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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医学认为，鸡汤具有温中益气、补虚填精、益五脏健脾胃及强筋骨等效果。近年来的

研究证明鸡汤具有缓解感冒症状、消除疲劳、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及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鸡汤中

富含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其中肌肽和鹅肌肽是组胺酰二肽

类化合物，不仅是鸡汤中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是具有多种生理活性的抗氧化物质。此外，肌肽等

小分子化合物又作为中枢组织胺神经递质的前驱活性物质，可以通过组氨酸等代谢途径有效调

节中枢组织胺神经水平和５－羟色胺活性、激活５－羟色胺依赖性生理活动，改善睡眠，提高情绪和

调节生活节律等多种生理功能。随着鸡汤的工业化生产，以鸡精形式的功能食品受到人们的关

注。作者综述近年来人们对鸡汤的活性成分及生理作用等研究的同时，也对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加以总结，旨在对鸡汤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有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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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内经》记载，鸡汤有温中益气、补虚填精、益
五脏、健脾胃、强 筋 骨 等 功 效，适 用 于 营 养 不 良、畏

寒怕冷、神 疲 乏 力、月 经 不 调 及 产 后 缺 奶 等 症 状。
具有百年历史的乌鸡白凤丸起源于明代《普济方》，
是 以 乌 鸡 为 原 料 且 具 有 养 血 生 津，宁 神 益 智 的 作

用。基于鸡汤在传统养生学中的作用，结合现代生

活节律的实际状况，构成近年来营养型鸡精的消费

基础。目前，在 东 南 亚 各 国 的 华 人 区 域，营 养 型 鸡

精作 为 工 业 化 的 鸡 汤，主 要 用 于 病 人 恢 复 健 康，补

充营养，产后妇女恢复体力，运动员提高身体素质；
也被用于恢 复 精 神 及 体 力 疲 劳 和 增 强 学 生 的 大 脑

反应能力及提高学习记忆效果等方面。此外，国内

外市场上除原有的传统鸡精外、也有很多种中药材添

加鸡精作为即食型营养口服液提供各类消费人群。
在传统的使用经验中，人们发现鸡汤具有养心

安神、养颜美容和抗疲劳的保健作用。鸡汤对于老

年人具有强壮和抗衰老的作用，对于体质较弱人群

显示益气养肺、调节免疫和预防感冒的效果。研究

证明，鸡 汤 的 健 康 效 果 主 要 来 自 于 多 种 矿 物 质、微

量元素及 多 种 氨 基 酸 的 生 物 活 性［１］。正 是 由 于 鸡

汤的这些药用价值，使得鸡汤的工业化产品———营

养型鸡精得到消费者的认同，逐渐形成为具有一定

规模、成熟的消费市场状态。作者主要对鸡汤及其

工业化产品 鸡 精 的 生 物 活 性 及 其 可 能 作 用 机 制 进

行总 结，以 期 为 广 大 消 费 者 提 供 相 关 信 息，并 为 鸡

汤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有益的参考。

　　与 其 他 肉 类 相 比，鸡 肉 蛋 白 质 含 量 高，脂 质 含

量相对较低，且富含微量元素、肌肽、肌酐及氨基酸

等多种营养成分，并在加热炖煮过程中容易被转溶

迁移到鸡 汤 中。此 外，鸡 汤 中 含 有 丰 富 的 胶 质、钙

和磷等鸡 骨 溶 出 物 和 营 养 成 分。尽 管 鸡 汤 和 鸡 精

都是鸡肉经过加热煮沸的提取物，但工业化生产的

营养型鸡精是在严格的提取及浓缩条件下完成，因

此其成分比 例 及 生 物 活 性 等 方 面 也 区 别 于 普 通 的

鸡汤。例如，被人们研究较多的传统品牌白兰氏营

养型鸡精（Ｂｒａｎｄ＇ｓ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是一种在规

范化工艺条件下进行高温高压烹煮下充分提取，经

离心等方法去除脂肪和胆固醇，真空浓缩数倍后形

成的鸡汤 工 业 化 产 品。这 种 传 统 营 养 型 鸡 精 是 一

种不同于普 通 调 味 鸡 精 的 浓 缩 型 鸡 肉 营 养 成 分 提

取物。营养型 鸡 精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高、糖 含 量 少、不

含脂肪，食用方便，营养价值高，且便于较长时间内

保存。
目前国内市场上营养型鸡精的种类繁多，其中

较为知名的有国产太太乐、大桥鸡精、豪吉鸡精、成

福鸡精等品牌，进口产品主要为新加坡白兰氏传统

鸡精及白 兰 氏 花 旗 参 鸡 精 等。其 中 白 兰 氏 鸡 精 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在营养型鸡精的消费市场上占有

较高的市场份额。至今为止，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

机构对白兰 氏 传 统 营 养 型 鸡 精 的 营 养 成 分 进 行 过

分析［１－３］，结果确认该鸡精富含蛋白质及多肽类化合

物，具有非 常 高 的 营 养 价 值。在 氨 基 酸 检 测 中，其

产品中含 有 包 括 苏 氨 酸、缬 氨 酸、蛋 氨 酸、异 亮 氨

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及色氨酸等人体所需

的８种必须氨基酸在内的多种氨基酸外，也富含相

当比例的游离氨基酸。其中，成年人必须的组氨酸

和婴幼儿 需 要 的 精 氨 酸 也 富 含 在 其 中。这 种 营 养

型鸡精还含 有 多 种 矿 物 质、微 量 元 素 和 维 生 素［１］，
以及较为特 别 的 营 养 元 素 肌 肽、鹅 肌 肽 和 牛 磺 酸，
这３ 种 活 性 成 分 的 含 量 分 别 为 ４ ｍｍｏｌ／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７００ｍｇ／Ｌ。

