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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火龙果的种植面积很大，每年的花量也很大。火龙果的花朵比较大且十分漂亮，香味宜人。火龙果

花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还有黄酮类、多酚、多糖、膳食纤维

等多种化学成分。火龙果花能清热解痰、美容养颜，还能预防便秘、大肠癌等多种疾病，具有很好的保

健功能，发展前景广阔。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研究火龙果花的文献，对火龙果花化学成分的研究和应用

进行了综述，为今后对火龙果花的开发和利用起到参考的作用；火龙果花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会使火

龙果花进一步应用到食品、医药、化妆品等领域，可以极大的提高火龙果的附加价值，增加火龙果种植

户的收入。 
 
关键词 

火龙果花，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ragon Fruit  
Flowers 

Xiaoying Zhang1,2, Fengzhen Chen1*, Guihong Zhao1, Xinpai Liang1, Bo Wang1,  
Xinxin Han1 
1Peony Research Institute,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Rizhao Wulian County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Bureau, Rizhao Shandong 
 
Received: Jun. 28th, 2021; accepted: Sep. 3rd, 2021; published: Sep. 13th, 2021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jf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1.104018
https://doi.org/10.12677/wjf.2021.104018
http://www.hanspub.org


张晓莹 等 
 

 

DOI: 10.12677/wjf.2021.104018 155 林业世界 
 

 
 

Abstract 
The planting area of dragon fruit in China is very large, and the amount of flowers per year is also 
very large. The flowers of dragon fruit are large and very beautiful, and the fragrance is pleasant. 
Dragon fruit flowers are rich in nutrients and contain nutrients such as protein, amino acids, vi-
tamins and minerals, as well as various chemical components such as flavonoids, polyphenols, po-
lysaccharides and dietary fiber, etc. The dragon fruit flower can clear away heat and dissolve 
phlegm, beautify beauty, and prevent many diseases such as constipation and colorectal cancer. It 
has good health care functions and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
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ragon fruit flowers by referring to the li-
terature on dragon fruit flowers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ragon fruit flowers; the function will further apply dragon fruit 
flowers to food, medicine, cosmetics and other fields, which can greatly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dragon fruit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dragon fruit gr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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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火龙果，原产于尼加拉瓜、哥斯达尼加、墨西哥、古巴等国家和沙漠地区，在越南、中国、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都有人工培植[1] [2]，花朵大并且颜色和花型都十分好看，香味宜人，观赏价值很高，还可

以食用，味道极好。火龙果花中含有糖类、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种矿物质元素等营养成分，还有

各种功能性成分，如低聚糖、膳食纤维、萜类、多酚和黄酮等[3] [4] [5] [6]。火龙果花除了有极高的营养

价值，还具有药用价值，如火龙果花中的植物蛋白，对体内的重金属有一定的清除作用，有利于人体健

康、减少伤害[7]；还能预防癌症等多种疾病，此外还能美白、减肥等；研究还发现，火龙果花中含有的

功能性成分对呼吸道疾病如支气管炎、哮喘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8]。 
火龙果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我国火龙果种植面积很大，尤其是在广东、福建等地种植规模都很大，

因此每年的花朵量也很大。目前，人们消耗火龙果花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食用，而且食用人群也主要集中

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人们很少用火龙果花作为原料进行烹饪，因此很难消耗完被疏掉的花朵，容易

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食用方式也比较单一，一般用来最多的就是做菜、煲汤和泡茶，消耗量很小。目

前，国外的学者们对火龙果果肉和火龙果果皮有一些研究[9] [10]，但是对火龙果花涉及的很少，没有详

细的研究。虽然近些年我国的学者们对火龙果花进行了研究，开发成复合茶饮料、糯米酒等产品，但目

前市面上我们见到的此类产品也比较少。因此仅靠这种简单、普通的方式，对花朵的消耗力度不够大，

依旧造成部分花朵的浪费；火龙果花的营养价值丰富，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而且靠这种粗加工的方法

加工成食品，容易破坏里面的功能性成分，不能使火龙果花的功能价值很好的发挥出来。如果能继续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将其含有的功能性成分有效地提取出来并进行应用，研发保健产品或应用于药品、化

妆品等方面，意义重大。因此本文概述了火龙果花中的化学物质目前的研究进展，为以后对火龙果花的

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起参考作用，使火龙果花能更好的被开发利用，研发出火龙果花的一系列产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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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花的附加价值，而且还能使火龙果种植户获得更高的收益。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营养物质 

