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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近年来大豆皂试研究现状
,

如大豆中皂贰的存在部位
,

皂贰的主要类型
,

大豆皂贰对

动物体内物质代谢的调节作用
,

大豆皂贰含量测定及在大豆种子发育
、

萌发过程中的含量变化等
。

在皂成关化合物中
,

人参皂贰
,

绞股蓝皂贰的概念
,

己为人们所熟悉
,

而对 大 豆 皂 贰

( s o y as a p o in sn )知之甚少
,

即使在学术界
,

我国对大豆皂贰的研究报道也极罕见
。

事实上
,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
,

大豆皂贰是具有潜在开发应用价值的天然生理活性物质
,

它很可能被开

发成为治疗心血管病的药物和食品
、

化妆品添加剂
。

1 大豆皂试的生理功用和药用价值

大豆皂贰的生理功能尤其是对人类健康有益的生理功能
,

是近些年才被人们所认识的
。

19 8 3年
,

日本学者 K it “ g a w “ 等〔 1〕发现
,

大豆皂 贰可以抑制血清中脂类氧化
,

抑 制 过 氧 化

脂反的生成
,

并能降低血清中胆固醇的含量
。

此后
,

O h m in a m i等 〔 2 〕也进一步证 明大豆皂

试具有抗脂质氧化和降低过氧化脂质的作用
,

且能抑制过氧化脂质对肝脏细胞的损伤
。

K u -

be 等〔” 〕研究了 w i s t er 雄鼠体内注射埃希氏杆菌属 E s c h er i o h ia c ol i
.

内毒素和凝血 酶条件

下大豆皂贰的作用
,

发现大豆皂贰可抑制血小板和血纤维蛋白原的减少
,

抑制该内毒素引起

的纤维蛋白的聚集
,

也可抑制凝血酶引起的血栓纤维蛋白的形成
,

表明大豆皂贰具有抗血栓

作用
。

K u b 。进一步研究指出
,

在离体条件下不同种类大豆皂贰 (大豆皂贰 I
、

亚
、

I
、

A 、

A
:

)及总皂贰 (各种皂贰混合物 )都可以抑制纤维蛋白原向纤维蛋 白的转化
、

而且大豆皂贰 I
、

l 还可以激活血纤维蛋白溶酶系统
。

K a w a h 。一 T a k a h as h i等以〕通过长期临床观察
,

发现大

豆皂贰具有减肥作用
,

对治疗肥胖症有一定疗效
。

19 8 9年 N a k as h i m a
等报道〔 5〕大豆皂贰对

人类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和细胞生物学活性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我国科学家对大豆皂贰的研究较晚
,

近年来白求恩医科大学率先在国内开展 了这方面的

研究
。

江岩等〔“ 〕以离体培养的w i s t er 大鼠心室肌细胞作实验材料
,

发现大豆皂贰可 以 抑制

自由基对绍袍膜 的损伤作川
。

王银萍等〔 7 〕在大豆皂贰和人参皂贰的对比实验中进一步证明
,

大豆皂贰能减轻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
,

主要是通过调节代谢
,

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 D )的

含量
,

降低脂质过氧化物浓度
,

从而降低或消除自由基等
。

王银萍等〔幻还以糖尿病大鼠作实

验材料研究大豆皂贰对胰岛素水平的影响
,

发现肌肉注射大豆皂贰能降低糖尿病大鼠血糖
、

血小板聚集率 以及 T X A : ,
P G I :

值
,

提高胰岛素水平
。

郁利平等〔幻的研究表明
,

将大豆皂贰

经 口给予小鼠后
,

可明显促进刀豆蛋白 A和 L P S对小鼠脾细胞的增强反应
,

能明显 增 强 脾

细胞对 I L 一 2的反应性
,

增加小鼠脾细胞对 I L 一 2的分泌
,

并明显提高N K 细胞
,

L A K细胞
,

L A K 细胞毒活性
,

从而表现出大豆皂贰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
。

但也有少数研究结果指 出
,

大豆皂贰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
,

日本学者 K i m u r a 等〔 10 〕曾报道
,

长期以大豆作饲料 饲喂小

鼠可引起 甲状腺肿大
。

通过与其它饲料成分分析对 比
,

检测出大豆中的特异成分
,

其中包括

大豆皂贰元
。

以此作者认为大豆皂贰是导致甲状腺肿大的原因之一
。

.

