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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甘草资源及其加工利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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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我 国 甘 草 资 源 的 分 布 利 用 、甘 草 化 学 成 分 、药 理 作 用 以 及 甘 草 在 各 行 业 中 的

应 用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论 述 。 对 我 国 甘 草 资 源 的 综 合 利 用 所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今 后 的 发 展 方 向 提 出

了 一 些 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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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0/112345&属于豆科甘草属灌木状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植物 资 源 ，

它分布区域辽阔、储量丰富和用途广泛，在国内商品市场和对外贸易上占有一定的位

置。广泛的应用于医药、食品和日用化工等领域，茎叶可作为优质牧草应用于畜牧业。同

时，甘草也是荒漠、半荒漠地区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和防风固沙的重要植物。我国甘草资

源丰富，除了野生资源外，目前还有大面积的人工栽培。因此，开展甘草的深加工，使甘

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增加资源的附加值，前景十分可观。

! 我国甘草资源分布概况

世界甘草属植物有 (6 种 $ 个变种，我国有 "78") 种 # 个变种。我国甘草种类 主 要

为乌拉尔甘草、光果甘草和胀果甘草。乌拉尔甘草是我国甘草资源分布最广泛的一种，

从东北的黑龙江、辽宁、吉 林 ，华 北 的 河 北 、山 西 、内 蒙 古 ，西 北 的 陕 西 、甘 肃 、宁 夏 、青 海

直到新疆的拜城均有分布。主产区在宁夏、甘肃及内蒙古。新疆多为胀果甘草，其次为光

果甘草，其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分布广，蕴藏量大，甘肃的部分地区也有分布；除以上所述

种类外，还有分布在新疆等地的黄甘草、膜荚甘草、落果甘草和园果甘草等；近年来在光

果 甘 草 中 还 发 现 了 一 些 新 变 种 ，如 密 腺 甘 草 和 疏 小 叶 甘 草 ，都 具 有 药 用 价 值 ；另 外 在 我

国 云 南 、山 东 和 四 川 等 地 也 有 少 量 野 生 甘 草 分 布 ，在 东 北 及 内 蒙 古 、河 北 一 带 还 有 一 种

刺果甘草分布，其药用价值差。长期以来，野生甘草资源遭到大肆采挖和开垦荒地的破

坏，使野生甘草的面积减少 7%9，储量减少 )%9，野生资源面临枯竭。为解决资源枯竭问

题 ，目 前 内 蒙 、新 疆 和 吉 林 等 地 已 经 建 立 了 大 面 积 人 工 栽 培 的 甘 草 基 地 ，为 甘 草 的 加 工

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

" 我国甘草资源利用概况

我国甘草资源丰富、储量高、品质优良。据统计资料表明，建国初期全国甘草储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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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万 %，由 于 近 几 十 年 的 滥 采 乱 挖 和 大 面 积 垦 荒 ，现 有 甘 草 储 量 已 下 降 到 $"#
&" 万 %。随着甘草开发利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市场的需求量和出口量急剧增长。据不完

全统计，’($$ 年国内市场销售量为 ) """ %，出口 $"" %，而到 ’(&( 年收购总量近 ’" 万 %，
国内销售量也上升到 ’*+ 万 %。目前我国每年的需求约 ) 万 %，出口也在 持 续 增 长 ，韩 国

自 ’((" 年以来，每年从我国市场转口购进甘草原料 ! """ %，美国制药、烟草和食品工业

每年从我国进口甘草上万吨。日本、韩国、东南亚和西欧等一些国家及港澳台等地市场

需求量较大，年需一级品甘草 $"#+" 万 ,- 左右，而我国只能供应其用量的 ."/，缺口较

大。这是甘草身价倍增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一些大的食品、医药企业都建立了自

己的大型人工甘草栽培基地，用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 甘草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各行业中的作用

!"# 化学成分

甘草的化学组成极为复杂，根和根茎中含有多种三萜皂甙，甘草甜素为甘草酸及其

钾、钙盐，它是甘草的甜味成分。甘草甜素是由 ! 个分子葡萄糖醛酸与甘草冷酸结合而

成的，其中甘草次酸是甘草甜素的皂苷配基，也是甘草甜素的有效活性成分之一。甘草

酸是 ’+!0甘草次酸的二葡萄糖醛酸甙。甘草中还含有结构与甘草甜素类似的两种新的

三萜甙 102 和 103。103 是欧甘草酸的二葡萄糖醛酸甙，102 的结构尚在研究。甘草根

中还含有 !40羟基甘草次酸、甘草次酸甲酯和甘草内酯等活性成分。甘草还含有多种黄

酮类化合物以及甘草醇、异甘草醇、甘草苯并呋喃5有抗菌活性6、芒柄花黄素、甘草西定、

甘草利酮和甘草新木脂素5为抗菌有效成分6，此外甘草中还含有香豆精类及多种氨基酸

等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作为甘草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甘草甜素具有解毒、抗龋齿、抗炎症等功能。甘草次

