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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药物进展
·

天然与合成甜味剂的研究进展及其评价 �下�

郑棣君 丁来英 何继 红

天然甜味剂

人们对合成甜味剂 的种种优虑推动 了寻

找新的天然甜味剂的发展
。

低热能或无热能
、

不 致龋及有保健营养价值的天然甜味剂正在

崛起
,

成为甜味剂 市场中的一支新军
,

并有

占据霸主地位之势
� 。

�
�

甜叶菊中的 武类化合物 来源于菊

科植物甜菊 �� � � � �� � 。�。� � � �� � �� 地上部

分
,

已分离到的甜味化 合物有甜菊试 �� ��
�

� �� � �� � � 和甜叶菊试 �莱鲍迪 试
, � � �� �

�

� �� � �� � � �
、

�
、

�
、

� 及� 等
,

均为 二 菇

类衍生物
。

其中戒 � 甜度最高
,

是甜叶菊中

的甜味代表物质
。

贰 �是提取过程 中 形 成

的新成分
。

这类甜味剂是 目前研究 的 热 门

课题之一
。

甜叶菊 或类甜度 ��� 一� � �
,

甜味

素质与蔗糖相 近
,

但甜味呈现迟
,

后味长
,

并多少带一点青草气味
。

甜菊试类的热稳定

性 良好
,

正 � � � 一 �� 范围内 ��� ℃加热�� 分

钟
,

测定其含量几乎未被破坏
。

体内代谢几

乎不被吸收
,

产生的热能与同量蔗糖比仅为

千 分之一
。

甜菊试不 被 口腔链球菌酵解
,

故

不易造成致龋因素
,

对微生物无营养作用
,

反能抑制细菌生
一

民
。

最近
,

国内曾报道 了甜菊

试类甜味剂预防龋齿病 的动物实验和体外抗

致龋菌 的研究结果
,

证明甜菊糖试验组菌斑

指数明显低于蔗糖组和蔗糖加甜菊糖 组 ��

� �
�

� �� �
按 �

� �� �� �� 法采集患龋青年 牙

面菌斑制备菌悬液
,

测定不同时间 混 合 液

� � 值及有机酸组成与含量
,

甜菊糖与 � �

葡萄糖或 � �蔗糖组比较
,

也有非常显著 的

差异 �� � �
�

� ��
,

这可称是国内对甜菊 贰

类甜味剂无致龋性的最新实验证据 � ’”,
。

本

类甜味剂代糖应用
,

无论对正常人 或 肥 胖

症
、

冠心病
、

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患者均有保

健作用
。

是目前推崇的较为优良的无热能
、

不致龋天然甜味剂
。

目前国内外均已获准作

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

已有商品化生产
,

供应

市场
。

问题是提取物中各种试的含量差异不

易控制
,

分离则较复杂 困难
,

从而造成品质

上的差异尚难克服
。

日本的研究认为
�
甜叶

菊贰� 水溶性好
,

甜度高
,

甜质最 接 近 蔗

糖
,

故可认为试 � 含量高的产 品质量好
。

我

们可以参考这点
,

以试 � 含量控制商品的质

量
。

另外
,

为了改善甜菊试类味质
,

克服苦

涩味及青草臭等
,

日本学者的专利提出了与

其他物质掺合的解决办法
�

加入一定量的单

糖
,

双糖
,

多糖或糖醇 � 加入蛋白质或氨基

酸类物质
,
加入柠檬酸钠

,

海藻酸钠等有机

酸盐
�
加入少量氯化钠或氯化钾等无机盐

。

�
�

甘草柑素 �� �� � � � � � � � �� � 即甘

草酸 �� �� � � � �� � � � � � ��� �
,

从豆科植 物

甘草 �� �� � � � �� �� �  ! � �� �  �� � 及其同属

几种植物根及根茎中提取
,

得率 � � �� �
,

为甘草中的甜味成分
,

甜度约为 �。。
,

作 为

甜味剂使用
,

一般为甘草酸钠盐或按盐
,

单
’

