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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素是茄科植物辣椒中引起辛辣味的主要物质 ,是稳定

的生物碱。 辣素在辣椒中的不同部位含量不同 ,其含量从大

到小依次为胎座、果肉、种子。天然辣椒碱由一系列同类物族

所组成 ,按其含量高低 ,依次为辣椒碱族 、二氢辣椒碱族、对

甲基辣椒碱族、对甲基辣椒碱烯烃族、对甲基辣椒碱烷烃族

和对苯甲基辣椒碱族 ,各族中又有若干成分 ,但彼此结构性

质非常相似 ,因而在研究、生产中通常不作区别 ,统称为辣素

或辣椒碱。 辣素常态下为白色晶体 ,易挥发 ,熔点 64℃～ 66

℃ ,沸点 210℃～ 220℃ ,易溶于乙醇、丙酮、乙醚、苯、氯仿

等有机溶剂及碱性溶液 ,微溶于水和二硫化碳。

1　辣素的提纯、制备

1. 1　传统方法:传统的辣素提取方法有温浸法、回流法和索

氏提取法。将干辣椒粉碎 ,或用有机溶剂水浴温浸 (温浸法 ) ,

或回流提取 (回流法 ) ,或用索氏提取器提取 (索氏提取法 ) ,

然后趁热滤过 ,蒸馏 ,萃取提纯 ,经正相柱色谱分离 ,再重结

晶 ,即可得到白色辣素晶体。

1. 2　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法提取辣素: 干辣椒粉碎 ,加入

到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釜中 ,预热、加压成超临界流体后进

入萃取釜 ,充分萃取 ,再减压分离即可得到辣素。

1. 3　通过细胞培养获取辣素: Rao[1]等利用细胞悬浮、固定

培养技术 ,成功地将原茶儿醛 ( pro toca techuic aldehyde)和咖

啡酸 ( caffeic acid)经生物转化得到了辣素 ,并研究了原茶儿

醛和咖啡酸不同加入方式对辣素产量的影响。

2　辣素的药理作用

2. 1　对神经作用的机制研究: 辣素对人或动物的神经有刺

激作用 ,产生疼痛反应和热反应 ,但同时又有显著的麻醉止

疼效果 ,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疼痛机制的研究。 P物质 ( sub-

stance P)是一种十一肽 ,被公认为是一种重要的传递介质 ,

能够把疼痛刺激由外周神经传入到脊髓神经和高级中枢神

经。 辣素的作用机制则包括从 C型神经纤维 ( type C neu-

rones)中刺激 P物质的释放 [2 ]。 Yvonne[3]等研究了体外培养

传感神经的 Ca2+ 依赖性神经传递释放 ,验证了辣素导致神

经节内神经肽从鼠的神经中枢释放这一假说 ,并发现随着辣

素浓度的升高可以提高免疫反应性 ,降血钙素基因缩氨酸的

释放量。 在人与动物感受疼痛的过程中 ,香兰素类物质受体

( v anilloid r ecepto r )被认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早些时候的

证据表明它存在于大脑中 , Tamas [4]等采用辣素进行实验 ,

对其进行了药理描述。 一氧化氮 ( NO)是中枢神经系统信号

传递的重要信息传递分子 , W u[5 ]等对鼠的脚部进行辣素皮

内注射 ,并用蛋白质印迹的方法考察了辣素对 NO合酶的影

响 ,发现辣素对鼠体内的两种 NO合酶均有促进作用。

2. 2　抗炎作用: 辣素对由 P物质和鹿角菜胶引起的炎症有

明显的缓解作用。 Tseng [6]等研究了在星形神经中心和星状

神经节切除术中 ,局部施用辣素对鼠支气管神经性炎症的减

轻作用 ,并研究了迷走神经和非迷走神经对鼠支气管神经性

炎症的影响。

2. 3　抗癌与致癌作用: 根据文献报道 ,辣素对肿瘤有着比较

复杂的作用。近年来 ,不乏关于预防治疗皮肤癌 [7]、肝癌 [8]等

多种癌症的报道 ,多方证实辣素具有防癌抗癌作用 ,其作用

机制一是可以直接加速癌细胞的凋亡 ,另外还可以降低人体

内抗细胞凋亡物质的浓度。同时也有文献报道辣素还有致癌

作用。 Costa[9]等研究了其对鼠爪部肿瘤的导致、恶化作用 ,

指出辣素使感觉神经对 P物质的分泌达到了最高值 ,并将产

生胺、组胺 ,使 5-HT的柱状细胞激活 ; Saurabh [10]研究了在

Ca2+ 离子存在条件下辣素对 DNA的氧化破坏作用 ,从而定

性、定量研究了辣素致癌、诱发基因突变的机制。

2. 4　对内脏的生理作用: Yamamao to[11]发现辣素对胃溃疡

也有着比较复杂的作用 ,一方面辣素会通过影响神经导致溃

疡的产生 ;但另一方面 ,适当的服用辣素又可以改善胃黏膜

血液循环而具有抗溃疡作用 ,对胃起保护作用。 辣素对胃酸

的分泌也有促进作用 ,并可加强消化系统的蠕动能力 ,用于

术前和术后的临床病人 ,可以减少肠梗塞现象的发生 [12]。

Jano s等 [13]研究指出 ,不同辣素浓度会影响心脏冠动脉

的收缩 ,导致诸如心率、冠动脉血流量、血量等一系列心脏参

数的下降 ;同时 ,对这一作用的机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辣素

还可以影响动物的排尿动力。将辣素经过鼠和东欧大颊鼠的

膀胱 ,检测一系列的排尿动力参数 ,如排尿间歇期、排尿压力

阈值等 ,结果发现辣素使二者的膀胱过度兴奋 ,但表现不同 ,

各参数变化趋势不一致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辣素作用于二者

的平滑肌和神经纤维 ,其表达方式有所差异 [14]。 Cinzia[15]等

经研究发现辣素可以使一些动物的膀胱逼尿肌紧张收缩 ,但

对于小羊羔的逼尿肌却有放松作用。辣素对糖尿病病情亦有

改善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辣素提高了胰岛素敏感度 [16]。

辣素具有减肥的功效。 它可以促进 β -肾上腺素的分泌 ,

从而加快自由脂肪酸的体内循环 ,以影响脂肪在腹部的沉积

与代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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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其他作用:辣素可引发人体强烈的生理反应 ,使人产生

咳嗽、呕吐、流泪、迷失方向、产生红斑。因而被用于个人防身

武器和制服违法者的工具。 Christoph er[18]等做了大量的工

作确定了此类武器中辣素的最佳用量。

3　结语

　　辣素作为一种天然植物提取物 ,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

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医学、药物、日用、武器等多个领域。 我国

具有丰富的辣素资源 ,如何将其有效利用、研究 ,开发出高附

值产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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