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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木瓜叶芽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对木瓜叶芽与木瓜果的主要营养物质组成和含量进行综合比较。[ 结果]
木瓜叶芽含有17 种氨基酸( 包括人体必需的8 种氨基酸) , 氨基酸含量是木瓜果的31 倍 , 并且具有较高含量的甲硫氨酸。木瓜叶芽中检
测出7 种有机酸 ,有机酸含量是木瓜果的1 .2 倍, 其中苹果酸的含量最高 , 为18 .19 g/ kg。木瓜叶芽中的无机矿物质含量是木瓜果的5
倍 , 且检测出硒。木瓜叶芽VE 含量是木瓜果的31 倍 , 而Vc 含量低于木瓜果。[ 结论] 木瓜叶芽主要营养成分含量均高于木瓜果 ,具有广

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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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of the Nutritional Components betweenthe Leaf Bud and Fruit of Chaeno meles si nensis
WANG Yan et al  (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n , Shaanxi 710061)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of the research was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leaf bud of Chaenomeles

sinensis . [ Method] The components and content of main nutri ments i nthe leaf bud and fruit of C. sinensis were synthetically compared . [ Result] The leaf
bud contained 17 kinds of amino aci ds (i ncl uding 8 kinds of essential amino acids for human) .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s was 31 ti mes of that infruit of
C . sinensis . And there was higher content of methionine in the leaf bud of C . sinensis . 7 ki nds of organic aci ds were detected in the leaf bud of C .
sinensis . The content of organic acids was 1 .2 ti mes of that inthe fruit of C . sinensis and the content of malic acid was highest (18 .19 g/ kg) . The con-
tent of inorganic mineral in the leaf bud was 5 ti mes of that in the fruit of C . sinensis and Se was detected . VE content inthe leaf bud of was 31 ti mes
of that inthe fruit of C . sinensis , while Vc content was lower thanthat inthe fruit of C . si nensis . [ Conclusion] The content of main nutritional compo-
nents i nthe leaf bud were all higher thanthat i nthe fruit of C . sinensis . So the leaf bud of C . sinensis had a broa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fore-
gr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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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又称铁脚梨、贴梗海棠 , 属蔷薇科木瓜属植物, 我国

大部分地区均有广泛种植。木瓜是一种药食两用植物, 目

前, 利用木瓜果已加工出果脯、果酱、冻干粉等多种保健食

品[ 1] , 但对木瓜叶芽的开发和利用甚少。笔者对木瓜叶芽的

营养成分及含量作以测定, 并对木瓜叶芽与木瓜果营养成分

进行比较, 以期对木瓜叶芽的开发与利用提供科学、必要的

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选取木瓜叶芽与果实用于试验。

1 .2  方法 木瓜叶芽的测定方法: 用121MB 型氨基酸分析

仪测定氨基酸含量 ;510MB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有机酸含

量; 日立180-80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及 AFS820 型原子分光光

度计测定无机矿物质及微量元素;850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及

51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维生素。

木瓜果的测定方法: 用日立-85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

定氨基酸[ 2] ; 酸碱中和滴定法测定有机酸; 美国PE- 5100 型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无机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2 ,6- 二氯酚

酸靛酸钠滴定法及日立 RF-510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维生

素[ 2 - 3]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营养成分比较  木瓜叶芽的主要营养成分含量均高于

