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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火麻（Cannabis sativa L. subsp. sativa），又名大

麻、线麻、胡麻、野麻；为一年生桑科大麻属直立草

本植物[1]。火麻是一种优质的植物资源，我国种植

火麻的主要省份有广西、云南、安徽、山西等；其中

最著名的是广西“长寿之乡”巴马产的火麻。火麻

籽富含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亚麻酸、维生

素及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2]；其蕴含的 α-

亚麻酸经过人体代谢，可以产生被誉为“植物脑黄

金”的两种物质：二十二碳六烯酸（EPA）和二十碳五

烯酸（DHA），因此火麻籽是世界医学界确认的主要

长寿绿色食品之一，从中提取的火麻油被巴马人称

为“长寿油”或“长寿麻”。火麻全身都是宝，能提取

丰富的火麻蛋白、火麻油和火麻纤维，在食品、医药

和工业用品行业都具有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文

献资料表明，大部分研究者对火麻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火麻籽油[3]、火麻蛋白的提取工艺[4-5]、活性成

分[6]及药理作用机理[7]的研究上；少数文献是对火麻

栽培技术和火麻产品副加工的研究。虽然国内外

对火麻的研究报道比较丰富、研究方向多，但是缺

少全面系统的火麻研究总结分析。鉴于此，本文通

过查阅国内外对火麻研究的文献报道，全面综述食

药两用植物火麻的最新研究进展，拟结合前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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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从“栽培生产—成分研究—产品研发—市场推

销”的产业链模式来分析总结目前火麻研究的缺点

和不足，并对火麻今后研究的方向进行探讨和展

望，以期为火麻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一定借鉴。

1 火麻的食用价值

1.1 火麻仁

在《周礼》中，“麻”即为五谷之一。火麻仁，即

是火麻的种子，其性平、味甘，善于润燥，又补中益

气，久服康健不老[1]。火麻仁以其独特优质的理化

营养品质，成为国家卫生部公布的食药两用植物资

源之一。在广西著名的“长寿之乡”巴马，火麻是当

地居民的主要食物，人们用火麻做出各式各样的美

食：火麻粥、火麻荠菜汤、火麻豆腐、火麻鸡汤等。

现在科学研究发现，火麻仁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

酸、油酸、卵磷脂、维生素、蛋白质等[2]，其中不饱和

脂肪酸占 90% 以上，而亚油酸占不饱和脂肪酸的

50%～60%，必需脂肪酸α-亚麻酸（能够转化成 EPA

和DHA）占 20%～30%。火麻仁中的ω-6 型与ω-3

型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为 3∶1，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具有最佳平

