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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的保健功能 (综述)

陈 　萍 　高卫平

(陕西省卫生防疫站 ,陕西 西安 　710054)

　　壳聚糖 (chitosan) 也称为几丁聚糖 ,是甲壳质

(chitin)脱去乙酰基的产物。甲壳质广泛存在于蟹、

虾、金龟子、蚱蜢等甲壳类昆虫外壳和香菇等真菌类

以及细菌类细胞膜中。它是由 22乙酰胺22 脱氧葡

萄糖单体通过β2(124)糖苷键连接起来的直链多糖 ,

学名为 (124)222乙酰胺22 脱氧2β2D 葡萄糖。

壳聚糖是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动物性食物纤维 ,

又是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碱性多糖 ,
[1 ] 从而决定了它

具有重要生理功能 ,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的功能性食

品。但它又不是普通的功能性食品 ,其作用不仅是

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 ,而且通过其特性对人体

的生理活动起着强有力的调节作用。近年来 ,国内

外对壳聚糖的生物学功能 ,尤其是作为膳食补充剂

的保健功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表明其具有降脂、降

糖、免疫调节、改善胃肠功能及减肥作用。

壳聚糖的降脂作用[1 ,2 ] 　高血脂症表现为血清

总胆固醇和血清甘油三酯含量升高 ,同时高密度脂

蛋白含量降低。食物中脂类的消化需要胆汁酸盐作

为乳化剂再经胰脂酶作用。采用含高胆固醇和脱氧

胆酸钠的复合饲料喂养并诱发大鼠高脂血症的同时

经口给予壳聚糖 ,研究它对高脂血症的影响 ,结果表

明壳聚糖中、高剂量组与高脂对照组比较血清胆固

醇含量均有显著降低 ;壳聚糖低、中、高剂量组与高

脂对照组比较血清甘油三酯含量有显著降低 ,但血

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显著升高。壳聚糖能够降血

脂的原因可能与其正电性有关。正电性的壳聚糖和

负电性的胆汁酸相结合后排出体外 ,脂肪不被乳化 ,

继而影响到脂肪的消化吸收 ,降低了血清甘油三酯

含量。胆固醇主要在肝脏中转化成胆汁酸 ,并在胆

囊中有一定储量。胆汁酸在促进脂肪消化吸收后 ,

约有 95 %胆汁酸经由小肠再吸收回到肝脏并贮存

于胆囊中 (胆汁酸的肠肝循环) 。壳聚糖与胆汁酸结

合排出体外和重吸收后进入肝脏均使胆囊中胆汁酸

减少 ,而胆囊中必须有一定量的胆汁酸储备 ,这就促

进血液胆固醇进入肝脏转化成胆汁酸 ,使血胆固醇

降低。高密度脂蛋白含量越高 ,血胆固醇含量就越

低。壳聚糖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故有利于降低胆

固醇。此外 ,壳聚糖为食物纤维 ,能吸附胆固醇 ,减

少它的吸收。

壳聚糖的降血糖作用[1 ,2 ] 　由胰岛素不足引起

的糖尿病 ,因病态糖代谢水平高 ,有过量 CO2 在体

内堆积 ,使体液呈酸性 ,致胰岛素的利用率下降。若

人体液的 pH下降 011 ,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

降 30 % ,糖的利用率便会降低。壳聚糖的降血糖作

用在于壳聚糖能将 pH 调节至弱碱性 ,提高胰岛素

的利用率 ,有利于糖尿病的防治。[3 ] pH 若提高 011 ,

胰岛素的利用率就提高 30 % ,这种对糖尿病的细胞

治疗方法不但改善了微循环和组织细胞供氧 ,消除

了体内有害物质 ,净化血液 ,还可使多种并发症得到

康复和预防。此外 ,壳聚糖还具有调节内分泌系统

的功能 ,使胰岛素分泌正常 ,抑制血糖上升。

壳聚糖的免疫调节作用[2 ] 　实验中设对照组和

壳聚糖低、中、高 3 个剂量组 ,经口给予小鼠壳聚糖

21 d ,对照组给予饮水。实验表明 ,壳聚糖低、中剂

量组的巨噬细胞吞噬率和迟发性变态反应分别显著

高于对照组 ;壳聚糖低、中、高剂量组的血清溶血素

分别显著高于对照组 ;壳聚糖中剂量组的 NK细胞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壳聚糖为葡聚糖胺的聚合