２．１　抗应激及缓解疲劳作用

基于传统 养 生 学 中 提 及 鸡 汤 可 以 缓 解 身 心 疲

劳和促 进 其 恢 复，日 本Ｓｕｎｔｏｒｙ研 究 中 心 的 Ｎａｇａｉ
等人曾对印度尼西亚Ｋｒｉｓｔｅｎ　Ｓａｔｙａ　Ｗａｃａｎａ大学的

２０名健康青年学生评 价 白 兰 氏 营 养 型 鸡 精 改 善 脑

力疲劳的作用效果［４］。他们的研究结果确认连续７
ｄ每天 服 用１４０ｍＬ白 兰 氏 鸡 精 后，与 凝 胶 蛋 白 口

服液对照组相比，数学运算及短期记忆测试的误差

率明显降低。同时，他们也分析了血液中与疲劳相

关的皮质醇含量水平，并探讨了营养型鸡精对工作

绩效和受试者情绪状态等的影响。Ｎａｇａｉ等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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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提 示，两 组 学 生 的 基 础 皮 质 醇 含 量 没 有 差 异，但

在接受脑力负荷前的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说明两

组学生在 接 受 试 验 前 都 处 于 高 度 应 激 状 态。与 对

照 组 相 比，鸡 精 有 效 的 改 善 应 激 负 荷 后 皮 质 醇 水

平。尽管鸡精对计算速度没有明显影响，但可以有

效的提高 注 意 力 及 计 算 正 确 率。有 关 鸡 精 如 何 促

进保留记忆 的 能 力 可 能 通 过 改 善 血 中 与 疲 劳 相 关

的物质水平而促进心理疲劳的恢复相关，但还有待

今后更多的研究验证。
关于鸡汤可以改善体力疲劳的作用，人在探讨

鸡汤对运动诱发乳酸和氨的影响时发现，运动后服

用鸡汤浓缩物－鸡精可以降低血浆乳酸和氨的水平，
有利于促 进 运 动 后 生 理 机 能 的 恢 复［５］。中 国 科 学

院上海药物 研 究 所 的 李 建 华 等 人 在 研 究 中 发 现 鸡

精可以延长小鼠持续游泳时间和提高抗疲劳作用，
并能改善 Ｍ－胆碱能拮抗剂东莨菪碱所致小鼠学习

记忆障碍，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强营养及胆碱能样

效应相关［６］。一般认为，鸡汤的抗应激及缓解疲劳

作用可能部 分 来 自 于 其 成 分 中 富 含 蛋 白 质、多 肽、
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主要用于补充