衡比率，该比例与人体正常代谢所需比例一致，对

人体健康最佳[8]。

1.2 火麻蛋白

工业上，企业主要将高温压榨脱油之后的火麻

渣料作为动物饲料来处理，没有充分、高效地利用

火麻的剩余价值，极大地浪费了植物蛋白资源[9]。

火麻中蛋白质含量为 20%～30%，其中麻仁球蛋白

占 65%，白蛋白占 35%，是一种优良的植物蛋白[10]。

火麻蛋白中具有高含量的支链氨基酸；精氨酸含量

高于一般植物蛋白；而且不含寡聚糖，不似大豆那

样易导致胃胀和反胃。火麻蛋白味道清新香醇，美

味可口，更易于人体消化和吸收，优质的特性使火

麻蛋白成为保健食品的首选。

1.3 火麻油

火麻油，即火麻籽经压榨所得的油料，是唯一

能够溶解于水的油料[11]。作为绿色保健、可食用的

油料作物，火麻油油色清亮，味道极香，为调料首选

佳品。桂西北石山地区的居民将其作为保健食品

长期食用，对慢性神经炎、便秘等疾病有一定疗效，

而且还有养心益血、延年益寿之功效。在1999年考

察调研巴马火麻后，联合国粮油调查署向全世界特

别推荐巴马火麻油为“最有开发价值的植物油”，加

上巴马长寿村的效应，火麻油成为极具市场潜力的

高端植物油[12]。

2 火麻的药理价值

火麻作为传统食药同源的植物，含有丰富的不

饱和脂肪酸、油酸、亚麻酸(LA)、蛋白质、氨基酸、卵

磷脂、矿物质及生物活性成分如谷甾醇、萜类化合

物、VA、VE、VB1、VB2、植物甾醇等。丰富优良的营

养物质代表着火麻具有多种多样的药理作用。

2.1 具有抑制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生的作用

火麻中含有丰富的α-亚麻酸。α-亚麻酸具有降

低血压、降低血脂、抗血小板聚集、抑制血栓形成等

多种生理作用，大量的研究发现膳食中添加α-亚麻

酸可以预防和治疗多种心血管疾病。陈成[13]发现，

火麻仁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和蛋白水解物具有

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活性的功能。其试

验结果表明多不饱和脂肪酸对ACE的 IC50 值介于

亚油酸和油酸之间，火麻油是通过 3种不饱和脂肪

酸来抑制 ACE 的活性；当加入不同浓度 PUFA 之

后，Km和Vmax 均减小，表明 PUFA 对 ACE 属于反

竞争性抑制类型，PUFA 主要通过形成 PUFA-ACE-

底物复合物来使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失活。说明火

麻中丰富的脂肪油和蛋白质经消化水解均可以抑

制 ACE 的活性。

2.2 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

火麻籽油是一种新型的功能油脂，火麻籽油及

其提取物均具有抗氧化和抗衰老的作用。专家学

者开展了许多火麻籽油的抗氧化活性研究，如Siger

等[14] 对火麻籽油、南瓜籽油、大豆油、菜籽油等 9种

冷榨油的总酚含量及 1，1 -二苯基 - 2 -硝基苯肼

（DPPH）清除率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发现总酚含量

最高的是火麻籽油及南瓜籽油，而且火麻籽油的

DPPH 清除能力在 9种冷榨油中最强。许春芳等[15]

对火麻总酚及单体酚类（儿茶素、柚皮苷及黄豆苷

元等）进行检测，并对总酚含量、总黄酮含量与

DPPH、自由基（ABTS +·）清除能力和FRAP还原能

力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总酚含量和总黄酮含

量越高，其FRAP的还原能力越强，相互之间呈显著

正相关。另外，林金莹等[16]通过酶解产物提高火麻

仁粕的抗氧化性，试验发现在抑制油酸过氧化体系

中第5天开始酶解物对油酸的抑制效果优于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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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并且酶解物中游离抗氧化氨基酸高。α-亚麻酸

干预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诱导的内皮细胞后，可

降低丙二醛（MDA）的含量，增加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氧化氢酶（CAT）和一氧化氮（NO）的表达，

显著降低AngⅡ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的水平，说明

α-亚麻酸可以抑制AngⅡ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作

用[17]，从而缓解内皮细胞的凋亡速度，降低血压，抑

制高血压病及其他心肾疾病的发生。

2.3 具有抗肿瘤和抗老年痴呆作用

火麻可以分离得到多种大麻素，其中四氢大麻

酚（THC）和大麻二醇（CBD）的含量最高。吴俊峰[9]

通过连续湿磨、喷射蒸煮及膜超滤相结合的技术，

可从变性火麻粕中提取出富含THC和CBD 的高品

质火麻蛋白。另外，研究发现THC和CBD均有一

定的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转移或诱导其自噬（凋亡）

的作用。这两种大麻素均能增加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的表达从而提高肺肿瘤细胞对LAK细

