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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胎叶片营养成分分析及栽培年限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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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走马胎为西南地区常用中药材ꎬ被广泛用于食物蒸炖、药浴等日常保健ꎮ 近年来走马胎叶片被开

发成代泡茶ꎬ有效拓宽了应用途径ꎮ 为了明确走马胎叶片营养价值ꎬ该研究采用国标方法分别对不同栽培

年限走马胎叶片的矿质元素、一般营养、氨基酸及活性成分进行了分析和评价ꎮ 结果表明:(１)走马胎叶片

含有非常丰富的矿质营养ꎬ并符合高钾低钠型保健食品特征ꎮ １ 年生植株叶片矿质元素含量最高ꎬ其中磷

(Ｐ)、铁(Ｆｅ)、锰(Ｍｎ)、锌(Ｚｎ)显著高于 ２~ ４ 年生植株(Ｐ<０.０５)ꎮ (２)走马胎叶片的一般营养和氨基酸含

量较高ꎬ且随栽培年限不同存在明显差异ꎻ４ 年生植株叶片维生素 Ｃ、总糖和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 １ ~ ３ 年植

株(Ｐ<０.０５)ꎮ (３)走马胎叶片含有丰富的酚类和皂苷类物质ꎬ黄酮类物质含量较低ꎬ其中 １ 年生总皂苷和 ４
年生总酚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栽培年限的植株叶片(Ｐ<０.０５)ꎮ 综上研究表明ꎬ与常用果蔬及茶叶相比ꎬ走
马胎叶片营养价值较高ꎬ其中 １ 年生的植株叶片中矿质营养和皂苷类物质的总含量最高ꎬ４ 年生的植株叶片

中一般营养(除脂肪外)、氨基酸及酚类物质的总含量最高ꎬ具有较好的开发利用前景ꎮ
关键词: 走马胎ꎬ 叶片ꎬ 营养成分ꎬ 栽培年限ꎬ 差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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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马胎(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为紫金牛科紫金

牛属常绿灌木ꎬ具有祛风壮骨、活血化瘀、消肿止

痛、止血生肌等功效ꎬ是壮、瑶、苗医的常用药ꎬ因
为疗效安全可靠被收入 １００ 种经典壮药ꎬ并在瑶

医理论体系“七十二风”中占有重要地位ꎬ民间常

有“两脚行不开ꎬ不离走马胎”之说ꎮ 走马胎叶为

西南地区民间传统药浴、足浴的保健原料ꎬ近年来

被开发成代泡茶ꎬ并发现对老年人漏尿具有良好

的治疗效果ꎮ 随着对走马胎叶片资源的不断开发

利用ꎬ其营养价值应将逐渐得以重视ꎮ
我们在引种栽培中发现ꎬ走马胎叶片外观形

态因植株种植年限不同存在较大差异ꎬ如 １ 年生

植株叶面积小ꎬ质地薄ꎬ且上下表面呈暗红色ꎬ２ 年

生植株叶面积变大ꎬ叶色转绿ꎬ生长 ３ 年及以上植

株的叶大、厚ꎬ表面密布腺体ꎮ 前人研究证明ꎬ叶
片结构建成是营养物质及有效成分积累和变化的

基础ꎬ而植株生长年限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李雁群

和吴鸿ꎬ２０１８)ꎮ 如植株年龄可明显影响鹤望兰叶

片中钾、磷、硼、铁、锌等矿质元素含量(黄敏玲等ꎬ
２００７)ꎬ２ 年生中国肉桂枝条较 １ 年和 ４ 年生枝条

叶片的油细胞密度大、数量多、挥发油含量高(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５０ 年生银杏叶中总银杏酸含量最

高ꎬ２５ 年生最低(姚鑫等ꎬ２０１２)ꎮ 走马胎叶片形

态及栽培年限差异是否改变内部代谢物质的积

累ꎬ进而影响疗效或使用价值?
有关走马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根茎化学成分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ꎻ娄方明等ꎬ ２０１０ꎻ封聚强等ꎬ

２０１１)、 药 理 作 用 ( 郑 小 丽 等ꎬ ２０１３ꎻ Ｍ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ꎻ谷永杰等ꎬ２０１４)ꎬ及种质资源和组织培养

