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营科技 2017 年第 7 期 科技论坛

生姜中提取姜辣素的研究进展
问娟娟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摘 要：生姜是作为药食两用的资源之一，在中国常作为保健品。生姜中的姜辣素不仅具有抗氧化作用、还具有抗菌作用以及消炎

止痛作用，在食品领域、医药领域、化妆品领域等方面应用广泛。阐述了姜辣素的应用及常用提取方法，并对生姜中姜辣素的提取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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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作为姜科植物姜的鲜嫩茎，通称生姜，属于多年生草本宿
根植物。我国卫生部将生姜规定为药食兼用资源[1]。姜辣素作为生
姜中辛辣物质的重要成分，其组成和含量对姜及姜加工品的食用
口味、品质和药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姜辣素是混合物，它主要是
由姜酚、姜酮、姜脑等多种具有辣味物质成分组成的。其具有良好
的抗氧化作用、抗菌功效及营养保健作用，在食品领域、医药领
域、化妆品领域等行业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对姜辣素的研究具
有深远的意义[2，3]。
1 姜辣素的应用
1.1 食品领域

姜辣素是生姜中多种辣味物质的总称。姜辣素在食品领域主
要是作为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配制香精，有句古话说得好“姜还
是老的辣”。人们通常用其作为辛辣的调味品。
1.2 医药领域

目前研究已经证实了姜辣素具有降三高、抗氧化、消炎镇痛
等广泛的药理作用[4，5]。姜辣素的抗氧化作用主要体现在肉类保鲜
和油脂等食品的防腐方面[1]。临床研究表明姜辣素可减轻、消除牙
痛。对偏头痛，尤其是发作前期或缓解期脑血流速度增高的偏头
痛有明显的缓解作用[6]。
1.3 化妆品领域

姜辣素被证实已经被应用到洗护方面，具有防脱固发的功
效，姜辣素通过促进血液的循环，使头皮新陈代谢加快，毛囊组织
活化，最终强化发根，并刺激生长出新的优质的发丝。
2 姜辣素的几种重要的提取方法
2.1 溶剂提取法

溶剂提取法是根据生姜中各种成分在不同溶剂具有的溶解
能力不同，选择一种溶剂，对于有效成分溶解度很大大，而对于杂
质溶解度很小，甚至几乎不溶，通过煎煮、渗漏、浸渍、回流等合适
的方法使有效成分被溶出的一种方法[7]。溶剂提取法的成本较低、
操作简单且提取完全，但产物中脂肪油和树脂等杂质较多，加大
了后续分离纯化的难度，渐渐的被其他方法所取代[8]。
2.2 超声波提取法

超声波提取法是借助超声波辐射压强所产生的空化作用和
热效应来加速有效物质的溶解和扩散[9]。杜秋叶[10]采用超声波辅
助提取法提取生姜中姜辣素的最优条件：溶剂为无水乙醇，料液
比1：16，超声波处理时间30min，处理温度60℃。在该条件下姜辣
素最佳提取浓度为16.1ug/mL，提取率可达25.8%。此方法具有用
时较短、产率较高、副产物少且耗能低等优点，此外物质的结构
一般不容易被破坏。故而，近些年在植物活性成分的提取方面应
用非常之广，但在实际生产应用中超声波所产生的噪音问题仍有
待解决。
2.3 微波提取法

微波辅助萃取法原理为利用产生的高频电磁波快速到达细

胞的内部，使细胞壁破裂，从而溶解流出有效成分。汤秀华[11]用无
水乙醇作为溶剂，90：1（mL/g）的液料比、80目的姜粉、100s的提
取时间、220W的提取功率，利用微波辅助萃取从生姜中提取姜辣
素，提取率可达到1.989%。此方法相与传统方法相比，具有较高
的选择性、良好的的生物活性、较短的时间以及较少的排污量等
优点[12，13]。目前主要应用于食品和天然产物提取等相关领域。
3 展望

姜辣素作为生姜中重要的成分，由于具有独特的化学组成及
性质应用极为广泛，尤其是在医药方面。所以提取生姜中的姜辣
素非常有价值，目前有多种提取方法，但都各有利弊，可以根据姜
辣素的应用领域选择合适的提取方法，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成本，
还可以使姜辣素得到更好的应用。在提取姜辣素的同时，如果有
其他高附加值的副产物产生，如氨基酸、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这
样可为工业化大生产中的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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