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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酸枣仁油取自药食同源的酸枣仁，是一种安全的保健食用油，综述近年来有关酸枣仁油

的提取工艺、组成成分分析及其生物活性研究，为酸枣仁油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现有

研究表明，酸枣仁油生产工艺简单，成品油中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其中油酸和亚油酸含量最

高，同时还含有多种脂溶性成分。酸枣仁油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镇静催眠、改善记忆力、抗抑

郁、抗氧化、血脂调节及抗肿瘤等，但其发挥生物活性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尚未完全明确，有

待进一步研究。酸枣仁油的安全及多活性特点赋予其巨大的开发与应用潜力，相关产品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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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is a kind of safe edible oil for health care comes from Suanzaoren 
which have the functions of both medicine and foo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in recent years, and a reference 
was provided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is simple, and the refined oil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mong which the contents of oleic acid and linoleic acid are the highest, 
and it also contains a variety of fat-soluble components.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has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sedation and hypnosis, memory improvement, antidepressant, antioxidant, lipid regulation 
and antitumor, etc., but the material basis and mechanism of its biological activity have not been fully clarified and 
need further study. The safety and multi-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have given it 
grea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otential, and the related products have broad market prospects. 
Key words: semen ziziphi spinosae oil; extraction method; chemical component; biological activity; functions of 
both medicine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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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我国，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北的广大丘陵、

山区等地，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果树资源[1]。

酸枣是栽培枣的原始野生种，具有耐旱、耐寒、

耐碱、耐瘠薄等特点，实用性强，是绿化、固坡

的先锋树种[2]。李世鹏等[3]对 86 种酸枣的种质资

源进行筛选并对其遗传多样性分析，结合对 15 个

农艺性状的综合评价筛选到 5 份优良酸枣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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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聚类分析将这 86 个酸枣种分为两大类，

其中 A 类 79 个，B 类 7 个。其干燥成熟的种子—

—酸枣仁（semen ziziphi spinosae），是一味传统

中药，味甘、性平，有宁心安神、敛汗、生津、

养肝之功，对失眠、抑郁、焦虑有一定疗效，是

一种药食同源食品。全国约 98%的酸枣仁出产于

河北和山东两省[4]。酸枣仁中油脂含量高达 30%
以上，通过压榨、萃取等方法可以从酸枣仁中提

取得到一种脂肪油混合物，即酸枣仁油。酸枣仁

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其除了具备酸枣仁镇静催

眠、抗焦虑、抗抑郁、改善记忆力等功能特性外，

还具有不饱和脂肪酸油脂特有的生物活性，如抗

氧化、降血脂等，是一种多效合一的健康可食用

油料，且对人体无毒无害，开发潜力巨大。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健

康的追求也日趋热切，越来越多的失眠、抑郁及

焦虑等问题被逐渐重视起来。酸枣仁油改善睡眠、

抗焦虑及抗抑郁等方面的功能特性已然成为人们

关注及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近年来有关酸枣仁油

的科学研究及应用进展进行回顾总结，在综合前

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酸枣仁油的研发思路提出

新的观点，以期有助于对酸枣仁油进行更深入、

更全面地研究与开发应用。 

1  酸枣仁油提取工艺 

从酸枣仁中提取酸枣仁油的方法多种多样，

有压榨法、溶剂浸提法、超临界 CO2 萃取法、亚

临界丁烷萃取法及微波/超声辅助法等。溶剂浸提

法常用的溶剂有石油醚、乙醚、轻汽油等，其中

石油醚用于酸枣仁油的提取最优[5]。吴修利等[6]

以石油醚提取酸枣仁油的得油率为 32.99%。贡济

宇等[7]通过正交实验优化了溶剂浸提法提取酸枣

仁油的工艺，平均得油率为 29.28%。翟莹莹等[8]