(毛世忠等ꎬ２０１０ꎻ符运柳等ꎬ２０１７ꎻ魏蓉等ꎬ２０１８ꎻ
唐凤鸾等ꎬ２０１９)等方面ꎬ尚未见对其营养成分和

食用价值的报道ꎮ 因此ꎬ我们以不同栽培年限走

马胎植株的叶片为对象ꎬ对其开展营养成分研究ꎬ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价栽培时间对走马胎叶片营

养成分的影响ꎮ 研究结果旨在了解走马胎叶片营

养价值ꎬ为其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旬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

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走马胎栽培试验地ꎬ选择

１ ~ ４ 年生ꎬ生长良好ꎬ无病虫危害的走马胎植株ꎮ
从植株顶端往下ꎬ取当年生的完整功能叶片带回

实验室ꎬ用纯净水冲洗干净ꎬ无菌滤纸吸干表面水

分后装入自封袋ꎬ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

究中心进行鲜样检测ꎮ
１.２ 检测方法

检测依据: 矿质元素[钙( Ｃａ)、镁 (Ｍｇ)、磷
(Ｐ)、钾(Ｋ)、钠(Ｎａ)、铜(Ｃｕ)、铁(Ｆｅ)、锰(Ｍｎ)、
锌(Ｚｎ)]含量按照 ＧＢ ５００９.２６８—２０１６ 测定ꎬ硫含

量按照 ＪＹ / Ｔ ０１５—１９９６ 测定ꎻ维生素 Ｃ、总糖(转
化糖ꎬ以葡萄糖计)、蛋白质、脂肪、氨基酸含量分

别按 照 ＧＢ ５００９. ８６—２０１６、 ＧＢ ５００９. ８—２０１６、

７６４１９ 期 唐凤鸾等: 走马胎叶片营养成分分析及栽培年限差异比较



ＧＢ 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６、ＧＢ ５００９. ６—２０１６、ＧＢ ５００９. １２４—
２０１６ 测定ꎻ总黄酮(以无水芦丁计)、总皂苷、总酚

含量分别按照 ＳＮ / Ｔ ４５９２—２０１６(«出口食品中总

黄酮的测定»)、ＮＹ ３１８—１９９７ 附录 Ｂ(«人参制

品»)、ＧＢ / Ｔ ８３１３—２０１８ 测定ꎮ
仪器设备:Ｏｐｔｉｍａ ２０００ＤＶ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发射光谱仪(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 公司)ꎬＺＥＥＥｎｉｔ７００
原子吸收光谱仪(德国耶拿)ꎬ高效液相色谱系统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ꎬ日立 Ｌ－８９００ 型全自动氨基酸分析

仪(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公司)ꎬＦＯＳＳ２３００ 全自动定氮仪

(瑞典 Ｆｏｓｓ 公司)ꎬ双光束扫描紫外可见光分光光

度计(美国热电)ꎬＩＲＩＳ Ｉｎ￣ｔｒｅｐｉｄ 等离子体发射光

谱仪(美国热电)ꎬＳＡ － １０ 原子荧光形态分析仪

(北京吉天)ꎬＴＵ－ １８１０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北京谱析) 等ꎮ
分析方法:Ｃａ、Ｍｇ、Ｐ、Ｋ、Ｎａ、Ｃｕ、Ｆｅ、Ｍｎ、Ｚｎ 等

元素检测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 ＩＣＰ￣ＯＥＳ)ꎬ硫元素检测采用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

射光谱方法ꎻ维生素 Ｃ 检测采用 ２ꎬ６￣二氯靛酚滴

定法ꎬ总糖检测采用酸水解－莱因－埃农氏法ꎬ蛋白

质检测采用凯氏定氮法ꎬ脂肪检测采用索氏抽提

法ꎬ氨基酸检测采用氨基酸分析仪(茚三酮柱后衍

生离子交换色谱仪)测定ꎻ总黄酮、总皂苷和总酚

检测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ꎮ 每个样品测定 ３ 次ꎮ
１.３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和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处理

