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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芹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其功能性
食品研究进展

欧开翔，谷荣辉*

（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健康、自然、营养的饮食方式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追求之一。水芹作为一种既可食用又可药用的植物，含

有大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其茎叶被作为传统蔬菜食用，水芹还含有丰富的黄酮、酚酸、挥发

油等活性成分，其全草具有降血压、降血糖、抗炎等药用价值，现今具有降血糖、降血压等功效的水芹保健食品

也逐步得到开发，这种重要的食药资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基于此，本文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及 Web of Sciece 中

近年相关水芹的文献，对水芹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其在食品应用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的综述和总结，提出水

芹食品应用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探索的方向，以期加深人们对水芹食用和保健功效的认识、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研

究和开发利用、助推水芹在食品产业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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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hemical Compound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Functional Food of Oenanthe javanica

OU Kaixiang，GU Ronghui *

（College of Liquor and Food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Nowadays, more and more people pursuing the life with health, nature and nutrition in diet. Oenanthe javanica,
as a kind of vegetable and medicine, contains a lot of nutritional ingredients including protein, vitamins, and minerals. The
acrial part of this plant was edible as traditional vegetables. Moreover, O. javanica has been reported to reduce blood press,
hypoglycemic  and  other  medicinal  values,  attributing  to  its  rich  content  of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and  volatile  oil.
Currently, some related functional food from this plant have been developed as well. To sum up, O. javanica is a prospect
resouce  to  food  fields.  Herein,  the  research  on  chemical  compon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functional  food
application of this species have been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rough search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in recent years from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Furtherly, the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efforts of O. javanica utilization as food have also put
forward.  This  paper  expect  to  deepen  the  knowledge  of  edible  and  health  effects,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lant resoure in the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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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芹（Oenanthe javanica （Blume） DC），别名野

芹、楚葵等，是伞形科水芹属（Oenanthe）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其性辛、凉，主治黄疸、脉溢、驱风、消渴[1−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理念已逐渐向健

康、绿色的方向转变，水芹作为一种药食两用的植

物，不仅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钙、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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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营养成分，而且含有黄酮、酚酸、挥发油等生物活

性成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保健蔬菜，深受消费者

的喜爱[1]。近年来，学者们不但在水芹化学成分和药

理活性方面的研究日渐深入，而且在其功能性食品应

用和开发利用方面也有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对水

芹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以及食品应用方面的研究

进行系统的综述和展望，以期加深人们对水芹食用和

药用价值的认识、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利

用、助推水芹在食品产业中的发展。 

1　化学成分
水芹以其茎叶食用，是我国传统特色水生蔬菜[3]，

其化学成分已成为消费者和科研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之一。据国内外近年对水芹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可

