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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葡萄（Vitis vinifera）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的果树作物。葡萄果实可制成葡萄酒、葡萄汁和葡萄干等多种

大众商品，是一种经济价值极高的作物。葡萄富含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其营养价值丰富。葡萄中

含有的天然活性物质，如白藜芦醇、齐墩果酸、花色苷及原花青素等具有重要的医疗保健价值。综述了葡萄及葡萄属

植物中多种天然活性物质及其生理活性、主要活性物质的提取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和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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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pe (Vitis vinifera), a fruit crop with great economic value and the largest cultivation area in the world, could be used as raw materi-
als to produce grape wine, grape juice and raisin etc. Grape contains rich mineral materials, vitamins, and amino acids beneficial to people’s
health. Besides, it contains natural active substances which have healthcare functions such as resveratrol, oleanolic acid, anthocyanin，and proan-
thocyanidins. In this paper, natural active substances in grape and Vitis spp. and their phyisological activity and their extraction methods were re-
viewed and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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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葡萄属（Vitis L.）植物种质资源非常丰富，包

括 圆 叶 葡 萄 亚 属（Subgen. Muscadinia Planch）和 葡 萄 亚

属（Subgen.Vitis）70 多个种，现已确定东亚有 40 余种、欧

洲有 1 个种、美洲有 30 余种，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温带

和亚热带[1]。 葡萄（Vitis vinifera）在世界各地的栽培历史

悠久， 最早栽培葡萄的地区是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之间

及其南岸地区。 由于葡萄果实汁多味美并含有丰富的营

养，对多种气候条件都有较强的适应性，且结果早、易丰

产、效益高，因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千百年来不断向世界

各地传播。 作为世界四大果树之一，2007 年世界葡萄种

植面积就已达 787.1 万 hm2，总产 6000 多万 t，全球葡萄

酒产量也在 3000 万 t 以上[2]。 我国作为世界葡萄属植物

的原始起源中心之一， 野生葡萄属植物资源尤为丰富，
《诗经》里就有“南有樛木，葛藟櫐之”的歌吟，而葛藟（Vi-
tis flexuosa Thunb.）就是一种野生葡萄。 目前，我国葡萄

属已知种类为 39 个种，若干种处于濒危状态，也发现了

一些抗逆性强品质优异的种类[3]。 近年来，随着生物科技

的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对那些具有保健价值的天

然活性物质的关注越来越多。 资源丰富的葡萄及其近缘

种也就成了许多研究的热点， 相继发现了许多具有抗氧

化、抑癌、消炎等多种医疗保健功能的天然活性物质，如

创造了“法兰西之谜”现象 [4]的白藜芦醇，具有超强抗氧

化能力的原花青素以及其他多种活性物质。

1 类黄酮

类黄酮（flavonoids）是植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类天然

活性产物，常以游离态或者与糖结合成苷的形式存在。类

黄酮的存在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开花、结果以及抵御外

物入侵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从葡萄属中分离鉴定出

多种生物类黄酮[5]，包括花色苷类、黄酮醇类等。
1.1 花青素及花色苷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色素， 它是构成葡萄果实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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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色素。 花色苷则是花青素以糖苷键形式与糖结合

而成的一类化合物，存在于葡萄果皮及果汁中，主要有天

竺葵色素、矢车菊素、飞燕草素、锦葵色素、芍药花苷配基

以及矮牵牛苷配基等 6 种花青素的配糖体化合物[6-7]。 在

刚发酵完的葡萄酒中，花色苷的含量为 200～500 mg/L。
葡萄中的花青素（即花色苷配基）通常在 3 位或 5 位上结

合糖苷基或其他基团，主要为葡萄糖、鼠李糖、半乳糖等

糖基，其次为醋酸、p-香豆酸、咖啡酸的酰化产物[7]。 葡萄

浆汁中花色苷的浓度还与葡萄的品种、成熟度、栽种季节

以及种植地域等条件有关[8]。
1.1.1 花色苷的生理活性

近年来， 作为天然活性物质的花色苷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目光，对其生理活性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抗氧化活性