采用响应面法对石油醚浸提酸枣仁油的提取时

间、温度、料液比进行优化，得油率达到 32.21%。

CO2 超临界萃取适用于热敏物质、中草药有效成

分及脂类物质的提取，应用此法萃取酸枣仁油时，

萃取温度、压力、粉末粒度及夹带剂的加入都会

对酸枣仁油收率及化学组成产生较大的影响[9-10]。贡

济宇等[11]采用正交实验确定了酸枣仁油超临界萃

取的最佳工艺：萃取压力 30 MPa，萃取温度 35 ℃，

分离压力 12 MPa，分离温度 45 ℃，分离压力 6 MPa，

分离温度 50 ℃，平均收率可达 36.54%。亚临界

萃取法的萃取和分离过程都在低温下进行，溶剂

易与产品分离。彭凯迪等[12]采用响应面法优化了

亚临界丁烷萃取酸枣仁油的工艺参数，物料过 80

目筛、提取温度 45 ℃、提取时间 40 min、提取

次数 3 次时，酸枣仁油的提取率为 26.77%。此外，

微波对酸枣仁油的提取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利

用微波辅助提取酸枣仁油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溶剂用量、缩短提取时间、降低提取温度、提高

提油率，具有省时、高效、节能等优点[13]。 

不同提取方法本身各具优缺之处，所得产物

成分也不尽相同。压榨法能保留油料作物原有风

味，但得油率一般较低；溶剂浸提法具有操作简

单、得油率高、设备成本低等优势，但耗时较长；

超临界萃取具有收率高、时间短、提取温度低，

对油中成分破坏少、提取物组分多、稳定性好等

特点[14]，但设备投入大、不易放大生产、产品成

本高；而亚临界萃取法设备制造简单、产能大，

可以进行规模化生产。与索氏提取法相比，微波

辅助和超声波提取酸枣仁油的得油率较高，且提

取时间明显缩减，有效提高了油脂提取率[1]。陶

冶等[15]比较了亚临界丁烷萃取法、索氏抽提法和

超声辅助提取法提取酸枣仁油的得油率，亚临界

丁烷萃取法得油率更高，品质更佳，安全性好，

更适宜酸枣仁油的提取。 

综上所述，酸枣仁油的品质高低、组分多寡

等产品特性受提取工艺的直接影响。在优化酸枣

仁油提取工艺时应多方面考虑，以特定有效成分

提取率为指标进行目的明确的工艺设计，从而得

到质优价廉的符合预期功用的酸枣仁油产品。 

2  酸枣仁油的组成成分 

食用油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甘油三酯，由一分

子甘油和三分子脂肪酸组成；另外还含有小比例

的类脂成分，如磷脂、糖脂及类固醇等。不同油

脂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脂肪酸和类脂成分的种类及

含量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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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仁油属于食用油的一种，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诸多科研工作者对酸枣仁油中的脂肪酸成分

进行过细致分析，常用的分析酸枣仁油脂肪酸组

成的方法有气相色谱法（GC）[16]、气相色谱-质

谱联用法（GC-MS）[11,15,17-19]。吴和珍等[20]采用

GC 法建立的酸枣仁油指纹图谱可作为酸枣仁油

的质量控制判定依据。Zhao 等[21]开发了对酸枣仁

中 9 种脂肪酸同时进行测定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据此可开发新的酸枣仁油脂肪酸分析方法。对酸

枣仁油脂肪酸组成的研究结果表明酸枣仁油中脂

肪酸种类丰富，以油酸及亚油酸为主，含量可达

60%~90%[11,16]。同时还含有多种脂肪酸，如棕榈

酸、硬脂酸、花生酸及花生烯酸，不同酸枣仁油

中这几类脂肪酸含量在 1%~20%之间不等[11,17-19]。

此外，酸枣仁油中还含有一些微量的脂肪酸种类

（<1%），如辛酸、肉豆蔻酸、十五烷酸、棕榈油

酸、异油酸、22-26 碳烷酸等[11,15-18]。除脂肪酸外，

酸枣仁油中还含有种类繁多的类脂物质，其所占

比例较小，一般不超过 2%。张敏等[22]采用 GC-MS

法检测到酸枣仁油中含有 9 种不皂化物成分，分

别是叶绿醇、亚油酸乙酯、油酸乙酯、香叶基醇、

角鲨烯、菜油甾醇、豆甾醇、γ-谷甾醇及桦木酸

甲酯。 

有关酸枣仁油成分分离方法的研究较少，主

要参考对不饱和脂肪酸进行分离的尿素包埋法，

对类脂成分进行分离的国标 GB/T 5535.1—2008

方法。对酸枣仁油成分的鉴定及分离有助于揭示

其药理作用的物质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

意义，可作为酸枣仁油应用于产品开发的有效精

准指导依据。 

3  酸枣仁油的生物活性 

酸枣仁油是一种安全、无毒、无致突变作用

的天然植物油。其取自酸枣仁，因此具有一些酸

枣仁特有的生物活性，可以镇静催眠、改善记忆

力、抗抑郁等；作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的脂

肪油，酸枣仁油也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生物活性，

如抗氧化、降血脂及抗肿瘤等。酸枣仁油的生物

活性汇总于表 1。 
 

表 1  酸枣仁油的生物活性 

生物活性 作用方式 药效成分 参考文献 

镇静催眠 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数、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间、增加