知，该植物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主要为蛋白

质、维生素、矿物质等；而且还含有重要的功能性物

质，主要包括挥发油、黄酮、苯丙素类等。 

1.1　主要营养成分 

1.1.1   蛋白质　水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其作为蔬

菜资源可为人体增加蛋白质来源。据报道，水芹的粗

蛋白含量高达 1.91%[4]，其中野生水芹叶中含蛋白质

30.68 mg/g、叶柄中蛋白质稍低为 17.27 mg/g[5]。水

芹在贵州地区分布广泛，有学者研究发现采自毕节市

城外的野生水芹含有的蛋白质（26 mg/g）高于市场所

售旱芹的蛋白质（15 mg/g）[6]；采自贵阳市郊区的野

生水芹中粗蛋白可占植株鲜重的 0.95%[7]。以上研

究表明，虽然采自不同地区水芹的蛋白质含量存在差

异，但总体来看水芹含有的蛋白质丰富，大约可占到

1%~2%，含量约在 25~30 mg/g。此外，作为蛋白质

基本组成单元的氨基酸，在水芹中含量也非常丰富。

据报道，水芹叶中氨基酸含量达 69.39 mg/g，茎中含

有 18.82 mg/g；并且氨基酸种类达 15 种，包括 6 种

人体必需氨基酸（苏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异亮

氨酸和赖氨酸），必需氨基酸分别占叶和茎总氨基酸

的 41.19% 和 25.65%[8]。 

1.1.2   维生素　水芹中除了含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

酸外，其维生素含量也很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C（VC），

如有报道发现峨眉山的野生水芹中 VC 含量可高达

180.00 mg/100 g[9]。近年来，比较水芹与其他植物营

养成分的研究较多，林春华等[4] 比较了包括水芹在内

的 3 种野生蔬菜与常食菜心的营养成分，发现水芹

的 VC 含量达 81.00 mg/100 g。通过比较水芹和旱

芹发现，野生水芹整株平均 VC 含量比旱芹高，特别

是叶片中 VC 含量为 19.00 mg/100 g，比旱芹叶高

137.50%[5]。在比较 4 种芹菜成分的研究中，发现水

芹中 VC 的含量（10.55 mg/100 g）均高于旱芹、西芹

和白芹中 VC 的含量[3]。比较黔产的 9 种野菜营养

成分发现采自贵阳市郊的野生水芹 VC 含量为

7.90 mg/100 g[7]。此外，水芹中还含有水溶性的 B 族

维生素（VB1 和 VB2）、脂溶性维生素（VA 和 VE）、烟

酸（维生素 PP）、以及可以转化为 VA 的胡萝卜素。

据报道，水芹维生素中的 VA（5.36  mg/100  g）和
VC（5.00 mg/100 g）含量最高，VB1（0.36 mg/100 g）、
VB2（0.09 mg/100 g）、VE（0.32 mg/100 g）和胡萝卜

素（0.38 mg/g）的含量均比旱芹分别高出 91.67%、

55.56%、34.38%、76.32%，可见水芹也是一种优质的

天然 VB1、VB2、VE 和胡萝卜素来源[6]。 

1.1.3   矿质营养　到目前为止，水芹中已经报道的矿

质营养有 10 种，分别为 Ca、P、Fe、Zn、Mg、K、Na、
Mn、Se 和 Cu[4,6]。Ca 是人体内含量最高的无机元

素，对维持骨骼健康、神经与肌肉活动、体液平衡等

均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 Ca 是人体最易缺乏的营养

物质之一。水芹中的 Ca 是其已报道矿物质中含量

最高的元素，高达 152~215 mg/100 g，该含量高于很

多常食蔬菜，因此水芹可作为一种天然钙源[4, 6, 10]。

Fe 是人体含量最高的一种必需微量元素，不仅参与

组成血红蛋自、细胞色素 A、呼吸酶等，而且参与体

内氧的转运和组织呼吸过程，但 Fe 也是人体最易缺

乏的又一营养物质。水芹中 Fe 的含量也很丰富

（5.48~6.90 mg/100 g）[4, 6, 10]，其比旱芹中的 Fe 含量

高出 70%[6]，超过常食蔬菜菜心中 Fe 的含量[4] 以及

包括黄瓜、菠菜、青椒等在内的 10 种常见蔬菜中

Fe 的含量[9]。此外，Zn、Se、Mg 等元素也是人体内

必不可少的矿质营养，水芹中富含这些元素，可为人

体重要矿质营养的天然来源。 

1.2　主要功能性成分 

1.2.1   挥发油　水芹气味独特，吸引了较多学者对其

挥发性成分的关注。近年来，水芹挥发油成分的研究

已成为该植物化学成分研究的热点。水芹挥发油的

研究多以水蒸气蒸馏法提取干燥全草而获得挥发油，

然后以 GC-MS 进行成分鉴定；也有研究分析不同部

位新鲜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如新鲜叶、茎、叶柄等

（见表 1）。研究表明，水芹中含有多种挥发油成分，

通常是一些小分子萜烯类化合物和有机酸酯类化合

物。从表 1 中主要挥发性成分可知，石竹烯、水芹

烯、β-蒎烯、大根香叶烯 D 在水芹挥发油中具有较

高含量，是挥发油主要成分。表 1 对近年来水芹挥

发油成分的研究做了大体概括，包括鉴定的挥发性成

分数量、主要成分及其含量（>5%）、提取部位、提取

方法、提取率、产地和文献来源等，可以为了解水芹

挥发油成分提供更直观的认识。

水芹的挥发油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特点：（1）不同

地区来源水芹中的挥发油成分组成及含量存在较大

差异，比如王虹等[17] 研究湖南 8 个不同产地水芹的

挥发油，郴州产水芹挥发油提取率最高（0.56%），从

中鉴定 27 个挥发性成分，以 α-芹子烯（17.99 %）、

6,10-二 甲 基 -2-十 一 烷 酮 （ 15.17%） 和 叔 戊 酸

（11.52%）的含量居高；而怀化产水芹挥发油产率最

低（0.39%），从中鉴定 23 个挥发性成分，以 α-芹子烯

（12.01%）1-十八炔（15.17%）、丙酸乙酯（7.28%）等的

含量高。（2）相同地区样品不同部位挥发油成分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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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如李瑞等[17] 分析水芹鲜叶、叶柄和茎的挥发