营养，强健机体。人们在近年来的研究注意到鸡汤

中的肌肽和 鹅 肌 肽 等 小 分 子 化 合 物 又 作 为 中 枢 组

织胺神 经（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递 质 的 前

驱活性物质，可以通过组胺酸或ｃａｒｃｉｎｉｎｅ等代谢途

径有效的调 节 中 枢 自 我 意 识 控 制 的 组 织 胺 神 经 水

平，直接或间接的降低疲劳时血液中皮质醇等紧张

物质水平，改善脑力疲劳，提高短期记忆能力，加强

集中力［７，８］。此外，一 些 研 究 发 现 饮 用 鸡 汤 也 可 以

提高大脑中的５－羟色胺活性，激活５－羟色胺依赖性

生 理 活 动，改 善 睡 眠，提 高 情 绪 和 调 节 生 活 节

律［９，１０］。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体力上的

劳累已不再是人们疲劳的主要原因，现代人更多是

在面对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及物理化学等各种

应激源所帯给人们的身心疲劳［１１］。因此，应激性疾

病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而缓解身心压力对保

持健康 是 很 重 要 的。在 第 五 届 亚 洲 营 养 学 会 上，

Ｇｅｉｓｓｌｅｒ教授提到鸡汤可以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水

平，有 助 于 体 力 和 脑 力 的 疲 劳 恢 复，并 建 议 学 生 在

读书疲劳时经常喝一些鸡汤，提高学习时的集中能

力。一般认为，饮 用 茶 和 咖 啡 可 以 提 高 集 中 力，而

饮用可可 多 用 于 缓 解 疲 劳。上 述 饮 料 是 通 过 咖 啡

因和可可豆 碱 作 用 于 大 脑 的 腺 苷 受 体 来 发 挥 调 节

应激反应的作用［１２，１３］，但鸡汤却不同于上者。鸡汤

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激活中枢组织胺神经系统等，涉

及到调节情绪等方面，从而有助于体力和脑力的疲

劳恢复，进而达到提高抗应激、缓解 疲 劳 及 强 健 身

体等作用［１４］。

２．２　改善糖代谢和脂代谢作用

人们知道 身 心 疲 劳 除 了 影 响 中 枢 神 经 递 质 导

致 精 神 不 振 外，还 可 以 带 给 人 们 食 欲 不 振 及 疲 倦

感，这可能与身心疲劳诱发体内能量代谢紊乱状态

相关。
实际，机体需要通过饮食中的葡萄糖和脂质等

提供能量去 维 持 大 脑、中 枢 神 经、心 脏 及 肌 肉 等 组

织功能的生理过程，但持续的应激负荷不仅可以显

著影响能量 代 谢、限 制 组 织 器 官 对 能 量 的 利 用，而

且会导致部分生 理 机 能 低 下 和 疲 劳 发 生［１５］。日 本

北海道 大 学 的 Ｎｉｓｈｉｋａｚｅ等 人 曾 提 出 体 内１７－羟 皮

质类固醇和１７－硫酸盐酮类固醇在身心疲劳中的調

节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体力疲劳与体内的两

种类固醇的双向调节糖代谢，脂代谢所表示的能量

代谢相关［１６］。对５５名健康成年人通宵工作进行观

察，结果发现身心疲劳与血中肾上腺皮质醇上升量

为正相关［１７］，而Ｎａｇａｉ等人在他们的研究确认鸡汤

有效的改善应激 负 荷 后 皮 质 醇 水 平［１８］。近 年 来 在

动物实验中 发 现 拘 束 负 荷 小 鼠 的 血 中 胰 岛 素 水 平

及肝糖原合成能力明显低下［１９］。此外，拘束应激在

促进小鼠血中酮体（ｋｅｔｏｎｅ　ｂｏｄｙ）水平増加的同时，
可使蔗 糖 负 荷 后 的 小 鼠 血 糖 清 除 率 明 显 减 少［２０］。
在观察对脂代谢影响时也出现相同情况，拘束负荷

小鼠脂肪中的脂 酶（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ｉｐａｓｅ）活 性 显 著 低

下，注射乳剂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负荷的拘束小 鼠 血 中 中 性

脂肪清除率明显 减 少［２１］。这 些 现 象 说 明 应 激 反 应

会直接影 响 体 内 的 糖 代 谢 及 脂 代 谢 过 程。而 体 内

糖代谢及脂 代 谢 低 下 也 被 认 为 是 应 激 反 应 引 起 身

心疲劳的 原 因 之 一。观 察 鸡 汤 的 抗 应 激 作 用 时 发

现，摄取鸡汤浓缩物－鸡精可以有效的提高动物因应

激负荷降低的脂肪组织中脂蛋白脂肪酶活性，改善

因疲劳引起的体内脂肪代谢低下，增加机体的新陈

代谢水平。此外，在应激负荷大鼠的口服葡萄糖耐

量实验中发现，鸡精可以明显改善大鼠因应激负荷

降低的胰岛素分泌水平，促进肝糖元合成及提高血

中的糖利用率［２０］。至 今 为 止 已 有 很 多 的 研 究 证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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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胺等中 枢 单 胺 类 物 质 与 大 脑 活 动 及 行 为 活 动

密切相关［２２，２３］。因 为 这 类 物 质 的 生 物 活 性 或 在 体

内代谢过程中容易受到身心疲劳的影响。

２．３　改善焦虑作用

焦虑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一般认为约有

５％ 的人群患有或经历轻度或中度的焦虑症状。由

于焦虑症多数为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且多数治疗

药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因此采用心理治疗配

合辅助药物及结合锻炼等方法可以缓解焦虑症状。
营养学的研 究 提 示 高 蛋 白 质 及 多 种 氨 基 酸 能 影 响

并改善大脑功 能，改 善 焦 虑 状 态。Ａｚｈａｒ等 人 在 观

察服用鸡汤浓缩物－鸡精配合心理疗法对２２名焦虑

症患者的影响时确认，鸡精有助于改善患者在认知

和身体功 能［９］。鸡 精 的 这 一 作 用 可 能 是 通 过 调 整

５－ＨＴ等神经递质通路来完成。早在１９８４年，日本

东北大学医学院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教授曾用Ｌ－组胺酸脱羧

酶（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抗体成功标记组胺能神

经系统在大 脑 内 的 存 在 和 分 布［２４］。后 来 人 们 通 过

使用化学试剂，组胺相关基因敲除大鼠及非侵入机

体的正电子 放 射Ｘ线 断 层 摄 影 术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等多种方法的研究证明组胺能神

经与自主运 动，睡 眠 周 期，觉 醒 状 态，食 欲 控 制，学

习记忆及 情 绪 等 很 多 大 脑 功 能 相 关。为 了 阐 明 组

胺能神经 在 应 激 反 应 中 的 作 用，Ｗａｔａｎａｂｅ等 人 使

用ｆｏｏｄ－ｄｅｐｒｉｖ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模型观察大鼠在控

制饮食条件下的强迫运动时发现，组胺能神经可以

制御应激负荷引起的中枢机能亢进状态［２５］。Ｋｕｒｉ－
ｈａｒａ等人观察 到 鸡 精 对 这 种 应 激 模 型 中 产 生 的 过

度兴奋可以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２６］。Ｌｖ等人的研

究结果证明 营 养 型 鸡 精 可 以 明 显 改 善 大 鼠 转 笼 应

激负 荷 诱 发 的 身 心 强 迫 症 状，缓 解 心 理 压 力，并 提

示这种作用 与 鸡 汤 中 富 含 的 组 胺 前 体 化 合 物 肌 肽

相关，参 与 中 枢 组 织 胺 神 经（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活性发挥作用［１４］。

