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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青海 4 种野生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的新鲜果实为研究对象，评价茶藨子属浆果资
源的潜在应用价值。采用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的方法和实验室自建方法分别对其果实的一般营养成分、维生
素、氨基酸、矿物质、重金属、生物活性成分进行测定和全面分析比较。结果表明，茶藨子果实的营养成分含量具
有低脂肪( 1． 83 ± 0． 39) %、高 VC ( 58． 20 ± 8． 77) mg /100g、高 VE ( 1． 53 ± 1． 28) mg /100g、高钾( 271． 50 ± 64． 14)
mg /100g 等特点，可作为开发新食品的原料来源; 检测到果实中的活性成分有总黄酮 ( 0． 18 ± 0． 11) %、多酚
( 0． 22 ± 0． 20) %、多糖( 3． 34 ± 3． 09) %、花青素( 0． 09 ± 0． 07) % (均为质量分数)等。该研究可为今后茶藨子浆
果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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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藨子属 ( Ｒibes L． ) 植物在我国有 59 种 30 变
种［1］，该属植物在青藏高原地区有大量野生资源，且还
未开发利用。糖茶藨子( Ｒibes himalense) ，果实球形，
直径约 6 ～7 mm，紫红色，无毛，种子数枚;生长在海拔
1 200 ～4 000 m的山谷、河边灌丛、针叶林中，分布在我
国陕西、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区［1 － 2］。青藏茶藨( Ｒibes
qingzangense) ，果实球形，直径约 3． 5 ～ 4． 8 mm，黄绿
色，无毛;产于青海省互助、班玛，长在海拔 2 600 ～
3 700 m 的林下、河谷［2］。门源茶藨 ( Ｒibes me-
nyuanense) ，果实椭圆形，长约 1． 2 ～ 1． 9 cm，宽约
4． 5 ～ 7 mm，黑紫色，有粗腺毛，生于海拔 2 800 m 的
山麓［2］。长刺茶藨( Ｒibes alpestre) ，果实卵圆形，直径
约 10 ～ 12 mm，紫红色，有腺毛; 生于海拔 2 700 ～
4 000 m 处的阳坡疏林下灌丛中、河岸边，在我国主
要分布在青海、四川、西藏等地区［1 － 2］。这 4 种生长
在青海省的茶藨子，其花果期均为 5 ～ 9 月。

目前对茶藨子属植物的研究多集中在 ( 东北茶
藨子、黑茶藨子、穗醋栗、香茶藨子等) 资源开发［3］、
繁育栽培［4］、化学成分［5］、药理活性［6］、基因表达［7］

等方面，这为研究青海茶藨子及研发相关产品奠定了
基础。随着对该属植物的不断深入研究，对分布在青
海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的营养成

分、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鲜有报道。本文以青藏高原
地区野生的 4 种青海茶藨子为对象，分别从常规营养
成分( 水分、粗纤维、脂肪、蛋白质) 、多糖、维生素、矿
物质、氨基酸等方面进行了含量测定，从营养学的角
度，较全面地阐述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
茶藨的使用价值。同时茶藨子果实作为青海省未开
发的重点野生浆果资源品种，研究其营养成分不仅为
该属植物功能性产品的开发提供支持，也为青海茶藨
子资源品种选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 4 种茶藨

属浆果其新鲜果实于白露时节采自青海省果洛州班
玛县玛可河林场。4 种茶藨子果实均通过中国科学
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徐文华副研究员的鉴定。采
摘的果实皆为成熟饱满、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采
集后冷藏待分析检测。
1． 2 试剂

D-无水葡萄糖、芦丁 ( 标品质量浓度 0． 209 4
mg /mL) 、儿茶素( 标品质量浓度 0． 805 mg /mL) 、矿
物质元素混合溶液标品［批号 GBW ( E ) 0815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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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 /mL］、铅［批号 GBW ( E ) 080129，50 ng /mL］、镉
［批 号 GBW ( E ) 080119，5 ng /mL］、铬［批 号
GBW08614，20 ng /mL］、汞［批号 GBW ( E ) 083186，
10 μg /mL］、总砷批号 GBW08611，100 ng /mL) 、17 种
AA 混 标［批 号 GBW ( E ) 100062］、VB1 ( 批 号
CDCTCT7455000，0． 496 mg /mL) 、VB2 ( 批号 100 369-
201103，108． 2 μg /mL ) 、L ( + ) 抗环血酸 ( 批号
70611，0． 556 mg /mL ) 、异抗环血酸 ( 批号 70154，
0． 556 mg /mL) 、VA ( 批号 CA17923820 ) 、α-VE ( 批号
71031) 、γ-VE［批号 CDAB-47785 ( 1 ) ］、δ-VE ( 批号
CDAB-477 － 85) 。
1． 3 仪器与设备