用具甘草特有的后遗味
。

甘草甜素时毒物有

吸附作用
,

在体内代谢水解后产生的葡萄糖

醛酸能与毒物结合
,

故有一定的解毒作用
。

甘草为我国特产的药材之一
,

产量大
,

继续

深入研究
,

开发利用及改善其甜味素质则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
。

日本还从巴西豆 科 植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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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和 �
�

� � �� � �根

中发现了 � 种甜味成分
,

命名为巴西甘草甜

素 �� � � �� � � � �� � 工一万
,

甜度为 �� �
,

收

率约 � �
,

结构与甘草甜素相似
,

为三菇类

衍生物
。 �‘’�

�
�

悬钩子戒 � � � � � � � ��� � � 从蔷薇

科植物掌叶覆盆子 �� � � � � � �� �� � �� � 叶中

提得的甜味成分
,

结构和性质与甜 菊 试 近

似
。

�
。

罗汉果武 �� � � � � � � � �  �� � � 存

在于葫芦科植物罗汉果 �� � � 。 � � � � � � � 。 �
�

� � � � �� �果实中的一种试类成分
,

无色粉末
,

� � �� � � �� � ��
,

甜度 � � �
,

果实中含 量 约

� �
,

结构属留醇类的配糖体
。

�
�

水龙骨柑素 �� ��� � �� � 从蔽 类

水龙骨科植物欧亚 水 龙 骨 � � � �� � � �� � �

� �� � �� � � 根茎分离出来的甜味成 分
, � �

�� � � � � � ��
,

甜度高达 �� � �
,

但含量低
,

约

为。
�

�� �
,

结构具街体类骨架
。

�
�

蛋 白类甜味剂 从西非产 的防己科

植物 � �� � � � � � � � � � ��� � � � � � �� �� � 的

成熟浆果中提得的水溶性蛋白质一莫尼糖蛋

白 �� � � � ���� �
,

甜度 � � � �
,

分子量 �� � � �
,

性质较不稳定
, � � 值的改变和高于 �� ℃ 时

可被破坏
,

甜味消失 � 竹芋蛋白 �� � �� � � �

�� � � 也是西非产的竹芋科植物 � � � � � � ��
�

� � � � � � � �� ����果实中的一种蛋白 成 分
,

甜

度 �� � �
,

分子量 �� � � �
,

甜味 口感较好
,

性质

比莫尼糖蛋白稳定
。

上述各种天然甜味成分绝大部分我国有

资源
,

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

开发 天 然甜 味

剂
,

并进一步研究提高甜度
,

改善甜味素质

是很有前途的
。

半合成甜味剂和甜味增效剂

�
�

甜菊戒�
�

甜菊贰类和糖类 或 淀

粉得合的水溶液中
,

在
“ 一

或阶 �
, �葡萄糖 基

转移酶作用下
,

生成甜菊试的 � 一

或 卜葡萄

试一甜菊试 �
� ,

使水溶性和甜度增加
,

味质

改善
。

�
�

甜茶内醋 �� � � ��� � � �� �� � 绣球

科小灌木甜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叶中所含成分本身 不 具

甜味
,

叶片经揉搓和干燥过程中
,

经发酵使

甜茶素水解
,

失去结合的搪
,

得到 甜 茶 内

醋
,

成为甜度为� �� � � �� 的甜味物质
。

该物

质分子中具酚羚基
,

有一定的防腐作用
。

�
�

天冬甜肤 前已所述
,

天冬甜肤本

身是一种优 良的甜味剂
。

当它和其他甜味剂

混合 �如与糖精混合 �
,

则混合物的甜度会

超过两种成分中任何单独一种
,

而且具有水

果风味
。

由此可见
,

天冬甜肤似乎还是一种

甜味增效剂
。

�
�

麦 茅酚 据报道
,

�� 份糖加 �
�

� � 份麦

芽酚甜度与103 份糖相 当
,

但并没有麦 芽 酚

的味道
。

麦芽酚还有掩盖天然苦味物质如苦

艾
、

龙胆
、

啤酒花和可乐果的苦味的能力
。

因此它是较好的甜味增效剂
。

5

.