性成分，发现茎中鉴定的成分种类及含量均多于叶片

和叶柄；茎中含量最高的成分为 γ-松油烯（18.43%），

而叶和叶柄中含量最高的成分分别为 β-蒎烯

（15.71%）和香柠檬烯（16.52%）（见表 1）。 

1.2.2   黄酮类　水芹中黄酮类化合物的含量较高，是

其药用功能的重要活性物质[18−19]。近年来 对水芹黄

酮类成分的分离分析研究表明，水芹黄酮类化合物主

要有山奈酚、木犀草素、水蓼素、槲皮素及其糖苷、

芹菜素及其糖苷[20−22]。HYUN 等 [23] 从水芹水上部

分的甲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了异鼠李素和水蓼素

（1）。陈况况等[19]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

了水芹的黄酮成分，结果表明水芹黄酮主要含芦丁

（2）、槲皮素-3-O-葡萄糖苷（3）、槲皮素（4）和山柰酚

（5）。唐明明[24] 研究了水芹水提物的化学成分，利用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分析鉴定出槲皮

素、芦丁、金丝桃苷（6）、山柰酚-3-O-芸香糖苷（7）、

紫云英苷（8）、异鼠李素（9）、异鼠李素-3-O-新橙皮

糖苷（10）、水仙苷（11）、木犀草苷（12）及芹菜素（13）

10 个黄酮，这些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式见图 1。 

1.3　苯丙素类

此外，水芹中还报道了苯丙素类成分，该类物质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在临床中应用广泛。张俭等[25]

从水芹全草 70% 乙醇提取物中首次分离鉴定了 6 种

苯丙素类化合物：异欧前胡素（14）、欧前胡素（15）、

二氢欧山芹素（16）、东莨菪素（17）、8-甲氧基-5-羟基

补骨脂素（18）、6, 7-二羟基香豆素（19）， 这些苯丙素

类化合物的结构式见图 2。 

2　药理作用
水芹作为一种药食兼用资源，口服无毒副反应，

 

表 1    水芹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

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volatile oil from Oenanthe javanica

序号 鉴定数 主要成分（%，含量>5%） 提取部位 提取方法 产率 产地 参考文献

1 23 芹菜脑（15.30）；大根香叶烯D（8.81） － 水蒸气
蒸馏法

－ － 裴刚[11]

2 16 苯氧乙酸烯丙酯（80.17）；桉叶-4（14）,11-二烯（6.83） 干燥全草 水蒸气
蒸馏法

0.53% 云南大理 张兰胜[12]

3 45 1-甲基-2-（1-甲乙基）苯（32.11）；β-蒎烯（11.54）；（E）-3,7-二甲基-1,
3,6-辛三烯（11.07）；1-甲基-4-（ 1-甲乙基）-1, 4-环己二烯（7.70）

鲜茎 水蒸气
蒸馏法

－ 湖南岳阳 徐中海[13]

36 [1S-（1,2,4）]-1-甲基-1-乙烯基-2, 4-双（1-甲基乙烯基）环己烷（10.18）；
吉玛烯D（大根香叶烯D，9.84）；1-甲基-4-（1-甲乙基）苯（7.50）；丁香
烯（7.32）；（ E）-7,11-二甲基-3-亚甲基-1,6,10-十二碳三烯（7.00）；
（1,2,5）-2,6,6-三甲基二环[3.1.1]庚烷（5.80）；（Z, E）-3,7,11-三甲基-
1,3,6,10-十二碳四烯（5.59）；α-金合欢烯（5.59）

鲜叶

4 26 β-水芹烯（24.78）；β-蒎烯（14.50）；β-罗勒烯（9.89）；γ-萜品烯（7.85）；
4,11,11-三甲基-8-亚甲基双环[7.2.0]十一碳-4-烯（7.14）；间-聚伞花素
（5.24）

干燥根 水蒸气
蒸馏法

0.85% 湖南长沙 刘朝晖[14]

5 15 石竹烯（20.46）；杜松烯（14.46）；杜松烯（14.46）；β-甜没药烯（11.77）；
α-异松油烯（7.05）；γ-松油烯（6.85）；β-法呢烯（6.21）；α-
Amorphene（5.38）