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的易感性，最终导致

肿瘤细胞的解体[18]。两者联合使用时比分别单独使

用对肿瘤的抑制效果更佳[19-20]。美国研究人员最新

研究发现，大麻二酚可阻断乳腺癌在机体扩散[21]。

大麻二酚必须通过提取浓缩才能达到消灭肿瘤细

胞的有效剂量，科研人员希望能通过此方法减轻化

疗带来的严重副作用。CBD可通过调控神经细胞

的凋亡，调控星形胶质细胞功能障碍，降低神经性

炎症，增加 BDNF 水平等机制恢复或部分恢复缺氧

缺糖所导致的脑受损功能，对老年痴呆具有一定的

抵抗作用[22]。

2.4 具有抗疲劳和提高免疫作用

火麻具有抗疲劳和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而淋巴

细胞CD4
+ /CD8

+比值是反应机体免疫紊乱的敏感指

标，当免疫功能受抑制时，CD4
+下降，CD8

+上升，

CD4
+ /CD8

+比值减少。沈峰等[23]研究发现，添加火麻

仁蛋白的荷瘤小鼠脾脏系数并无明显不同（ P＞

0.05），但可以改善荷瘤小鼠免疫功能受抑制的状

态，免疫细胞 CD4
+上升，T 淋巴细胞 CD 8

+下降，

CD4
+ /CD8

+比值上升，可直接或间接诱导T细胞的活

化，促进T细胞的增殖，发挥抗肿瘤的作用，说明火

麻蛋白具有增强免疫作用。李永进等[24]通过研究小

鼠的相关免疫指标，发现火麻蛋白能明显增强小鼠

刀豆蛋白（Con）A诱导的脾淋巴细胞的转化和迟发

型变态反应，增加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进而增加

小鼠抗疲劳和免疫能力。

2.5 具有抗溃疡和助消化作用

张颜语[25]通过建立Wistar大鼠便秘模型，基于

Toll样受体（TLRS）通路研究火麻仁对大鼠便秘模

型的影响，结果显示火麻仁油能够缓解便秘状态、

促进紊乱的肠道菌群恢复平衡，减轻模型动物的结

肠炎性损伤，改善衰老及便秘模型动物血脂水平、

提高免疫力。该结果表明火麻仁通过改善肠道菌

群结构及调节 TLRS 信号通路的表达实现润下通

便、补中益气的作用。张明发等[26]通过实验研究表

明，火麻仁有抑制胃肠推进运动、减少番泻叶引起

的大肠性腹泻次数的作用，对便秘和腹泻有双向治

疗作用，且有良好的抗溃疡作用和利胆作用。

2.6 其他作用

火麻除以上的药理作用之外，还可以治疗多种

恶风水肿和女子月经不调。火麻叶揉碎后涂抹蚊

虫叮咬处有消毒、止痒的效果；甚至对妇女血崩带

下不止和难产、治瘀血和尿路结石等都有治疗效

果。另外，火麻仁油中的亚麻酸（GLA）对修复神经

细胞，治疗生理压力、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失眠，预防

大脑神经元的流失很有效[27]。

3 火麻副产品的研究

火麻是食药兼用的作物，火麻仁可作为主要食

物和医药产品加工原料，火麻植株表皮还是极具经

济价值的天然纤维材料[28]。近年来，国内市场上以

广西巴马常春藤生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代表，

已经利用火麻为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并开发有火麻

蛋白质粉、火麻软胶囊、火麻汤料包以及宠物饲料

等产品出售，另外人们还以火麻蛋白加工制成火麻

汤、火麻菜、火麻豆腐、火麻奶等传统食品[29]。在北

美，市场上有火麻面包、华夫饼干、火麻啤酒和火麻

咖啡等火麻食品出售；另外，人们对火麻类食品的

需求越来越多，加拿大对火麻食品的进口额高达

4 000万美元[30] ，这充分说明火麻食品具有广阔市

场前景。可以肯定的是，火麻蛋白系列的产品必将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

4 火麻栽培技术研究

从文献看出，目前关于火麻栽培技术的研究并

不多，只是少数专家研究火麻高产栽培技术和套种

栽培技术；而在石山区纯种火麻，雄株占的比例相

唐健民等.食药同源植物火麻的研究进展及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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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大，结实率也很低，产量比与玉米间套种的还

低，雌雄株的比例严重制约了火麻产量[31-33]。在火

麻栽种过程中，温度、密度、土质、土壤肥力都可以

使雌雄株相互转变，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火麻栽种

的过程，就会影响雌雄株比例，造成火麻结实率低、

产量低，严重制约火麻产业化的发展。因此，需要

通过详细的研究方案和方法，对火麻栽培过程中影

响火麻雌雄株相互转变的主要影响因子进行分析

研究，并揭示主要影响因子及解决办法，实现火麻

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才能促进火麻产业阳光发展。

5 开发策略

要促进火麻产业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高产

优质栽培技术及火麻加工、销售体系。总结归纳目

前的研究不足之处如下：（1）火麻的市场较为混乱，

经常以纤维大麻充当药用火麻销售，而且火麻的产

地较20世纪有很大变化，各个产地的火麻质量参差

不齐，无法分辨优劣，急需建立种质遗传图谱，鉴定

优良品种；（2）火麻的产地变化较大，大部分原产地

优质的火麻沦为野生种，为了整个火麻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急需建立火麻的种质资源圃，供科研工作

者选育优良品种；（3）火麻栽培技术是制约火麻产

业化的一个短板，急需对火麻栽培技术进行攻关研

究，为火麻可持续发展解决产量、产品、产业化的前

提任务；（4）火麻附产品需要多样化、商品化的研

发，才能促使火麻产品的销售。火麻全身都是宝，

是既可用于食品、又可用于药品的食药同源性原

料，希望学者们对其化学成分和营养生理机制深入

研究，促进火麻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和可持续化的

发展。

6 展望

随着学者们对火麻科学研究[34-35]的不断深入，

火麻将不仅是大型蛋白基配料，而且越发具有向功

能性食品方面转变的趋势。随着大健康产业的发

展，火麻蛋白的未来发展势必由以往的低附加值粗

产品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保健类产品，火麻蛋白系

列的产品必将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火麻系列健

康产品将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社会发展及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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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Homologous Plant Cannabis sativa L. subsp. sativa

TANG Jianmin，WEI Xiao，ZOU Rong，GAO Limei，XIONG Yalan，XIONG Zhongchen，

JIANG Yunsheng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Functional Phytochemicals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Guangxi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Guangxi，541006，China)

Abstract：Edible and medicinal homologous plant Cannabis sativa L. has excellent vegetable oil (Hemp Seed
Oil) and vegetable protein (hemp protein)，the whole body is treasure. In the food，pharmaceutic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industries，it has hug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g health indus-
try，the hemp protein series products will surely become deeper into our live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
ports on Cannabis sativa L.are relatively rich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numerous，but it is lack of comprehen-
sive and systematic summary and analysis. In this paper，by comprehensively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reports on
hemp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edible and medicinal homologous plant
Cannabis sativa L.were reviewed，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development were found out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dustrial economy of Cannabis sativa L.，it is necessary to estab-
lish fine germplasm resource nursery，improve high-yield and high-quality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flax pro-
cessing and marketing system，and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its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physiological and
nutritional functions，so as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sca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mp.
Key words：Cannabis sativa L. subsp. sativa，edible and medicinal plant，research progress，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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