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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果枸杞的特性、栽培技术及应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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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果枸杞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糖类、矿物质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生物碱等多种对人体

健康有益的营养成分，显然可以被广泛用于医药、保健、食品等领域，对人类健康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植物

学特性、成分含量、主要功效及人工栽培的关键环节四个方面对黑果枸杞进行简要介绍，为黑果枸杞的推广

种植及果实的精细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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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果 枸 杞，拉 丁 学 名 为 Lycium ruthenicum
Murr，为茄科、枸杞属。黑果枸杞别名为“苏枸

杞”，蒙名为乔诺英哈尔马格，藏药称“旁玛”［1］。
果实呈紫黑色，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尤其

在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诺木洪、德令哈、格尔

木等地区分布广泛。是迄今为止发现原花青素

( OPC) 含量最高的天然野生植物，又被誉为野生

的蓝色妖姬。近年来，由于这种天然的保健食品

对人体 的 独 特 药 效，引 起 了 广 泛 研 究 者 的 关

注［2］－［8］。本文将从黑果枸杞的植物学特性、成

分含量、主要功效及人工栽培的关键环节四个方

面对它进行简要介绍，从而为黑果枸杞的推广种

植及果实的精细应用提供参考。
1 植物学特征

植物学特征包括黑果枸杞的外形、颜色、味

道、生长环境和条件、还有花果期等方面的特征。
外观特征 黑果枸杞为多年生灌木，较多的

棘刺和分枝，植株一般高度为 20 ～ 70cm。枝条坚

硬，常呈“之”字形曲折，颜色多为白色或灰白色，

具有不规则的纵形条纹。小枝顶端成棘刺状，每

节具有短的棘刺。通常短枝上生长 1 ～ 2 朵花，

一般花朵直径 0． 2 ～ 2cm，花梗细，花冠呈漏斗状，

颜色为淡紫色。所结果实为肉质小浆果，形状为

球形且皮薄，顶端略有凹陷。
味道及颜色特性 黑果枸杞果实成熟后呈

紫黑色，因此得名。紫黑色成熟果实中富含花色

苷类色素，无毒，味甜多汁，且富含丰富的紫红色素，

在民间常被作为野果生食或者榨汁做红色饮料食

用，也有用其果实中所含色素作染料染色的习俗。

分布规律及生长条 黑果枸杞生命力极强，

耐高温、耐严寒、耐干旱，光合效率高，在荒漠地

仍能生长。特别是它具有极强的耐盐碱能力［9］，

生境土壤多为氯化物盐土或硫酸盐—氯化物盐

土，土层都较为坚硬，因此它属于我国西北地区

特有的抗盐、耐旱的野生植物物种，常以灌丛状

生长于盐碱荒地、盐化沙地、盐湖岸边、路旁等各

种盐渍化土壤中。在国内，它广泛分布于陕北、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10］。

近乎苛刻的土壤水分和盐分条件，使得大多

数植物无法生存而死亡，最终只留下抗逆性强的

黑果枸杞，因此黑果枸杞是一种具有防风固沙作

用的植物，能适应于宽广贫瘠的自然环境及粗放

栽培管理条件。
花果期及其相应产率 总体而言，黑果枸杞

结实量大，丰产性能好，果实多集中在 7、8 月成

熟。有统计数据表明，多数分布区的黑果枸杞一

年有两次集中花果期，第一次在 6 ～ 8 月间，在这

期间的黑果枸杞产量高、质量好; 第二次在 9 ～ 10
月，但产量较低，品质也相对欠佳。
2 营养成分

黑果枸杞富含蛋白质、枸杞多糖、氨基酸、维
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

丰富的黑果色素和天然原花青素。
微量元素含量 黑果枸杞果实中含有相当

丰富的矿质元素，除了一些常量元素钠、钾、镁、
钙、铁之外，还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锰、锶、硒、
锌、铬、铜等。另外，对人体的生理代谢过程起重

要作用的一些有益微量元素，如锰、锶、硒、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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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铜等的含量，也普遍高于红枸杞。因此，黑