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走马胎叶片矿质营养元素

由表 １ 可知ꎬ走马胎叶片含有非常丰富的矿质

元素ꎬ其中常量元素含量最高为钾 ( Ｋꎬ５ ６１０ ~
７ １５０ ｍｇｋｇ￣１)ꎬ其次为钙(Ｃａꎬ２ ９３０ ~ ５ ５６０ ｍｇ
ｋｇ￣１)ꎬ最低为钠(Ｎａꎬ６.３７ ~ ３０.３０ ｍｇｋｇ￣１)ꎻＫ、Ｎａ
比为 ２３５ ∶ １ ~ ３８０ ∶ １ꎮ 微量元素含量最高为铁

(Ｆｅꎬ２７.４ ~ ７８８ ｍｇｋｇ￣１)ꎬ其次为锰(Ｍｎꎬ５. ８４ ~
１１.４０ ｍｇｋｇ￣１)ꎬ最低为铜( Ｃｕꎬ１.６８ ~ ２.９０ ｍｇ
ｋｇ￣１)ꎮ

栽培年限对走马胎植株叶片矿质元素含量影

响总体表现为 １ 年生最高ꎬ２ 年生最低ꎻ１ 年生植

株 Ｐ、 Ｆｅ、Ｍｎ、 Ｚｎ 含量显著高于 ２ ~ ４ 年生 ( Ｐ <
０.０５)ꎬ其中 Ｆｅ 含量高达 ７８８ ｍｇｋｇ￣１ꎻ３ 年生 Ｃａ

和 ４ 年 生 硫 ( Ｓ) 含 量 显 著 高 于 其 他 年 限 ( Ｐ<
０.０５)ꎻ１ 年和 ４ 年生植株镁(Ｍｇ)含量差异不明显

(Ｐ>０.０５)ꎬ说明 １ 年生走马胎植株叶片具有更好

的矿质营养ꎮ
２.２ 走马胎叶片一般营养成分

由表 ２ 可知ꎬ走马胎叶片维生素 Ｃ( ３６. ２０ ~
１７７.００ ｍｇ  １００ｇ￣１ ) 含 量 最 高ꎬ 其 次 为 蛋 白 质

(２.２５ ~ ２.９０ ｇ１００ｇ￣１)ꎬ脂肪最低仅 ０. ７０ ~ １. ２０
ｇ１００ｇ￣１ꎬ呈现高维生素 Ｃ 低脂肪特征ꎬ符合人们

对健康食品的要求ꎮ
走马胎叶片维生素 Ｃ 含量随着栽培时间延长

增加显著(Ｐ<０.０５)ꎬ总糖含量变化无规律ꎬ蛋白质

和脂肪含量相对较稳定ꎮ ４ 年生植株的维生素 Ｃ、
总糖和蛋白质含量最高ꎬ分别为 １１７. ００ ｍｇ
１００ｇ￣１、３.１６ ｇ１００ｇ￣１、２.９０ ｇ１００ｇ￣１ꎬ说明 ４ 年生

走马胎植株叶片具有更好的有机营养ꎮ
２.３ 走马胎叶片氨基酸成分

由表 ３ 可知ꎬ不同栽培年限走马胎叶片均能检

出 １５ 种相同的氨基酸ꎬ并包括赖氨酸、苯丙氨酸、
苏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 ６ 种人体必需

氨基酸ꎮ 检出的 １５ 种氨基酸中门冬氨酸和谷氨

酸( >０.２ ｇ１００ｇ￣１)含量最高ꎬ其次为脯氨酸、甘
氨酸、丙氨酸、缬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和赖氨酸