果实, 其中木瓜叶芽中氨基酸的含量是木瓜果的31 倍,VE 的

含量同样也是果实的31 倍, 并且有机酸和无机矿物质的含量

也均高于果实, 而Vc 的含量则低于果实Vc 中的含量( 表1) 。

2 .2 氨基酸含量比较 木瓜果中含有16 种氨基酸[ 1] , 而木

瓜叶芽中含有17 种氨基酸 , 相同种类的氨基酸含量叶芽均

高于果实。果实中除了没有甲硫氨酸外, 含有人体必需的另

外7 种氨基酸, 而人体必需的8 种氨基酸在叶芽中均有 , 并

且甲硫氨酸的含量较高( 表2) 。

表1 木瓜叶芽与果实营养成分

Table 1 The nutrient componentsinleaf bud andfruit of pawpaw

营养成分

Nutrient component

叶芽

Leaf bud

果实

Fruit
氨基酸Amino acid∥g/ 100 g   17.273   0 .552

有机酸Organic acid∥g/ 100 g 3.605 2 .900

无机矿物质Inorganic mineral ∥g/ 100 g 1.289 0 .264

Vc∥mg/ 100 g 20.918 76 .400

VE∥mg/ 100 g 36.126 1 .160

表2 木瓜叶芽与果实氨基酸含量 g/ 100 g

Table 2 The amino acids inleaf bud and fruit of pawpaw

名称Name 叶芽Leaf bud 果实Fruit

Asp 2 .120 0 .144
Thr 0 .899 0 .024
Ser 0 .970 0 .022
Glu 2 .250 0 .043
Pro 0 .840 0 .020
Gly 0 .960 0 .030
Ala 1 .050 0 .040
Cyr 0 .054 -
Val 0 .880 0 .057
Met 0 .280 -
Ile 0 .860 0 .040
Leu 1 .680 0 .047
Tyr 0 .730 0 .009
Phe 1 .110 0 .028
Lys 1 .090 0 .016
His 0 .460 0 .014
Arg 1 .040 -
Trp - 0 .016
Total AA 17 .273 0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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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有机酸比较 运用 GC- MC 分离分析技术, 在木瓜果中

共鉴定出16 种有机酸[ 4] , 木瓜叶芽中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检

测出7 种, 以苹果酸的含量最高, 含量为1 .819 g/ 100 g( 表3) 。

表3 木瓜叶芽与果实主要有机酸含量 g/ 100 g

Table 3 The organic acidsin leaf bud and fruit of pawpaw

名称Name 叶芽Leaf bud 果实Fruit

苹果酸Malic acid 1 .819 00    0 .649

柠檬酸Citric acid 0 .461 00 0 .004

月桂酸Lauric acid - 1 .600

琥珀酸Succinic acid 0 .005 16     -

棕榈酸Pal mitic acid - 11 .600

2 .4  矿物质元素比较 木瓜叶芽与木瓜果中的无机矿物质

元素含量差异较大, 但从其总含量上看, 木瓜叶芽明显高于

木瓜果, 并且在木瓜叶芽中检测出Se 元素的存在, 而木瓜果

中未检测出( 表4) 。

表4 木瓜叶芽与果实矿物质比较 mg/ 100 g

Table 4 The mineralsinleaf bud andfruit of pawpaw

元素Element 叶芽Leaf bud 果实Fruit

K 1 010 .000     107 .500

P 274 .000 111 .500

Ca 3 .158 34 .500

Fe 0 .204 0 .228

Zn 0 .024 0 .067

Mg 1 .095 8 .320

Se 4.2×10 - 5       -

总含量Total content 1 288 .500 263 .503

2 .5  维生素比较 木瓜叶芽与木瓜果中均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 经对其主要维生素作以比较,Vc 的含量果实高于叶芽 ,

VE总含量叶芽则远高于果实, 为果实的31 倍( 表5) 。

3  讨论

( 1) 通过对木瓜叶芽成分的测定及对木瓜叶芽与果实的

营养成分比较得知 , 木瓜叶芽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无论是在数

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均高出木瓜果实, 所以木瓜叶芽在延缓细

胞老化、抗衰老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木瓜果实中有机酸的

种类较多 , 这些有机酸均具有爽口的风味[ 5 - 7] ; 木瓜叶芽中

有机酸的种类也较为齐全, 木瓜果中齐墩果酸的含量较高 ,

齐墩果酸具有保肝、降酶、抗炎抑菌、降血脂等功效[ 8 - 9] 。

表5 木瓜叶芽与木果实维生素含量 mg/ 100 g

Table 5 Thevitamins inleaf bud andfruit of pawpaw

名称Name 叶芽Leaf bud 果实Fruit

VC    20 .918      76 .40

VαE 35 .604 0 .86

VγE 0 .513 3 0 .30

VδE     -       -

V总E 36 .126 1 .16

  ( 2) 木瓜果实是一种糖酸比低的水果[ 6] , 其中多种成分

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及某些疾病的治疗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因而具有很高的保健及药用价值。木瓜叶芽中除含有果实

所具有的多种营养成份外, 还具有果实中某些未检测到的 ,

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如硒元素、甲硫氨酸等, 并且其含量

也较高, 因此木瓜叶芽极具保健价值和开发价值, 把木瓜叶

芽开发成营养丰富、口味独特的功能性保健品( 如木瓜叶芽

茶等) , 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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