物 ,其分子量高达 100 万以上 ,但因其为线形多聚合

物 ,在体内很容易被某些酶类水解成单糖或寡聚糖 ,

所以它的免疫原性很弱或几乎没有。壳聚糖对机体

免疫系统的调节可能是通过提高吞噬细胞系统的功

能来实现的。巨噬细胞表面存在着细菌多糖的受

体 ,而壳聚糖作为细菌多糖的类似物 ,能刺激巨噬细

胞活化 ,促进其吞噬能力 ,增强其在其它免疫应答中

的协同作用 ,从而实现机体对 T 细胞、NK细胞和 B

细胞的调节 ,介导机体的细胞免疫应答和体液免疫

应答。动物实验也确认了壳聚糖具有使 T淋巴细胞

活化的能力。

壳聚糖的改善胃肠道功能　壳聚糖对消化道具

有保护作用 ,是通过壳聚糖与胃酸作用形成胶状液 ,

附着在胃壁上形成保护膜 ,阻止了胃酸对胃损伤面

的刺激、腐蚀 ,促进损伤面的修复而实现的。[3 ] 我们

以大鼠为研究对象 ,用壳聚糖 500mgΠkg BW 灌胃后 ,

明显抑制了大鼠的胃溃疡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功能。

壳聚糖对肠内双歧杆菌的生长有促进作用。双歧杆

—8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1 年第 13 卷第 3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菌在人肠道内可抑制病原菌和腐败菌的生长 ,预防

肠道功能紊乱和感染 ,促进肠道蠕动 ,减少有害物质

的潴留 ,增强 B 族维生素和氨基酸的合成 ,因而壳

聚糖在人体内有助消化的功能。

壳聚糖的减肥作用　大冢贤龙和万邦和等在人

的膳食中分别添加等量的纤维素和壳聚糖 ,检验粪

便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食用壳聚糖增加了

脂质的排出量。壳聚糖在消化道中阻碍脂肪的吸

收 ,并将其排出体外 ,显然这将导致人体血脂的降

低。[3 ,4 ]此外 ,壳聚糖还可直接降低人体胆固醇 ,是降

血脂的又一因素。食物中的胆固醇在体内胆固醇酶

的作用下转化为胆固醇酯 ,才能在肠道中被吸收 ,但

这一过程必须在胆酸的参与下才能实现。壳聚糖在

肠道中很容易和胆酸结合 ,使胆固醇失去转化进而

被吸收的条件 ,而被排出体外。不仅如此 ,由于胆酸

被壳聚糖结合 ,致使胆囊中胆酸量的减少从而刺激

肝脏增加胆酸的分泌 ,而胆酸是由肝脏中胆固醇转

化而来的 ,这一过程又消耗了肝脏中以及血液中的

胆固醇 ,最终导致了减肥的功效。

国外许多资料表明 ,壳聚糖为一种食物纤维 ,与

其它食物纤维一样 ,不能被人的胃肠消化、吸收。此

外 ,壳聚糖的基本构架为葡糖胺 ,在乳、蛋、肝、酵母、

糖蜜中都大量存在 ,无毒性。[5 ,6 ]

综上所述 ,可知壳聚糖是安全性极高的可食性

动物纤维。是当前保健食品中功能较全面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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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固醇 　其主要成分是谷固醇、豆固醇和油菜籽固醇等 ,通常以混合状态存在于一般食品中 ,如 100Πg 内

含量较多的有芝麻、花生、黄豆等种子和豆类。这些油料种子榨油后的残渣即是植物固醇的原料。日本已

开发利用植物固醇可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改善前列腺肥大、抗炎症、抑制前列腺素合成等生理机能的功能

性食品。

蔓越莓 　是继蓝莓和石榴之后的重要植物 ,是生长于北美州寒冷地区的红色小果实 ,含有利尿活性成分 ,含

奎尼酸、维生素、矿物质、有机酸、红色成分色素等多酚类。

印度参 　印度人用以滋养强壮、强精、缓和风湿症的传统草药 ,现代研究表明此草药具有增强抵抗力、抗心

理压力、改善脑机能、抗炎症等作用。

菲律宾药用植物 Sanbon 　菲律宾政府认定该草药具有利尿、抗忧郁性心功能不全 ,是菲律宾要用植物之一。

海豹油 　目前加拿大政府认定下只在加拿大生产 ,含 DPA、DHA、EPA ,尤其 DPA 含量很高 ,具有抗动脉硬化

作用 ,还有改善过剩性皮炎的功能。

红苜蓿 　豆科植物 ,原产地欧洲 ,其所含异黄酮除有黄豆苷、金黄异黄苷等成分外还含有芒丙花苷等黄豆所

具备的成分 ,可缓解妇女更年期综合症 ;此外 ,还正在进行其抗癌性能的临床研究。
(摘自全国轻工信息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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