101-1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北京科伟仪器有限公
司;梅特勒-托多利 MS205DU 精密电子天平，瑞士
Mettler Toledo 公司; Varian Cary 300 Bio 型紫外分光
光度计，Varian公司; SZC-C 脂肪测定仪、SLQ-6 纤维
测定仪，上海纤检仪器有限公司; HH-4 恒温水浴锅，
国华电器有限公司; TM-0912P马弗炉，北京盈安美诚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AA240Z 原子吸收石墨炉、OES-
725 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仪，美国 Agilent 公司;
AFS-933 型原子荧光光度计，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
司; PHS-3C 型 pH 计，上海精科雷磁; KQ-100E 型超
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仪器科技公司。
1． 4 实验方法
1． 4． 1 样品处理

将新鲜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
浆果分别用榨汁机打浆，然后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
1． 4． 2 试验方法

本实验对新鲜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
刺茶藨果实中的营养成分( 水分、蛋白质、脂肪、粗纤
维、总糖、维生素、矿物质元素、氨基酸等) 和生物活
性成分( 总黄酮、多酚、多糖、原花青素、花青素) 进行
检测，检测对象及所用方法如表 1 所示。

2 结果与分析

2． 1 茶藨子果实一般营养成分
对青海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

4 种茶藨子果实进行水分、总糖、蛋白质、脂肪、粗纤
维等营养成分的测定，结果见表 2。4 种茶藨子的含
水量在 78． 3% ～ 81． 4%，平均( 79． 73 ± 1． 51 ) % ; 总
糖含量在 4． 10% ～6． 10%，平均( 5． 23 ± 0． 94) % ;总
酸含量在 3． 04 ～ 55． 81 g /kg，平均 ( 30． 81 ± 27． 43 )
g /kg;糖酸比分别为 5． 14、20． 07、0． 86、0． 76; 蛋白质

含量在 1． 88% ～2． 28%，平均( 2． 12 ± 0． 18) % ;脂肪
含量在 1． 40% ～2． 20%，平均( 1． 83 ± 0． 39) % ;粗纤
维含量在 1． 40% ～ 7． 4%，平均( 4． 05 ± 3． 06 ) % ( 均
为质量分数) 。

表 1 实验方法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序号 检测对象 参考标准 /计算方法
1 水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3—2016
2 蛋白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5—2016
3 脂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6—2016
4 粗纤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T 5009． 10—2003
5 总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T 12456—2008
6 多酚 福林酚法

7
总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18672—2014
多糖 自建方法:苯酚-硫酸法测定枸杞子中多糖、总糖含量

8 总黄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20574—2006
9 花青素 AOAC官方方法 2005． 02

10 原花青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T 22244—2008
自建方法:黑果枸杞中原花青素的含量测定

11 矿物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268—2017
重金属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2—2017
重金属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5—2014

12 重金属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2—2014
总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1—2014
总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7—2014

13 氨基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124—2016
VB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84—2016 第一法

14
VB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85—2016
VC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86—2016
VE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 82—2016

表 2 青海省 4 种茶藨子果实的一般营养成分的检测结果
Table 2 The results of determination of general nutrient
components of four kinds of ribes fruits in Qinghai province

检测对象
含量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x－ ± s

水分 /% 81． 40 80． 60 78． 60 78． 30 79． 73 ± 1． 51
总糖 /% 5． 90 6． 10 4． 80 4． 10 5． 23 ± 0． 94
总酸 / ( g·kg －1) 11． 48 3． 04 55． 81 52． 89 30． 81 ± 27． 43
蛋白质 /% 1． 88 2． 25 2． 28 2． 08 2． 12 ± 0． 18
脂肪 /% 2． 20 2． 10 1． 40 1． 60 1． 83 ± 0． 39
粗纤维 /% 7． 40 5． 90 1． 40 1． 50 4． 05 ± 3． 06