酸有溶血作用，同时也具有抗炎症、抗过敏和抗消化道溃疡等功能。甘草酸、甘草次酸具

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作用，能减少尿量及钠排出，可用于解毒、抗炎、镇咳、抗肿瘤、抗溃

疡和抗菌等。近年来的药理研究发现，甘草酸及甘草次酸类药物尚具有防止病毒性肝

炎、高血脂症和癌症等疾病。日本学者对甘草甜素、甘草次酸的抗病毒、抗癌活性进行筛

选，表明甘草甜素对爱滋病病毒具有抑制增殖作用，甘草次酸对骨髓瘤及腹水肝癌均有

抑制作用。

甘草中黄酮类物质是甘草中另一类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在甘草抗 溃 疡 和 解 痉 挛

等 生 理 功 能 中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甘 草 黄 酮 类 还 具 有 抗 氧 和 抑 菌 作 用 ， 日 本 的 7890
:;<9=;>? 等报道，甘草香豆酮对根霉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同时具有抗氧性；国内吴仲礼等

研究表明，异甘草素为既有抗氧活性又有抗黑曲霉活性的有效成分。日本的研究表明：

甘草素、异甘草素、甘草甙、异甘草甙是抗爱滋病5@AB6的 有 效 成 分 。 甘 草 类 黄 酮 还 可 减

轻 CCD4 所致的肝坏死，其保护作用可能与其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

甘草中还含有较为丰富的甘草多糖，它是甘草中的一种抗病毒成分。近年来有人用

甘草多糖（1E7）初筛 & 种病毒，发现它对其中的 4 种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有关甘草多

糖分离提纯、结构分析以及生理功能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 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甘草地上部分茎叶繁茂，是优质豆科饲用牧草，甘草含有粗蛋白 ’)*’&/、粗脂肪

4*+"/、粗纤维 ’&*’(/、粗灰分 $"*$)/、无氮浸出物 .*($/、钙 "*./和磷 "*!"/，营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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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丰富。甘草的品质决定于晒草的质量。甘草叶和茎内营养物质含量差异较大。据报道，

叶 片 约 占 全 株 的 !"#， 叶 比 茎 蛋 白 质 含 量 高 $%&’( 倍 ， 脂 肪 高 $%)’$%* 倍 ， 纤 维 素 少

$%&’( 倍。因此，在晒制甘草时，应尽量减少叶片脱落。

甘 草 在 青 绿 期 茎 叶 内 含 有 很 多 单 宁 +高 峰 时 可 达 *%)#,和 有 粘 腻 的 蜜 或 蜜 露 ，草 食

家畜放牧时不愿采食。立秋之后，单宁含量减少，茎叶表面粘腻的蜜露也少了，提高了适

口性，放牧家畜采食量也随之增加。所有家畜都喜欢吃晒干了的甘草茎叶，尤其是甘草

和其它禾本科、豆科牧草混合后的干草草粉，育肥牛、羊增重效果更为显著。

!"# 甘草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甘 草 甜 素 的 甜 度 是 蔗 糖 的 &" 倍 ，在 食 品 工 业 上 可 用 于 制 造 蜜 饯 及 口 香 糖 ，其 甜 味

持 久 ，香 甜 浓 郁 ；巧 克 力 糖 中 加 入 甘 草 甜 素 既 能 强 化 可 可 粉 的 特 有 香 味 ，还 可 减 少 可 可

粉用量近 (&#；日 本 及 东 南 亚 等 国 还 普 遍 用 于 酱 油 、酱 菜 及 调 味 品 中 ；在 面 包 、蛋 糕 、饼

干等食品中的应用，有疏松增泡，增加柔软化等效果；在啤酒中加入甘草甜素，可除去苦

涩 味 ，调 节 啤 酒 的 浓 度 和 颜 色 ，使 啤 酒 泡 沫 丰 富 持 久 而 更 有 风 味 ；甘 草 加 入 性 烈 的 甜 酒

中，能增加酒味中的香度；在咖啡中加入 "%&#的甘草酸，会使咖啡味道更为纯正 。 从 甘

草中提取的天然抗氧物质，用做油脂和含油脂食品的抗氧剂，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甘

