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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林蛙的加工利用及吉林省开发现状

王 勇，高 阳，代永刚，李姝睿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中 心 ，吉 林 公 主 岭 !"#!$$）

摘 要 ：林 蛙 作 为 一 种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其 全 身 都 是 宝 。 对 林 蛙 的 加 工 利 用 进 行 了 综 述 ，

并 介 绍 了 吉 林 省 林 蛙 产 业 的 开 发 现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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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蛙，又称哈什蚂，商品名称田鸡，属两栖纲、无尾目、蛙科、蛙属，学名 !"#"
$%&#’(#&#’(’ +,-./0!1。

林蛙作为一种野生动物资源，其全身都是宝，随着科研开发力度的加大，在食用、药

用 、保 健 品 、饮 品 及 日 化 产 品 等 方 面 都 表 现 出 了 强 大 的 市 场 开 发 潜 力 ，日 益 受 到 国 内 外

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的重视。

! 吉林省林蛙的产业现状

中国林蛙是长白山特有的野生资源，吉林省的生态环境优势大，林 蛙 具 有 种 群 优

势，其个体大、产油多、单产高。吉林省 "$ 2 以上成蛙年产可达 3 $$$ 万只左右，辽宁仅

为吉林的 ! 4 5，黑龙江为吉林的 5 4 "051。截止 5$$$ 年，全省林蛙放养封沟 ’ 3)6 条，回捕

林蛙 "(5 亿 只 ，创 产 值 ’(# 亿 元 ，分 别 超 过 参 业 和 鹿 业 的 产 值 ，已 跃 居 到 特 产 业 之 首 ，成

为吉林省特产业中异军突起的新兴主导行业 0"1。

" 林蛙的加工利用

林 蛙 按 照 加 工 部 位 ，可 分 为 蛙 油 、蛙 卵 、蛙 皮 、蛙 肉 、蛙 骨 和 蛙 脑 ，其 加 工 产 品 有 冲

剂、胶囊、口服液、罐头、饮料和化妆品等。

(,! 林蛙油

林蛙油为一种油状物质，是雌蛙的输卵管，占蛙总重的 !’7，林蛙油遇水膨胀，体积

可膨大 !’ 8 5$ 倍，吸水后颜色由黄白色变成白色，呈半透明胶状，具粘性与弹性。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5$$$ 年版）收录，性味与归经：甘、咸、平。归肺、肾经。

功能与主治：补肾益精，养阴润肺。用于身体虚弱，病后失调，精神不足，心悸失眠，

盗汗不止，痨嗽咳血。

"#!#! 林蛙油主要成分

收 稿 日 期 ：5$$59!$9$&

作 者 简 介 ：王 勇 （!)6’9 ），男 ，吉 林 省 公 主 岭 市 人 ，吉 林 省 农 科 院 农 副 产 品 加 工 中 心 助 理 研 究

员 ，主 要 从 事 农 副 产 品 深 加 工 的 科 研 与 开 发 工 作 。

吉林农业科学 5$$":5&（3）：’’9’6 ;<=>?,@ <A ;.@.? *2>.B=@C=>,@ %B.D?BDE
DOI:10.16423/j.cnki.1003-8701.2003.04.014



沈 阳 药 科 大 学 和 辽 宁 省 分 析 测 试 中 心 利 用 气 相 色 谱 ! 质 谱 （"# ! $%）进 行 分 析 检 测

表 明 ，蛙 油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蛋 白 质 ，约 占 总 量 的 一 半 以 上 ，富 含 &’ 种 氨 基 酸 ，蛋 白 质 中 氨