就是花青素类色素一项显著的生理功能。 Choi 等[9]利用

亚麻酸自氧化和鼠肝微粒体系，研究了从葡萄、甘薯、茄

子和红甘蓝中分离出的 7 种不同的酰化花色苷的抗氧化

活性。 结果发现，大多数酰化的花色苷都具有同 α-生育

酚一样强的抗氧化活性。还有研究表明，花色苷具有降低

肝脏及血清中脂肪含量、 延迟血小板凝集等多种生理和

药用活性，在食品、化妆品、医药等领域也蕴含着巨大的

应用潜力[10]。
1.1.2 花色苷的提取纯化方法

由于花色苷通常表现出较强的极性， 传统方法中大

都采用溶剂法提取。 常用的溶剂主要分为 3 类：水、亲水

性有机溶剂和亲脂性有机溶剂 [11]，并在溶剂中加少量的

无机酸或有机酸， 以防止花色苷的降解和提高花色苷的

溶出率。 经过对葡萄花色苷的提取的几种方法进行了比

较，结果表明，体积分数为 1 %的 HCl 甲醇溶液提取效果

最好[12]。 此法受到浸提剂种类、浸提浓度、浸提时间、浸提

温度及料液比等因素的影响， 最适的提取溶剂组合与所

提花色苷的种类及研究目的有关。
粗提取的花色苷产品中一般含有很多有机酸、 糖等

杂质，纯度不高、稳定性也较差，也就需要对提取物进一

步纯化。花青素作为苯并吡洋的衍生物，具有阳离子的性

质，故多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层析法。对于从葡萄果汁和葡

萄皮色素中提取的花色苷可用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进

行纯化，可除去浓缩液中的糖及有机酸，精制后的产品中

色素的稳定性得到提高[13]。 同时也可以采用大孔树脂层

析法， 利用不同类型大孔树脂从稀溶液中富集微量亲水

性多酚类衍生物，再经洗脱回收，除掉杂质，从而达到纯

化精制的目的[14]。
1.2 黄酮醇类及其生理活性

葡萄和葡萄酒中几乎都含有黄酮醇类， 主要有山柰

酚和槲皮素等。 在台湾细本葡萄（Vitis thunbergii Sieb.&

Zucc.）果皮和果梗中，以山柰酚类黄酮醇含量最高[15]。 不

同果色的葡萄中差异较为悬殊， 红葡萄中的黄酮醇含量

为 20～100 mg/kg， 而在一些白葡萄中却不含有黄酮醇。
由于此类化合物较易水解， 所以经常以配基形式存在于

葡萄籽和果皮中，其中尤以槲皮素糖苷含量最多，如杨梅

黄酮（即 5'-羟基槲皮苷）。 此外，还含有微量的黄烷酮醇

类，如三位结合鼠李糖苷的黄杞苷（engeletin）和落新妇

苷(astilbin)等[16]。
黄酮醇是一种有效的抗衰老剂， 可保护皮肤细胞免

受周围环境化学物质的危害。 其作用主要表现在清除自

由基、增强抗氧化能力等方面，同时对消除疲劳、防止动

脉硬化以及降低体内的血糖和血脂水平也有显著效果。
据一项美国调查发现， 适量摄入富含黄酮醇的食物可在

非吸烟者中减少胰腺癌的发病危险性达 25 %，在吸烟者

中则可达 59 %。 但黄酮醇也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摄入过

多则会导致低血糖，引起眩晕。槲皮素及其衍生物也具有

较强的抗癌作用， 对恶性肿瘤的化学预防和有机治疗也

有很好的效果[17]。 山柰酚具有抗癌、抑制生育、利胆利尿、
止咳等作用。

2 单宁类

单宁（Tannins），又称单宁酸、鞣质，主要存在于葡萄

皮和葡萄籽中，可以预防心脑血栓、动脉硬化等疾病。 葡

萄酒中单宁的多少还可以决定酒的风味， 如单宁丰富的

红酒可以存放多年，逐渐酝酿出香醇细致的陈年风味。构

成葡萄浆果中的单宁主要有儿茶素类和原花青素类[18]。
2.1 儿茶素类及其生理活性

儿茶素最初是从儿茶树中提取出来的， 作为鞣质的

前体，广泛分布于植物中，且常与相对应的类黄酮化合物

共存。葡萄中的儿茶素类主要为(+)-儿茶素和(-)-表儿茶

素。 此外，还含有少量的(±)-表没食子儿茶素和(±)-表儿

茶素没食子酸酯。 在葡萄籽提取物中儿茶素与表儿茶素

