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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石莼化学组分和药用活性研究进展

ΡΕςΙΕ Ω ΟΝ ΧΗΕ ΜΙΧΑΛ ΧΟΜΠΟΣΙΤΙΟΝΣ ΑΝ∆ ΠΗΑΡ ΜΑΧΕΥΤΙ2
ΧΑΛ ΑΧΤΙςΙΤΙΕΣ ΟΦ Υλϖα περτυσα

孔石莼 Υλϖα περτυσα 是一种大型绿藻 俗

称海白菜 !海菠菜 !海莴苣等≈ 属绿藻门石莼科石莼

属 ∀它幼体绿色 成体碧绿色 生活在潮间带 广泛分

布于西太平洋沿海 在我国野生藻类中资源极为丰

富 是黄渤海产量最大的一种绿藻≈ ∀因其味美营养

价值高 当地人常用来作各种食品 ∀

本文主要介绍了孔石莼在化学组分和药用活性

等方面的研究概况 ∀

化学组分

孔石莼的化学组分主要有多糖 !脂类 !蛋白质 !

氨基酸 !维生素以及无机矿物元素等 ∀其中因多糖含

量高 提取相对容易 最先为人们认识并开始研究 脂

类与之相比含量虽少 但种类多 活性强 成为近十几

年来有关孔石莼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

多糖

本世纪 年代初 英国的 ∞ ° √ 研究组开

始对孔石莼所含的碳水化合物的分离 !提纯和化学结

构进行研究 此外 日本和法国在这方面研究也日渐

增多 ∀

糖组分在藻体中以杂多糖而非单糖形式存在 ∀日

本的三田对孔石莼的水提多糖水解后进行了纸色谱

分析 结果表明含有 ⁄2葡萄糖 ! 2鼠李糖 !⁄2木糖 !和

⁄2葡萄糖醛酸等 ∀苏秀榕等用孔石莼干粉酸解衍生后

作糖的气相色谱 得 种主要单糖 鼠李糖 !葡萄糖 !

木糖 !三碳糖 !褐藻糖 !甘露糖 !半乳糖 !和阿拉伯糖
≈ ∀热水提取多糖主要为水溶性硫酸多糖 属/葡萄糖

醛酸 2木糖 2鼠李糖聚合物0 ∏∏ ¬ 型

多糖 存在于孔石莼细胞间 ∀这种多糖中鼠李糖含量

很高 且鼠李糖与葡萄糖的比例因地域差别不很一

致 ∀这种富含鼠李糖的硫酸多糖有较高的黏性而不具

凝胶化能力 与其他种属的食用绿藻中的多糖相比

其硫酸基含量最高 ∀孔石莼细胞壁的典型成分为 Α2

纤维素和葡聚糖 淀粉类型多糖 但不含纤维素

≈ ∀未经处理的细胞壁多糖很难为人体结肠菌降解

已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和新方向 ∀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海洋生物多糖新药0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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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精过程中用强有力的爪挖开的 这与 ƒ

年研究 ϑασυσλαλανδει和 年研究 Παλινυρυσ

γιλχηριστι的结果相同 ∀

精荚破裂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内受精的种

类 短尾类 而体外受精的种类 长尾类 !异尾类 因

其精荚通常附着于雌体的腹部 位于体外 并保留

至排卵时才破裂 所以上述这些原因导致精荚破裂

的可能性不大 而其破裂的真正原因尚不清楚 有待

于将来更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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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

早在本世纪 年代 人们就

从孔石莼中分离得到了一些含量

较低的脂肪酸 !萜烯类物质 并测

定了 Ρ 值 但研究进展比较缓慢 ∀

近 渔业养殖的迅速发展 积

极带动了作为饲料的孔石莼的微

量成分研究 脂类物质的分离分析

研究报道数量也逐渐增多 ∀

孔石莼中含有多种脂类物

质 ∀中性脂类物质有 庚烷 !辛烷 !