干燥全草 水蒸气
蒸馏法

0.2% 韩国顺天 LEE等[15]

6 18 α-芹子烯（15.00）；2-（1-甲乙基）-1,2,3,4,4α,5,6,8α-八氢萘（11.91）；
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10.66）；香橙烯（9.92）；大根香叶烯
D（8.39）；2-正丁基-6-甲基-[1,3]二氢己环-4-硫酮（7.87）；2-乙氧基异
丙醚（6.65）

干燥全草 水蒸气
蒸馏法

0.39%~0.56%
之间

湖南常德 王虹[16]

23 α-芹子烯（27.74）；朱栾倍半萜（8.80）；紫苏醇（6.20）；大根香叶烯
D（6.06）

0.39%~0.56%
之间

湖南株洲

23 α-芹子烯（12.01）；1-十八炔（10.85）；丙酸乙酯（7.24）；里那醇（5.95）；
乙酸正丙酯（5.67）；大根香叶烯D（5.32）；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
（5.05）

0.39% 湖南怀化

24 新植二烯（25.80）；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7.48）；叶绿醇（6.82）；2,2-
二甲基丙酸（6.58）；α-芹子烯（6.01）

0.39%~0.56%
之间

湖南长沙

19 2,4,5-三甲基-1,3-二氧戊环（29.63）；羟基丁酮（19.27）；甲基丙烯酸甲
酯（10.31）；α-芹子烯（8.37）；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6.65）；

0.39%~0.56%
之间

湖南邵阳

19 Dinopol（20.04）；丙酸乙酯（13.72）；叶绿醇（9.66）；1-十八炔（6.79）；α-
芹子烯（7.57）；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10.36）；

0.39%~0.56%
之间

湖南永州

23 丙醚（12.57）；乙酸正丙酯（9.68）；正辛醛（8.89）；紫罗兰酮（5.83） 0.39%~0.56%
之间

湖南张家界

27 α-芹子烯（17.99）；6,10-二甲基-2-十一烷酮（15.17）；叔戊酸（11.52） 0.56% 湖南郴州

7 20 γ-松油烯（18.43）；石竹烯（14.80）；α-水芹烯（14.06）；β-蒎烯（12.92）；γ-
榄香烯（12.81）；

鲜茎 固相微萃取 － 江苏扬州 李瑞[17]

18 β-蒎烯（15.71）；石竹烯（11.38）；β-水芹烯（11.05）；α-法呢烯（11.02）；
γ-松油烯（9.81）；4-蒈烯（5.97）；

鲜叶片

19 香柠檬烯（16.52）；γ-松油烯（15.35）；β-水芹烯（8.58）；α-水芹烯
（8.22）；β-蒎烯（8.22）；（E）-β-法呢烯（6.78）；石竹烯（5.79）

鲜叶柄

注：－：表示参考文献中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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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芹中主要的黄酮类化合物

Fig.1    The main flavonoids from Oenanthe java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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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长毒实验未见中毒靶器官，长期服用较安全[2]。

经考证，历代本草文献中所载水芹正品为水芹 O.
javanica （Blume） DC，其功效多、主治范围广 [26]。

从 1996 年出现报道其具有降血糖作用，到 2009 年

相继发现其具有抗病毒的药理作用，再到近几年的研

究表明，水芹提取物和单体成分还具有抗疲劳、肝损

伤保护、抗炎、抗氧化以及保护神经元、改善记忆

力、镇静催眠、保护皮肤等药理作用。水芹不断表现

出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潜能，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

发掘。 

2.1　降血糖

1996 年首次报道水芹水提物对小鼠具有降血糖

作用[27]，但机制尚未清楚；时隔三年，该研究者发现水

芹中的黄酮类物质能降低小鼠体内四氧嘧啶所致的

高血糖，通过促进胰岛素的释放，从而达到降低血糖

和甘油三酯的作用[28]。还有研究发现水芹醇提物也

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29]，但具体降糖作用的物质未

确定。LEE 等[30] 的研究表明水芹中的蓼黄素表现有

降血糖的功效，在口服蓼黄素的情况下，小鼠体内的

血糖水平会明显降低；同时在高血糖条件下，蓼黄素

可通过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来保护肝脏免受损

伤，为研究糖尿病治疗药物提供了有力条件。几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水芹治疗糖尿病的热度和关注度逐