人们知道，鸡肉中Ｌ－组氨酸含量约为氨基酸总

含量的５％以上，因 此 认 为 鸡 汤 的 这 种 抗 应 激 作 用

可能与高浓度的组氨酸活性相关。此外，鸡汤的抗

应激及缓解 疲 劳 作 用 也 可 能 部 分 来 自 鸡 精 中 富 含

的肌肽及 鹅 肌 肽 等 生 物 活 性 物 质。肌 肽 是 一 种 由

ｂｅｔａ－ａｌａｎｉｎｅ和 Ｌ－ｈｉｓｔｉｄｉｎｅ构 成 的 二 肽 类 化 合 物，
是中枢组织胺神经递质的前体活性物质，可以通过

组胺酸或ｃａｒｃｉｎｉｎｅ等代谢途径有效的调节中 枢 自

我意识控制的组织胺神经水平［７，８］。大阪大学蛋白

质研 究 所 Ｙａｍｏｎｏ等 人 在 实 验 中 发 现 肌 肽 影 响 交

感及副交感传出神经活性，通过组胺 Ｈ３受 体 及 其

他传导通路调节自主神经，直接或间接的降低疲劳

时血液中皮 质 醇 等 紧 张 物 质 水 平，改 善 脑 力 疲 劳，
提高 短 期 记 忆 能 力，加 强 集 中 力［８］。此 外，新 加 坡

国立大学Ｘｕ等 人 在 研 究 中 发 现，营 养 型 鸡 精 可 显

著升高 大 鼠 脑 脊 液 中５－羟 吲 哚 乙 酸（５－ＨＩＡＡ）含

量［１０］。脑脊液 中５－ＨＩＡＡ水 平 是 脑 内５－ＨＴ活 性

指标，因此５－ＨＩＡＡ水平可以反映营养型鸡精对脑

内５－ＨＴ活性的影响。鸡精中富含牛磺酸、门 冬 氨

酸、谷氨酸及 甘 氨 酸 等 多 种 氨 基 酸，对 于 这 些 氨 基

酸是否直 接 参 与 及 调 节 脑 脊 液５－ＨＩＡＡ水 平 尚 不

清楚。但根 据 白 兰 氏 传 统 营 养 型 鸡 精 中 仅 含 有 微

量色氨酸的角度可以推测，鸡精的这种活性不是因

来自摄取５－ＨＴ前体物色氨酸的结果。由于摄取营

养型鸡精可以提高脑内５－ＨＴ活性，因此服用鸡精

后可能提高睡眠质量，改善心境及调节心脏节律等

一些依赖于５－ＨＴ的生理活动。当然，这些 作 用 机

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２．４　促进乳汁分泌

适宜的营 养 和 保 健 是 促 进 产 后 康 复 的 重 要 因

素，而且也会影响到产后乳汁分泌及婴儿健康。刘

媛珍等人在 探 讨 不 同 助 产 方 法 对 产 后 影 响 时 注 意

到，饮用鸡汤可以改善产后状态［２７］。杨瑾等人在他

们的临床观 察 中 认 为 鸡 汤 有 利 于 产 后 的 机 体 康 复

和能够促进乳汁 分［２８］。实 际 上 产 后 最 初 几 天 内 以

虚者为多数，而 鸡 汤 则 正 是 以 滋 补 为 主，这 可 能 是

鸡汤能够 促 进 早 期 泌 乳 作 用 的 作 用 机 制。由 于 初

乳中富含谷 氨 酸、牛 磺 酸 等 多 种 游 离 氨 基 酸，其 中

牛磺酸是一种含硫氨基酸，不仅参与脑细胞壁和卵

磷酸的合成，而 且 促 进 脑 组 织 机 能 和 智 力 发 育，有

利于新生儿机体的发育。一般认为，新生儿和早产

儿体内的牛磺酸脱羧酶活性低下，因而需要由母乳

提供。母乳中牛磺酸含量为４５．３ｍｇ／Ｌ，而牛乳中

仅为６ｍｇ／Ｌ。与 此 相 比，营 养 型 鸡 精 中 牛 磺 酸 含

量为７００ｍｇ／Ｌ，能够有效的补充产妇需求，提高乳

汁质量。台北医科大学的Ｃｈａｏ等人在观察鸡精对

３０名健康哺乳妇女的泌乳影响时发现，补充鸡精可

以显著提高 初 乳 中 乳 铁 蛋 白 及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等 含

量［２９］。鸡精促进哺乳 妇 女 初 乳 中 这 些 活 性 成 分 的

作用，无疑有益于新生儿的生长发育和提高机体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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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能力。广西医科大学王莉玲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

