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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甲壳素作为一种优质的天然多糖，对人体

健康有多种医疗及保健功能，被称为人体健康所必

须的第六生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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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素（03’-’,）是 !8F 乙酰氨基葡萄糖直链多

聚体，又名几丁质、甲壳质、壳蛋白、明角质，其

化学结构与天然纤维素相似。而壳聚糖则是甲壳素

经浓碱水脱去乙酰基后生成的水溶性产物。

甲壳素是许多低等动物，特别是节肢动物（如

各种虾、蟹等）、甲壳类和昆虫类（如独角仙、蟋

蟀）及其他动物骨骼与生物表皮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他们也存在于低等植物如真菌和藻类等细胞壁

中，其资源十分丰富。

在 H55 年前，《本草纲目》中就有螃蟹壳应用

的记载，这是甲壳素最早的应用记载。

$IJK 年，法国 9CL1<=)- 第一次分离出壳聚糖，

命名为 93’-1+.,。
甲壳素是食物纤维素，不易被消化吸收。若甲

壳素和蔬菜、植物性食品、牛奶和鸡蛋一起食用可

以被吸收。在植物和肠内细菌中含有壳糖胺酶、去

乙酰酶，体内存在的溶菌酶以及牛奶、鸡蛋中含有

的卵磷脂等共同作用下，可将甲壳素分解成低分子

量 的 寡 聚 糖 而 被 吸 收 。 当 分 解 到 六 分 子 葡 萄 糖 胺

时，其生理活性最强。MKKM 年，美国、欧洲的医学

界和营养食品研究机构将甲壳素称为继蛋白质、脂

肪、糖、维生素、矿物质之后的人体健康所必须的

第六大生命要素。甲壳素作为机能性健康食品，完

全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品，对人体具有强化免疫、

抑制老化、预防疾病、促进疾病痊愈和调节生理机

能等多项功能。

M8 甲壳素的生理功效

MCM8 强化免疫功能、抗肿瘤、抑制癌症

壳聚糖及其某些衍生物具有调解和提高机体免

疫力、促进抗体产生和增强肌体抗病能力之功能。

壳聚糖可以提高淋巴细胞（NG 细胞和 &6G 细胞）

的活性，这些细胞对内环境的 @O 值变化非常敏感，

当 @O 下降，活性也随之下降，使非特异免疫功能

受到抑制和破坏。由于壳聚糖使体液 @O 倾向弱碱

性，故可以制造淋巴细胞破坏癌细胞的环境，从而

起到防癌抑癌的作用。壳聚糖与甲氨喋呤的复合物

能明显增强抗癌药物的抗肿瘤效果；NF 乙酰壳聚

糖对某些病毒有防御作用，能抑制 P.201B.MI5*等肿

瘤的增殖。

日本爱媛大学医学部的奥田教授为了证实甲壳

素的抑制癌症作用，从 9%OQO)’ 白鼠的脾脏采取淋

巴球，观察甲壳素的存在是否增加杀死 R69FM 癌

细胞的能力。实验用癌细胞预先注入放射性镉，癌

细胞若受破坏，可由测定流出在细胞外的放射性的

量而判定。结果确认甲壳素在 #H*<=*Q*B& 的质量浓

度就能增加淋巴球（NG）杀死癌细胞的作用。同

时 ， 还 观 察 到 甲 壳 素 的 降 解 产 物 葡 萄 糖 胺 使 体 液

@O 发 生 变 化 ， 激 活 淋 巴 细 胞 攻 击 癌 细 胞 。 另 外 ，

这些降解产物还能与存在于血管壁表面的癌细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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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载体结合，从而抑制了癌细胞的转移。我国科学