渐升高。研究者再次证实了从水芹中分离得到的黄

酮类化合物对治疗糖尿病有积极作用[31]。此外，石芳

芳[32] 的研究发现，水芹水提物对糖尿病小鼠具有降

低血糖的功效，能够改善糖尿病小鼠的患病症状，但

机制尚未清晰，还值得深入研究，以期能早日将水芹

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临床研究。 

2.2　抗病毒及增强免疫功能

水芹总酚酸对免疫功能有较好的调节作用，国

内外研究对该作用进了较多报道。研究者利用雏鸭

模型开展水芹总酚酸的体内抗乙肝病毒（HBV）研

究，结果发现水芹总酚酸能够显著抑制 HBV 的 DNA

复制，同时表现出较强的肝细胞保护功能[33]。 进一

步的体外 Hep AD38 细胞毒性实验表明：水芹总酚

酸在体外同样具有抗 HBV 作用，而且其作用机制在

于该物质抑制了 HBV 的 DNA 聚合酶活性[34]。除

了抗 HBV 作用以外，水芹总酚酸的其他药理活性也

相继被报道，包括促进 T 淋巴细胞增殖而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的活性[35]、抑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

逆转录酶活性[36]、抗白血病病毒而改善机体免疫抑

制的作用等[37]。此外，刘哲慧等[38] 研究报道水芹黄

酮也具有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和免

疫活性功效因子暂未明确。综上，水芹在抗病毒、增

强免疫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发潜力，值得继续深入研

究，从而为开发水芹防治相关病毒以及增强机体免疫

的药物和功能性食品奠定基础。 

2.3　抗疲劳

慢性疲劳是 21 世纪人们普遍处于的一种亚健

康状态，而水芹所具备的良好抗疲劳功效，使其成为

了开发抗疲劳类保健食品的潜在来源。研究者通过

对疲劳模型小鼠灌胃不同剂量的水芹提取物开展实

验，发现该提取物能够明显延长小鼠的力竭时间，表

现出抗疲劳作用，并且推测抗疲劳的机制在于增加乳

酸脱氢酶活性、增加肝糖原储备及调节氧化应激反

应[39]。进一步研究水芹提取物对应激致小鼠慢性疲

劳综合征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水芹提取物可以上调下

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以及改善外周疲劳，同时

下调中枢神经递质水平，进而明显地减缓小鼠疲

劳[40−41]。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水芹总酚酸具有较好的

抗运动性疲劳作用[42]，水芹醇提物溶液灌胃后的小鼠

负重游泳、爬杆及悬挂时间均显著增长[43]，这些研究

均表明水芹具有显著的抗疲劳作用。可见，水芹表现

出的良好抗疲劳作用，为其向抗运动性疲劳功能性食

品方向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2.4　抗肝损伤

水芹在保肝方面研究报道较多[41]，国外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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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main phenylpropanoids from Oenanthe javanica
 

第  43 卷  第  1 期 欧开翔 ，等： 水芹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其功能性食品研究进展 · 439 · 



表明水芹醇提物对乙酰氨基酚所致的肝损伤具有保

护作用[44]，国内也相继报道了水芹总酚酸的肝损伤保

护作用[45]。有学者利用 80% 乙醇的水芹提取物处

理 H2O2 致氧化损伤的 HepG2 肝癌细胞，发现该细

胞的存活率明显提高，指出水芹醇提物强烈的保肝作

用，且咖啡酸是主要活性物质[20]。近年有研究表明水

芹中的水蓼素可以通过减缓高血糖环境下的氧化应

激和炎症反应，从而有效地保护糖尿病引发的肝损

伤[46]。LEE 等[47] 对小鼠饲喂不同物质（包括水芹提

取物），发现水芹提取物可以明显增加小鼠肝细胞中

的 SOD、CAT 和 GPX 的表达，研究表明水芹提取物

能够增强抗氧化能力而保护肝损伤。此外，GUO 等[48]