对２００例健康初产妇进行临床观察，并确认营养型

鸡精具有促进产后早泌乳、多泌乳作 用，可 能 与 补

充营养，促进产妇迅速恢复体力，促进营养物质的

吸收及减轻 心 理 压 力 相 关［３０］。中 山 大 学 李 小 毛 等

人认 为 鸡 精 是 一 种 饮 用 方 便，滋 养 身 体，恢 复 产 妇

体力及可以 促 进 早 泌 乳 和 增 加 泌 乳 量 的 产 后 营 养

品［３１］。

２．５　预防感冒及免疫赋活作用

疲劳是一 种 具 有 非 特 异 症 状 的 生 理 或 病 理 过

程的临床现象，也与机体免疫系统的改变相关。至

今为止的研究证明，身心疲劳能够诱发肥大细胞敏

感性和增加免疫细胞的过氧化应激状态，降低机体

免疫能力［３２］。此外，身心疲劳时也会影响鼻腔纤毛

的正常生理运动，增加病原微生物在鼻腔粘膜滞留

时间，加大病原微生物对鼻腔粘膜的感染机会。病

毒或致敏原 会 刺 激 鼻 腔 粘 膜 下 的 肥 大 细 胞 释 放 组

胺等细胞介 素，促 进 鼻 腔 内 杯 状 细 胞 合 成 粘 蛋 白，
增加 血 管 通 透 性，影 响 血 液 成 分 渗 出，引 起 鼻 液 分

泌量的增加，这可能是身心疲劳容易引起感冒和流

鼻涕的一个原因。Ｓｐｅｃｔｏｒ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发

现鸡汤可以改善鼻塞和鼻液症状，具有减轻充血效

果并缓解感冒症状，减轻感冒带来的痛苦［３３］。虽然

鸡汤不是治疗感冒的药物，但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免

疫能力达 到 预 防 流 感 的 效 果。也 有 一 些 研 究 认 为

鸡汤富含的 免 疫 赋 活 性 物 质 可 以 抑 制 体 内 肺 炎 链

球菌的生长，改善呼吸道疾病。尽管有关鸡汤对机

体 免 疫 功 能 影 响 的 研 究 并 不 多 见，香 港 理 工 大 学

Ｍａｎ等人确认鸡汤浓缩物－鸡精可以促进正常和应

激负荷动物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活性［３４］，他们建议

鸡汤具有改善正常或应激状态下的机体免疫功能。
此外，李丹等人通过动物实验证明鸡汤可以提高机

体的免疫力［３５］。Ｄｚｉｕｂａ等 人 在 研 究 中 发 现，鸡 肉

中富含的 多 肽 类 化 合 物 蛋 具 有 免 疫 赋 活 作 用［３６］。

Ｃａｎｄｉｓｈ等人通过测定超氧化物和白细胞介素－１等

证明白兰氏 营 养 型 鸡 精 中 所 含 的 醇 溶 小 分 子 和 醇

沉大分子活 性 成 分 具 有 激 活 循 环 血 液 中 的 中 性 粒

细胞的作用［３７］。体 外 实 验 也 同 样 证 明 鸡 精 中 含 有

的活性成分肌肽也可以激活巨噬细胞样Ｕ９３７细胞

的活性。近 年 来 作 者 在 探 讨 营 养 型 鸡 精 如 何 影 响

应激负荷小鼠免疫功能时发现，营养型鸡精不仅可

以改善拘束小鼠血浆中的皮质酮含量，同时有效的

调节因激 诱 负 荷 引 起 的 脾 脏 淋 巴 细 胞 ＧＲ　ｍＲＮＡ
﹑Ｂａｘ／Ｂｃｌ－２ｍＲＮＡ﹑ 线 粒 体 膜 电 位 及ＣｙｔＣ水

平的改变，提示营养型鸡精通过其抗应激作用来抑

制细胞凋亡以稳定淋巴细胞的数目，从而改善拘束

应激小鼠的免疫功能［３８］。随后，作者还发现营养型

鸡精可以通 过 改 善 拘 束 小 鼠 的 免 疫 功 能 来 提 高 应

激小鼠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生存率，延长死亡小鼠的

生存时间（ＭＤＤ），提 示 营 养 型 鸡 精 的 感 冒 预 防 作

用。
肌肽等其 他 小 分 子 肽 类 在 鸡 汤 预 防 感 冒 及 免

疫赋活作 用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肌 肽 是 一 种 自 由 基

清除剂［３９］，可以 调 节 免 疫 细 胞 的 氧 化 应 激 状 态，防

止机体免疫功能紊乱。此外，肌肽还可以通过组胺

酸等代谢途径调节组织胺神经水平，提高小鼠的抗

应激能力，改 善 拘 束 应 激 小 鼠 的 免 疫 功 能。当 然，
鸡精中富含的氨基酸、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等其他营

养成分在抗 应 激 和 改 善 拘 束 负 荷 小 鼠 的 免 疫 功 能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６　改善贫血作用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营养学教授Ｇｅｉｓｓｌｅｒ等

人的研究证 明 白 兰 氏 传 统 营 养 型 鸡 精 能 明 显 促 进

人体新陈代谢，从而有助于消除身心疲劳与恢复体

力［４０］。同时他们在实 验 中 发 现 营 养 型 鸡 精 也 可 以

显著的改善血红蛋白水平，并有利于促进食物中铁

的吸收 率 及 缓 解 缺 铁 性 贫 血 病 人 的 血 清 铁 水 平。

Ｇｅｉｓｓｌｅｒ等人认为营养型鸡精的作用机制可能来自

两个方面，即 鸡 精 通 过 刺 激 胃 液 分 泌 增 进 食 欲，摄

取更多用以合成血红蛋白的营养物质，从而改善贫

血大鼠营 养 状 态。另 一 方 面 被 认 为 是 营 养 型 鸡 精

富含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可以促进食物中

铁质的吸 收 及 利 用。一 般 认 为 动 物 摄 取 的 外 源 性

铁主要是非血红素铁，这种铁必须被溶解及还原后

得以吸收。近 年 来 的 研 究 证 明 很 多 因 素 可 以 通 过

作用在非血 红 素 铁 的 溶 解 及 还 原 过 程 来 影 响 机 体

对铁的吸收 和 利 用。人 们 知 道 维 生 素Ｃ可 以 通 过

对铁 的 还 原 反 应，形 成 可 溶 解 维 生 素Ｃ－铁 的 复 合

物，继而促 进 机 体 对 铁 的 吸 收 利 用。此 外，柠 檬 酸

等有机酸 及 某 些 氨 基 酸 也 显 示 有 益 的 影 响。营 养

型鸡精中富含的肌肽和鹅肌肽具有抗氧化活性［４１］，
可能也可通过其抗氧化作用影响铁的溶解度，此外

这些组胺酰 二 肽 类 化 合 物 也 是 一 种 有 效 的 重 金 属

螯合剂，有 助 于 铁 在 机 体 内 的 吸 收 代 谢。此 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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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探讨蛋白质对铁吸收的影响时发现，铁的吸收