A d d r e s s :

W
a n g Z h a n g e u n ,

Z h e tt g z h o u C o l l e g e o f L i g h t I n d u s t r y
,
Z h e n g z h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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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

我国学者李建华等〔王l 〕在研究中曾发现 向大鼠侧脑室注射大豆皂贰可以提高

血压
、

加快心率
。

进一步应用 a 一型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剂酚妥拉明及卜型肾上腺素受 体 阻断

剂心得安研究大豆皂贰作用机制认为大豆皂贰的升压和加快心率作用可能分别有外围 a 和 日

肾上腺素使神经活动加强引起
。

大豆皂贰并非单一组分
,

它含有多种化合物
,

其构成和结构略有区别
。

这也许是上述实

验结果不太统一的原因之一
。

可见
,

对大豆皂贰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

应视不同的皂贰种类

区别对待
。

2 大豆皂试的结构
、

组成及其存在形式

大豆皂贰是由三菇类 同系物 (称为皂贰元 )与糖 (或糖酸 )缩合形成的一类化合物
。

大豆皂

贰中糖类有葡萄糖
、

半乳糖
、

木糖
、

鼠李糖
、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醛酸等
。

皂贰元与糖的结合

构成了多种皂贰
,

而大豆皂贰中主要有 5种〔 1 2一 1幻
,

分别是大豆皂贰 A , 、 A :
和大豆皂贰 I

、

I
、

l
,

其结构式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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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的结构

由此结构可知
,

A组皂贰 (事实上 包括大豆皂 贰 A l ~ A 。
)和 B组皂贰 (事实上包括大 豆 皂

贰 I ~ V )的皂贰元只有较小区别
,

但 2组皂贰的糖链明显不 同 ( A组为双链
,

B组为单链 )
。

除此之外
,

K i t a g a w a等c2 0, “ l 〕最早发现有 乙酞化大豆皂贰 A ,~ A
。 ,

其 乙酞化 部 位基

本一致
,

其中存在最为普遍的是 乙酸化大豆皂贰 A l和 乙酞化大豆皂贰 A
` 〔22 一 2们

3 大豆皂试含 t

大豆皂贰具有辛辣和苦味是大豆制品不 良苦味和涩感的主要原因
。

从制造优质味美大豆

制品角度和大豆皂贰作为药物开发利用角度出发
,

科学家们对大豆皂贰含量测定做了大量工

作
.

F e n w i c k和 O a k e n f u n c 2 5〕分析了20 多种豆科植物种子或叶子的皂贰含量
,

发现 含 量最

高的是首蓓芽
,

皂贰含量为 8
.

7% (干基 )
,

鹰嘴豆中为 5
.

6%
,

大豆中为 4
.

吟`
。

P ir ce 等〔 2 6〕

分析了 14 种豆类种子皂贰含量
,

其中大豆中皂贰为 0
.

65 纬
,

鹰嘴豆中为 0
.

23 %
,

菜豆 中 为

0
.

35 纬
,

红花莱豆中为 0
.

34 %
,

青刀豆中为 0
.

41 %
,

黄豌豆中为 0
.

11 %
。

与 F er n w ic k 的结

果相 比
,

P r i e e的数据要低的多
。

K i t a g a w a等〔 2 7
,
2 8〕利用薄层层析 (T L C )和高压液相 色 谱

( H P L C )技术分析了不 同来源大豆中的皂贰含量
,

指出美国
、

加拿大
,

中国大豆的皂贰含量

分别为 0
.

28 %
、

0
.

25 %
、

。
.

3 2 %
,

日本产不 同大豆品种的
一

皂贰含量为 0
.

” % ~ 0
.

28 %
,

其中

大豆皂贰 I 和大豆皂贰 A ;所 占比例相当大
。

也有报道指出
,

在 日本国土种植的几个大豆品种

中
。

皂贰 I 的含量都很高
,

它们是
: :界;利

I

M o s h i d o u G o n g一 5 0 3 件
,

的含量为 2
.

0 1 %
,

K e l o -

·

6 0 8
·



u r i
r
卜

,
含量为 0

.

6%
,

S a k a o a m i一 2中为一 9 %
,

Sh a k u j o 中含量为 1
.

8 %等亡Z d〕
。

不同作者的分析结果相差较大
,

除了选材不同 (品种
、

产地及栽培条件 )原因之外
,

主要

是他们所用的分析方法不一样
。

纵观所报道的研究方法和笔者的实验体会
,

认为
,

分析材料

经脱脂后采用乙醇 (或甲醇 )提取
,

正丁醇提取
,

再用高压液相色谱仪内标法测定皂贰种类和

含量
,

分析结果较可靠
,

·

而采用硅胶薄板层析显色后测定各层析斑点的光吸收值或分析材料

经 乙醇 (或 甲醇 )提取后直接作高压液相色谱分析
,

所得数据普遍偏高
。

大豆种子各部位中皂贰含量也是人们更感兴趣的
。

如果大豆皂贰集中存在于某一部位尤

其是胚轴和种皮中
,

人们就既可充分提取大豆中的脂肪和蛋白质
,

又可方便地提取胚轴中或

种皮中的大豆皂贰
,

使大豆皂贰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
。

Sh i m o y o m a d a 〔 2`〕研究指出
,

大豆

胚轴中皂贰含量较高
,

是子叶中皂贰含量的 8~ 15 倍
。

S h ir ia w a 等〔 2” 〕对数百个大豆品 种 的

分析表明
,

大豆胚轴中皂贰含量为 0
.

