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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探讨评价梅花鹿茸质量的一些内在指标, 分别对 13 对梅花鹿二杠茸与三杈茸中 Ca, P, TAA

(总氨基酸)、甘氨酸 (Gly) 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 TAA , Gly, Ca 和 P 含量在二杠茸中分别为 458. 34,

70. 81, 59. 69 和 71. 33 gökg, 三杈茸中分别为 490. 20, 78. 45, 57. 06 和 68. 32 gökg, 两种梅花鹿茸的Ca,

P 和总氨基酸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而甘氨酸含量三杈茸明显高于二杠茸 (P < 0. 05) , 与传统的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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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茸 (Cornu cerv i p an totrichum ) 为鹿科动物梅

花鹿 (Cervus n ipp on T em m inch ) 或马鹿 (Cervus

elap hus L innaeus) 的雄鹿密生茸毛的未骨化的幼

角, 梅花鹿茸根据形状分为二杠茸、三杈茸、再生

二杠茸和初角茸。鹿茸为常用滋补保健中药, 主要

具有温肾壮阳、益精补血、强筋健骨等功效, 始载

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 其后在历代本草中均有收

载。鹿茸在我国用于临床入药和民间处方的历史源

远流长, 在日本、朝鲜、苏联和东南亚地区民间医

学中也被广泛引用。近几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对鹿

茸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进行了许多研究, 发现

其含有多种成分, 如氨基酸、微量元素、脂肪酸、尿

嘧啶、次黄嘌呤、多胺等[1, 2 ] , 但仍然未能确定其特

有药效成分。从有关文献[3～ 7 ]与几年来送吉林农业

大学测试中心检测的鹿茸样品看, 做得最多的重复

成分为Ca, P 和总氨基酸 (TAA )。Ca, P 是骨组织

的主要成分, 一直被作为评价鹿茸骨化程度的指标,

Ca 和 P 含量越高, 其骨化程度越大。氨基酸在鹿茸

中含量丰富, 其总量接近鹿茸成分的 50% , 是有机

成分中含量高居首位的营养物质, 其中甘氨酸

(Gly) 又被认为是鹿茸中必有的成分, 在药典[8 ]中就

是用甘氨酸作对照品对鹿茸进行鉴别的。对于梅花

鹿的二杠茸与三杈茸, 由于二杠茸是公鹿脱盘后第

40～ 45 天收取, 而三杈茸于第 60～ 70 天收取, 因此

鹿业界的传统看法[9 ]认为, 二杠茸由于生长期短, 其

质地嫩而质量优, Ca, P 含量比三杈茸低, 而氨基酸

等有机成分则高于三杈茸。本试验在取样时也是本

着这样的想法, 但通过对第一批 10 对梅花鹿二杠茸

与三杈茸随机样本中 TAA , Gly, Ca 和 P 的检测,

却得到不同结果。次年又进行第二批特殊要求的取

样, 利用 3 对样品进行验证试验, 结论依然相同。现

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来源

　　以二杠茸与三杈茸配对取样, 样品总数为 13

对, 其中第一批 8 对样品于 2000 年随机取自吉林省

8 个国营鹿场, 2 对购自市场。第二批 3 对样品于

2001 年按特殊要求取自上述 8 家鹿场之中的 3 个。

1. 2　取样部位与样品处理

取加工晾干的鹿茸主枝中 1ö3 部位作为样本,

粉碎, 过筛备用。

1. 3　仪　器

H ITA CH I Z28000 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BECKM AN DU 27500 型 紫 外 分 光 光 度 计;

H ITA CH I 83525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1. 4　方　法

参照 GB 123980- 90 的方法测定钙含量; 参照

GB 12393- 90 的方法测磷含量; 总氨基酸和甘氨酸

含量参照 GB öT 14965- 94 的方法进行测试。

每一样品的每一个项目均作双平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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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第一批样品的 TAA , Gly, Ca 和 P 检测结果见

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 三杈茸Ca, P 含量低于二杠

茸, 而总氨基酸和甘氨酸含量却高于二杠茸。对两

种茸中的以上 4 个指标的均值进行 t 检验, 其中

TAA , Ca 和 P 的P > 0. 05, 差异不显著; 而Gly 的

P < 0. 05, 差异显著。试验结果与传统的观点二杠

茸中有机成分高于三杈茸而无机成分低于三杈茸不

同。为此咨询了一些养鹿专家, 他们认为这样的结

果可能是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所致, 二杠茸可能为

老龄鹿所收获, 三杈茸则来自壮年鹿。于是, 笔者

又于次年在 3 家鹿场各选 1 头同龄且体型相近的成

年公鹿, 先于一侧收二杠茸, 而让另一侧继续生长

至三杈再锯茸, 这样就把个体差异降到最低。检测

结果见表 2。
表 1　第一批 10 对样本的 TAA , Gly, P 和Ca 含量

T able 1　TAA , Gly, P and Ca con ten ts of the first batch 10 pairs of samp le gökg