可能受蛋 白 质 的 存 在 形 式 的 影 响。尽 管 鸡 汤 的 抗

贫血的作用机理并不清楚，但应该与鸡汤通过补充

营养、增进食欲及促进铁吸收等生物活性相关。

２．７　促进机体新陈代谢

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人与环境研究学科的Ｉｋｅｄａ
等人在探讨鸡精对休息期代谢率（ｒｅ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ａｔｅ）的影响时确认，与脱脂牛奶蛋白相比，鸡精可

以有效提高 休 息 期 能 量 消 耗，促 进 新 陈 代 谢 水 平，
并有利 于 改 善 身 心 疲 劳 状 态［４２］。Ｇｅｉｓｓｌｅｒ等 人 曾

以２０名 健 康 男 女 青 年 为 对 象，通 过 氧 气 分 析 仪 测

量呼气中的氧含量，计算每分钟的热能消耗率为指

标探讨鸡精 对 机 体 代 谢 率 的 影 响［４３］。他 们 的 结 果

发现，服用营养型鸡精（７０ｍＬ／瓶）２ｈ后，体内新陈

代谢率提高１０％～１２％。他 们 研 究 确 认 随 鸡 精 剂

量的增大代谢率明显提高，其作用呈现一定的量效

关系。Ｇｅｉｓｓｌｅｒ等人同时还比较了营养型鸡精和家

庭制鸡汤对机体代谢率的影响，实验证明鸡精对新

陈代谢率的作用远大于家庭鸡汤，服用鸡精３ｈ后，
对新 陈 代 谢 率 的 促 进 作 用 是 家 庭 鸡 汤 的２．５倍。
由此可见，鸡精提高机体代谢能力的作用并不能由