2． 2 茶藨子果实的生物活性成分
对青海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

4 种茶藨子果实进行总黄酮、多酚、多糖、花青素、原
花青素等活性成分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3。4 种茶
藨子的总黄酮含量 0． 077 2% ～ 0． 3%，平均( 0． 18 ±
0． 11) % ;多酚含量 0． 083 1% ～ 0． 5%，平均( 0． 22 ±
0． 20 ) % ; 多糖含量 0． 27% ～ 6． 1%，平均 ( 3． 34 ±
3． 09) % ; 花青素含量 0． 037 6% ～ 0． 141%，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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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9 ± 0． 07 ) %，且门源茶藨子和长刺茶藨子未检
测出;原花青素含量 0． 0295% ～ 0． 72%，平均( 0． 27 ±
0． 33) % ( 均为质量分数) 。

表 3 四种野生茶藨子果实的活性成分 单位: %

Table 3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four wild ribes fruits

检测对象
含量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x－ ± s

总黄酮 0． 300 0 0． 260 0 0． 089 6 0． 077 2 0． 18 ± 0． 11

多酚 0． 500 0 0． 200 0 0． 084 8 0． 083 1 0． 22 ± 0． 20

多糖 5． 900 0 6． 100 0 0． 270 0 1． 080 0 3． 34 ± 3． 09

花青素 0． 037 6 0． 141 0 － － 0． 09 ± 0． 07

原花青素 0． 720 0 0． 290 0 0． 029 5 0． 029 7 0． 27 ± 0． 33

注:“ －”表示未检测出( 下同)

2． 3 茶藨子果实的维生素
对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藨果实进行

VB、VC、VE 含量测定，结果如表 4 所示。糖茶藨和青藏
茶藨中含量维生素较高，分别为 64． 4和 52． 0 mg /100g，
门源茶藨和长刺茶藨的 VC 低于 0． 4 mg /100g; VB1含量
0． 005 ～ 0． 029 mg /100g，平均( 0． 02 ± 0． 01) mg /100g;
VB2含量 0． 033 ～ 0． 048 mg /100g，平均( 0． 04 ± 0． 01)
mg /100g; α-生育酚含量 0． 201 ～ 2． 66 mg /100g，平均
( 1． 53 ± 1． 28 ) mg /100g; γ-生育酚含量 0． 048 ～ 0． 99
mg /100g，平均( 0． 52 ±0． 52) mg /100g;糖茶藨和青藏茶
藨因含量低于检测限，因此其果实中未检测出 δ-生育
酚，而门源茶藨和长刺茶藨的 δ-生育酚含量均低于
0． 04 mg /100g。

表 4 茶藨子果实的维生素含量测定 单位: mg /100g

Table 4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content in ribes fruits

检测对象
含量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x－ ± s

VC 64． 400 52． 000 ＜ 0． 4 ＜ 0． 4 58． 20 ± 8． 77
VB1 0． 028 0． 029 0． 005 0． 006 0． 02 ± 0． 01
VB2 0． 035 0． 048 0． 033 0． 047 0． 04 ± 0． 01
α-生育酚 0． 201 0． 659 2． 590 2． 660 1． 53 ± 1． 28
γ-生育酚 0． 093 0． 048 0． 936 0． 990 0． 52 ± 0． 52
δ-生育酚 － － ＜0． 04 ＜ 0． 04

2． 4 茶藨子果实的矿物质
对青海地区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

茶藨果实进行矿物质含量测定，结果如表 5 所示。4
种茶藨子果实中矿物质含量最高的均为钾、钙、镁，具
体情况如下: 钾含量 213 ～ 328 mg /100g，平均
( 271． 50 ± 64． 14 ) mg /100g; 钙含量 57． 20 ～ 80． 80
mg /100g，平均 ( 70． 58 ± 10． 04 ) mg /100g; 镁含量
15． 30 ～ 18． 70 mg /100g，平均 ( 17． 15 ± 1． 66 )
mg /100g;铁含量 0． 60 ～ 0． 91 mg /100g，平均( 0． 72 ±

0． 13 ) mg /100g; 锌含量 0． 21 ～ 0． 54 mg /100g，平均
( 0． 31 ± 0． 15 ) mg /100g; 锰含量 0． 15 ～ 0． 53
mg /100g，平均( 0． 31 ± 0． 16) mg /100g;铜含量 0． 07 ～
2． 78 mg /100g，平均( 1． 00 ± 1． 26) mg /100g。

表 5 茶藨子果实矿物质含量检测结果 单位: mg /100g

Table 5 The results of mineral content of ribes fruits

检测对象
含量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x－ ± s

钾 219 213 326 328 271． 50 ± 64． 14
钙 57． 20 69． 50 74． 80 80． 80 70． 58 ± 10． 04
镁 16． 20 18． 40 15． 30 18． 70 17． 15 ± 1． 66
铁 0． 71 0． 66 0． 60 0． 91 0． 72 ± 0． 13
锌 0． 54 0． 28 0． 21 0． 23 0． 31 ± 0． 15
锰 0． 15 0． 31 0． 26 0． 53 0． 31 ± 0． 16
铜 2． 78 0． 98 0． 16 0． 07 1． 00 ± 1． 26