2.1.1. 蛋白质及氨基酸 
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是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体液的酸碱平衡、渗透压都有重要的

影响。火龙果花中蛋白质含量丰富，从中提取多肽，然后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开发利用，具有广阔的前

景。 
研究发现，火龙果花中蛋白质含量很高，花丝中含量最高，达到 16.8%，其次是苞片，花瓣中含量

最低也达到了 13.8%，平均含量为 15%；火龙果花中富含多种氨基酸，氨基酸总量很高[6]。作为蛋白质

水解的中间产物的多肽一直是近些年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李丽等[11]研究了火龙果花蛋白多肽的制

备方法，以火龙果花作为原料，经过烘干、粉碎制成火龙果花粉，将花粉置于超声波–微波组合反应系

统中加上碱溶酸沉法进行提取，再利用蛋白质沉淀法将火龙果花中的蛋白提出来，然后将蛋白质脱色，

用酶法将蛋白质水解，最后提取出多肽成分；利用该方法蛋白多肽的提取率得到了提高，也为之后进一

步研究利用火龙果花蛋白多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1.2. 维生素 
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成分，虽然不像糖类等能够产生能量，但在促进代谢方面，起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一般情况下，人体是不能合成维生素的，必须通过外界获得，因此在饮食中一定要保证摄

取合适量的维生素，保证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研究发现，火龙果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其中苞片中

的 Vc 含量为 4.9 mg/100g，花丝中的含量比较少，平均含量 3.5 mg/100g；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较高，其

中花丝中 VB1 达到了 11.2 mg/100g，平均含量为 6.2 mg/100g；花丝中 VB5 的含量高达 14.4 mg/100g，花

瓣中含量最低也达到了 6.1 mg/100g，平均含量 9.37 mg/100g；VE 在花瓣中含量为 2.6 mg/100g，苞片中

含量最低，平均含量 1.87 mg/100g [6]。 
Vc 对人体有很多积极的作用，作为抗氧化剂，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的伤害，能增强抵抗力、抗病毒、

预防多种疾病、缓解疲劳，还有益于牙齿的健康[12]。B 族维生素对人体也有很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

生物代谢方面。近年，研究发现在镇痛方面 B 族维生素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临床上也尝试通过

使用 B 族维生素对治疗起到辅助作用，减轻患者的疼痛，增强治疗效果[13] [14]。VE 是一类脂溶性维生

素，补充 VE 对人体健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对性激素和生育能力有较大的影响[15]。近年来，市面上

出现了很多 VE 的产品，有用来护肤的维生素 E 乳、还有软胶囊、咀嚼片等保健产品。因此，未来火龙

果花可以通过自身的优势，开发成护肤品或者保健品等。 

2.1.3. 矿物元素 
矿物质参与人体组织的构成，对人体健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钾元素可以调节机体的渗透压和体液

的酸碱平衡，对人的血压有着较大的影响；钙和磷又是骨骼的重要组成成分；铜有利于 Vc 的更好的吸收

降低胆固醇；锰能对抗自由基，抗衰老，对控制心血管疾病也有积极的作用，人体内酶的活性也与锌、

铜、锰等元素有关[16]。 
罗小艳等在火龙果花的营养成分分析试验中，测定了试样中无机元素的含量，试验结果显示，人体

必需的矿物质在火龙果花中含量很高，其中钾元素是火龙果花各无机元素中含量最高的，随后又将实验

结果与火龙果肉中含有的无机元素及含量进行对比，对比发现花中钙含量非常丰富，远远高于果肉中的

含量；火龙果花和果肉中铁、铜的含量相当[17]。对火龙果花的花丝、花瓣、苞片三部分进行检测比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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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钾元素含量最高，平均含量高达 43,835 mg/kg；磷在三个部位中含量均很高，平均含量达到 3457 mg/kg；
苞片中的钙含量略微高于花瓣，平均含量为 1493 mg/kg；镁含量苞片中含量最高，花瓣中含量最低，平

均含量为 4454 mg/kg；锌在苞片中含量最高，其次是花瓣，花丝中含量最低；铁在花瓣中含量最高，花

丝中含量最低；硒在三个部位中含量差异不大，在花丝中的含量略高[6]。 

2.2. 功能性物质 

2.2.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很广泛的生理活性，对卵巢癌、乳腺癌、胃癌、肺癌、肝癌等常见的癌症都有很