的含量相差不多，质量分数在 5.3 %～8.0 %之间[19]。 红葡

萄酒中的儿茶素含量在 100 mg/L 以下， 白葡萄酒中更

低。 与大多数类黄酮化合物相比，儿茶素结构特殊，聚合

能大，可以形成多聚体，且生物利用度高，极易被人体吸

收。
现代研究表明， 儿茶素类对多种致癌物质诱发的动

物肿瘤有抑制作用。 在抑制二甲基肼诱发的鼠大肠癌的

实验中发现，儿茶素对癌细胞具有明显的防御作用，并能

诱导癌细胞凋亡，而且儿茶素对小鼠无毒副作用。儿茶素

还是一种天然的油脂抗氧化剂， 能够清除人体产生的自

由基，而且抗氧化活性要强于维生素 C、维生素 E[20]，还

可以还原维生素 E 自由基，从而减少细胞内维生素 E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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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儿茶素类化合物也有降血脂和降胆固醇的作用，能

够明显抑制血小板血浆产生的血栓素 B2，并阻碍血小板

膜糖蛋白 P-selectin 表达，从而产生抗血栓作用[21]。 除此

之外，儿茶素类还可以预防牙周病并减少牙菌斑。
2.2 原花青素类

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法国科学家就从松树皮中提取

到了原花青素， 后来发现葡萄才是提取原花青素的最佳

材料。 在刺葡萄汁中，原花青素的含量高达 3147 mg/L[22],
而野生毛葡萄（V. quinquangularis Rehd.）籽和皮中 含 量

则分别为 8.5 %、6.9 %[23]。 原花青素又称缩合单宁，在酸

性介质中加热可产生红色花青素， 它作为葡萄籽以及果

皮中的主要鞣质类物质， 也是葡萄多酚类中含量最多的

一类。 它是由儿茶素、表儿茶素、没食子酸以及没食子酸

酯以共价键结合，或黄烷-3-醇的单体结构单位(即儿茶

素、表儿茶素)聚合而成的高分子聚合物[24]。 葡萄属中原

花青素类大部分为原矢车菊素、原飞燕草素，还有一部分

是没食子酸酯化的原花色素。
2.2.1 原花青素的生理活性

葡萄籽中的原花青素拥有比维生素 C 高出 18 倍的

抗氧化能力， 并可以改善人体微循环。 从目前的研究来

看， 原花青素的抗氧化机理可能是分子中多电子的羟基

部分，对亲水性的自由基有捕捉作用[25]。 其中以二聚体的

抗氧化性最强。经过多年临床试验证明，葡萄籽提取物对

70 多种疾病有一定疗效，而且原花青素对人体没有任何

慢性或是急性毒副作用。 原花青素对心脑血管疾病及自

发性高血压也有着良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可以有效地

改善皮肤过敏和过敏性哮喘。另一方面，原花青素在抗衰

老方面的作用也倍受青睐， 它主要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

化、阻碍脂质过氧化物与蛋白质及 DNA 反应。 孙效晖等

人[26]在研究原花青素的延缓衰老作用时，发现以原花青

素喂饲果蝇，能明显延长雄果蝇的平均寿命、半数死亡时

间和平均最高寿命。
2.2.2 原花青素的提取方法

目前， 产业化的葡萄籽原花青素的提取方法主要还

是极性溶剂冷浸法， 也可凭借微波、 超声波进行辅助萃

取，利用大孔吸附树脂进行纯化，以提高葡萄籽原花青素

的含量和纯度。 最后通过采用交联葡聚糖凝胶可将纯化

后的葡萄籽原花青素进一步分级， 获得低聚合度葡萄籽

原花青素[27]。 现在有研究表明，将低温法制取葡萄籽油后

的残渣或籽粕脱脂， 可以有效地去除葡萄籽中具有恶臭

味的脂溶性成分，以弥补溶剂法的不足。
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采用 SCF-CO2 技术从葡萄籽