2． 5 茶藨子果实中的重金属
对生长在青海的野生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

藨、长刺茶藨果实进行重金属含量测定，结果如表 6 所
示。4种茶藨子果实中重金属含量最高的均为铅、铬，
具体分别为总汞含量在 0． 000 8 ～ 0． 012 mg /kg，平均
( 0． 006 0 ± 0． 005 8 ) mg /kg; 总砷含量 0． 000 5 ～
0． 006 1 mg /kg，平均( 0． 002 5 ± 0． 002 5) mg /kg;铅含
量 0． 016 ～0． 57 mg /kg，平均( 0． 256 3 ±0． 282 4) mg /kg;
镉含量 0． 002 ～ 0． 004 4 mg /kg，平均 ( 0． 002 2 ±
0． 001 5) mg /kg; 铬含量 0． 026 ～ 0． 29 mg /kg，平均
( 0． 149 0 ± 0． 140 7) mg /kg。

表 6 茶藨子果实重金属含量检测结果单位: mg /kg

Table 6 Test results of heavy metal content in ribes fruits

检测对象
含量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x－ ± s

总汞 0． 012 0 0． 010 0 0． 000 8 0． 001 2 0． 006 0 ± 0． 005 8
总砷 0． 006 1 0． 002 4 0． 000 5 0． 001 1 0． 002 5 ± 0． 002 5
铅 0． 570 0 0． 420 0 0． 019 0 0． 016 0 0． 256 3 ± 0． 282 4
镉 0． 004 4 0． 001 8 0． 000 8 0． 002 0 0． 002 2 ± 0． 001 5
铬 0． 290 0 0． 250 0 0． 026 0 0． 030 0 0． 149 0 ± 0． 140 7

2． 6 茶藨子果实中的氨基酸
对茶藨子属的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

茶藨果实进行氨基酸含量的测定，结果给出 17 /16 种
氨基酸的含量，如表 7 所示。4 种茶藨子果实中氨基
酸含量最高的分别为天冬氨酸( 0． 22 g /100g) 、谷氨
酸( 0． 46 g /100g) 。其中茶藨子的总氨基酸含量分别
是 2． 03、2． 46、1． 77、1． 80 g /100g，平均含量( 2． 01 ±
0． 32) g /100g;必需氨基酸的平均含量 0． 77 g /100g，
占总氨基酸的 37． 83% ; 非必需氨基酸的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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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 g /100g，占氨基酸总量的 62． 17%。
表 7 青海 4 种茶藨子果实氨基酸含量测定

Table 7 Determination of amino acid content of
four kinds of ribes fruits in Qinghai

检测对象
含量 /［g·( 100g) － 1］ 占氨基酸总量 /%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糖茶藨 青藏茶藨 门源茶藨 长刺茶藨
天冬氨酸 Asp 0． 19 0． 21 0． 21 0． 22 9． 36 8． 54 11． 86 12． 22
谷氨酸 Glu 0． 35 0． 46 0． 38 0． 39 17． 24 18． 70 21． 47 21． 67
丝氨酸 Ser 0． 12 0． 15 0． 08 0． 09 5． 91 6． 10 4． 52 5． 00
甘氨酸 Gly 0． 09 0． 11 0． 11 0． 11 4． 43 4． 47 6． 21 6． 11
精氨酸 Arg 0． 15 0． 19 0． 14 0． 14 7． 39 7． 72 7． 91 7． 78
苏氨酸 Thr 0． 08 0． 09 0． 08 0． 08 3． 94 3． 66 4． 52 4． 44
脯氨酸 Pro 0． 1 0． 12 0． 1 0． 1 4． 93 4． 88 5． 65 5． 56
丙氨酸 Ala 0． 08 0． 1 0． 09 0． 09 3． 94 4． 07 5． 08 5． 00
缬氨酸 Val 0． 07 0． 09 0． 08 0． 08 3． 45 3． 66 4． 52 4． 44
甲硫氨酸 Met － 0． 01 0． 01 0． 01 0． 00 0． 41 0． 56 0． 56
半胱氨酸 Cys － 0． 01 0． 01 0． 01 0． 00 0． 41 0． 56 0． 56
异亮氨酸 Ile 0． 1 0． 13 0． 11 0． 11 4． 93 5． 28 6． 21 6． 11
亮氨酸 Leu 0． 12 0． 16 0． 13 0． 13 5． 91 6． 50 7． 34 7． 22
苯丙氨酸 Phe 0． 21 0． 23 ＊ ＊ 10． 34 9． 35 ＊ ＊
组氨酸 His 0． 16 0． 17 0． 07 0． 07 7． 88 6． 91 3． 95 3． 89
赖氨酸 Lys 0． 14 0． 15 0． 11 0． 11 6． 90 6． 10 6． 21 6． 11
酪氨酸 Tyr 0． 07 0． 08 0． 06 0． 06 3． 45 3． 25 3． 39 3． 33
17 /16种氨基酸总量 2． 03 2． 46 1． 77 1． 80 100 100 100 100

