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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与健康

陈曾三

（杭州市食品研究所，浙江 杭州 786667）

摘 要： 病理学研究数据表明，每天摄取酒精86?76 ,，死亡率可降低56 @?A6 @，大量资料确认饮酒与死亡率之间存

在着“B”形曲线关系。饮葡萄酒可抑制!C!氧化，消除活性氧，防止动脉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等疾病。（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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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适量饮酒的保健效果

虽然全世界都在报道过量饮酒造成的祸害，但大量病理学研

究数据却证实适量饮酒可以降低死亡率和减轻心脏病的危险。研

究者指出：如果每天摄取酒精86?76 ,，可使死亡率降低56 @?A6
@。美国DY-电视台多次播放有关葡萄酒与健康相关的话题，宣称

每天只要不超过9杯，不论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都能使死亡率下

降。日本对987>名男性医师进行了85年的跟踪调查，结果表明，每

天饮酒5< (3以下的饮酒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戒酒者或滴酒不沾

者。全世界已有大量资料确认饮酒与死亡率之间存在着“B”形曲

线关系。

适量摄取酒精的保健作用，首先是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血

小板在意外出血时有止血的重要功能，但是在血管中凝集后会造

成血栓病，因此如果能抑制血小板的凝集，就可以防止血栓病的发

生。同时，适量饮酒还可以促使!C!（低密度脂蛋白）降低，EC!（高

密度脂蛋白）上升。EC!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胆固醇，能除去血液

中不需要的胆固醇，因此EC!增多就不容易发生动脉硬化。但是，

饮酒的最大保健作用还在于能解除应激。饮酒能使与应激相呼应

的儿茶酚胺的生成减少，从而可解除应激，而应激是人体中活性氧

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所以饮酒能抑制应激这一作用对于人体健康

是十分重要的。

5 动脉硬化和胆固醇的关系

葡萄酒防止!C!氧化的效果已为世界所确认。胆固醇可分为

体内合成的内因性胆固醇和来自膳食的外因性胆固醇。内因性胆

固 醇 在 人 的 肝 脏 中 经 过 甲 羟 戊 酸 生 理 合 成 途 径 由 乙 酰 辅 酶U合

成。甘油三酯附着于胆固醇上之后成为Z!C!（超低密度脂蛋白）；

Z!C!因血管壁上脂蛋白和脂肪酶的作用而成为MC!（中密度脂蛋

白）；MC!再通过甘油三酯和脂肪酸的作用而成为!C!（低密度脂蛋

白）。这7种脂蛋白都被称作“有害脂蛋白”。!C!将胆固醇向末梢组

织运送，在末稍组织中被利用后，不需要的胆固醇由EC!回收，运

送至肝脏代谢。因为EC!能将不需要的胆固醇从组织中除去，因而

被称为“有益脂蛋白。外因性胆固醇则是被肠道吸收后经由脂蛋白

乳糜微粒被吸收入肝脏中。

许多人一直认为动脉硬化症是因为!C!附着于血管上而引起

的，最近86余年的研究结果纠正了这种观念。人们已经了解，仅仅

是这样原封不动的!C!是不可能造成动脉硬化的，而是因为!C!受

活性氧的氧化而成为变性!C!，变性!C!被巨噬细胞不断吞食而成

为泡沫细胞，泡沫细胞使胆固醇增大而附着于血管上造成动脉硬

化的。所以，不是胆固醇高而造成动脉硬化，而是!C!的氧化导致

了动脉硬化。

当体内处于还原状态时，存在着维生素D、维生素F、类胡萝卜

素、多酚、-[C、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等构成的去除活性氧系统，纵然

胆固醇值高也未必会造成动脉硬化。同时，人体胆固醇中A6 @为

内固性胆固醇，来自膳食的外因性胆固醇仅占56 @。当今仍然有

些人因为担心胆固醇增高而奉行素食，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更何况

胆固醇是人体细胞膜的构成成分，又是甾类激素原料的重要成分，

所以适量摄取也是必要的。据最新报道，日本东京都老人研究所对

\66余名<6岁左右的老人进行了连续86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指出，

胆固醇值偏高的人有长寿的倾向。

7 法兰西现象和红葡萄酒的抗!C!氧化作用

红葡萄酒有益健康的话题形成沸腾的契机是所谓“法兰西现

象”。法国人吸烟率很高，动物性脂肪摄入量很大，但是因心脏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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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死亡率却很低，这就是“法兰西现象”。法国人通常每人每年喝