家研究表明，甲壳素有抑制癌细胞毒素的作用。癌

细胞增殖时能释放出毒素，此毒素能破坏血清中的

铁质，造成贫血；分解脂肪；兴奋满中枢，失去食

欲，使人体消瘦。服用甲壳素可出现食欲。这是因

为他对癌细胞毒素有抑制作用缘故。$&&# 年 & 月北

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保健品功能检测中心研究

表明，甲壳素具有增强单核巨噬细胞和 ’( 细胞活

性功能，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均有增强作用。

)*!+ 排除有毒、有害物质于体外

据文献报导，到目前为止，世界上 % 万多种药品

中能将重金属排出体外的药物极为稀有。而壳聚糖分

子结构中有氨基和羟基，他们具有螯合二价金属离子

的作用，可将重金属离子排出体外，防治中毒。

研究表明，甲壳素具有与植物纤维相似的结构

与功能。如保水、膨润、扩散、吸附，难于消化吸

收等，因而具有促进消化道蠕动，增加排便容积，

缩短肠内物质的通过时间，降低腹压及肠压，吸附

有毒物质（如农药、化学色素、放射线等）和重金

属离子并排出体外，减低食物中有害物质的吸收。

$*%+ 增强肠内有益菌、抑制有害菌

肠道中菌群分为有益菌群和有害菌群，其中有

益菌群有双岐杆菌、乳酸菌等； 有害菌群有肠炎杆

菌、沙门氏菌等。 有害菌群的代谢可产生氨、硫化

氢 、 酚 类 等 物 质 ， 这 些 有 害 物 质 会 损 害 心 、 脑 、

肝、脾、胃，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增加癌症和

和高血压等发生的概率。现代医学证明， 双岐杆菌

的数量越多，人体的健康状况越佳。 壳聚糖具有促

进体内双岐杆菌增殖和抑制有害菌生长的功效，因

此，可通过服用壳聚糖来以菌制菌，纠正肠道菌群

失调，恢复肠道菌群的生态平衡，维护人体健康。

$*,+ 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

甲壳素溶于酸后，可形成一个强大的带正电荷

的阳离子集团。这对于改善酸性体质，维持体液正

常 -. 值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由于胰岛素不足（绝对的或相对的）

引起糖尿病，其患者体液呈酸性，若 -. 降 "*) 则

胰岛素敏感度下降 %"/，患者糖利用降低，呈高血

糖。甲壳素把 -. 值调到弱碱性，提高胰岛素利用

率，有利于糖尿病的防治。此外，他还有调节内分

泌 系 统 的 功 能 ， 使 胰 岛 素 分 泌 正 常 ， 抑 制 血 糖 上

升。

血管内脂肪滴是带负电荷的基团，他与带正电

荷的甲壳素分解物结合，在脂滴周围形成屏障而妨

碍吸收。同时，甲壳素在体内低浓度时，也能阻止

脂肪消化酶的活化，使脂肪不能分解成甘油和脂肪

酸，因此在空肠不能吸收而以原形排出。甲壳素能

很好地与胆汁酸结合，并将其排出体外。人体为了

保持胆囊中有一定量的胆汁酸贮备，就必须在肝脏

中将胆固醇转化成胆汁酸，这样血液中胆固醇含量

就必然下降。此外，甲壳素和胆汁酸结合影响脂类

乳化使其吸收减少。

近年来医学专家发现，血压升高和食盐中 0$1

有关，与 ’23 无关。因 0)1 能使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405）活化，把血管紧张素!转变为血管紧张素

"，而使血压升高。甲壳素是可溶性阳离子型食物

纤维，在代谢过程中，其阳离子基团能和食盐中的

0)1 结合而排泄于粪便中，因而服用甲壳素后能使

血压下降。

)*67 强化肝脏机能

肝 脏 是 人 体 最 大 的 腺 体 ， 具 有 多 样 的 代 谢 功

能。目前治疗病毒性肝炎没有特效药，大剂量干扰

素治疗乙肝或丙肝有效率最高达 68+9。若将甲壳

素与干扰素并用，可提高疗效，促进肝炎病毒抗体

产生，可使乙肝病毒转阴。

据日本鸟取大学平野教授研究证实，用高胆固

醇饲料喂养兔子，由于胆固醇与中性脂肪在血中的

浓度升高，不久后并发脂肪肝及肝炎，肝脏呈赤红

色。但在同时喂以甲壳素的兔子，胆固醇和脂肪明

显降低，没有出现脂肪肝和肝炎，其肝脏呈正常暗

褐色。

过量喝酒，由于乙醇在乙醇脱氢酶作用下变成

乙醛，乙醛的毒性很强，会引起头痛、恶心、肝损

伤等。甲壳素可活化肝脏机能，增加醛脱氢酶的活

力，可以解酒，防止酒精性肝损伤。

$*#+ 防治胃溃疡

由于壳聚糖与胃酸作用后形成胶状液，附着在

胃壁上形成保护膜，阻止了胃酸对损伤面的刺激，

促进损伤面的修复，故壳聚糖可作为一种较理想的

胃溃疡辅助治疗剂。

$*:+ 防治痛风（尿酸过多症）

体内嘌呤代谢的紊乱会引起痛风，痛风病人常

见血中尿酸水平升高。近年来，用动物实验证实了

低分子量壳聚糖可降低血中和尿中的尿酸量，从而

使痛风症状得以缓解。

)*; 活化细胞，抑制老化，恢复各个器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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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研究证实，甲壳素对植物神经系统及内分泌