十四烷 !十五烷 !十六烷 !十七烷 !

十八烷和十四烯 !十六稀 !十七烯 !

十八烯和柠檬烯等 极性脂类物质

种 类 比 中 性 脂 类 要 多 如

≥∏ 等用气 2质联用分析孔

石莼检测出 种醛 ! 种萜 ! 种

醇 ! 种脂肪酸 ! 种酯 ! 种呋喃类

物质 ! 种酮和 种含硫化合物

比较全面地报道了极性脂类物

质 ∀事实上孔石莼中的脂类物质还

要丰富 以脂肪酸为例 如表 所

示 ∀

脂肪酸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 ƒ 所占比例很高 ≤ 含量比

其他实验藻类相比高出近 倍

° ƒ ƒ 值可达 ∗ 且随

季节等环境条件的变换变化不明

显≈ ∀近 年来 ×

等曾对孔石莼中长链醛的形成作

了详细的研究 首次分离出 2

十七碳烯醛 ⁄ ! 2 2十

七碳二烯醛 ⁄⁄ 和 2十

七碳三烯醛 ⁄× 种主要长链醛

化合物 并提出这些有海藻特征性

气味的长链醛以及 2羟基2十六烷

酸 ! 2氧代 2十六烷酸等均由油酸 !

亚麻酸 !棕榈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经

酶促合成的 而后释放到组织液

中 ∀孔石莼中的固醇类脂主要为褐

藻甾醇和 2异褐藻甾醇 而其他

如醌 !糖脂 !细胞色素 !甘油基脂类

等含量甚微 ∀随着分析检测手段的

发展 更多痕量成分也必将为人们

认识和利用 ∀

蛋白质和氨基酸

目前 海藻的食用价值成为解

决食物短缺的希望 人们正在寻求

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 ∀蛋白质

含量丰富的孔石莼也因此逐渐引

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

孔石莼的蛋白质含量因地域 !

季节变化略有差异 大约在 ∗

之间 ∀孔石莼经碱提酸解后

可检测出约 种氨基酸 其中人

体必需氨基酸的含量相当高 与陆

地高等植物和动物蛋白相比 孔石

莼蛋白是一种优质蛋白质 ∀

孔石莼中典型的含硫氨基

酸 为 2 羟 基 2⁄2 半 胱 磺 酸

⁄2≤ 含量为 ≅

干 品 它 与 软 骨 藻 氨 酸

≤ 在硫代谢 特别是硫元

素转向硫酸多糖的代谢途径中可

能起重要作用≈ ∀当一种海藻在经

常干燥的环境中生长时 蛋白质的

代谢过程会明显地改变 导致氨基

酸和低分子肽的积累 孔石莼中含

量相对较高的游离氨基酸和二肽

2精氨酸 2 2谷酰胺等的存在可能

与之生长在潮间带 !经常处于干燥

状态有关 ∀

维生素

孔石莼作为一种可药用的大

型食用海藻 含有多种类 !高含量

的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 ∀目前从孔

石莼干品中检测到的有脂溶性维

生素 ⁄ ∞ 以及水溶性维生素

硫胺素 核黄素 泛

酸 包括叶酸和亚

叶酸 !≤ 生物素 °° 烟酸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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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素 和类叶绿素和硫辛酸等 ∀其

