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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产地黑果枸杞营养成分分析比较及生药鉴定 

谭扬扬, 艾克山·吾拉木, 米仁沙·牙库甫, 常占瑛, 高晓黎, 古丽巴哈尔·卡吾力* 

(新疆医科大学药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1) 

摘   要 : 目的   分析不同产地的黑果枸杞 (Lycium ruthenicum Murr.)的营养成分及生药学特征研究。        

方法  分别选择新疆、宁夏、甘肃、青海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 按照国家标准对其水分、灰分、总蛋白、

总脂肪、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的含量进行测定、对其粉末进行性状、水试、显微和理化鉴定。结果  不同产地

黑果枸杞水分、灰分、铅含量无显著性差异(P>0.05), 测定的其他金属元素有显著性差异(P<0.05)。新疆产地

钙、锌含量最高分别为 1758、14.3 mg, 宁夏产地铁含量最高为 240 mg, 青海产地镁含量最高为 1790 mg。除

丙氨酸以外, 其余氨基酸无显著性差异(P>0.05), 性状和显微结构有一定的差异, 显微结构上差异主要表现在

石细胞和果皮表皮细胞上, 但其 Rf 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4 种黑果枸杞在基本组成、金属元素含量

和性状都有所不同, 为进一步研究黑果枸杞的保健功能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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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nutrition components and pharmacogno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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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nutrition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Methods  The Lycium ruthenicum Murr. of 4 different producing areas in 

Xinjiang, Ningxia, Gansu and Qinghai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 content of water, ash, 

total protein, total fat, amino acid and trace element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was determined, and the powder 

was subjected to traits, water test, microscopic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ater, ash and lead content between the black sorghum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P>0.05), and 

other metal ele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highest content of calcium and zinc in Xinjiang was 

1758 mg and 14.3 mg,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content of metro in Ningxia was 240 mg, an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magnesium in Qinghai was 1790 mg. Except alanin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ther amino acids 

(P>0.05),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difference in the characters and microstructure. The difference in microstructure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stone cells and pericarp epidermal cell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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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Conclusion  The 4 kind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have different basic composition, metal element 

content and traits, which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health function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KEY WORDS: Lycium ruthenicum Murr.; nutritional elements; pharmacognostic characteristics 
 
 

1  引  言 

黑 果 枸 杞 (Lycium ruthenicum Murr.) 是 茄 科

(Solanaceae)枸杞属(Lycium L.)植物, 为多棘刺灌木, 白色

枝条, 多分枝。黑果枸杞果实为球状紫黑色, 味道甜而多

汁, 其中富含紫红色素。黑果枸杞在我国新疆南部、宁夏

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陕西西部、甘肃和西藏等地皆

有零散分布, 是中国西北地区一种特有的、亟待开发的野

生药用植物[1]。现代医学及营养学表明, 黑果枸杞具有有

别于红果枸杞独特的功效成分—花色苷类色素, 除了花色

苷外, 还含有其他多酚、黄酮、甜菜碱、多糖、糖蛋白及

脂肪酸等[2,3]。其功效作用及营养价值, 特别是其抗氧化及

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 已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 

并成为枸杞育种及药效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4,5]。李钦俊 

等[6]研究了柴达木野生黑果枸杞营养成分, 王方琳等[7]研

究了荒漠区药用植物黑果枸杞研究现状, 杨小玉等[8]对黑

果枸杞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及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张晶等[9]对黑果枸杞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栽培技术进

行了研究。但黑果枸杞主要功效成分与生态因子的关系、

功效作用、构效关系等研究工作目前仍尚未明确。针对我

国黑果枸杞研究热点的迅速增加, 目前对黑果枸杞营养成

分分析相关报道较少。 

本研究分别选择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产地黑果枸

杞,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测定其基本组成和营养成分并

进行对比, 对其粉末进行显微鉴定和理化鉴别, 揭示其差

异, 比较不同产地黑果枸杞营养成分, 为黑果枸杞今后保

健功能研究提供依据, 也为探寻营养价值高的黑果枸杞产

地生长环境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药与仪器 

宁夏黑果枸杞(批号: 17060510)采自于宁夏省中宁县; 

新疆黑果枸杞(批号: 17050401)采自于新疆阿克苏市; 青海

黑果枸杞(批号: 18022014)采自于青海省诺木洪县; 甘肃黑

果枸杞(批号: 17112420)采自于甘肃省陇南礼县; 苯酚、浓

硫酸(分析纯, 天津市天新精细化工开发中心); 无水乙醇

( 分析纯 , 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 石油醚

(60~90 ℃)、乙醚、丙酮(分析纯, 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氢氧化钠(分析纯, 天津市盛奥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 盐酸(分析纯, 北京化工厂公司)。 