果枸杞比一般红色枸杞更珍贵，也更有药用价

值。
含油率及脂肪酸含量［7］ 经实验测试，黑果

枸杞鲜果含油率高达 5． 54%，主要含有 3 种脂肪

酸，且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其中亚油酸含量最

高，为 71． 48%，油酸 17． 06%，棕榈酸 11． 46%。
而不饱和脂肪酸是维持人体机能不可缺少的物

质，在调节血脂、清理血栓、增强机体免疫力、维

护视网膜提高视力、补脑健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氨基酸含量 黑果枸杞含有 17 种氨基酸，

其中有 8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从含量上看，谷

氨酸含量最高为 1． 14%，其次是天门冬氨酸，含

量 为 1． 11%，精 氨 酸 0． 70%，亮 氨 酸 含 量 为

0． 48%，丙氨酸 0． 46%，苯丙氨酸 0． 44，甘氨酸含

量为 0． 42%，含量最低的是蛋氨酸与胱氨酸含

量，均为 0． 14%。游离氨基酸约占氨基酸总量的

50%，因多为游离态氨基酸，故更有利于人体直

接吸收［7］。
维生素含量 黑果枸杞中维生素 C 含量高

达 3． 02mg /100g，维 生 素 B1 含 量 为 0． 07mg /
100g，维生素 B2 含量为 0． 02mg /100g，可用于人

体所需维生素的补充。
花青素含量 原花青素［11］－ ［13］是黑果枸杞

中主要的一种花青素，其色泽鲜艳自然，无特殊

气味，绿色环保，且营养丰富。它与糖类物质以

糖苷键结合之后稳定存在，即为花色苷。花色苷

通常兼具营养和药理作用，如花色苷是一种最有

效的天然自由基清除剂，其功效是维生素 C 的 20
倍、VE 的 50 倍; 又如具有抗肿瘤、抗癌、抗炎、抑

制脂质过氧化和血小板凝集、预防糖尿病、减肥、
保护视力等功效。黑果枸杞果实中总花色苷的

含量非常高［14］，高达 386． 9mg /100g，因此具有非

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其他成分含量 分析表明黑果枸杞果实总

糖的含量为 6． 9%，总酸的含量为 0． 73%，蛋白质

含量为 11． 5%［15］。
3 功效与应用

综上所述，黑果枸杞富含蛋白质、氨基酸、维
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营养成分，显然可以被广泛用于