中提取高纯度的原花青素[28]。 它是根据原花青素的分子

结构，加入合适的夹带剂，以此来影响原花青素在超临界

流体中的溶解度与选择性，然后用超临界 CO2 萃取法从

葡萄籽油的残渣中制取原花青素，以获得无毒、无残留、
无环境污染、高纯度的原花青素物质。 如唐韶坤[29]以提取

刺葡萄（V. davidii Foex.）籽油后的萃余物为原料，采用超

临界 CO2 提取法对原花青素的工艺进行优化，得到了纯

度为 96.54 %的优质产品。

3 有机酸类及多糖类

3.1 有机酸类及其生理活性

在葡萄籽、果肉及皮中的有机酸主要为酒石酸、苹果

酸、柠檬酸和富马酸[30]，其次还含有羟基苯甲酸类和羟基

肉桂酸类。 羟基苯甲酸类包括安息香酸、水杨酸、没食子

酸和丁香酸等，羟基肉桂酸包括咖啡酸、香豆酸、阿魏酸

和奎宁酸等。 在山葡萄(V. amurensis Rupr.)种子的油脂

中，还含有棕榈酸、硬脂酸、油酸和亚油酸。 在葡萄酒中，
由于酿造发酵、运输贮存等缘故会额外代谢生成乙酸、乳

酸及琥珀酸。除少数有机酸以游离状态存在外，一般都与

钾、钠、钙等结合成盐，有些与生物碱类结合成盐。
现代研究认为， 脂肪族类的有机酸并没有特殊的天

然生物活性，但一些有机酸如酒石酸、柠檬酸等却可作药

用。它们具有抑菌杀菌、防癌消炎，并能促进人体对钙、铁

元素的吸收，帮助胃液消化脂肪和蛋白质等生理功能。某

些由天然成分组成的有机酸及其相应的盐能够发挥类似

于抗生素添加剂的预防疾病和促进生长作用， 还能够抑

制胃肠道中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定植和繁殖， 从而有

益于人体的健康[31]。
3.2 多糖类及其生理活性

在成熟葡萄浆果中，糖类物质主要有单糖、低聚糖和

多糖。低聚糖包括蜜二糖、麦芽糖、乳糖、棉子糖、海藻糖；
多糖包括果胶、树胶、葡聚糖、半乳聚糖、阿拉伯半乳聚

糖、鼠李半乳聚糖、甘露糖蛋白等。 红葡萄酒中的多糖主

要来源于葡萄浆果（酸性多糖和中性多糖）、酵母（糖苷和

甘 露 蛋 白）， 以 及 感 染 灰 霉 病 的 葡 萄 浆 果 中 由 灰 霉 菌

(Botrytis cinerea)分泌的糖苷。 这些多糖都能在葡萄酒中

稳定存在，其含量在 0.3～1.0 g/L 之间[32]。
近年来， 国际上已经将多糖的研究视为生命科学的

前沿阵地，也由此成为医药界的热门领域。葡萄多糖作为

一种非细胞类的活性多糖，它对正常细胞没有毒副作用，
并具有抑菌、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促进核酸与蛋白质

的生物合成等作用[33]。 在葡萄酿酒工艺中，多糖具有降低

红酒的收敛性、提高颜色稳定性的作用，还对蛋白质和酒

石的稳定具有持久作用， 能够降低挥发性硫醇含量和避

免香味成分的损失，与涩味单宁（儿茶酸、表儿茶素等）相

互结合反应后，使得葡萄酒口感更圆润、更饱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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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藜芦醇与齐墩果酸