CX23 型显微镜(奥林巴斯号, 北京伯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 HJ-GWL30 型高温炉 (恒骏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 

LE104E/02 型电子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 

DHG-9075A 型电热恒温干燥箱、DHG-9075A 型电热鼓风干

燥箱(上海一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SXT-06 型索氏抽提器

(上海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WB-2000 型恒温水浴锅(郑

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 NKY6120 型颜色法凯式定氮仪(伟

鸿自动分析仪器); A300 型氨基酸分析仪(德国曼默博尔公

司); AAS-5000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达丰瑞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 COD 微波消解仪(北京亿阳润泽科技有限公司)。 

2.2  实验方法 

2.2.1  样品的制备 

分别取新疆、宁夏、青海、甘肃四地干燥黑果枸杞果实

各 500 g, 粉碎、过 100 目筛、分装、在 4 ℃冰箱保存备用。 

2.2.2  黑果枸杞营养元素测定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5009.4-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中水分的含量》[10]、GB 5009.4-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灰分的测定》[11]、GB 500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12]、GB 

5009.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脂肪的测定》[13]、

GB 5009.1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氨基酸的测

定》[14]、GB 5009.9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钙的

含量》[15]、GB 5009.24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

铁的含量》[16]、GB 5009.24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中镁的含量》[17]、GB 5009.14-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含量》[18]、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铅的含量》[19]测定。 

2.2.3  统计分析 

利用 SPSS 20.00 软件对新疆、甘肃、宁夏和青海 4

个产地黑果枸杞基本组成和氨基酸进行方差分析。 

2.3  黑果枸杞生药学特征 

2.3.1  性状鉴别 

通过用眼观、手摸、鼻闻、口尝来鉴定 4 种不同产地的

黑果枸杞的颜色、形状、表面特征、种子、质地、气味[2023]。 

2.3.2  水试鉴别 

水试法是利用某些生药在水中或遇水发生沉浮、溶解、

颜色、透明度、旋转性、膨胀性、粘性、酸碱等特殊现象进行鉴

别生药其真伪和质量优劣的一种常用方法。取等量 4 种不同

产地黑果枸杞样品, 分别置于 4 个 50 mL 的烧杯中, 各加

等量的蒸馏水, 在同一条件下浸泡 24 h。观察各样品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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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 水浸液颜色及是否有沉淀, 水浸液置于紫外灯下观

察其荧光颜色[2430]。 

2.3.3  显微鉴定 

以水合氯醛透化装片法作为鉴定方法, 精密称取 4 种

不同产地黑果枸杞粉末少许, 置载玻片中央, 加水合氯醛

液 1~2 滴, 拌匀, 置酒精灯上加热, 待液体渗入粉末内部, 

渐成透明状, 试液因加热而挥干, 再滴加水合氯醛 1~2 滴, 

加热, 透化。然后滴加稀甘油 1~2 滴, 用解剖针将粉末混

匀, 用镊子夹洁净盖玻片沿液面从左到右轻轻放下, 液面

受压而延伸, 充满盖玻片下方, 多余的试液用滤纸吸取, 

保持装片洁净, 即得[3135]。 

2.3.4  理化鉴定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粉末各 1 g 置锥形瓶中加氯仿

5 mL 密封, 冷浸 24 h 后滤过, 滤液浓缩至干, 然后用移液

管准确吸取氯仿定容至 1 mL, 各样品取 3 μL 点样。另取

苏丹黄滤液平行处理作为对照[36,37]。 

吸附剂为 1% CMC-Na 硅胶 G 板, 展开剂为石油醚:

乙酸乙酯:甲醇(9:1:0.5, V:V:V)。 

3  结果与分析 

3.1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营养元素测定结果 

分别测定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水分、灰分、脂肪、蛋

白质、铁、镁、钙、锌、铅等, 测定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 

黑果枸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 其中 4 种不同产

地黑果枸杞水分、灰分、铅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但是铁、镁、

钙、锌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钙含量大小排序为新

疆>甘肃>青海>宁夏、铁含量排序为宁夏>新疆>青海>甘肃、

镁的含量排序为青海>新疆>甘肃>宁夏、锌含量排序为新疆>

宁夏=甘肃>青海, 总体比较新疆产地金属元素较高。 

3.2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氨基酸测定结果 

分别测定不同产地黑果枸杞氨基酸含量 , 结果见  

表 2。本实验研究的 4 种黑果枸杞中天冬氨酸和谷氨酸含

量最高, 宁夏丙氨酸含量高于其他产地, 其他各产地氨基

酸含量无显著性差异(P>0.05)。 

3.3  生药特征 

3.3.1  性状鉴定结果 

4 个样品性状鉴别表明, 宁夏黑果枸杞肉壁较厚, 质

软 , 含糖少 , 颗粒较大; 新疆黑果枸杞肉壁较厚质地硬 , 

含糖大, 且颗粒最大; 青海黑果枸杞肉较厚, 柔润, 含糖

少, 颗粒较大; 甘肃黑果枸杞肉薄, 质地脆, 含糖极少, 颗

粒最小。结果见表 3。 

3.3.2  水试鉴定结果 

水试液颜色由深及浅顺序为, 宁夏＞青海＞甘肃＞

新疆。另外, 沉淀物置烧杯中分别加入碘液, NaOH 溶液, 

溶液均无化学变化, 因而推断为混入药材中的无机物质, 

甘肃与其他差异较明显, 结果见表 4。 

 
表 1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基本组成分析 

Table 1  Basic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in 4 different places of origins 

测定项目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水分 
/(g/100 g)

8.4 8.4 8.4 8.4 

灰分 
/(g/100 g)

5.2 5.3 5.2 5.6 

脂肪 
/(g/100 g)

3.1 3.4 4* 4.2* 

蛋白质 
/(g/100 g)

13.2 13.4 13.2 12 

铁/(mg/kg) 240** 162* 124* 134* 

镁/(mg/kg) 1310* 1592* 1790** 1344* 

钙/(mg/kg) 1458* 1758** 1488* 1726** 

锌/(mg/kg) 12.6* 14.3* 12* 12.6* 

铅/(mg/kg) 0.1 0.13 0.092 0.1 

注 :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P<0.01)。 

 
表 2  4 种不同产地黑果枸杞氨基酸组成分析 

Table 2  Amino acid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in 4 different origins  

测定项目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天冬氨酸/% 1.47 1.15 1.28 1.27 

苏氨酸/% 0.31 0.31 0.32 0.3 

丝氨酸/% 0.48 0.43 0.49 0.45 

谷氨酸/% 1.46 1.27 1.34 1.16 

甘氨酸/% 0.41 0.4 0.44 0.38 

丙氨酸/% 1.14* 0.64 0.79 0.75 

胱氨酸/% 0.21 0.18 0.18 0.18 

缬氨酸/% 0.38 0.4 0.41 0.38 

甲硫氨酸/% 0.1 0.1 0.1 0.1 

异亮氨酸/% 0.29 0.32 0.32 0.28 

亮氨酸/% 0.48 0.5 0.52 0.46 

酪氨酸/% 0.28 0.26 0.28 0.28 

苯丙氨酸/% 0.37 0.42 0.43 0.36 

组氨酸/% 0.31 0.28 0.3 0.3 

赖氨酸/% 0.31 0.32 0.36 0.31 

精氨酸/% 0.99 0.95 0.82 0.7 

脯氨酸/% 0.44 0.4 0.39 0.39 

氨基酸总和/% 9.43 8.33 8.77 8.05 

注: *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7942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3.3.3  显微鉴别结果 

4 种样品显微鉴别表明, 在显微结构上差异主要表

现在石细胞和果皮表皮细胞上。种皮石细胞以甘肃壁最

厚, 呈深波状弯曲, 新疆黑果枸杞壁最薄, 呈微波弯状弯

曲, 宁夏和青海黑果枸杞壁比较厚, 细胞形状较小。就果

皮表皮细胞而言, 宁夏和新疆黑果枸杞果皮表皮细胞呈

细波状弯曲或平直, 青海黑果枸杞外周壁表面有细密平

行的角质条纹, 甘肃黑果枸杞壁厚排列整齐, 呈菱形, 而

中果皮薄壁细胞, 草酸钙砂晶及内胚乳细胞几乎无差异, 

见图 1。 

 
表 3  4 种不同产地的黑果枸杞的性状鉴定 

Table 3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from 4 different origins 