注:“* ”表示未测

3 讨论与结论

3． 1 营养成分分析
由表 2 可知，糖茶藨和青藏茶藨果实的水分、总

糖、粗纤维较高于门源茶藨和长刺茶藨，但前者的总
酸含量却远远低于后者。水分不仅影响果实的鲜度、
嫩度、硬度和口感，果实的腐败变质、运输、保鲜期也
受其影响［8 － 9］。糖茶藨、青藏茶藨、门源茶藨、长刺茶
藨的糖酸比分别为 5． 14、20． 17、0． 86、0． 78，即青藏
茶藨纯甜，糖茶藨酸甜适度，门源茶藨和长刺茶藨有
明显酸味［10］。茶藨子中的 6 种维生素，糖茶藨和青
藏茶藨以 VC 和 α-生育酚为主，且 VC 高于野生清水
河枸杞［11］、野生毛叶 /小果蔷薇果实及是日常食用水
果( 苹果、西瓜、柑橘、香蕉) 的 3 ～ 16 倍［8］，其可被开
发成富含 VC 的日常食用水果

［12］;而门源茶藨和长刺
茶藨以 α-生育酚和 γ-生育酚为主，生育酚中 α 型的
活性最强，可作为抗氧化剂和营养强化剂。由表 5 可
知，茶藨子中的 7 种矿物质元素，以常量元素钾、钙、
镁为主，且矿物质是生长发育的必需元素，对酶的合
成，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13 － 14］，若长期缺乏不仅会影响其他元素的吸收，也
会导致软骨病、贫血、生长停滞等疾病的发生［15］。考
虑果实安全性的问题，对其进行了 5 种重金属含量的

检测，根据 GB 2762—2017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浆果
Pb≤0． 2 mg /kg，新鲜水果 Cd≤0． 05 mg /kg，但水果
中的总汞、总砷、铬限量未明确列出，可以参考蔬菜中
的总汞≤0． 01 mg /kg，总砷≤0． 5 mg /kg，Cr≤0． 5
mg /kg) 和国家无公害食品水果蔬菜对重金属的安全
限量 ( Pb≤0． 5 mg /kg，Hg、Cd≤0． 05 mg /kg，As≤
0． 10 mg /kg) 可知［8，16］，门源茶藨子、长刺茶藨重金属
含量均完全符合这 2 个标准的限量要求，即可安全食
用;而糖茶藨和青藏茶藨质量安全不完全符合这 2 个
标准，因糖茶藨中的铅含量 0． 57 mg /kg 皆超出两者
安全限量范围，青藏茶藨铅含量 0． 42 mg /kg 不符合
GB 2762—2017 要求，同一时间同一采样地，糖茶藨
和青藏茶藨的铅含量明显远远高于门源茶藨子和长
刺茶藨子，且藏医民常用糖茶藨的果实药用和生吃，
因此应重新采样检测这两种果实中的铅含量。茶藨
子中氨基酸种类齐全、含量丰富，其中鲜味氨基酸
( 天冬氨酸和谷氨酸) 含量相对较高，与氯化钠反应
后生成的氨基酸钠盐，是食物中的鲜味物质［17 － 19］。
谷氨酸具有提高记忆力和参与机体解毒的作用，天冬
氨酸可以保护牙齿和延缓骨骼的损坏［20］。
3． 2 生物活性成分分析

