糖、以及榨取枸
杞鲜汁用于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枸杞子皮渣资

源，除少量经水漂选后用以制备枸杞籽（枸杞种子）

或作动物饲料外，多被废弃［４２］。研究显示，提取多

糖或榨汁产生的枸杞子皮渣富含红色素类资源性化

学成分，主要由类胡萝卜素及其他有色物质组成。

其中类胡萝卜素类色素物质主要由 β胡萝卜素、玉
米黄素、β隐黄素及其脂肪酸酯等资源性化学成分
组成，其含量可达 ２４４ｍｇ·ｇ－１。该类色素色泽红
艳，且具有抗氧化、抗衰老、增强免疫、抗肿瘤、

视觉保护等多重生物活性，常用于食品、化妆品和

医药产品，市场前景广阔。从枸杞子皮渣中提取类

胡萝卜素等色素类物质的制备流程：取枸杞子皮渣，

去籽后干燥、粉碎，以石油醚复合溶剂 ［石油醚三
氯甲烷（１∶１）为萃取剂，采用超声波热回流提取技
术，超声波提取功率１６０Ｗ，料液比１∶８，提取温度
５５℃，提取４０ｍｉｎ，提取２次，提取液经真空浓缩
回收溶剂，得棕红色枸杞色素浸膏。

枸杞属药用植物约１６种，其中以果实入药的
有８种，分别为宁夏枸杞、黄果枸杞、枸杞、北方
枸杞、新疆枸杞、黑果枸杞、截萼枸杞、土库曼枸

杞和云南枸杞。以中药枸杞子入药的法定品种仅有

宁夏枸杞１种，其余均作为民族药或地方用药；以
枝叶入药的有１１种，均作为民族药或地方习用品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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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药；以根入药的有９种，其中以中药地骨皮入药
的仅有枸杞及宁夏枸杞２种，且市场商品地骨皮药
材大多来源于枸杞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根皮，其余均作
为民族药或地方习用品入药；枸杞种子及果柄虽

有相关的生物活性成分报道，但并未正式收入任

何药材标准中。因此，基于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

循环经济学理论，对枸杞属植物资源利用过程中

产生的非药用部位、深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及下脚料进行回收利用，延伸枸杞资源产业链，

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逐步实现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和绿色发展的可持续积极发展模式

和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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