葡萄酒 <7 !，平均每天 566 (3。这还是对总人口计算的值，成人的

饮酒量更要大得多。动物性脂肪的摄取量与心脏病（=>?）造成的

死 亡 率 有 正 相 关 关 系 ，但 是 世 界 卫 生 组 织（@>A）调 查 结 果 却 表

明，法国和瑞士的数据大大背离了这种相关。里昂的鲁尔博士根据

乳脂肪摄取量和葡萄酒消费量的系数研究这种相关关系，结果确

认，即使大量摄取动物性脂肪，只要经常喝葡萄酒，=>?的危险就

不会提高。

此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不断出现。例如美国加州戴维斯

大学的福兰格尔博士提取红葡萄酒浓缩物多酚，与维生素B比较

对人体中!?!的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红葡萄酒多酚抑制!?!氧化

的能力比维生素B强8倍。此外还有许多关于葡萄酒和葡萄酒多酚

对!?!的氧化抑制作用和对血小板凝聚的抑制作用及防止血栓病

的报告。日本国立健康和营养研究所的近藤等让志愿者在每次进

餐时饮红葡萄酒约766 (3，两星期后测定血中!?!的氧化时间，结

果表明，饮用红葡萄酒的人的!?!氧化时间明显延长，不易氧化。

C 活性氧和疾病的关系

在充分理解葡萄酒抑制!?!氧化作用的基础上，人们注意到

各种疾病都与活性氧有关，于是开展了葡萄酒对于活性氧的作用

的研究。

诚然，氧对于人体是必需的，但并非完全是有益的。特别是

8D<D年人们发现超氧化岐化酶（-A?），并且了解这种酶具有消除

活性氧的作用之后，活性氧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美国学者托马

索夫等于8DE8年宣称，动物的寿命与-A?活性高低有关，以比代谢

率除-A?活性值的数值越高的动物寿命越长。从此活性氧、自由基

受到了非常的重视。-A?是能使A5加氢后岐化生成过氧化氢和氧

的酶（5A5F5>5!>5A5FA5）。通过这一反应，使得过氧化物对机体的

损伤降到最低限度。

所谓自由基（G&// &)H".)3），是具有氧分子那样不成对的、孤立

的电子的物质的总称，通常由于电子不成对和不稳定而反应性很

高。自由基有单态氧（8A5）、超氧化阴离子（A5
’）、羟基基团（·A>）、

过氧化离子（A5
5’）、脂质烷氧基团（!AA·）等。这些自由基反应性

高，所以称作活性氧。此外，一氧化氮基（:A·）、脂肪原子团（!·）、

氮原子团、硫原子团、金属离子等也属于自由基的范围。

过氧化物阴离子（A5
’）因体内的酶、:I?J>氧化酶和黄嘌吟氧

化酶生成。中性白细胞和巨噬细胞攻击并吞食细菌时产生A5
’。A5

’

本身的生命很短暂，反应性也不高，但与其他分子反应时容易成为

羟基基团。原子团中的羟基基团的反应性最高，氧化后就是为害最

大的原子团。

人体细胞膜中脂肪很多，非常容易氧化。脂肪氧化后生成脂质

烷氧基团和脂质过氧化基团。这些基团通过连锁反应（G&// &)H"K
.)3 .2)"+ &/).L"%+）后 生 成 原 子 团 ，进 一 步 促 进 脂 质 的 氧 化 、过 氧

化。体内脂质氧化，机体就衰老。而且此连锁反应生成的自由基还

会损伤?:I，成为致癌的原因。

人体中也存在着不受活性氧影响的系统，这就是-A?和谷胱

甘 肽 过 氧 化 酶 、过 氧 化 氢 酶 等 酶 和 维 生 素=、维 生 素B、类 胡 萝 卜

素、多酚等活性氧消除物质。最新报道，番茄红色素、菌脂色素、玉

米、菠菜、莴苣、芹菜等所含黄体素也有很强的活性氧消除活性。维

生素B存在于机体的脂质中，具有抗氧化作用，但其自身会氧化成

为生育酚基团，这种自由基在机体中可为维生素=所消除。机体内

脂质成分中的维生素B、水溶性成分中的维生素=在脂溶性和水溶

性的界面存在多酚，从而防止机体的氧化。但自由基在连锁反应开

始之后就较难处理，因此在最初生成阶段予以抑制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早就认为机体内脂质的氧化是各种心脏疾病、动脉硬化、癌