样本
Samp le

二杠茸
Two2branched velvet

三杈茸
T h ree2branched velvet

TAA Gly P Ca TAA Gly P Ca

1 482. 72 80. 12 63. 77 75. 08 472. 66 77. 78 66. 49 79. 61

2 496. 69 74. 21 63. 53 78. 03 494. 76 91. 01 66. 16 88. 97

3 461. 31 73. 71 61. 41 63. 88 537. 47 82. 78 54. 12 75. 02

4 471. 33 83. 64 54. 98 65. 32 484. 34 88. 96 50. 36 62. 91

5 392. 16 66. 62 60. 05 77. 15 438. 03 82. 35 67. 83 79. 95

6 493. 95 67. 03 65. 38 87. 02 582. 83 80. 37 55. 55 72. 06

7 433. 21 75. 46 58. 97 69. 87 441. 39 76. 26 57. 81 65. 48

8 487. 03 76. 27 62. 91 65. 53 543. 82 84. 82 51. 14 65. 26

9 459. 39 65. 01 51. 96 74. 26 475. 31 66. 81 59. 04 53. 46

10 526. 42 78. 51 61. 27 88. 87 565. 02 75. 93 50. 92 67. 91

xθ±s
470. 421±

11. 80
74. 058±

1. 95
60. 423±

1. 32
74. 001±

3. 98
503. 563±

16. 05
80. 707±

2. 22
57. 942±

2. 14
71. 063±

3. 23

表 2　第二批 3 对样本的 TAA , Gly, P 和Ca 含量

T able 2　TAA , Gly, P and Ca con ten ts of the second batch 3 pairs of samp le gökg

样本
Samp le

二杠茸
Two2branched velvet

三杈茸
T h ree2branched velvet

TAA Gly P Ca TAA Gly P Ca

1 400. 58 57. 67 62. 52 62. 43 420. 98 70. 75 57. 28 58. 83

2 406. 59 56. 19 56. 12 60. 22 423. 35 70. 52 54. 83 61. 11

3 447. 08 66. 12 53. 21 64. 68 492. 73 71. 54 50. 34 57. 68

xθ±s
418. 08
±14. 65

59. 99
±3. 12

57. 28
±2. 78

62. 44
±1. 37

445. 68
±23. 59

70. 93
±0. 75

54. 15
±2. 03

59. 21
±0. 90

　　从表 2 可以看到, 第二批样品与第一批样品的

结论相同。对两组数据进行 t 检验, 除甘氨酸的 P <

0. 05 差异显著外, 其余均 P > 0. 05, 差异不显著。

这证明第一次的试验结论是成立的。

出现此种结果是与梅花鹿茸的生长规律分不开

的。梅花鹿公鹿于每年 4 月中下旬至 5 月初花盘脱

落, 鹿茸开始快速生长, 70 d 左右达到高峰。生长

高峰前鹿茸的生长速度大于骨化速度, 而后骨化速

度超过生长速度, 进而茸皮脱落成为骨角, 最后脱

落, 一个生茸周期结束。鹿茸中沉积的营养物质除

一部分矿物质外均由饲料摄入, 因而此期茸鹿机体

需吸收大量的营养物质, 用以供应鹿茸的生长。4 岁

鹿二杠茸平均日增重 16 g 左右, 5 岁以上各龄公鹿

三杈茸平均日增重 40 g 左右[10 ]。高志光[11 ]测定了

梅花鹿从脱盘至第 120 天鹿茸的生长速度和相对骨

质密度的变化情况, 发现从脱盘到第 75 天鹿茸生长

速率递增并达到高峰, 第 75 天以后生长速度下降,

到第 120 天基本停止生长。相对骨质密度在 75 d 前

增长缓慢, 而在 75 d 以后增长迅速。二杠收茸期

(脱盘后 45 d) 生长速度为 0. 63 cm öd, 相对骨质密

度为0. 39, 为骨角的 42% ; 三杈茸收获期 (脱盘后

65 d) 生长速度为 1. 04 cm öd, 相对骨质密度为

0. 45, 仅为骨角的 45%。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 三杈茸收获期的生长速

度是二杠茸的 1. 65 倍, 平均日增重是二杠茸的 2.