( >０.１ ｇ１００ｇ￣１)ꎬ酪氨酸和组氨酸的含量较低( <
０.１ ｇ１００ｇ￣１)ꎻ必需氨基酸(ＥＡＡ)和非必需氨基

酸(ＮＥＡＡ)的占比分别为 ３９.０８％ ~ ４１.３８％(ＥＡＡ /
ＴＡＡ)、５８.６２％ ~６０.９２％(ＮＥＡＡ / ＴＡＡ)ꎮ

走马胎叶片中各类氨基酸、总氨基酸和必需

氨基酸含量总体以 ４ 年生最高ꎬ２ 年生最低ꎬ最高

含量出现时间与一般营养分析结果类似ꎬ说明走

马胎栽培年限可明显影响叶片有机物的合成和

积累ꎮ
２.４ 走马胎叶片主要生理活性物质

表 ４ 结果显示ꎬ走马胎叶片含有丰富的酚类

(５９０. ０ ~ ８８０. ０ ｍｇ１００ｇ￣１ ) 和皂苷类 ( ２８１. ２ ~
３６７.９ ｍｇ１００ｇ￣１ ) 物质ꎬ黄酮类物质含量较低

( <５０.０ ｍｇ１００ｇ￣１)ꎮ １ ~ ３ 年生植株叶片总酚含

量随栽培年限的延长下降显著(Ｐ<０.０５)ꎬ但第 ４
年又快速回升至最大值ꎻ总皂苷含量随栽培年限

延长逐渐下降ꎬ且 １ 年生显著高于 ２ ~ ４ 年 ( Ｐ <
０.０５)ꎮ １ 年和 ４ 年生走马胎植株叶片分别含有较

高的皂苷类和酚类活性物质ꎬ因此使用时应根据

需要进行选择ꎮ

８６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表 １　 走马胎叶片矿质营养元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ａｖｅｓ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常量元素
Ｍａ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ｇｋｇ ￣１)

Ｃａ Ｍｇ Ｓ Ｐ Ｋ

微量元素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ｇｋｇ ￣１)

Ｎａ Ｃｕ Ｆｅ Ｍｎ Ｚｎ

１ 年生
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４ １８０±
２.０１ｂ

４５３±
１.５２ａ

３６５±
１.５５ｂ

８３２±
１.２５ａ

７ １５０±
３.１０ａ

９.６４±
０.２０ｂ

２.９０±
０.０５ａ

７８８±
１.８８ａ

１１.４±
０.０２ａ

７.４９±
０.０６ａ

２ 年生
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２ ９３０±
３.５０ｄ

３１８±
１.０５ｃ

２７３±
２.１２ｃ

２７１±
１.４５ｃ

６ ４６０±
２.５６ｂ

６.３７±
０.１５ｃ

２.３９±
０.１０ａ

２７.４±
３.０４ｄ

６.６２±
０.０２ｃ

３.９１±
０.０５ｃ

３ 年生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５ ５６０±
２.０３ａ

４１５±
１.３０ｂ

３４０±
１.８７ｂ

２４６±
１.５２ｃ

７ ０４０±
２.８５ａ

３０.３±
０.２０ａ

２.７５±
０.０９ａ

７３.９±
１.３５ｂ

５.８４±
０.０５ｃ

５.５７±
０.０２ｂ

４ 年生
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３ ４８０±
２.９６ｃ

４８０±
２.０ａ

４８８±
２.６２ａ

４５７±
２.０３ｂ

５ ６１０±
２.０７ｃ

７.６６±
０.２８ｃ

１.６８±
０.０５ｃ

３７.２±
１.３０ｃ

８.４１±
０.０１ｂ

５.００±
０.０１ｂ

　 注: 同一行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 ２　 走马胎叶片一般营养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ａｖｅｓ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营养成分含量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维生素 Ｃ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ｍｇ１００ｇ ￣１)

总糖
Ｔｏｔａｌ ｓｕｇａｒ ( ｇ１００ｇ ￣１)

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ｇ１００ｇ ￣１)

脂肪
Ｆａｔ ( ｇ１００ｇ ￣１)

１ 年生 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３６.２０±１.００ｄ １.６９±０.２０ｃ ２.６２±０.１５ａ １.２０±０.０５ａ

２ 年生 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５９.６０±２.５７ｃ ２.０５±０.１５ｂ ２.２５±０.２５ｂ ０.７０±０.２０ｂ

３ 年生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８１.７０±２.０５ｂ １.７６±０.１８ｃ ２.６０±０.１２ａ １.００±０.０５ａ

４ 年生 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１７７.００±１.４０ａ ３.１６±０.１０ａ ２.９０±０.１５ａ １.１０±０.１５ａ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走马胎叶片矿质营养分析