中 维生素 的含量可与卷心菜相

比 游离型和酯型 含量总和为

≅ 干重 的含量为

≅ 干重 ≅ 鲜重

而维生素 ≤ 的含量高达 ≅

干重 ≅ 鲜重 仅次

于紫菜≈ ∀

无机矿物元素

除多数海藻中都有的大量元

素 和常量元素 ≤ 之外

孔石莼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如

ƒ ≤∏ ≤ ≤ ≤ °

≥ 和 ≥
≈ ∀孔石莼富含 ƒ

质 对缺 ƒ 性贫血很有好处 ≥ 的

含量也很高 与蛋白结合成有机的

形式存在于藻体中 ∀在多种实验海

藻测定元素 含量时发现 孔石

莼中不同形态存在的总 量最

低 为 ≅ 干品 ∀

药用活性

关于孔石莼的医学药用价值

早在唐代李王旬的 5海药本草6 中就

有记载 /主风秘不通 五鬲气 并

小便不利 脐下结气 宜煮汁饮

之 ∀0 5本草纲目6 中也记载有 / 下

水 !利小便0之功效 ∀5中国海洋药

物辞典6和5中国药用海洋生物6中

关于孔石莼的收录说明其味咸性

寒 有降低胆固醇和清热解毒 ! 软

坚散结 !利水减压的功能 ∀我国民

间一直流传着用孔石莼与其他药

用植物配伍治疗中暑 ! 颈淋巴结

肿 ! 甲状腺肿 ! 疮疥 ! 急慢性胃肠

炎 !高血压 !水肿和小便不利 !喉炎

及咳嗽等等≈ ∀目前国内对孔石

莼医用价值研究较少 国外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近 渐多 ∀

降血脂 !降胆固醇 !抗凝

血作用

年代初 有人研究得出结

论 多数绿藻都有降低血浆胆固醇

水平的作用 水溶性提取物经色谱

柱分离后 降胆固醇作用非常显

著 日本的金田用含有孔石莼的饲

料喂大白鼠 结果表明 实验组比

对照组的总胆固醇含量及游离胆

固醇含量分别下降 左右 ∀有人

推测具有降脂抗凝活性的组分为

多糖 其中水溶性硫酸多糖的功能

与肝素相似 可防止血液中血栓等

的形成 ∀

多数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

管疾病有很好的效果 如 Β Ξ

可防治动脉硬化 !防止血脂在血管

内淤积并有清理血管的作用 ∀孔石

莼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医用方

面有应用潜力 ∀

抗病毒活性

孔石莼多糖和糖蛋白作为抗

病毒的一种有效活性成分 可强烈

抑制反转录酶的活性 起反转录病

毒抑制剂的作用≈ ∀如它们可以抑

制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 ∂ 病毒

活性 以期作为治疗艾滋病的新型

天然药物或这方面研究的模型≈ ∀

最近研究报道孔石莼的甲醇

提取物对 ≥∂ ¬

病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由抗病

毒作用位点试验初步推断 是活性

物质作用于细胞膜上的靶分子直

接杀死病毒的过程 且在近紫外光

照射时抗病毒活性提高近 倍 具

有光敏性 原因可能是该活性物质

是一种在近紫外光谱有吸收并为

紫外光激活的物质 而不是普通的

多糖或多萜等 但具体有活性的组

分尚不明确≈ ∀

抗肿瘤活性

孔石莼多糖通过口服方式 ! 常

规剂量给药 对 ∞ 的

抑制率为 若剂量增加到

≅ 则抑制率可达到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

异 ∀

糖蛋白 °°ƒ 对 ≥ 2 细

胞也具有明显的生长抑制效果 与

蛋白结合而成的有机硒化合物可

抑制化学致癌物诱发的肝癌 !皮肤

癌及淋巴肉瘤等 ∀

其他活性

孔石莼中提取的凝集素不仅

对 及 型血细胞都有凝

集作用 且对唾液糖蛋白和胎球蛋

白显示特异性 ∀

从孔石莼中分离出的透明质

酸形成促进剂 对皮肤细胞有活

性 有明显的保湿 !滋润之功效 可

有效防止皮肤衰老 还有益于关节

类疾病的康复≈ ∀

用鲜藻提取分离可得到一种

腺苷 晶体 能明显影

响心脏的收缩力 是一种心动抑制

性物质 ∀

微量组分 Β2 二甲基丙噻亭