系统有调节作用。甲壳素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

胞，治疗脑萎缩。可进入血睾屏障，修复营养性腺

细胞，改善酸性环境，促进男、女性激素分泌，恢

复提高性功能，增加活力，抑制老化。甲壳素进入

胎盘屏障，使胎儿健康、强壮、皮肤光滑。

甲壳素对人体细胞具有良好的亲和性，抗原性

低 ， 安 全 性 高 。 甲 壳 素 在 人 体 受 伤 部 位 能 活 化 细

胞，大量产生胶原纤维，胶原纤维可迅速形成细致

的 皮 肤 ， 不 会 留 下 疤 痕 ， 在 治 疗 烧 伤 、 烫 伤 、 外

伤、加速伤口愈合、止血、消炎方面疗效独特。

$&’( 降低食物的热能

甲壳素与壳聚糖能与机体内胆固醇、胆汁酸等

高热能类物质结合生成不能被胃液水解而又难以消

化的络合物，直接抑制了这些物质的吸收，并促使

他们很快排出体外，使食物的热能大大降低，这对

肥胖患者的减肥十分有益。

$&$)( 调节自律神经，促进末梢循环

中医所谓的“瘀血”就是指气、血、水不流畅

的 病 态 。 瘀 血 时 末 梢 循 环 不 良 ， 身 体 表 面 温 度 降

低，而成为怕冷症。由于末梢循环不良，对肌肉细

胞的营养物质、氧气供应不足，代谢废物堆积，会

引起腰酸背痛。甲壳素的体内降解物质能刺激迷走

神经，促使自律神经中枢的兴奋，使细动脉扩张，

促进末梢循环，使细胞肌肉的养分供应充足，从而

改善了由瘀血、体质虚弱、末梢循环不良、身体表

面温度降低而引起的畏寒怕冷、腰酸背痛的症状。

*&** 抗凝血活性

甲壳素经硫酸酯化后的结构与肝素类似，具有

较好的抗凝血活性。其抗凝血效果与分子量关系较

大，也与脱乙酰化度，硫酸酯化度等因素有关。据

+,--./0112(3&4&等测定，56 羧丁基甲壳胺 6% ，# 一、

二磺酸酯在血液中的质量浓度达到 "&*789:(;(9<时，

抗凝血活性与肝素相当，且对红细胞结构无显著影

响（!=(> 无溶血现象），优于 56 羧丁基甲壳胺及三

磺酸酯。

*&*!8 补充人体微量元素

锌、铁、镁、钙、锰等是保持人体健康不可缺

少的重要元素，机体不少病理改变均与这些元素代

谢异常和缺乏有关。由于壳聚糖的酸性和降解产物

都溶于水，将其与锌、铁、镁、锰等配位，能形成

溶于水的配合物，从而为人类补锌等微量元素提供

了新载体。

此外，甲壳素具有很强的抗菌力，可治疗口腔

溃疡、牙周病、口臭等。甲壳素还具有提高钙代谢

的 功 能 和 骨 细 胞 摄 取 钙 的 能 力 ， 可 治 疗 骨 质 疏 松

症。

!8 甲壳素和壳聚糖的制备

!&*8 甲壳素的制备

将虾、蟹壳洗净干燥后，以质量分数 ?8@稀盐

酸于室温浸泡 $(A(B(!(A 天，其目的就是除去原料中

的碳酸钙。或用质量分数 =(C盐酸，于 D)(! B(’)(!
加热处理 $)(92E 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过滤，水

洗至中性，用质量分数 )&!(C高锰酸钾溶液浸泡脱

色 $(> 后过滤。再加质量分数 $(C亚硫酸氢钠浸泡

$)(92E， 过滤、水洗、干燥即得甲壳素。

%&!( 壳聚糖的制备

将甲壳素于质量分数 ?)(C氢氧化钠浓溶液中，

在 $$)(!以上水解 $(>， 即可得壳聚糖；还可用质

量分数 =!(C氢氧化钠溶液于 7)(! B(’)(!保温水解

%!(> 以上，再经压滤、水洗至中性、干燥等程序，

得成品。

%( 总结

甲壳素和壳聚糖具有降胆固醇、提高机体免疫

力、抑菌防腐和高分子絮凝等多种功能。因此，美

国、日本政府已将甲壳素和壳聚糖正式批准为新型

食 品 添 加 剂 ， 并 在 食 品 工 业 中 进 行 了 较 广 泛 的 应

用。 目前甲壳素是日本政府唯一准许宣传疗效的功

能性食品。这几年我国甲壳素的研究也很热，生产

厂家也有一定发展，但比起国外我国的生产厂家数

量和规模都相对有限。甲壳素应用领域非常广阔，

有 很 大 的 开 发 前 景 ， 应 引 起 我 国 企 业 界 的 高 度 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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