本研究发现走马胎叶片含有丰富的矿质营养ꎬ
且大部分元素含量明显高于普通水果、鲜茶叶和蔬

菜( 李 云 仙 等ꎬ ２０１６ꎻ 李 金 贵 等ꎬ ２０１８ꎻ 倪 杨 等ꎬ
２０２０)ꎮ 尤其是 １ 年生植株 Ｆｅ 含量高达 ７８８ ｍｇ
ｋｇ￣１ꎬ分别为猪肝、蛋黄、芝麻酱的 ３、１１ 和 １.５ 倍ꎮ
走马胎叶片 Ｋ、Ｎａ 元素比值达 ２３５ ∶ １ ~ ３８０ ∶ １ꎬ对
照余庆小叶苦丁茶和梵净山白茶的 Ｋ、Ｎａ 含量(杨
天友等ꎬ２０１６ꎻ杨天友和杨传东ꎬ２０２０)ꎬ及高钾低钠

型蔬菜的比值(豌豆 ２７６ ∶ １ꎬ南瓜 １８１ ∶ １)ꎬ走马胎

具有高钾低钠型食材特征ꎮ 现有研究表明食物中

的 Ｃａ、Ｍｇ、Ｓ、Ｐ、Ｋ、Ｆｅ、Ｍｎ、Ｚｎ 等元素是人体结构组

成、生长发育及各种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ꎬ高钾低

钠型食物能有效维持体内酸碱平衡及血压正常(何
志廉ꎬ１９８８)ꎮ 可见ꎬ走马胎叶片不仅能为人体提供

良好的矿质营养ꎬ具有高钾低钠型健康食材的特

征ꎬ并对保持血压稳定具有潜在价值ꎮ
栽培年限能显著影响走马胎植株叶片中的矿

质元素含量ꎬ结果与树龄能明显影响油茶、柚等多

年生常绿树种叶片矿质元素含量相似(闫荣玲等ꎬ
２０１６ꎻ雷靖等ꎬ２０１９)ꎬ原因可能是不同树龄植株根

系对某一元素的吸收能力及树体对具体元素的需

求差异所致(冯美利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ꎬ１ 年生走马胎植株叶片矿质元素含量普遍较高ꎬ
２ 年生较低ꎬ说明 １ 年生植株叶片具有更好的矿质

营养价值ꎮ 结合不同栽培年限走马胎叶片外观形

态变化分析ꎬ高含量的 Ｆｅ 和 Ｍｎ 等有色金属元素含

量差异可能是导致叶片颜色变化的原因之一ꎬ１ 年

生植株叶片因 Ｆｅ 和 Ｍｎ 的含量较高而呈暗红色ꎬ２
年生含量最低而呈绿色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３.２ 走马胎叶片一般营养分析

维生素 Ｃ 是维持人体正常代谢的重要物质ꎬ
参与多种生理活动ꎬ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ꎬ 必须从

９６４１９ 期 唐凤鸾等: 走马胎叶片营养成分分析及栽培年限差异比较



表 ３　 走马胎叶片氨基酸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ａｖｅｓ

氨基酸含量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ｇ１００ｇ ￣１)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１ 年生 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２ 年生 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３ 年生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４ 年生 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门冬氨酸 Ａｓｐ ０.２４±０.０１ｂ ０.２２±０.０１ｂ ０.２４±０.０２ｂ ０.３６±０.０１５ａ

苏氨酸 Ｔｈｒ ０.０９９±０.００３ｂ ０.０９３±０.００２ｂ ０.１０±０.０１ｂ ０.１２±０.００６ａ

丝氨酸 Ｓｅｒ ０.０９６±０.００２ａ 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ａ ０.１１±０.０１５ａ ０.１１±０.０１ａ