好的防治效果[18]。黄酮类化合物具有直接抑菌活性、协同抑菌活性，还能抑制细菌的致病性[19]。 
目前学者们对火龙果花中黄酮的研究主要在提取和总含量的测定方面。分光光度法检测是目前用到

最多的，简便快速。罗小艳等[20]和李国胜[21] [22]等先后对火龙果花总黄酮进行了提取和测定，采用的

试验方法基本一致，先分别设计单因素试验、正交试验，通过试验得到最优的提取条件，然后利用最优

提取条件对总黄酮含量进行测定；试验结果略有差异，差异可能是由火龙果品种、产地、采摘时间的不

同或者是对火龙果花的干燥处理方式不同等原因引起的；以 8 月份采购的、产地为广州、品种为金都 1
号的火龙果干花为例。总黄酮提取的最佳条件是 70%乙醇，料液比为 1:30，60℃下提取 1 h，此时总黄酮

含量 2.787 mg/g，样品平均回收率达到 97.61%，RSD 值为 2.33% (n = 5) [21]。 

2.2.2. 多糖 
多糖是生物体内一类重要的生物大分子，具有抗肿瘤、提高人体免疫力、抗疲劳、改善记忆等多种

功能[23]。因此，多糖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目前发表的火龙果花文献中，主要研究了火龙果花多糖的提

取方法和火龙果花不同部位多糖含量的差异；在火龙果花不同部位多糖检测实验中发现，多糖的含量随

着部位的不同差异很大。结果显示花柱的多糖含量最高，花萼的含量最低[24]。 
对于多糖的提取方法有很多种，热水提取法[25]是最传统的方法，还有微波辅助提取法[26]、超声波

提取法[27]等。高慧颖等[24] [25] [26] [27]做了一系列的优化试验，先后用这三种不同的方法提取火龙果

花中的多糖，分别都确定了最优的提取条件和最佳结果；三种提取方法各有优点，传统的热水提取法，

提取条件容易控制、工艺简单好操作等特点；微波辅助提取法的时间比热水法所消耗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消耗，多糖提取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超声波法所需要的提取时间是三种方法中最

少的，且多糖提取量高。因此，在未来可以利用超声波辅助法提取多糖实现工业化生产，可以根据试验

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作用[25] [26] [27]。 

2.2.3. 多酚类 
多酚类化合物在生命体中以非常复杂的形式存在。多酚类化合物凭借自身的天然性和很强的清除自

由基的能力，在医药、食品、化妆品行业中应用广泛，很有发展前景。大量研究表明，多酚具有抗肿瘤

活性，具有很强的抗癌功能；多酚类物质能抑制癌细胞增殖和转移，使癌细胞凋亡[28]。学者们已经对火

龙果果肉和火龙果果皮内的多酚进行了提取优化试验，对果皮中多酚氧化酶的特性等都有了深入的研究

[29] [30] [31]。目前，大量研究证实了火龙果花中含有多酚类物质[6] [7]，但是针对火龙果花中含有的多

酚类物质进行的详细研究很少。 
李国胜等在火龙果花中多酚类化合物抗氧化活性方面进行了研究，实验得出火龙果花中多酚类化合

物能较好的清除 DPPH 自由基和羟自由基，对 ABTS 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清除能力弱一点，总的情况来

看，抗氧化能力与浓度成量效关系；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火龙果花抗氧化活性较好，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开发出抗氧化功能性食品或研发天然抗氧化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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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是不仅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混合物，也是一类特殊的营养素，对人体发挥的作用很大，因此

也被成为“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种类。除了根据水溶性的不

同进行分类，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分类，根据能否发酵将其分为可发酵型膳食纤维和不可发酵型膳食纤

维[33]。 
霸王花与火龙果花的花型十分相似，两者同属于仙人掌科，不同属。有实验将两种花的营养成分进

行了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火龙果花的粗纤维含量比霸王花的含量高很多，火龙果干花中测得含有粗纤维

10.01 g/100g，是霸王花含量的三倍多[17]。膳食纤维对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还能改

善肠道菌群；此外，膳食纤维在降低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还

能提高人体抗氧化水平[33]。人体摄入的膳食纤维能加快粪便的排出速度，对便秘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这