通过研究指出水芹总酚对肝损伤具有较好的保护作

用，徐璐等[49] 建立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进行

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水芹黄酮也具有良好的肝保护作

用。水芹抗肝损伤、保肝护肝的报道不断涌现，这些

研究报道为开发水芹改善肝功能类的功能性食品提

供了科学依据，为保肝类功能性食品的开发提供新的

方向和见解。 

2.5　抗炎

水芹的抗炎作用也常见报道。JANG 等[50] 探讨

了水芹醇提取物的抗炎作用，发现其能够有效地降低

促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显示出较强的抗炎药理

活性。HA 等[51] 的研究也证实了水芹的醇提取物具

有抗炎作用。此外，水芹中发挥抗炎作用的具体化合

物及作用机理也有相关报道，有研究发现从水芹中分

离出的水蓼素可通过上调 NADPH 氧化激酶来改变

炎症因子的表达，从而产生抗炎作用[46]，水芹中的异

鼠李素和金丝桃苷也能够有效地抑制促炎细胞因子

的表达，显示出其较好的抗炎活性[52]，近年来，更有研

究发现，水芹中的异鼠李素能够治疗神经炎症方面的

疾病[53]，水芹所具有的抗炎活性得到进一步证实，这

为水芹用于生产抗炎功能性食品奠定了基础和方向[54]。 

2.6　其他

水芹还在保护神经元、促进细胞增殖、提高记忆

力、调节代谢、降脂、降胆固醇以及镇静催眠和降尿

酸方面等发挥作用。

据报道，利用水芹醇提物饲喂的小鼠，其免疫活

性明显增强、神经母细胞数量出现明显增多的现象[55]，

进一步从水芹中分离出的水蓼素能够降低大鼠皮层

细胞 Ca2+，抑制 NO 和过氧化物的过度产生，从而保

护神经元[56]；WON 等[57] 以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

研究水芹醇提取物对小鼠的影响，结果发现水芹醇提

物能有效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活性，改善小鼠记忆，

该研究为开发水芹防治老年痴呆类功能保健食品提

供了可能性。此外，研究表明食用水芹能有效调节机

体代谢、增强体质的作用[58]，如用水芹粉末对高脂、

高胆固醇的小鼠进行实验，发现食用了水芹的小鼠体

内脂肪和胆固醇能够显著降低[59]；饲喂水芹提取物可

以明显延长注射河豚毒小鼠的存活时间[60]；水芹乙酸

乙酯提取物能显著提高小鼠脑内 5-羟色胺（5-hydro-
xytryptamine，5-HT） 的水平，明显地增加小鼠的入睡

率并延长了其睡眠时间[61]；水芹醇提取物能够明显降

低高尿酸血症的大鼠模型的血清尿酸水平 [62]。

YOUNG 等 [63] 研究了水芹提取物对户外紫外线

（UVB）诱导的 ICR 小鼠皮肤损伤的保护作用，暴露

于紫外线的小鼠经水芹提取物处理后，紫外线诱导的

血管外膜损失得到明显改善。以上这些研究为水芹

的多功效多用途功能性食品开发提供了研究依据，有

利于促进改善神经、调节代谢、增强身体机能等水芹

功能性食品的研发。 

3　水芹功能性食品的加工应用
水芹是苏南地区传统食物“水八仙”中的一种，

诗经“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吕氏春秋》中称“云梦

之芹”是菜中上品，不难看出，几千年前古人就对它情

有独钟。如今，水芹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不断被发

掘，在功能性食品加工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3.1　降血糖类食品

水芹已被报道具有良好的降血糖作用，在功能

性食品加工方面研究开发较广。利用水芹降血糖作

用，将水芹添加入饼干中，再加入其他多味低糖营养

物质所制备成一种低糖降血糖保健饼干[64]，可适合高

血糖人群食用，不仅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对糖尿

病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也存在潜在的疗效。目前市

面上的料酒多为姜葱料酒，口味较为单一、浓烈，以

水芹叶为原料之一所制作成的料酒[65]，具有辅助降血

糖的作用，在人们健康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具有保

健功能的料酒将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水芹

中水分含量占 90% 以上，不易保藏，将水芹全草微粉

加入石斛组合物[66]，可以将水芹降血糖作用较好的发

挥出来，不仅较好的解决了水芹不易储藏的问题，又

达到了功能保健和提高其市场价值的目的。

如今，营养代餐逐渐成为餐饮消费的趋势，在食

用营养代餐的同时辅以降血糖的保健功效，这类产品

的开发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有数据显示，到 2035
年，全球将有近 5.92 亿人患糖尿病，将水芹水提物添