食物热能 同 化 所 需 的 代 谢 过 程 来 解 释。在 其 他 实

验结果中同 样 显 示 鸡 精 提 高 机 体 代 谢 率 的 作 用 也

不能用其中的蛋白质、各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的含量

来解释。营养型鸡精对机体代谢率的促进作用，无

论是常用量，或是以每克中蛋白质含量都显示出活

性高及作用强的特点。因此，鸡精提高机体新陈代

谢作用可能来自于其他活性成分，当然也不排除鸡

精中所含 各 种 成 分 间 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近 年 来 的

研究提示，鸡精促进新陈代谢作用可能来自向机体

快速提供 能 量，和 有 效 解 除 身 心 疲 劳 的 结 果。Ｔｓｉ
等人的研究显 示 使 用 辣 椒 素（ｃａｐｓａｉｃｉｎ），绿 茶 提 取

物和鸡精３种原料配制的健康食品服用两周后，可

以减少人体脂肪，其作用机制有待于今后更深入的

研究［４４］。

２．８　改善高血糖作用

在传统的养生经验中，人们认为经常饮用鸡汤

会有益于 糖 尿 病 人 的 健 康。大 阪 大 学 蛋 白 质 研 究

所Ｙａｍｏｎｏ等 人 利 用 大 鼠 实 验 观 察 鸡 精 和 其 活 性

成分肌肽 对 颅 内 注 射２－ｄｅｏｘｙ－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２ＤＧ）诱

发高血糖的影响 时 发 现，连 续 给 予 质 量 分 数５％鸡

精溶液７ｄ后，能显著降低因２ＤＧ诱发大鼠的高血

糖水平［８］。在 随 后 的 研 究 中 他 们 确 认 无 论 腹 腔 注

射，侧脑室内注射或是灌胃给予肌肽都可以有效的

抑制２ＤＧ诱发大鼠高血糖水平。并且证明肌肽的

这种抗高血 糖 作 用 与 升 高 血 液 内 胰 岛 素 水 平 和 降

低胰高血糖素水平相关。实验中，Ｙａｍｏｎｏ等人也

注意到静脉 注 射 一 定 剂 量 的 肌 肽 可 以 抑 制 支 配 肾

上腺和肝脏的交感传出神经活性，增强支配胰腺的

副交感传出神经活性。同时，他们在研究中也发现

特定剂量的组胺也具有抑制２ＤＧ诱发大鼠高血糖

的作用。他们的实验结果提示，在侧脑室内注射组

胺或肌肽对２ＤＧ－诱发大鼠高血糖的抑制作用可以

被组胺 Ｈ３受 体 拮 抗 剂ｔｈｉｏｐｅｒａｍｉｄｅ所 抵 消。因

此，上述结果显示富含于哺乳动物骨骼肌内的组胺

前驱活性物质肌肽，可能作为一种骨骼肌释放的内

源性生物活性 因 子 作 用 于 大 脑 区 域，通 过 组 胺 Ｈ３
受体调节 自 主 神 经 来 降 低 血 糖 水 平。但 其 作 用 机

制及传导通路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此外，阳冬辉等人在观察肌肽对拘束应激小鼠

血糖浓度和肝糖原合成的影响时证明，肌肽能提高

应激小鼠血糖消除速率，促进糖原合成酶的基因表

达，并增 强 肝 糖 原 合 成 能 力［４５］。在 探 讨 作 用 机 制

中，他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肌肽降低体内糖皮质

激素水平、激活糖原合酶相关。人们知道机体在应

激负荷条件下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产生

大量儿茶酚胺、兴奋性氨基酸，导致下丘脑－垂体－肾
上 腺 轴（ＨＰＡ）功 能 亢 进，血 液 中 皮 质 醇 浓 度 增

高［４６］。由于糖皮质激素的释放增加，不仅促进糖原

分解和糖异生作用，而且抵制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

转运和利用，快速升高血糖。肌肽给药能降低拘束

应激小鼠血糖浓度，改善因应激负荷导致的血糖利

用率低下。同 时 肌 肽 给 药 能 显 著 降 低 拘 束 应 激 小

鼠血浆皮质 酮 水 平，促 进 肝 糖 原 合 成，降 低 糖 皮 质

激素水平，增 强 葡 萄 糖 的 储 备，改 善 了 机 体 应 激 后

导致的能 量 供 应 不 足 的 状 况。糖 原 合 酶（ｇｌｙｃｏｇｅｎ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是肝 和 肌 肉 糖 原 合 成 的 关 键 限 速 酶，其

中糖原合酶－２主要存在于肝脏中，调节肝糖原的合

成。糖皮质激素通过调控ｃＡＭＰ和Ｃａ２＋ 这２个信

号分子，激活糖原合成酶激酶使糖原合成酶磷酸化

而活性降低［４７，４８］。阳 冬 辉 等 人 的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肌

肽给药能 够 促 进 糖 原 合 酶－２ｍＲＮＡ 表 达，提 高 肝

糖原合成能力，其机制可能与肌肽能显著改善机体

糖皮质激素 水 平，激 活 糖 原 合 成 酶 激 酶，继 而 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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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糖原合成酶去磷酸化实现的。

２．９　改善高血压作用

近年来的 研 究 证 明 利 用 蛋 白 酶 水 解 鸡 肉 蛋 白

得到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肽，不仅能够抑制人

体内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活性，而且具有安全性及

易吸收等 特 点。张 海 军 等 人 在 他 们 的 研 究 中 证 明

在鸡肉来源的活性肽中，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是

一种抗高血压肽，在作为食品功能成分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４９］。大阪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 Ｍａｔｓｕｍｕ－
ｒａ等人 以 去 氧 皮 质 酮 醋 酸 盐（ｄｅｏｘｙ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ａｃｅｔａｔｅ：ＤＯＣＡ）和食盐（ＤＯＣＡ－ｓａｌｔ）来诱发单侧肾

脏切除ＳＤ大鼠高血压模型探讨白兰氏传统营养型

鸡精对高血 压 的 影 响［５０，５１］。结 果 发 现 将 相 当 于 每

天每只大鼠口服０．１７５～０．３５０ｍＬ的营 养 型 鸡 精

的冻 干 粉 添 加 普 通 饲 料 喂 养５周 后，可 明 显 抑 制

ＤＯＣＡ＋ｓａｌｔ诱 导 大 鼠 的 高 血 压 水 平。此 外，鸡 精

也明显改善因ＤＯＣＡ－ｓａｌｔ负荷而导致心脏的组 织

学改变。病 理 学 检 查 发 现 鸡 精 可 以 明 显 缓 解 主 动

脉壁增厚，降 低 主 动 脉 血 管 壁 面 积。此 外，鸡 精 也

显示可以减 轻ＤＯＣＡ－ｓａｌｔ导 致 的 肾 小 球 纤 维 样 坏

死、肾 小 动 脉 增 厚 和 肾 小 管 扩 张 等 肾 损 害。Ｍａｔ－
ｓｕｍｕｒａ等人在观察营养型鸡精对肾功能 的 影 响 时

注意到，鸡精可减少ＤＯＣＡ－ｓａｌｔ负荷引起的尿蛋白

增多。Ｒｉｒｉｅ等人的研究证明肌 肽 有 益 于 大 鼠 主 动

脉环显示的 血 管 非 内 皮 依 赖 性 舒 张 功 能［５２］。一 般

认为，高血压动物血管组织中氧自由基的产生明显

增多，而氧 化 应 激 状 态 与 高 血 压 的 发 生 密 切 相 关，
因此可以推 测 具 有 抗 氧 化 和 清 除 自 由 基 作 用 的 肌

肽 有 益 于 缓 解 高 血 压 及 组 织 学 器 质 性 病 理 改 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Ｓｌｉｍ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营养