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动物睡眠只数。 
— 彭凯迪等[12]，贾颖等[14]，赵秋贤

等[24]，韩俊伟[25]，李宝莉等[26] 。

改善记忆 改善记忆损伤小鼠和正常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油酸、亚油酸等

不饱和脂肪酸

吴尚霖等[35]，李宝莉等[36-37]， 
陈雅慧等[38-39]。 

抗抑郁 减少小鼠强迫游泳和悬尾不动时间。 — 赵启铎等[41]。 

抗氧化 体外：清楚羟自由基、清楚 DPPH、清除超氧阴离子、抗脂质过氧化；

体内：降低氧化模型小鼠肝脏丙二醛含量、提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活力。 

不饱和脂肪酸、
VE 

陶冶等[15]，张雪等[42]， 
陆晶晶等[43]。 

调节血脂 预防高脂饮食家兔的血脂升高，降低高脂模型鹌鹑血清中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含量。 
单不饱和脂肪

酸 
刘琼等[45]，吴树勋等[46]，王娜[47]。

抗肿瘤 延长荷瘤小鼠生存天数，抑制荷瘤小鼠生命后期的体重增加，对荷

S180 小鼠的实体瘤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白桦脂酸、 
-亚麻酸 

王清莲等[48]，杜远东等[49]。 

其它 抗血小板凝集作用，对肉仔鸡的抗热应激作用，强心作用，增强小

鼠免疫作用、抗焦虑作用。 
— 吴树勋[46]，田玉民等[50]，Xie 等

[51]，郎杏彩等[52]，贺一新等[53]。

注：—，药效成分尚不明确。 
 

3.1  镇静催眠作用 

酸枣仁油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且长期

使用无明显耐受性[23]。且不同提取工艺得到的酸

枣仁油具有相同的镇静催眠效果[26,12,14]。因此，

酸枣仁油镇静催眠的作用与其提取方式无直接联

系，这提示酸枣仁油发挥镇静催眠作用的主要有

效成分可能是某些油溶性物质。酸枣仁油镇静催

眠活性物质基础的研究鲜见报道，但有研究表明

酸枣仁皂苷进入大鼠体内后，并不是主要以药物

原型被吸收，而是经过大鼠胃肠道代谢，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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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子结构较小的酸枣仁皂苷元等易被机体吸收

的成分，从而发挥其药理药效作用[30]。Song 等[31]

对酸枣仁皂苷 A 吸收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显示酸枣

仁皂苷 A 在大鼠体内的生物利用率仅有 1.32%，

其代谢物在表达并激活伽马氨基丁酸 -A 受体

（GABA-A）方面成效显著。该研究也表明酸枣

仁皂苷的代谢物才是发挥生物活性的主要物质。

GABA-A 是治疗催眠的一个重要的药物作用靶

点。Chen [32-33]建立了 GABA-A 的可靠结构，并

通过计算机模拟其与药物的亲和力，与酸枣仁皂

苷相比酸枣仁苷元获得了高分值，表明酸枣仁苷

元与 GABA-A 受体有更高的亲和力，且酸枣仁苷

元具有很高的血脑屏障渗透性。这些研究表明酸

枣仁中起镇静催眠作用的有效成分是酸枣仁苷

元，而苷元类物质较好的油溶性使得其在酸枣仁

油的生产过程中易于溶出到油中。据此推断酸枣

仁油中溶解的某些苷元类成分可能是发挥镇静催

眠作用的物质基础，该推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

实。也有研究表明酸枣仁挥发油主要含有反-9-十

八碳烯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等，这些物质在体内

酰化生成油酰胺（OLA），OLA 为内源性睡眠诱

导物，具有调节慢波睡眠，诱导生理性睡眠的作

用[14]。对酸枣仁油发挥镇静催眠作用的物质基础

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开展，活性物质

的明确有助于指导酸枣仁油的生产及应用实践，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3.2  改善记忆力活性 