基 酸 含 量 为 (&)*+,， 其 中 必 需 氨 基 酸 为 &’)(’,， 对 人 体 有 特 殊 功 能 的 油 酸 含 量 为

-’,；林 蛙 油 不 饱 和 脂 肪 酸 含 量 约 占 脂 肪 酸 的 (.,，其 中 亚 油 酸 、亚 麻 酸 是 人 体 必 需 脂

肪酸，十二碳烷酸、十三碳烷酸、十四碳烷酸、十五碳烷酸及十八碳烷酸还有不同程度的

抗癌活性，且含量较高 /(0。蛙油含有 -)((,的核酸（1234523），雌酮（6789:;<）、&*!=雌二

醇 （&*! =6789>?@:A）、睾 酮 、孕 酮 BC9:D<78<9:;<E、雌 二 醇 、&*!=羟 甾 脱 氢 酶 、胆 甾 F，+= 二 酮

（3=G）和胆甾醇（3=GH）等甾类化合物，还有多种维生素（3、I、6 等）及少量胡萝卜素、甲

状腺素、无机元素等，并含有多种脂肪酸、碳水化合物等 /J0。

!"#"! 林蛙油加工利用途径

B&E 鲜食。一般用水浸泡 ( K + L，然后直接吞服。

B-E 作菜。可以与其它配料调配制作凉菜或烧汤。

BFE 口服胶囊。将原料去杂、干燥，经超微粉碎后与其它配料混合灌装软胶囊，经杀菌后

制成保健胶囊，产品便于携带，服用方便。

B(E 制成中药丸剂。将超微粉碎后的林蛙油干品、其它中药粉剂与蜂蜜或蜂蜡等赋形剂

混合后制成丸剂。

BJE 口服液。通过生物技术，将林蛙油中有效成分提取并浓缩，通过营养强化或与其它原

料配伍制成口服液，其服用方便，口感好，吸收好。

B+E 罐头。将林蛙油干品制成一定大小的小块，经浸泡后与其它辅料、溶液混合灌装，密

封后杀菌制成罐头食品，其保藏性好，便于携带，免去了使用前浸泡的不便。

B*E 冲剂。将林蛙油烘干后粉碎成一定细度颗粒，与其它中药或强化剂成分混合后经杀

菌制成冲剂类型，其可以即泡即饮，方便携带和使用。

B’E 饮料。将林蛙油经生物酶解、离心过滤处理后，通过超滤分离，浓缩制成不同分子量

的提取液，可以分别配料制成蛋白饮料和多肽饮料。

BME 化妆品。林蛙油在保健品、饮料、医药中应用已有较长历史，但作为一种日化原料应

用于化妆品中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些提取物已被证明对治疗许多疾病和改善皮肤有效，特

别适于一些功能性低致敏、低刺激的高档化妆品/+0。

!"! 林蛙卵

林蛙春季产卵繁殖，雌蛙排卵后进入生殖休眠，而其它蛙类则没有生殖休眠，因为林蛙

卵的养分和能量非常高，自身损耗异常，必须通过生殖休眠进行调养。蛙卵的外面有一层膜，

含有免疫因子，使一般的细菌无法侵入。蛙卵中含有很高的对人体细胞免疫系统有改善作用

的免疫因子，其含有的孕酮和雌二醇是天然匹配的调理激素，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调节人体

内分泌，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将其加工提取后用于化妆品中，可有效治疗痤疮、褐斑，防止

皮肤粗糙，保持皮肤光泽与弹性。

!"# 林蛙皮

蛙皮主要含有多肽，有人将其称为蛙皮素，它具有抗炎、抗癌、抗衰老的功效。将蛙皮经

过生物处理，提取其中一定分子量的多肽制成杀菌肽，可用作食品保鲜剂和防腐剂/*0。中国

林蛙的皮肤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呼吸功能，这点被一些皮肤美容护理专家所利

用，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用于改善人体皮肤的呼吸和排泄功能。

!"$ 林蛙肉

蛙肉主要指林蛙的两条后腿。林蛙和其它的蛙类不同，林蛙的后腿是整个躯干的 &)J 倍

J+ 吉 林 农 业 科 学 -’ 卷



以上，非常发达，这与林蛙的生活习性有关。林蛙生活在树林里，在丘陵、沟壑的地方较多，其

具有连续跳跃性，这种连续跳跃的运动需要大量的能量。分析表明，蛙肉中含有丰富的三磷

酸腺苷（!"#），还有二磷酸腺苷（!$#），!$# 可转化为 !"#。人体可以直接从蛙肉中吸取

!"#，而不用营养合成，从而有效地增强体能。

蛙肉的利用主要以食用为主，也可制成罐头食品和肠制品等。

!"# 林蛙骨

林蛙的骨密度非常好，含有丰富天然纯正的有机钙和氨基酸，这比加入 %$ 活化的钙要

好，这种钙天然活性，纯正均衡，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利用林蛙骨可加工制成骨泥、骨酱

和骨粉。

!"$ 林蛙脑

最新研究表明，蛙脑中含有丰富的磷脂、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成分，通过深加工可制成营

养强化剂，单独或与其它食物混合食用。据报道，有关专家正在从蛙脑中提取休眠因子，制取

脑白金。

!"% 全蛙粉

将新鲜的林蛙烘干（避免高温），经过超微粉碎制成干粉，在经过杀菌处理，就制成了全

蛙粉。这种全蛙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作为添加剂、强化剂添加到其它原料中。

! 吉林省林蛙开发利用现状

为了提高林蛙的附加值，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公司企业相继开展了有关研究。吉林

农业大学 &’’( 年就研究出风味林蛙油口服液，())) 年又开发出林蛙油软胶囊和软罐头，他

们进行的功能因子分离，已分离出蛙头精、杀菌肽和保湿因子等，进而开发出 &* 种功能性食

品。抚松县华实有限公司与上海医大合作，研究出林蛙精、生命活力胶囊和林蛙油口服液，并

已投产。吉林省农科院长白山研究所与白医大合作，利用林蛙卵提取物作为主要成分，研制

出青春霜，治疗痤疮和淡化老年斑。吉林省农科院农副产品加工中心利用生物加工手段，采

用液晶缓释、类脂质体技术，研制出林蛙油功能性化妆品。通化市林蛙研究所、白山永利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绿色食品工程研究院和泰信达有限公司等数家企业，利用超微粉碎、

超临界提取等技术，生产了林蛙油软胶囊、冲剂、营养液、高活性冰糖林蛙油、林蛙油颗粒、林

蛙精、精油 +,$ 软胶囊和抗衰老剂等保健品、功能食品 () 余种。这些产品在国内特别是在

南方市场上很受欢迎，有的企业产品已大量进入东南亚地区和日本等国外市场。泰信达有限

公司与北京同仁堂联合，利用同仁堂的品牌和网络开辟国内外市场。据统计，加工后的林蛙

增值可达 * - . 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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