⁄ °× 具有抗溃疡作用 ⁄ °×的

酶解产物之一丙烯酸 ≤ 有抗菌

活性 尤其对革兰氏阳性菌 ∀

研究现状及前景

海藻开发利用科学发展至今

许多种褐藻 !红藻已成为颇具商业

价值的工业原料 绿藻作为另一大

门海藻 其研究 !发展 !应用程度远

比不上褐藻和红藻 ∀

目前 孔石莼除了传统上的少

量食用和民间药用外 多用于饲料

和肥料 与鱼虾混养 可明显提高

鱼类的抗病能力 常用于改善真鲷

等的体色 促进鲍鱼 !海参等的生

长 降低饵料系数和节约饲料 直

接用作肥料 可调节土壤的酸碱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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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公安边防支队政治处

王 青

浅析涉外渔事纠纷及其对策

ΟΝ ΤΗΕ ΧΟΜΠΛΙΧΑΤΙΟΝ ΟΦ ΦΟΡΕΙΓ Ν ΦΙΣΗΙΝΓ ΑΦΦΑΙΡΣ ΑΝ∆

ΙΤΣ ΣΟΛΥΤΙΟΝ

近两年 由于大马力渔船的迅

猛发展 近海渔区海洋资源的贫

荒 许多渔船在远洋作业时与他国

渔船发生网具纠纷及误入韩国 !日

本领海等现象时有发生 加之部分

渔民法制观念的淡薄 擅自扣人扣

物 从而引发涉外渔事纠纷 使海

上治安呈现新的特点 ∀据资料显

示 年舟山市有 位渔民因

渔事纠纷或误入韩国领海而被韩

国司法机关判刑入狱 ∀据资料显

示 年浙江省籍渔船与韩国方

面接连发生 起纠纷事件 相继有

人被扣 后 人放回 浙岭渔

号渔船老大林 ≅ ≅ 仍被韩国

扣留 其中一起因及时与海警

取得联系 而逃脱韩国警方的追

赶 ∀海上涉外渔事纠纷的发生 不

仅给双方渔民造成了损失 影响了

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 也给职能部

门的协调处理工作带来了相当大

的难度 如处理不妥 同时也给国

家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如 年

月 日 中方就菲律宾抓扣中方渔

船民案件提出了严正的要求 ∀为

此 涉外渔事纠纷需引起各级政府

和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本

文结合近几年具有典型性的案例

就涉外渔事纠纷的特点 !成因及其

对策作一浅析 ∀

特点

涉外性

涉外渔事纠纷 均发生在中国

籍船舶和外国籍船舶之间 尤其是

韩国 !日本和菲律宾籍等国籍船舶

最多 ∀这就涉及到在处理案件时适

用法律的问题 而冲突法规范的差

异性导致处理案件的标准不同 也

必然导致处罚程度不同 ∀如擅自扣

人 ! 扣物的情况 在我国只有情节

严重的方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情节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和松软程度 改良土壤 ∀近年来 人

们发现孔石莼可明显提高水产品

的 ° ƒ 含量与孔石莼高含量的

° ƒ 有关 引起了不少养殖行业

人士的兴趣 ∀此外 有关孔石莼在

组分分析 !净化水质和防治赤潮方

面的工作也较多 ∀

孔石莼的高活性组分和医学

药用方面的潜力已逐渐吸引了许

多国家学者的注意 开始系统深入

地开展研究工作 以期研究清楚确

切的活性物质和作用机理 进一步

阐明结构与活性之间的构效关

系 ∀由于孔石莼应用前景广阔 已

经有人在研究孔石莼的人工繁殖

方法 ∀

我国拥有非常丰富孔石莼资

源 在研究开发这一资源方面有相

当大的潜力和优势 ∀随着海洋产业

将成 世纪的高新技术产业 孔

石莼的研究前景十分诱人 其开发

利用无疑会大大推动海洋生物活

性物质研究的进程 给人类带来福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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