李宝莉和陈雅慧等对酸枣仁油相关复方改善

学习、记忆作用的物质基础及机理进行了研究。

酸枣仁油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以油酸和

亚油酸为主，油酸进入体内后酰化生成具有影响

学习记忆作用的油酰胺；亚油酸在体内可转化成

亚麻酸、花生四烯酸等，花生四烯酸是动物体内

一种重要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具有维持膜特性及

功能等作用，还与神经内分泌有密切关系，参与

多种激素和神经肽的调节。这些由油酸和亚油酸

转化而成的活性物质可能是酸枣仁油改善记忆活

性的物质基础。另外，复方酸枣仁栀子油软胶囊

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它可能作为植物雌激素或通

过增加雌激素水平，增加脑内一氧化氮（NO）、

乙酰胆碱（Ach）水平增强去卵巢大鼠的学习记

忆能力。酸枣仁油改善记忆力活性的作用机理尚

未完全清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36-39]。此外，酸

枣仁油也能与其他植物种子油（栀子油、柏子仁

油）进行复方，并表现出改善记忆的协同作用。

酸枣仁油与栀子油复方可改善并提高正常和记忆

缺损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酸枣仁油与栀子油和

柏子仁油复方也具有镇静催眠和促进学习记忆的

功能。 

3.3  抗抑郁活性 

酸枣仁油具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但其药效

成分及作用机理尚未明确。有研究表明酸枣仁具

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其抗抑郁有效成分为生物

碱、酸枣仁皂苷及黄酮类等，酸枣仁中的这些成

分可能是通过影响单胺类神经递质、炎症细胞因

子及神经营养因子的方式来发挥抗抑郁作用的[40]。

这提示酸枣仁油中的某些皂苷元及黄酮苷元类可

能是其抗抑郁的药效成分。 

3.4  抗氧化活性 

酸枣仁油在抗氧化能力方面也表现优异。张

雪等 [42]对酸枣仁油的抗氧化能力进行了体内外

全面评价，结果显示酸枣仁油清除羟自由基的能

力低于维生素 E，总抗氧化能力与维生素 E 相当，

清除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DPPH）、超氧阴

离子及抗脂质过氧化的作用都优于维生素 E；酸

枣仁油能显著降低氧化模型小鼠肝脏中丙二醛

（MDA）含量，提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活力。表明酸枣仁油不仅具有显著的体外抗氧化

活性，也是一种有效的体内抗氧化剂。不饱和脂

肪酸大多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酸枣仁油中的

棕榈酸、油酸及亚油酸含量达 80%以上，其抗氧

化活性的强弱与脂肪酸组成有关。陆晶晶等[43]对

索氏抽提、微波辅助及超临界萃取得到的酸枣仁

油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微波辅

助得到的酸枣仁油抗氧化活性最高，与对照 2,6-

二叔丁基-4-甲基苯酚（BHT）组活性相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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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微波提取过程温度低、反应时间短，有效

避免了提取物抗氧化活性成分的损失。不同提取

方法得到的酸枣仁油的抗氧化活性不同，这可能

与其脂肪酸组成及维生素 E 含量的不同有关[15]。 

3.5  调节血脂功能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调节人体血脂，降低血液

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等，预防和

治疗高脂血症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44]。刘琼等[45]