谷氨酸 Ｇｌｕ ０.２２±０.０１ｂ ０.２１±０.００９ｂ ０.２２±０.０２ｂ ０.２８±０.０１ａ

脯氨酸 Ｐｒｏ ０.１０±０.０１２ｂ ０.１０±０.００５ｂ ０.１１±０.０１ｂ ０.１５±０.０２ａ

甘氨酸 Ｇｌｙ ０.１２±０.０１ｂ ０.１２±０.０１ｂ ０.１４±０.０２ａ ０.１５±０.０１ａ

丙氨酸 Ａｌａ ０.１３±０.００６ａｂ ０.１２±０.０１ｂ ０.１２±０.００５ｂ ０.１４±０.００９ａ

缬氨酸 Ｖａｌ ０.１２±０.００５ｂ ０.１１±０.００５ｂ ０.１２±０.０６ｂ ０.１５±０.０１ａ

异亮氨酸 Ｉｌｅ ０.０９２±０.００１ｂ ０.０８６±０.００２ｂ ０.０９４±０.００５ｂ ０.１２±０.０１ａ

亮氨酸 Ｌｅｕ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１８±０.０１ｃ ０.１８±０.０１ｃ ０.２２±０.０１５ａ

酪氨酸 Ｔｙｒ ０.０８１±０.００５ａ ０.０７３±０.００２ａ ０.０８１±０.００１ａ ０.０８８±０.００２ａ

苯丙氨酸 Ｐｈｅ ０.１２±０.０１ｂ ０.１４±０.０２ａ ０.１２±０.００９ｂ ０.１５±０.００５ａ

赖氨酸 Ｌｙｓ ０.１５±０.０３ｂ ０.１４±０.０１ｂ ０.１４±０.０２ｂ ０.１７±０.０２ａ

组氨酸 Ｈｉｓ ０.０４３±０.００１ａ ０.０３９±０.００１ａ ０.０４２±０.００１ａ ０.０５１±０.００２ａ

精氨酸 Ａｒｇ ０.０９６±０.００２ｂ ０.０９１±０.００１ｂ ０.０９８±０.００１ｂ ０.１２±０.０１ａ

总氨基酸 ＴＡＡ １.９１ １.８１ １.９２ ２.３８

必需氨基酸 ＥＡＡ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９３

非必需氨基酸 ＮＥＡＡ １.１３ １.０６ １.１７ １.４５

必需氨基酸 / 总氨基酸 ＥＡＡ / ＴＡＡ(％) ４０.８９ ４１.３８ ３９.２７ ３９.０８

非必需氨基酸 / 总氨基酸 ＮＥＡＡ / ＴＡＡ(％) ５９.１１ ５８.６２ ６０.７３ ６０.９２

表 ４　 走马胎叶片主要活性物质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ｒｄｉｓｉａ ｇｉｇａｎ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ｅａｖｅｓ

活性物质含量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ｇ１００ｇ ￣１)

样品 Ｓａｍｐｌｅ

１ 年生 １￣ｙｅａｒ￣ｏｌｄ ２ 年生 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３ 年生 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４ 年生 ４￣ｙｅａｒ￣ｏｌｄ

总酚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７１０.０±１.５２ｂ ６７０.０±１.５０ｃ ５９０.０±１.７３ｄ ８８０.０±１.１０ａ

总皂苷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ｐｏｎｉｎ ３６７.９±２.０４ａ ２９７.４±１.０ｂ ２８３.６±１.５６ｂ ２８１.２±１.１５ｂ

总黄酮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ａｖｏｎｅ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日常食物中获取ꎮ 蛋白质作为组织和细胞的重要

组成ꎬ是人体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ꎮ 故维生

素 Ｃ 和蛋白质被作为果蔬品质评价的主要指标ꎮ
走马胎植株叶片维生素 Ｃ(３６.２ ~ １７７ ｍｇ１００ｇ￣１)
和蛋白质(２.２５ ~ ２.９０ ｇ１００ｇ￣１)含量普遍高于葡

萄、番茄、油麦菜、红绿茶、生菜、大白菜、芹菜等日

常果蔬和茶叶(丁素君和张会芬ꎬ２０１４ꎻ曲媛等ꎬ
２０１４ꎻ王延华等ꎬ２０２０ꎻ童兰艳等ꎬ２０２０)ꎬ其中 ４ 年

生维生素 Ｃ 高达 １７７ ｍｇ１００ｇ￣１ꎬ已超过沙棘(１６０

ｍｇ１００ｇ￣１)和红辣椒(１４４ ｍｇ１００ｇ￣１)等高维生

素 Ｃ 含量品种ꎮ 走马胎叶片脂肪总体保持较低水

平ꎬ含量仅为 ０.７０ ~ １.２ ｇ１００ｇ￣１ꎬ非常有利于人

体健康ꎬ说明走马胎叶片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ꎮ
栽培年限对走马胎叶片中维生素 Ｃ 和总糖含