4.1 白藜芦醇及其生理活性

白藜芦醇(Resveratrol)化学名为(E)-3,4',5-三羟基二

苯乙烯，它属于二苯乙烯类化合物，也属于芪类化合物。
该化合物早在 1924 年就被发现， 并于 1940 年首次从毛

叶藜芦的根部分离得到。它的生物来源十分广泛，主要存

在于虎杖、花生、葡萄、买麻藤、朝鲜槐等 70 多种植物中。
在欧洲种葡萄（赤霞珠）的果穗轴、茎、叶柄和叶片、根、种

籽以及浆果皮和果肉中均发现了白藜芦醇， 其中果穗轴

和浆果皮含量最为丰富[35]。 随后的研究发现，葡萄为了抵

御真菌、紫外线等逆境胁迫，不仅合成白藜芦醇，还产生

云杉苷、ε-葡萄素、δ-葡萄素、 紫檀芪等其他几种芪化

物。
现代研究发现，白藜芦醇具有抗癌、抗肿瘤、抗氧化、

预防心脏病和降血脂等多种药理作用。 由于白藜芦醇对

前列腺素具有抗增殖作用， 可用于预防与治疗慢性炎症

和癌症。在防治心血管病方面，白藜芦醇通过与人体内雌

性激素受体的结合调节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减少人患

心血管病的风险。此外，它还能通过螯合作用和消除自由

基来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过氧化， 从而达到预防动脉粥

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36]。 研究还发现，白藜芦醇能降低

血清和肝脏的脂质，减少脂质过氧花物在体内的积累，保

护肝脏不受损害。最近，在美国病理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

称，白藜芦醇还能减轻眼睛血管扩张症状，从而降低失明

的几率[37]。
4.2 齐墩果酸及其生理活性

齐墩果酸（Oleanic acid）又名庆四素，它属于五环三

萜类化合物，以游离体和配糖体的形式广泛存在于雪胆、
齐墩果、女贞子、枇杷叶、夏枯草、楤木等多种植物中。 早

在 1908 年，英国科学家首次从木樨科植物齐墩果的叶中

分离出 OA，1946 年确定了它的结构。齐墩果酸主要存在

于葡萄皮中，国内含量较高的品种有：琐琐葡萄、和田红、
红木纳格、马奶子等新疆地产葡萄，在引种的欧洲葡萄中

含量较低[38]。 目前有研究表明，将葡萄榨汁后的皮渣经过

自然发酵和超临界 CO2 萃取， 能收集到更多的齐墩果

酸。
齐墩果酸作为治疗肝病的天然活性物质， 具有护肝

降酶、促进肝细胞再生，并对四氯化碳引起的大鼠急慢性

肝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 除此之外，齐墩果酸还对溴苯、
秋水仙素、D-半乳糖胺、 内毒素等肝毒性毒物都有明显

的拮抗作用。对于齐墩果酸的降血糖功效，主要是通过抑

制糖从胃到小肠、小肠绒毛的转运来实现。而降血脂则主

要是通过改善血小板的流动性、降低血液黏度来实现，并

能以此防治老年人的血栓疾病[39]。 齐墩果酸还具有抗炎、

强心、利尿、抗肿瘤、镇静等作用。

5 展望

许多药物的毒副作用逐渐为人们所知， 天然无副作

用的保健品也就成为了当今社会追求的时尚。 科学家也

把目光瞄准了葡萄中天然成分的生物学活性， 希望其能

在临床上成为攻克疾病的药物或成为提高免疫力、 预防

疾病的保健食品。对于葡萄属中天然活性物质的未来，无

疑将是辉煌的， 其地位一定会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而与日俱增。 比如， 葡萄属中大量存在的花青素及花色

苷，它们作为一类天然的食用色素，安全无毒、资源丰富，
而且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开

拓出了广阔的前景； 白藜芦醇作为葡萄属植物的一种特

征成分，它优越的抗癌活性以及天然活性，将会替代那些

对人体有毒副作用的药物以及损伤人体的治疗手段。
我国的葡萄属种类约占全世界的 60 %以上，是野生

葡萄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40]。 其中不乏一些我国特有且

富含多种活性物质的种类。 我国中医药利用葡萄的历史

也很悠久，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以野葡萄作为中药

材的记载。如以小果野葡萄（V.balanseana Planch.）的藤皮

入药，主治接骨，风湿瘫痪等[41]；以秋葡萄（V.romaneti Ro-
man.）或刺葡萄的根入药，主治痔疮，遗精白浊等[42]。 我国

一些少数民族也将葡萄作为药材， 以维吾尔医药最为重

要，如以琐琐葡萄果实入药，可治疗脾胃不和，头晕腰酸，
神志不安，呼吸道炎症等[43]；而琐琐葡萄干则是治疗儿童

麻疹的良药， 至今仍在医学上应用。 现代中医学研究发

现，野葡萄根还对慢性骨髓炎[44]、急性化脓性乳腺炎[45]有

一定药效。
我国在野生葡萄资源调查、 研究和利用方面已取得

一些进展， 但目前对野生葡萄资源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主

要集中在抗性评价、酿酒品种选育等方面，对天然活性产

物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还寥寥无几。 而我国如此丰富的

葡萄属野生资源是发掘更多活性产物的天然宝库， 有着

广阔的应用前景。 此外，我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地区，葡萄

产量巨大，但大多局限于加工葡萄汁、葡萄干及葡萄酒等

产品。而葡萄酒生产过程中废弃的大量副产物，如葡萄籽

粕和葡萄皮渣，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而在这些

副产物中含有许多高附加值的天然活性成分。 对它们进

行合理的开发利用不仅能变废为宝， 还能促进整个葡萄

加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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