62 % ~ 6
.

12 %
,

均远远高于子叶中的皂贰含量
。

T a in 一

y a m a
等〔17 〕对来自美国

、

中国和 日本北海道等 18 个大豆品种的分析结果
。

旨出
,

在 大豆 胚 轴

中
,

A组皂贰的含量为 1
.

25 %~ 1
.

46 %
,

B组皂贰含量为 0
.

42 %~ 。
.

52 %
,

而在子叶 中
,

A

组皂贰含量只有 0
.

07 %~ 0
.

09 %
, B组皂贰含量为 0

.

14 %~ 。
.

18 %
。

尽管这些分析数 据不尽

相同
,

但有共同的结论
:
大豆胚轴中皂贰含量远远高于子叶的含量

。

至于大豆种皮中的大豆

皂贰含量
,
T a in y a m a 〔 17 〕曾指出

,

种 皮几乎不含皂贰成分
。

除此之外
,

尚未见其它文献报道
。 `

大豆中皂贰含量并不是稳定不变的
。

在大豆种子发育过程及种子萌发过程中
,

其皂贰含

量和皂贰成分发生复杂变化
。

S h i m o y a m a da 〔29 〕曾进行研究
,

发现在大豆开花后
,

胚轴中

皂贰百分含量增加较快
,

达到最高值 (约开花后 5 d0 )后
,

其百分含量又随种子的发 育呈降低

趋势
,

但以绝对量计
,

开花 5 d0 左右达到最大值
,

至种子成熟时
,

其重量 保持稳定
。

子叶中

皂贰含量变化趋势与胚轴中相似
,

但其百分含量却低得多
,

每个子叶中所含皂贰 重 量 与胚

轴中皂贰重量相当
。

S ih m o y a m a d a指出
,

子叶中含大豆皂贰 l
,

而胚轴中没 有 此 组分
。

在种子萌发过程中
,

大豆中皂贰含量会在成熟豆皂贰含量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

萌发后第
8天即达最高值

,

一般为原含量的 1
.

5倍
,

幼芽中大豆皂贰 I 的含量可达种子含量 的 7 ~ 2J 倍

(有光照时含量增加明显 )
。

但在子叶中皂贰 I 的含量增加甚微〔30 〕

大豆皂贰主要集中在胚轴和大豆种子发育及萌发过程中皂贰含量变化提示人们
,

大豆中

的皂贰可能并不是简单的次级代谢物
,

而是对大豆具有重要生理意义的化合物〔 23〕 ,
S ih r ia w a

指出
,

A 组皂贰成分是由大豆细胞中显性的等位基因控制的〔 ” 1〕
。

4 大豆皂试开发应用前景

大豆皂贰对动物及人体生理代谢有益的调节作用及其在大豆胚轴中的集中存在
,

为其开

发利用展示了广阔前景
。

首先
,

大豆皂贰有可能被开发为治疗心血管病的药物
,

通过降低血

浆中胆固醇的含量
,

抑制血栓的形成
,

降低心血管的发生
。

大豆皂贰降低过氧 化 脂 质 的生

成
,

对人类健康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

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

过量的过氧化脂质和自由基

会引起细胞膜损伤和分子交联键的形成
,

`

其结果将是蛋白质变性
,

酶活性降低
,

膜系的保护

性及选择透性功能降低
,

机体代谢紊乱
。

显然
,

大豆皂贰有利于改善人体代谢机能
,

增强免

疫力
,

促进人体健康
。

事实上
,

在日本就有提取利用大豆皂贰的专利申请〔3幻
。

大豆皂贰具有发泡性和乳化性
,

可在食品
、

医药及某些化妆品中广泛用作添加剂
。

如在

啤酒中添加适量大豆皂贰
,

可增加泡沫体积
,

改善泡沫稳定性
,

笔者曾对此进行了研究
。

大豆 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作物 , 我国大豆资源十分丰富
, 目前我们利用大豆仅限于

华中草药》 1 9 9 5年第 2 6卷第 1 1期 6 0日



提取油脂和蛋白质
,

若能充分利用大豆中的特殊成分
,

使其物尽其用
,

必将获粉较大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

致谢
: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张平之教授和张欣副教授的指导

,

刘卫东和王雷帮助搜集

资杆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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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高校联合培训部中医
、

兽医函授大专班招生

经教委批准
,

中医
、

兽医函授大专班继续向全国常年招生
。

使用全国高校统编教材
,

由专家教授辅导
,

详

情见招生简章
。

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可报名入学
。

报名费3元
,

款到寄给招生简章和人学登记表
。

收信人
:

安徽合肥市五里墩邮政 9一 901 信箱于毅江 邮编 2 30 03 1 联系电话 55 6 25 6 e
一
6 26

一

6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