型鸡精可以缓解负荷性心肌肥厚、高血压和动脉粥

样硬化等症 状［５３］。与 猪 肉 提 取 物 未 能 显 示 抗 心 肌

肥厚作用相比，鸡精所具有的改善心血管机能的营

养价值令人关注。在细胞水平上，鸡肉也显示出具

有刺激巨噬细胞产生ＮＯ的活性，这可能与其具有

心血管作用特性有关。因此，从营养学观点上可以

认为长期服 用 鸡 精 可 能 对 改 善 高 血 压 具 有 一 定 的

防治意义。

２．１０　抗氧化活性及其他生理功能

人们在对 影 响 身 心 疲 劳 的 各 种 作 用 机 制 分 析

中发现，应激反应引起的身心疲劳与体内过氧化脂

质的増加相关［５４］。例如，人在疲劳时尿中含有的过

氧化脂质量 与 大 脑 机 能 指 标 的Ｆｌｉｃｋｅｒ值 成 反 比，
而与血中 乳 酸 量 成 正 比。作 者 也 发 现 通 宵 工 作 在

引起大脑疲劳和計算能力低下的同时，血中过氧化

脂质量亦 显 著 増 加。美 国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研 究 中 心 在

比较东西方 文 化 中 提 出 体 内 的 阴 阳 制 约 过 程 与 过

氧化及抗氧化平衡状态 相 关［５５］。Ａｂｉｄｉｎ等 人 在 动

物实验中也同样 确 认 了 这 种 现 象［５６］。当 人 们 郁 气

成积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脑组织的缺血状态和

誘发活性氧产生，当这些活性氧诱发的过氧化脂质

在大脑皮质蓄积时可以加重身心疲劳。此外，在使

用拘束方法限制小鼠运动的研究中发现，拘束负荷

在引起小鼠的身心压力的同时，会使小鼠体内的抗

氧化能力指数（ｏｘｙｇｅ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ｂｓｏｒｂ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明显下降［５７，５８］。由此可见，应激负荷不仅可以引起

疲劳，同时也可以引起体内氧化应激状态。近年来

的研究证明 肌 肽 和 鹅 肌 肽 等 小 分 子 化 合 物 具 有 提

高机体、组织 及 细 胞 内 的 抗 氧 化 能 力，改 善 因 疲 劳

引起的体内氧化应激状态，达到抗应激效果和缓解

疲劳作用［５８］。周雪松 等 人 在 研 究 碱 性 蛋 白 酶 水 解

鸡肉蛋白过程中发现，其酶解产物具有显著的清除

羟自由基及超氧 自 由 基 的 活 性［５９］。赖 颖 珍 等 人 从

鸡肉中提取肌肽探讨抗氧化实验中发现，肌肽提取

液具有抑制脂质 过 氧 化 作 用［６０］。至 今 为 止 的 研 究

证明肌肽的 抗 氧 化 活 性 与 该 化 合 物 具 有 还 原 特 性

和与其螯合金属 离 子 的 特 性 有 关［６１］。肌 肽 可 与 脂

质过氧化自 由 基 及 羟 自 由 基 等 多 种 自 由 基 形 成 稳

定的 加 合 物，从 而 表 现 出 较 强 的 捕 获 自 由 基 能

力［６２］。近年来，肌肽抑制非酶糖基化等生理活性也

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 注［６３］。由 于 肌 肽 分 子 可 竞 争 性

与醛酮类物 质 发 生 反 应，降 低 活 性 羰 基 含 量，抑 制

蛋白质交联过程，及缓解自由基对生物大分子的损

伤作用。作 者 在 研 究 中 也 确 认 尽 管 肌 肽 的 体 外 抗

氧化作用并不显著，但在口服摄取的体内实验显示

出明显的 抗 氧 化 应 激 作 用。其 作 用 机 制 还 有 待 于

今后更深入的探讨。此外，鸡汤是一种富含多种营

养成分、鲜味 浓 郁、增 进 食 欲 及 帮 助 消 化 的 传 统 功

能性食品，其生理作用已为临床营养学关注。王凤

珍等人的临床观察结果确认肠内营养支持疗法的鸡

汤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健康状态［６４］。王华等人的研

究认为鸡汤在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过程中可以有效的

维护肠道正常功能，减少并发症现象［６５］。此外，鸡汤

也具有改善精神状态等多方面生理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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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养生学中鸡汤被视为补益食品，并在

防 病 治 病，特 别 是 缓 解 及 恢 复 身 心 疲 劳 中 广 为 应

用。基于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结合现代人学习及

工作繁忙的实际状况，构成近代社会对鸡汤的工业

化产品鸡精的消费基础。在我国，鸡汤也逐步进入

工业化生产阶段，近年来以鸡汤为基料的营养型鸡

精和保健产品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消费市场上。

其中，营 养 型 鸡 精 是 富 含 蛋 白 质、多 肽、多 种 矿 物

质、微量元素及多种氨基酸的健康食品。由于营养

型鸡精作为商品化的鸡汤是一种传统的滋补品，主

要用于病人 恢 复 健 康，补 充 营 养，产 后 妇 女 恢 复 体

力，运动员提 高 身 体 素 质，也 被 用 于 精 神 及 体 力 疲

劳的恢复和 增 强 学 生 的 大 脑 反 应 能 力 及 提 高 学 习

记忆效果等 方 面。今 后，随 着 消 费 市 场 的 扩 大，也

可以在传统鸡精制备技术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生物

工程技术，使鸡汤产品工业化、多样化，充分发挥其

功效，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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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消　息

１．会议名称（中文）：２０１２第四届中国国际生物质能展览暨技术研讨会

所属学科：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

开始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３　　　　结束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５
所在城市：北京市东城区　　　　具体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

［会务组联系方式］联系人：章玲玲 小姐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４６００６５７／５８
Ｅ－ＭＡＩＬ：ｔｉｇｅｒｆａｉｒ＠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会议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ｏｅｌｎｍｅｓｓｅ．ｃｎ／ｆａｉｒ／Ｎｅｗ＿ｂｉｏ／

２．会议名称（中文）：２０１２年整合生物信息学国际会议

　 会议名称（英文）：２０１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所属学科：生物信息学

开始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０２　　　　结束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０４
所在城市：浙江省 杭州市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信息学系

截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０１　　　　论文录用通知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２８　　交修订版截至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１５
［会务组联系方式］联系人：陈铭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２０６６１２　　Ｅ－ＭＡＩＬ：ｉｂ２０１２＠ｙａｈｏｏ．ｃｎ
会议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ｂｉｏ．ｄｅ／ｉｂ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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