二氛查尔酮类 (d ih y d
ro e h a lc o n es)

由植物(如柑桔幼果及果皮)中的二氢黄酮贰

类 (如抽试
、

新橙皮试等)本身为无甜味 的物

质
,

在碱性条件下开环再经氢化而成为甜度

10 0一 2000不 等的甜味剂
,

至今已发现的具甜

味的二氢查尔酮类有抽贰二氢查尔酮 (甜度

100)
,

新橙皮贰二氢查尔酮 (甜度950) 4

一乙氧基新橙皮贰二氢查尔酮 (甜度 1100 )
,

4 一丙氧基新橙皮试 二 氢 查 尔 酮 (甜 度

2000 )
,

橙皮素二氢查尔酮葡萄糖试 (甜度

100 ) 等
。

6

。

紫苏醛肪 由唇形科植物紫苏 (P
e-

rilla fr。 t e s c e n s ) 茎叶挥发油中主要成分

紫苏醛用化学方法肪化制得
。

熔 点 102 ℃
,

甜度高达2000
,

40 年代 日本 曾用作蔗糖代用

品
,

后发现具一定毒副作用
,

而不 再 供 食

用
。

(
l :

)

其它甜味剂 最近报道西德法兰克福赫

希斯特公司研制生产了一种无热量的糖替代

品
,

商品名S
un etle ,

甜度大 于 200 ,

美 国

F D A 声称
,

这种甜味剂是安全的
。

可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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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口香糖
、

固体饮料
、

速溶咖啡
、

速溶茶
、

糕点和非乳制奶油替代品中干添加剂 (
‘ 3

)
。

综上所述
,

从甜味剂的来源
,

可将其划

分为天然甜味剂和人工合成甜味剂两大类
。

甜味剂的发展史经历 了从糖类天然甜味剂 ,

合成甜味剂 , 新 的非糖天然甜味剂和半合成

甜味剂的过程
。

它的发展过程和
“

人类要回归

大自然
” 的呼声相吻合

。

综观当 今甜味剂的

发展趋势
,

含高热能的单糖和双糖类食糖的

使用范围 日趋缩小
,

开发无毒
、

安全
、

低热

能而且具有优良的味质的天然甜味剂
,

并根

据天然甜味剂 的化学结构
,

从构 效 关 系 入

手
,

进行结构改造
,

发展成为高甜度优味质

的半合成甜味剂看来是事半功倍的好途径
。

国内学者提出
:
我 国当今应发展天冬甜肤和

麦芽糖醇 的商 品化生产
‘“

) ; 日本学者以
“

第

三代新型糖类制 品
”
为标题 强调了甜味剂向

无热能
、

并具多种保健功能方向发展的潮流
,

如例
,

从大豆壳和植物纤维素酵解开发出来

的大豆低聚糖和木低聚糖
,

既有一定甜度
,

但难于被人体吸收
,

不产生热卡
,

而且还能

促进肠道有益细菌群的增殖
,

有保健作用
。

( “)这些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

我们应根

据国内实际情况
,

着重从自然资源中开发更

完美的天然甜味剂
。

致 诱
’

本文及其文 中引用的外文 资料 由

忘 鹤鸣副教授修改和校时
.
张紫洞教授给予

指导和审阅全 文
,

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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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遥丸制备与治疗乳腺病的临床研究

药剂科

解放军 230 医院

门 诊

苏景福

陈丙 文

年 冲

肖泳南

陈明捷

赵新生

史晓莉

我院自1972年以来开始应用自制的消遥

丸治疗乳腺病526 例
,

其中经门诊随访 观 察

402例
,

有效率94 %
。

消遥丸治疗乳腺病 的

特点是
:
本方剂全部由中草药组成

,

长期服

用无毒付反应发生
,

而且治愈 率 高
,

复 发

少
,

效果满意
。

一
,

处方组成

柴胡5009
,

当归 500 9
,

炒白术5009
,

获

菩5009
,

白芍500 9
,

甘草4009
,

薄荷1009
。

二
、

配制
、

用法和用盆

将以上药物混匀
、

粉碎
,

过 100 目 筛 后

炼蜜为丸
,

每丸重 9 克
。

每日服三次
,

每次

服一丸
,

温开水送下即可
。

30 天为一疗程
,

共需 3 一 6 个疗程
, 一年后观察疗效

,
并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