5 倍, 相对骨质密度为二杠茸的 1. 15 倍。可见, 对

于二杠茸来讲, 三杈茸骨组织生长相对较慢, 相应

的有机营养成分积累相对较多, 从而造成二者C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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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差异不大, 总氨基酸无明显变化, 而甘氨酸三

杈茸却明显高于二杠茸。

全部 13 对样品以上 4 个指标的平均值见表 3。

表 3　13 对样本的 TAA , Gly, P 和Ca 含量的平均值

T able 3　A verage TAA , Gly, P and Ca con ten ts of 13 pairs of samp le gökg

样本
Samp le

二杠茸
Two2branched velvet

三杈茸
T h ree2branched velvet

TAA Gly P Ca TAA Gly P Ca

xθ±s
458. 34
±39. 35

70. 81
±8. 12

59. 69
±4. 17

71. 33
±11. 58

490. 20
±51. 34

78. 45
±7. 16

57. 06
±6. 02

68. 32
±9. 88

3　结　论

试验结果表明, 用Ca, P 和TAA 的含量来评价

梅花鹿鹿茸的质量, 表明三杈茸的质量要略优于二

杠茸。这对梅花鹿茸的生产和利用均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特别是在鹿茸的生产中, 以收三杈茸为主, 这

样不仅可以增加产量, 又可以提高鹿茸的质量。同

时, 由于梅花鹿鹿茸中总氨基酸含量超过400 gökg,

且 甘氨酸含量存在差异, 而钙与磷的含量在

120 gökg以上, 分别为有机和无机成分中含量特别

高的物质, 可以考虑作为评价梅花鹿茸的内在指标。

[参考文献 ]
[ 1 ] 　王本祥, 周秋丽. 鹿茸的化学、药理及临床研究进展 [J ]. 药学学报, 1991, 26 (9) : 714- 720.

[ 2 ] 　范玉林. 鹿茸化学成分概论 [J ].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1983, (1) : 67- 69.

[ 3 ] 　范玉林, 刘铭山. 梅花鹿茸、鹿角、鹿花盘化学成分的研究 (É ) 氨基酸成分的分析 [J ]. 中草药通讯, 1979, 18: 4- 5.

[ 4 ] 　段传凤, 高秀华, 王金和, 等. 三种驯鹿茸与梅花鹿茸化学成分比较测定 [J ]. 特产研究, 1988, (4) : 41- 43.

[ 5 ] 　金顺丹, 陈玉山, 郑兴涛, 等. F1 代鹿与其亲本梅花鹿、东北马鹿茸的化学成分比较 [J ]. 特产研究, 1990, (3) : 53- 54.

[ 6 ] 　董万超, 赵景辉, 潘久如, 等. 梅花鹿七种产品的化学成分研究 [J ]. 特产研究, 1994, (1) : 36- 43.

[ 7 ] 　陈　丹, 孙晓秋. 梅花鹿茸、马鹿茸不同部位氨基酸、总磷脂、钙、磷含量的研究 [J ]. 经济动物学报, 1998, 2 (3) : 31- 34.

[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M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 9 ] 　姚玉霞, 杜　锐, 王艳梅, 等. 梅花鹿三杈茸、二杠茸、角盘中钙、磷含量比较 [J ]. 经济动物学报, 2002, 6 (2) : 6- 8.

[ 10 ] 　赵世臻, 沈　广. 中国养鹿大成 [M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 11 ] 　高志光. 梅花鹿鹿茸生长与骨化关系的研究 [J ]. 特产研究, 1999, (3) : 51- 53.

Q uality eva lua t ion of tw o2b ranched and th ree2b ranched velvet from

sika deer w ith con ten ts of ca lcium , pho spho r and am 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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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 e of W ild A n im al R esou rce, N ortheast F orest U niversity , H aπerbing , H eilong j iang 150040, Ch ina)

Abstract: In th is study, Ca, P, TAA and Gly con ten ts of tw o2b ranched and th ree2b ranched velvet from

sika deer w ere determ in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Ca, P and TAA con ten ts of tw o2b ranched velvet w ere no t

d ifferen t from tho se of th ree2b ranched velvet (P > 0. 05). How ever, Gly con ten t of tw o2b ranched velvet

w as sign if ican t ly h igher than that of th ree2b ranched velvet (P < 0. 05). T h is is d ifferen t from tradit ional

po in t.

Key words: sika deer; tw o2b ranched velvet; th ree2b ranched velvet; Ca; P; TAA ; Gly; quality evalu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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