名称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颜色 黑紫色 黑紫色 亮黑色 暗紫色 

形状 
扁圆形或微圆形, 略扁,  

长 0.5~0.8 cm, 宽 0.2~0.5 cm。

球形或扁球形, 略扁,  

长 0.6~1.0 cm, 宽 0.4~0.8 cm。

圆球形或球形, 颗粒较大, 

长 0.7~1.2 cm, 宽 0.6~0.8 cm。

圆球形或球形, 颗粒较小, 

长 0.4~0.70 cm, 宽 0.2~0.5 cm。

表面特征 
不规则皱纹, 略有光泽,  

一段有白色漏斗形短枝。 

果皮薄, 有光泽,  

其他与 1#相同。 

身较圆, 果皮厚,  

其他与 1#相同。 

身较小, 果皮薄,  

其他与 1#相同。 

种子 褐色, 扁肾形, 11~20 粒。 黄色, 肾形, 9~11 粒。 黄褐色, 大小不均, 10~21 粒。 黄色, 肾形, 7~12 粒。 

质地 肉壁较厚, 质软, 含糖少。 肉较厚, 柔润, 含糖较多。 肉壁较厚质地硬, 含糖大。 肉薄, 质地脆, 含糖极少。 

气味 气微, 味甜, 微苦。 气微, 味微甜。 气微, 味甜。 气微, 味微涩。 

 
表 4  4 种不同产地的黑果枸杞的水试鉴定 

Table 4  Water test identification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from 4 different origins  

样品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每 200 g 个数 189~200 个 176~210 个 156~190 个 110~157 个 

水试前 
长 0.5~0.8 cm,  

宽 0.2~0.5 cm。 

长 0.4~0.7 cm,  

宽 0.2~0.5 cm。 

长 0.6~1.0 cm,  

宽 0.4~0.8 cm。 

长 0.7~1.2 cm,  

宽 0.6~0.8 cm。 

水试后 
长 0.8~1.2 cm,  

宽 0.2~0.6 cm。 

长 0.6~1.0 cm,  

宽 0.3~0.6 cm。 

长 0.8~1.1 cm,  

宽 0.6~0.9 cm。 

长 0.8~1.2 cm,  

宽 0.7~0.9 cm。 

水溶液颜色 深蓝色 浅蓝色 蓝色 淡蓝色 

是否有沉淀 少量颗粒状沉淀 少量颗粒状沉淀 少量颗粒状沉淀 颗粒状沉淀极少 

水浸液的荧光 黄绿色 浅黄色 浅黄绿色 浅黄绿色 

 

样品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种皮石细胞

表面观 

 

种皮石细胞

断面观 

 
 

图 1  4 种不同产地的黑果枸杞的显微鉴定(10×4) 

Fig.1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from 4 different origins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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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宁夏 新疆 青海 甘肃 

果皮表皮 

细胞断面观 

 

果皮表皮 

细胞表面观 

 

中果皮薄壁

细胞皮草酸

钙砂晶 

 

内胚乳细胞 

 

续图 1  4 种不同产地的黑果枸杞的显微鉴定(10×4) 

Fig.1  Microscopic identifications of Lycium ruthenicum Murr. from 4 different origins (10×4) 
 

3.3.4  理化鉴定结果 

样品薄层层析结果见图 2、表 5, 结果表明, 4 种不同

产地黑果枸杞 Rf 值和斑点颜色都比较接近对照品, 无显著

性差异(P>0.05)。 
 

 
 

图 2  薄层层析结果 

Fig.2  Results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表 5  薄层层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thin layer chromatography 

名称 Rf 值(颜色) 斑点荧光颜色 

对照品 0.48(黄色) 黄褐色 

宁夏 0.48(黄色) 黄褐色 

新疆 0.48(黄色) 黄褐色 

青海 0.48(黄色) 黄褐色 

甘肃 0.48(黄色) 黄褐色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含量测定, 4 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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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产地黑果枸杞除了水分无显著性差异以外, 其余基本组

成和微量元素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1)。新疆产黑果枸

杞蛋白质含量最高为 13.4 (g/100 g), 脂肪含量排名第 3, 含

钙量在 4 种枸杞中排名第 1。黑果枸杞果实中钙的含量较

为丰富, 为适于人们补充磷元素的天然果品资源, 且其他

矿质营养元素含量也不低。4 种黑果枸杞中天冬氨酸和谷

氨酸含量最高。在性状上, 青海产地的黑果枸杞较宁夏及

甘肃质柔, 色深, 含糖量多。而新疆产地的黑果枸杞粒大, 

质硬, 味甜,可能与新疆昼夜温差大有关。在显微结构上, 

种皮石细胞断面观的厚度上及弯曲略有差异, 以甘肃产地

的黑果枸杞细胞壁最厚, 呈深波状弯曲; 果皮表皮细胞青

海产地和甘肃相似, 只是后者有较深的角质层纹; 内胚乳

细胞中, 甘肃产地含脂肪油最多, 宁夏及青海次之, 新疆

最少, 其他结构无差异。理化鉴定薄层结果表明, 4 者 Rf

值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为黑果枸杞营养成分和生药鉴定

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了数据基础及理论依据, 也为选取

营养价值更高的黑果枸杞做进一步研究做铺垫[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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