草甜素作为食品添加剂，甘草集甜味与保健于一身，是十分有前途的天然保健食品添加

剂。

!"$ 甘草在烟草工业中的应用

在 香 烟 中 添 加 甘 草 ，可 降 低 或 缓 解 烟 毒 ，缓 和 烟 草 对 人 体 的 毒 害 ，还 可 使 香 烟 的 口

感更好，烟雾清香。美国一半以上的甘草用于香烟配料；日本成功地研制出用甘草组织

培养液生产烟草代用品，此种香烟不含尼古丁，烟焦油含量极微，其味芳香柔和。

!"% 甘草在日用化工业中的应用

甘草皂甙可活化皮质甾类化合物 +抑制代谢酶,，间接的增强皮质甾类化合物的作

用。与皮质甾类化合物相比，甘草提取物的抗炎症作用比较缓和，长期使用不会产生副

作用。日本化妆品制造业利用甘草的抗炎和助溶特性，研制多种爽感、透明、粘着性及生

理效应均极佳的化妆品，取得了世界专利。甘草提取物可以使用于膏、霜、水、露、乳液、

奶类和蜜类等所有化妆品，它可以中和或减低化妆品的有毒物质，也可以防止有的化妆

品的过敏反应，更适用于高级发用或肤用化妆品中。甘草还是淋浴液的最佳中草药原

料。欧美有的国家利用甘草的抗炎、解毒作用，制造牙膏、口腔洗漱液和口腔含片等，具

有无毒、无刺激、杀菌洁齿和香甜多泡等特点。

!"& 甘草在轻工业中的应用

甘草根和根茎浓缩的浸渍液可以作为灭火器中的起沫稳定剂，也可用来制造墨汁、

皮鞋油，印染业利用其渗透作用可使染色均匀、艳美。在利用后的甘草渣中有大量纤维，

能用来造纸、制造人造板和绝缘板。

!"’ 甘草在水产养殖业中的应用

甘草醇是从甘草中提取的一种化学物质，在鱼类饲料中添加甘草醇，鱼类血细胞比

容 和 血 清 蛋 白 量 有 增 加 趋 势 ，而 反 映 肝 功 能 状 态 的 -./ 0 -1/ 指 标 比 例 下 降 ，可 明 显 改

善肝脏功能。此外，溶菌酶活性、补体价、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凝集抗体价等 ) 个与免疫有

关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说明甘草醇可显著增加鱼体的免疫力。

!"( 其它方面的应用

生产甘草浸膏或甘草酸铵后的废渣，经处理后可用于食用菌培养基和肥料等。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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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杀虫药用的可湿、扩散和粘着剂。刺果甘草纤维素含量高达 !"#，因此其地上部分

有望作为造纸原料而被利用，应用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我国甘草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野生资源，加大人工栽培

我 国 甘 草 商 品 生 产 历 年 来 仅 靠 采 挖 野 生 资 源 ，年 年 掘 根 ，又 不 注 意 保 护 野 生 资 源 ，

使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要不断满足人类对甘草需求的增长，除了必须有计划地合理采挖

野生甘草资源外，加大人工种植力度势在必行。

!"$ 提高甘草人工栽培技术

目前甘草人工栽培技术的研究水平较低，应探讨丰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甘草种子

种皮坚硬，发芽非常困难，自然出芽率不足 $%#，因此，除选用嫩的饱满的种子确保较高

的 出 芽 率 外 ，还 应 对 种 子 进 行 处 理 ，如 采 用 硫 酸 拌 种 和 碾 破 种 皮 法 处 理 甘 草 种 子 ，以 提

高种子的出芽率。人工栽培甘草生长周期长，一般种植后 & 年才能采收，应研究如何缩

短甘草生长周期，提高人工种植的经济效益。

!"% 改良甘草原有品种

生物技术的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加强研究力度。如利用植物细胞组织培养技

术 ，诱 导 出 发 状 根 ，利 用 发 状 根 培 养 物 来 生 产 有 用 的 活 性 物 质 ，如 甘 草 甜 素 和 黄 酮 类 物

质，筛选出优良品种，以提高甘草的质量。

!"! 发展精深加工技术，增加经济效益

由于国内深加工技术水平匮乏，目前甘草主要以原料或半成品形式被日本、美国等

发达国家购买，经济效益极低，如能将甘草中的有效成分分离、提纯，制成高纯度的甘草

甜素’目前国际市场上每吨甘草甜素的价格高达 ()*" 万美元+、甘草次酸和黄酮类物质，

而甘草甜素、甘草次酸类药物又可与生物碱、抗生素和氨基酸等复配获得具有多种药用

功能的衍生物，经济效益则会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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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 页 $别要把大豆磷脂、抗氧化剂、异黄 酮 、核 酸 和 低 聚 糖 等 高 科 技 含 量 和 高 附 加

值 的 产 品 开 发 作 为 重 中 之 重 ，尽 快 取 得 突 破 ，带 动 大 豆 产 品 系 列 开 发 ，进 而 振 兴 大 豆 产

业。

!"#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促进大豆产业化经营健康稳步发展

抓好大豆生产和加工的衔接，是实现大豆产业化经营、振兴大豆产业的关键。目前，

虽然大豆加工企业与基地农户签订了订单合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豆生

产的发展，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加工企业供种，一定要保证种子质量，企业

供种应由当地种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防止种子混杂或以商代种，高价出售等现象发

生；二是政府要加强领导，搞好服务，提高大豆订单履约率。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

大豆订单履行情况的检查与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促使大豆生产和加工企业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振兴吉林省大豆产业。

!上 接 第 %& 页 $
本次试验经济效益最好的日粮是 玉 米 酒 糟 型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每 头 牛 增 重 收 入 是 !

!"#$#% 元，其次是玉米秸 饲 料 块 型 ，每 头 牛 的 增 重 收 入 扣 除 饲 料 成 本 为 "&#$!! 元 ，最 差

的是青黄贮玉米秸型，每头牛扣除饲料成本为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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