糖茶藨和青藏茶藨果实中的总黄酮、多酚、多糖、花
青素、原花青素的含量均高于门源茶藨子和长刺茶藨
子。多酚和黄酮都具有强抗氧化［21 －23］、降血糖、抗肿瘤
的作用［24］。除多酚、黄酮外，多糖、花青素、原花青素也
具抗氧化能力［25 －27］。因多糖水溶性较好，且在降血糖
时安全无副作用，已作为开发降血糖药物及其保健品的
热点物质［28］。因此茶藨子不仅可以作为天然抗氧剂的
来源，其降血糖活性成分( 黄酮、多酚、多糖) ［29］，具有开
发成降血糖药的潜力。因此，需要进一步筛选活性单体
的化学结构并验证现代药理作用，以明确果实药用的有
效成分的结构类型、有效剂量、功效及作用机制。
3． 3 茶藨子野生资源开发的价值

很少有学者对青海茶藨子属植物的果实进行系
统且全面的营养学研究。本文主要通过对 4 种茶藨
子果实营养成分含量的检测分析，阐明了 4 种茶藨子
果实营养构成和内涵，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茶藨子的药
用功效以及为进军食品领域、研发新食品奠定理论基
础和提供丰富的原材料;茶藨子的食用营养价值对提
升当地经济、大健康战略［30］意义非凡。
3． 4 结论
3． 4． 1 茶藨子营养成分大体上呈现低脂肪、高 VC、
VE、高钾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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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测结果上来看，茶藨子果实营养成分含量总
体上呈现低脂肪、高 VC 和 VE、高钾等特点。水果的
营养价值主要取决于维生素的含量，茶藨子果实若作
为日常水果食用，其糖茶藨和青藏茶藨浆果富含大量
的 VC 和适度的糖酸比，且果实中丰富的必需氨基
酸、微量元素，都能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有潜力成为
新时代的新型绿色水果。
3． 4． 2 茶藨子果实具有研发新食品的潜在优势

第一，茶藨子低脂且含较高粗纤维含量，符合时
下的减肥潮流，为瘦身餐配料提供来源。第二，茶藨
子高钾的特点，有助于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
有助于保持神经健康、血压正常、保护心脏和预防中
风。第三，水溶性 VC 大量存在于糖茶藨和青藏茶藨
果实中，脂溶性 VE 之一的 α-生育酚在门源茶藨和长
刺茶藨果实含量最丰富。因此茶藨子可作为维生素
补充剂和天然抗氧化剂的来源。第四，茶藨子氨基酸
种类齐全且含量丰富，必需氨基酸含量 37． 83%，可
作为优质蛋白源。
3． 4． 3 茶藨子果实作为功能性产品 /药用的前景

茶藨子果实检测到的几种生物活性物质( 总黄酮、
多酚、多糖、花青素) ，具有良好的体内外药理作用，如抗
氧化、抗菌、抗肿瘤、提高免疫、治疗心血管疾病等功效。
因此，分离活性单体和天然抗氧化、天然色素资源的深
度开发利用，有利于筛选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效成分和研
究茶藨子植物体内活性成分的积累及作用机制。

本文对不同茶藨子品种的果实进行了一般营养
成分、维生素、矿质元素、氨基酸、生物活性成分含量
的全面分析与比较，为制定地方相关标准、筛选新型
观赏、药食兼用优质品种资源、筛选制成特定功能的
药品和食品，为丰富的茶藨子植物野生资源的开发利
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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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utrient and bioactive components of four wild ribes berrie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UN Qing1，2，XU Wenhua1* ，ZHOU Huakun1

1( Qingha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old Ｒegions Ｒestoration Ecology，Northwest Institute of Plateau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ining 810008，China) 2 (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Ｒ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berry resources of ribes genus including wild Ｒi-
bes himalense，Ｒibes qingzangense，Ｒibes menyuanense，and Ｒibes alpestre． The methods i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and the labo-
ratory self-built method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general nutrients，vitamins，amino acids，minerals，
heavy metals，and biologically active components of the frui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trient content of ribes fruit had low fat
( 1． 83 ± 0． 39) %，high VC ( 58． 20 ± 8． 77) mg /100g，high VE ( 1． 53 ± 1． 28) mg /100g，high potassium ( 271． 50 ± 64． 14 ) mg /100g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which could be used to develop new food sources． The active ingredients detected in the fruit were total fla-
vonoids ( 0． 18 ± 0． 11) %，polyphenols ( 0． 22 ± 0． 20) %，polysaccharides ( 3． 34 ± 3． 09) %，anthocyanins ( 0． 09 ± 0． 07) %，etc．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Ｒibes berry resources．
Key words ribes; berries; nutritional quality; VC ; amino acids; mineral elements; bioactive compon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