的研究显示酸枣仁油具有明显的调节血脂作用，

能有效的预防高脂饮食家兔的血脂升高。吴树勋

等 [46]的研究也表明口服酸枣仁油能明显降低高

脂模型鹌鹑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

度脂蛋白含量。研究表明单不饱和脂肪酸是通过

调节血脂、内皮、凝血和纤溶系统、β-羟基-β-甲

基戊二酸单酰辅酶 A 还原酶（HGM-CoA Reductase）

及低密度脂蛋白（LDL）氧化敏感性，对血脂产

生正向调节作用的[47]。酸枣仁油调节血脂的机理

可能与单不饱和脂肪酸调节血脂的方式有关，需

进一步研究证实。 

3.6  抗肿瘤活性 

王清莲等[48]采用艾氏腹水癌小鼠模型验证了

酸枣仁油的抗癌活性，三次重复实验结果都显示，

酸枣仁油能明显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天数，延长

率达 50%，并抑制荷瘤小鼠生命后期的体重增加。

这表明，酸枣仁油对艾氏腹水癌小鼠有明显的抗

肿瘤作用。杜远东等 [49]又研究了酸枣仁油对荷

S180 肉瘤小鼠的影响，结果显示酸枣仁油大剂量

对荷 S180 小鼠的抑瘤率为 58.21%，实验动物脾

指数及胸腺指数明显增加。这表明酸枣仁油对荷

S180 小鼠的实体瘤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酸枣仁油中含有的白桦脂酸和 γ-亚麻酸可能与其

抗肿瘤的机制有关， 对其抗肿瘤作用的机制及物

质基础有待进一步研究。 

3.7  其它生物活性 

酸枣仁油具有多种多样的生物活性，除上述

活性功能之外，酸枣仁油还具有明显的抗血小板

凝集作用[46]、对肉仔鸡的抗热应激作用[50]、强心

作用[51]等。此外，酸枣仁油取自酸枣仁，其可能

同样具备酸枣仁的一些生物活性，如增强小鼠免

疫[52]、抗焦虑[53]等，这有待于对酸枣仁油药理活

性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4  酸枣仁油的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酸枣仁油的专利申请已有 30 余篇

之多，应用领域涉及保健食品[54-56]、健康食品[57]、

化妆品[58]及饲料添加剂[59]等行业。其单品制剂类

型包括微胶囊[56]、软胶囊[55]、硬胶囊[54]及滴丸[60]

等，另有多种复方制剂；功能方向涉及安神、改

善睡眠、改善记忆、调脂及抗氧化等。杨滔等[61]

采用超临界萃取及分子蒸馏等技术开发了一款酸

枣仁保健食用油，其酸价为 2.03 mg/g、过氧化值

为 4 mmol/kg、棕榈酸含量 5.00%、硬脂酸含量

2.00%、油酸含量 40.46%、亚油酸含量 47.72%、

亚麻酸含量 0.39%，符合国家植物食用油卫生标

准，可作为食用油使用。王黎等[62]研发了一种酸

枣仁油脂质体温敏凝胶的制备方法，该凝胶可实

现定位给药，延长药物在鼻腔内滞留时间，从而

持续提高患者的睡眠质量，提高酸枣仁油生物利

用度。 

目前已注册的酸枣仁油保健食品有以岭牌酸

枣仁油软胶囊和中科牌酸枣仁油软胶囊，且尚无

可供参照执行的酸枣仁油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及

行业标准。为规范酸枣仁油软胶囊的技术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规则、标识、包

装、运输、贮运和保质期，以岭药业根据相应国

家标准的规定制定了酸枣仁油软胶囊的企业标准

（Q/SYL 0008S—2019），该标准以油酸和亚油酸

为标志性成分，并附以岭牌酸枣仁油软胶囊中油

酸、亚油酸的测定方法[63]。受酸枣仁资源以及现

有传统压榨工艺的限制，酸枣仁油产量较低、原

料利用率不高，酸枣仁油相关产品的开发应用研

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理论研究方面，酸枣仁油生物活性的物质基础尚

不明确，各成分对应发挥何种生物活性仍需进一

步研究；酸枣仁油在机体内发挥作用的机制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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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阐明，这有助于酸枣仁油相关功能新型保

健食品的开发应用。工艺生产方面，酸枣仁油的

提取技术不断发展，可就如何提高有效成分得率

进行工艺设计及优化，实现特定功能酸枣仁油产

品的定向提取；可就如何充分利用酸枣仁取油后

的残饼进行工艺开发，实现酸枣仁的精深加工，

提高其科技附加值。新品开发方面，以理论研究

为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功效成分明确、生

物利用率高的质优价廉的新型酸枣仁油产品。 

5  酸枣仁油的应用前景 

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失眠、

焦虑等困扰也日益增大，人们对于养心安神类食

品、药品的需求也日益迫切。酸枣仁油的多种生

物活性及其无毒无害的特性，使其适用于诸多方

面，如改善睡眠、镇静情绪、抗焦虑、抗抑郁、

改善记忆力、调脂及抗氧化等。因此，酸枣仁油

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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