症、特别是老化的主要原因，随着对来源于植物的多酚和黄酮类的

强力抗氧化能力的了解，作为新的健康关联物质凝聚了人们的注

意。这些物质与羟基基团、过氧化阴离子、脂质过氧化基团反应后

可在其反应初期阻止脂质氧化。

活性氧可因贫血、应激、光、大气污染、药物、过饱、吸烟、放射

线、过激运动等而生成。目前约有E6 M的疾病起源于活性氧，心脏

病、脑溢血、老化也以活性氧为主要原因。

9 红葡萄酒的活性氧消除功能

关于葡萄酒的活性氧消除功能的研究，先就各国生产的葡萄

酒分别测定多酚含量、亚硫酸量和活性氧基团消除能力（-A-I）。

结果表明，美国加州生产的马卡姆·卡伯纳NE7葡萄酒-A-I最高，

也是美国出产的白洛罗NE5其次，智利产的加伯耐也非常高。红葡

萄酒多酚含量高，-A-I活性也高，白葡萄酒则相对较低。

其次，研究了-A-I与葡萄酒所含成分的关系。结果表明，亚硫

酸量与-A-I完全不相关；葡萄酒酒色越深，-A-I越 高 ，与 表 现 葡

萄酒红色的956 +(吸收值相关系数为6;O98O；葡萄酒的多酚含量

与-A-I的相关系数极高，为6;D<E<。由此可知，葡萄酒的活性氧基

团消除能力主要来自其中含有的多酚。

其后，又对葡萄酒多酚中的何种成分具有最强的活性氧消除

能力作了进一步研究。将葡萄酒成分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单纯

多酚、糖、有机酸、氨基酸、无机盐类等非吸附性成分；第二部分为

含有前花青素类、黄酮醇类的成分；第三部分则为含有花色苷单

体、聚合物和单宁的成分。用>J!=研究各种成分与-A-I的相关

性，结果表明，前花青素类活性较高，而从其存有量来看，第三部分

成分中含量较多的花青苷聚合物的活性是最能代表葡萄酒-A-I
的成分的。

P)QR/33等在研究中使86名健康学生（男性9名，女性9名，平均

年龄55岁，平均体重为<O;7 *,）按照9;O (3 S *,体重在午餐时饮用红

葡萄酒，于餐后6;9 2测定血清的抗氧化活性。结果发现从红葡萄酒

摄取后起抗氧化活性开始上升，D6 ("+后达到最高。近藤等继续进

行试验，获得相同结果，证实红葡萄酒对人体的实际效果。此外，

@2"L/2/)H等以8E名志愿者为对象，使摄取红葡萄酒766 (3、白葡萄

酒766 (3或者维生素= 8 ,，摄后8 2、5 2分别采取血液，研究其血清

抗氧化能力的变化。试验结果表明，服用维生素= 8 ,的人8 2后抗

氧化能力增加55 M，5 2后增加5D M；而饮用红葡萄酒的人8 2后抗

氧化能力增加最高达9E M；饮用白葡萄酒的人的抗氧化活性也都

有提高，只是没有红葡萄酒那样显著。

< 白葡萄酒与人体健康

大量研究报告证实，白葡萄酒所含多酚的抑制!?!氧化能力

比红葡萄酒多酚更强，而且在抑制血小板凝聚方面也比红葡萄酒

更为有效。白葡萄酒中含有钾、钙、镁等矿物质，有利尿作用。白葡

萄酒还含有约6;9 M的有机酸（酒石酸、苹果酸）等，有增进食欲的

效果和调整肠道内细菌群平衡的作用。最近有报道，白葡萄酒对大

肠菌和沙门氏菌有很强的抗菌力。

综上所述，根据多酚含量大小出发，肯定红葡萄酒对健康有很

大益处，实际上白葡萄酒也有各种保健效果。配合膳食适量饮用葡

萄酒，不论红葡萄酒或者白葡萄酒，都是有益于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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