医药、保健、食品等领域，对人类健康发挥重要作

用。特别是其富含的珍贵天然花色苷类色素，由

于具有抗氧化及消除自由基、降低血清及肝脏中

脂质含量、抗变异及抗肿瘤的作用等，已逐渐在

食品、医药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下文

重点针对黑果枸杞中花色苷的功效与应用进行

更具体的介绍。
抗氧化功 研究证明花色苷具有清除自由

基和抗氧化的功能［16］。因此黑枸杞具有延缓衰

老、清除自由基、延缓人体器官衰老等功效，具有

深入细胞保护细胞膜不被自由基氧化，强力抗氧

化和抗过敏功能，同时通过穿越血脑屏障的方式

保护脑神经不被氧化，保护大脑不受有害化学物

质和毒素的伤害。它不但能防止皮肤皱纹的生

成，延缓大脑的衰老，更能让癌细胞无法顺利扩

散，它的药用、保健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红枸杞，被

誉为“软黄金”［17］。
降低肝脏中脂肪含量及保肝护肝 花色苷

能够降低肝脏中胆固醇的含量，从而间接起到改

善肝脏功能的功效。如使用花青素可增加试验

动物体内排泄的胆汁酸含量，即花色苷能降低血

清总胆固醇浓度，同时还可以使三酰基甘油的含

量下降，达到间接改善肝脏的作用。因此黑果枸

杞能起到保肝护肝的作用。
抗肿瘤和增强免疫力 研究表明花色苷有

抑制肝瘤的作用，还能抑制胃溃疡，抑制肺、肝

脏、小肠中的过氧化作用。此外，花色苷还有延

迟血小板凝集、提高视力、改善微循环、有利于人

体对异物的解毒及排泄功能。因此，除了抗衰老

和降低胆固醇含量这两大显著功效外，黑果枸杞

还有抗变异及抗肿瘤的作用和增强免疫力的作

用。
其他相关应用 许多天然色素具有药物、食

品兼用的功能。
长期用野生黑枸杞泡水喝，具有明显保护视

力的作用，还有很好的预防治糖尿病、抗疲劳、激
活肝脏的功能，同时还可预防肿瘤癌症，预防血

稠血栓，有效降低血压，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
在新疆维吾尔地区，医生常用黑果枸杞果实及根

皮治疗尿结石、皮癣、牙龈出血等疾病，普通民众

也常将它用作滋补及明目的药物，食用黑枸杞中

的花青素后，人们感觉头脑大为清醒，睡眠得到

了彻底地改善。
除了直接食用或泡水饮用外，作为天然食品

添加剂也是一种极为适合的色素。尤其是花色

苷类色素［18］－ ［19］，它广泛用于饮料、冰淇淋、果

酱、糖果、糕点的着色方面，另外也可用于化妆

品。近年来，抗氧化剂也是一种重要的食品添加

剂，它主要用于阻止或延缓油脂的自动氧化，还

可以防止食品在贮藏中因氧化而使营养损坏、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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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褪色等问题。因此黑果枸杞还具有还原糖和

色素的巨大开发潜力。
4 主要栽培技术

4． 1 繁殖

在黑果枸杞育苗过程中可以采取播种育苗

和扦插育苗两种方式。
种子育苗多在春季，应选在地势平坦、排水

良好、土层深厚的沙壤土作为育苗地。播种前用

清水浸泡黑果枸杞种子 5 ～ 10 小时，种皮变软后

用手揉搓果粒，使果皮裂开洗出种子，然后用高

锰酸钾水对种子进行常规消毒，拌入经过筛选的

细沙土，然后均匀的播于苗床上，上盖 0． 8 ～ 1． 2
厘米的细沙土，轻踩踏实即可。

扦插育苗在春季发芽前和秋季进行。选取

优良单株上 1 年生徒长枝或粗壮、芽子饱满的枝

条，剪成 15 ～ 18 厘米长插条，将其斜插入整好的

畦中压紧、踏实即可。
4． 2 栽培

栽植标准以每亩培植密度 440 ～ 700 株为宜。
可按行距 1． 2 ～ 1． 5 米，株距 0． 8 ～ 1 米合理培植。
栽植第一二年可以在行距间种植其它矮小作物，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在田间管理上，全年要结合锄草，及时松土，

适度浇水。每年在三月份施足基肥，六月和八月

底进行科学追肥。
黑果枸杞可以在第二年见果，三年大量挂

果，进入盛果期，其整形必须在定植的前三年完

成。定植当年在高度 25 ～ 35 厘米左右短截全部

枝条，然后逐步将整个树形修剪成一个三至四层

的伞状形态，每层间距 35 厘米左右，留 3 ～ 5 个主

枝条。修剪时掌握三去三留的剪枝原则，使每棵

黑枸杞树可有几十枝结果的骨干枝条，且在树冠

内均匀分布。
4． 3 病虫害防治

黑果枸杞抗病害能力很强，若遇病虫害严重

发生时，可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如螨克、
敌敌畏、代森锌、波尔多液等药剂进行防治。
4． 4 采收

黑果枸杞的果实的采收要在芒种至秋分之

间。及时采摘成熟果实，阴干或晾晒，并注意不

要用手揉，晾晒时不可过厚堆积，以免影响质量。
5 总结

综上所述，黑果枸杞是一种我国西北地区特

有的抗盐、耐旱的野生植物物种，生命力极强，它

富含蛋白质、枸杞多糖、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

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黑果色

素和天然原花青素，十分有益于人体健康，在医

药、食品、人体保健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

力，有必要在其推广种植及果实的精细应用方面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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