量的影响较大ꎬ蛋白质和脂肪的影响相对较小ꎬ其
中 ４ 年生维生素 Ｃ、总糖和蛋白质含量最高ꎬ１ 年

生较低ꎮ 叶片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ꎬ
叶片组织结构直接影响其化合物的产生和积累ꎮ

０７４１ 广　 西　 植　 物 ４２ 卷



１ 年生走马胎植株叶片小而薄ꎬ且叶色暗红叶绿素

含量较低ꎬ导致光合作用和储藏能力较弱ꎬ因此ꎬ
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低ꎻ而 ４ 年生植株叶大

而厚ꎬ并含大量腺体ꎬ结构完整ꎬ光合作用和储藏

能力较强ꎬ因此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高ꎮ
３.３ 走马胎叶片氨基酸分析

走马胎叶片包含 ６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ꎬ其中

ＥＡＡ / ＴＡＡ 比值为 ３９. ０８％ ~ ４１. ３８％ꎬＮＥＡＡ / ＴＡＡ
比值为 ５８.６２％ ~ ６０.９２％ꎬ与理想蛋白模式 ＥＡＡ /
ＴＡＡ＝ ４０％、ＥＡＡ / ＮＥＡＡ＝ ６０％几乎接近ꎬ说明不同

生长年限走马胎叶片氨基酸配比合理ꎮ 走马胎叶

片氨基酸含量最高是门冬氨酸和谷氨酸ꎬ门冬氨

酸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肝炎、肝硬化、肝昏迷等肝

病的治疗ꎬ谷氨酸则为哺乳动物获得净氨基氮的

主要氨基酸ꎬ能解除组织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氨毒

害作用ꎬ并参与脑组织代谢(徐瑾等ꎬ２０１１)ꎬ可见

走马胎叶片中含量最高的两种氨基酸均具有较好

的药用价值ꎮ
不同生长年限走马胎植株叶片所含氨基酸种

类相同ꎬ总含量则以 ４ 年生最高ꎬ２ 年生最低ꎬ说明

走马胎叶片氨基酸种类受栽培年限的影响较小ꎬ
但含量受影响较大ꎮ 与一般营养分析结果比较可

知ꎬ４ 年生走马胎具有更好的有机营养ꎮ
３.４ 走马胎叶片活性物质分析

走马胎叶片含有丰富的皂苷类和酚类物质ꎬ
前人研究表明ꎬ从走马胎中分离提取的三萜皂苷

类物质对多种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穆

丽华等ꎬ２０１１ꎻ谷永杰等ꎬ２０１４ꎻ陈超等ꎬ２０１５)ꎬ而
岩白菜素衍生物(属于酚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

化作用(杨竹等ꎬ２００８)ꎬ两者是走马胎的主要活性

物质ꎮ １ 年生走马胎植株叶片总皂苷含量最高ꎬ４
年生总酚含量最高ꎬ推测走马胎幼年植株叶片可

能具有更好的抗肿瘤活性物质ꎬ成年植株叶片具

有更好的抗炎活性物质ꎮ
综上所述ꎬ走马胎叶片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

养成分和生理活性物质ꎬ有较高的药用和保健价

值ꎬ具有深度开发利用的价值潜力ꎮ 但因成分类型

不同含量呈现较大的年限差异ꎬ总体表现为 １ 年生

植株叶片含有较高的矿质元素和皂苷类物质ꎬ４ 年

生植株含有较高的有机营养、酚类物质和氨基酸ꎬ２
年生植株的大多数检测指标均处于最低值ꎬ因此在

生产中应避免使用 ２ 年植株叶片ꎬ并根据需要选择

１ 年或 ４ 年生植株叶片或开发成不同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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