加入一定比例营养成分的代餐中，长期食用可改善糖

尿病人营养状况，其辅助降血糖的天然活性物质能为

糖尿病人提供更均衡合理的营养代餐[67]，以达到降血

糖的目的，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目前，对于治

疗糖尿病包括食疗和药物治疗，但药物治疗存在一定

的潜在风险，而且时常也发生停药复发的现象。因

此，除了合理用药，再采用食疗相配合，将水芹水提物

搭配其他营养物质制成配方食品[68]，该类食品口味较

好，患者食疗依从性好，血糖生成值较小，治疗糖尿病

效果明显，具有广泛的市场价值和应用前景，对促进

糖尿病治疗以及特医食品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水芹在降血糖方面的保健食品种类

较多，但多停留在将水芹提取物作为活性物质添加入

产品中这一层次上，以水芹为主要原料所制成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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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功能的食品还较少，亟需深入研发。 

3.2　降血压类食品

目前，以水芹为主要原料研究开发的保健类食

品还较少。以水芹和黄豆为主要原料，将水芹切成小

颗粒后加入黄豆粉以及按比例配成的复合营养粉，不

仅来源天然，而且具有明显的降压、清热解毒等功

效，长期食用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69]。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提高，三高人群越来越多，高血压已成为中老年

人的常见病，长期服用降压药对身体健康存在风险。

通过大量实验筛选，采用水芹、蚕豆、绞股蓝等为原

料，制成的一种保健食品，其降血压功效良好、不良

反应低、毒副作用小、安全性能高[70]，可用于高血压

的辅助治疗。 

3.3　其他

水芹在保健茶开发上也有一些产品，以水芹菜叶

为主要原料所制成的一种健胃消食的水芹保健茶[71]，

能预防和治疗感冒和肠胃道疾病，促进食欲和消化吸

收能力，同时还能提高人体免疫力。现代人快节奏的

工作和生活，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肠胃问题屡见不鲜，

因此，采用水芹菜与其他中草药合理搭配运用在缓解

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中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类似的

还有防治便秘的水芹中药保健茶[72]。水芹还应用在

一种提神养精的保健米酒中[73]，将水芹和其他中草药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加水煎煮后取滤汁，与糯米混匀发

酵所制得的米酒具有提神醒脑、减少疲劳、提高注意

力等功效。 

4　总结和展望
水芹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维生

素和矿物质，其所含的氨基酸总量及必需氨基酸所占

比例均高于日常食用的生菜、黄瓜、香菇等蔬菜；此

外，该植物还含有丰富的黄酮、酚酸、挥发油等活性

成分。水芹提取物以及其中部分化合物具有降低血

糖、增强免疫力、抗疲劳、肝损伤保护、抗炎等功效，

并且水芹总黄酮可以提高免疫，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

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水芹总酚酸对 HIV、HBV 等

病毒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水芹以其丰富的化学成

分以及药理作用，在食品开发，尤其是功能性食品（或

特医食品）的开发应用上，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74]。

水芹的食用历史悠久，早在《诗经》和《吕氏春

秋》中就有记载。在我国很多地方仍然将其作为传

统蔬菜食用，特别是在苏南地区，水芹是当地传统美

食“水八仙”中的重要成员之一。现如今，水芹已在

部分地区规模种植并形成产业，人们利用现代食品加

工技术，对水芹的腌制食品、发酵食品、罐头食品、

酸化饮料、茶饮、调制酒类等进行了研究探索和产品

开发。然而，从目前市场来看，这些水芹食品还未推

广开来，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消费者对水芹

的食用和保健（药用）价值的认识不够；二是产品生产

成本高，达不到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三是产品特色

功能或保健效果不突出，难以获得市场份额。

因此，综合水芹的食用和药用历史、丰富的化学

成分、广泛的药理活性以及当前食品开发现状，笔者

认为要充分释放出水芹食品的广阔市场前景、促进

水芹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

作：一、系统性地开展水芹的化学成分研究，充分挖

掘其潜在生物活性物质，为水芹产品的开发提供物质

基础和新的方向；二、深入研究探讨水芹药理活性的

作用机制，比如降血糖、抗肝损伤、提高免疫等，提升

水芹在科学界和食品行业的影响力，继而让广大民众

认识水芹的保健功效；三、探索和研发更多具有特色

的功能保健食品，虽然当前已有降血糖类、降血压

类、保健茶类等功能性水芹食品，但是水芹还具有保

肝护肝、增强免疫、改善记忆等功效的相关特医食品

研究较少；四、加速推进水芹保健食品研发专利的落

地转化，让这些专利以产品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五、以改进和优化现有相关水芹食品的生产工艺为

目的，降低规模生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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