得益于膳食纤维中含有的亲水基团，它的持水能力很强，遇水能膨胀十几倍，所以它可以在肠道中吸收

大量的水分，使粪便体积增加，使有毒物质能尽快从体内排出，预防疾病的发生，还能增加饱腹感，有

利于减肥瘦身[34]。 
此外郭璇华等在实验中发现，火龙果花中含有烃类和豆甾醇、菜油甾淳、谷甾醇等甾醇类化合物[35]。 
张艳军等对火龙果花的体外抗氧化物提取工艺优化及其抗炎活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最佳工艺条

件为 70%乙醇，1:30 g/mL 料液比，75℃下回流加热 3.0 h。最佳工艺条件下，分别采用 MTT 法[36] [37]
与 griess 法[38]研究粗提物对细胞活力与巨噬细胞 RAW264.7 活力与 LPS 诱导 RAW264.7 巨噬细胞产生

的 NO 的影响；结果表明粗提物对两者均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且与浓度呈正相关，具有剂量依赖性，

其半抑制浓度 IC50 值为 13.94 μg/mL，说明提取物具有很好的抗炎活性[38]。 

3. 应用 

火龙果的鲜花水分含量高，容易腐烂、不易保存。为了长期贮存，要将火龙果花进行干燥，制成火

龙果干花。在干燥过程中一些营养成分有流失或被破坏的可能，因此干燥工艺的优化显得格外重要。为

了尽可能多的将营养成分保留下来，不破坏其中的活性成分，学者们做了一系列的干燥优化试验。盛金

凤等[39]对不同的干燥方式对火龙果花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试验，试验发现真空冷冻干燥法对火龙果花的影

响最小、效果最好，最高程度的保留了其营养成分，色泽变化不大，与鲜花相近。干花容易保存，放在

阴凉干燥处能长期保存，随时食用，既方便又安全。 
目前对火龙果花应用研究最多的就是将火龙果花开发成保健饮料，要将火龙果花含有的营养成分和

功能性物质尽可能多的浸提出来，还要保证浸提液的色泽和风味。周俊良等[32]优化了浸提工艺，在料液

比为 1:16，超声 5 min，加热温度 95℃，加热 7 min 条件下，测得此时的浸出物含量最高；而且浸提液的

色泽良好，香味宜人，综合评分最高。夏杏洲等[40]研制了火龙果花保健饮料，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和感官

评价，最终确定出了最佳配方，试验还进行了微生物检测，确保饮料的安全、卫生。周俊良等[41] [42]
研制了蜂蜜火龙果花茶饮料，通过单因素试验、响应面分析法等制作出了风味独特，酸甜宜人的茶饮料。

植物精油在化妆品、医药方面应用广泛。王琦等[43]进行了火龙果花精油的提取试验，运用响应面优化法

对影响提取率的四个方面粉碎度、提取温度、提取时间、有机溶剂进行研究，最终确定出提取的最佳工

艺条件。近来，曾凡跃等[44]用火龙果花分别与桃花、槐花、茉莉花、玫瑰花制作糯米酒，开发出的产品

气味清香，美容养颜。 

4. 结语 

火龙果花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纯天然植物资源。现在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食品安全意识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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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对食品的要求也随着变高，火龙果花的营养成分、功能性成分都符合人体的需求，因此以火龙果

花为原料加工制成新资源食品符合消费、生态与环保的潮流[34]，市场前景广阔；这就需要对火龙果花的

化学成分进行全面的研究。火龙果花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功能性成分，但是对含有的某些成分缺乏

详细、深入的研究；如在功能性成分的研究中，对多酚和甾醇类化合物的研究不够详细，未来要加大在

这方面的研究。 
火龙果花非常美观、香味宜人，可以作为花卉，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可以作为蔬菜，能够生食、

炒制、煲汤等；还可以作为花茶，气味清香，非常适合饮用。火龙果花可应用到食品中，但是目前开发

出来的产品不够多，目前主要开发出了饮料、糯米酒等产品。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以花瓣为原料做

的鲜花饼等糕点，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花茶类也广受好评，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很多都有喝花茶的习惯，

因此今后可以在糕点、组合型花茶包等方面加大开发力度，潜力很大；对功能性物质的进一步研究将为

火龙果花应用到医药、保健品、化妆品等方面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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