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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在生物机体中的应用研究 

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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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健康关注度越来越高，食源性小分子蛋白是一种来源微生物、植物、动物活

性小分子蛋白。具有安全、无毒、高效、种类丰富、易取材、吸收快特点。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在免疫细胞、

免疫器官、免疫活性物质中均能发挥良好的抗炎、抗癌、抗菌效果，还能改善生物机体健康水平，在各个

领域中应用广泛，且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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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people's interest in health has increased, and low-molecular-weight dietary 
proteins are a type of high-energy low-molecular-weight protein derived from in microorganisms, plants and 
animals. It is safe, non-toxic, efficient, effective, convenient and fast absorption. It can prevent cancer, bacterial 
infection, improve body health, and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Let the future be b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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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蛋白质经过降解后会产生小分子量，也就

是食源性小分子蛋白，由于分子量小，相较于大分

子蛋白，更容易被机体吸收，且吸收的小分子蛋白、

肽具有良好的生物特性。研究发现，蛋、肉、小麦、

大豆、乳、鱼、贝、大米、菌类、藻类、鱼类等便

宜的源材质中均能制备出水生生物蛋白肽、乳蛋白

肽、大豆肽等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因此，食源性小

分子蛋白具有价格低，安全性高特征，可以进行工

业化生产[1]。另外，食源性小分子蛋白还能被当做

生物机体健康治疗剂，广泛应用在食品领域。本研

究通过对食源性小分子蛋白类型剂免疫调节机制进

行分析，并讨论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在生物机体中的

应用价值，综述如下： 
1 食源性小分子蛋白类型 
1.1 动物源性 
肉类、牛乳中均含有动物源性小分子蛋白，其

中牛乳蛋白质含量达到 3.5%，主要来源于乳源蛋白，

另外，乳酪蛋白、乳清蛋白中也含有丰富的小分子

蛋白，均属于食源性功能肽前体[2]。而肉类小分子

蛋白主要来自于畜禽血蛋白、肉蛋白、皮骨胶原蛋

白及贝类、鱼卵、鱼类、鸡蛋。研究发现罗非鱼中

含有罗非鱼肽，阿拉斯加鳕鱼中含有鳕鱼皮胶原蛋

白小肽，鳗鱼中含有鳗鱼肽，海参中含有海参肽，

牡蛎中含有牡蛎蛋白肽。阿胶作为常见保健食物，

其中含有纤调蛋白、双糖链蛋白聚糖、胶原蛋白、

核心蛋白聚糖，梅花鹿茸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成分

及蛋白质、鹿茸总多肽[3-5]。 
1.2 植物源性 
大豆不仅蛋白质丰富，且氨基酸消化率高，大

豆中含有的大豆蛋白，经过酶解形成多种生物学活

性小分子蛋白大豆肽。小麦面筋蛋白通过胰酶、胃

蛋白酶、胰蛋白酶进行水解后形成小麦多肽，这是

一种具有有阿片肽活性小分子蛋白。大米中含有丰

富的谷蛋白、球蛋白、醇溶蛋白，氨基酸组成序列

十分合理，且一般不会产生过敏现象。另外，豌豆、

猕猴桃、玉米、绿豆等 酶解后也会产生活性多肽[6-7]。 
1.3 微生物源性 
菌类、藻类中都含有丰富的微生物源性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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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包括环状肽、线性肽、氨基酸成分、肽衍生

物。如紫菜、海带、螺旋藻等聚球藻、紫球藻中均

含有藻蓝蛋白、β-胡萝卜素。而活性干酵母菌类中

含有 50%蛋白质，经过酶作用可产生酵母蛋白肽。

另外，乳酸菌、纳豆芽孢杆菌其细胞壁中含有多种

生物学活性肽聚糖，杏鲍菇、猴头菇、云芝、冬虫

夏草也含有丰富的免疫活性多肽[8-9]。 
2 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免疫调节分析 
机体免疫系统包含免疫活性物质、免疫细胞、

免疫器官，可以起到免疫防御、监控、调控作用，

一旦机体受到病原体、其他外界物质侵袭及自身代

谢异常时，免疫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并对其进行调整，

从而维持机体健康[10]。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在病原体

中无法产生直接抑制作用，但通过食源性小分子蛋

白仍然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2.1 对免疫器官细胞分裂起到促进作用 
研究表明[11]，a-乳清蛋白、β-乳球蛋白中正电荷

疏水肽达到 2 至 3 个就能对小鼠脾细胞增殖潜力产

生刺激作用。乳清蛋白中酸性、中性多肽不论是在

脾细胞增殖，还是在细胞因子分泌中均能起到刺激

作用。 
2.2 细胞因子及抗体调节 
研究发现[12]，乳清 TNF-乳球蛋白经胰蛋白酶作

用导致 Th1 型细胞因子干扰素-β 分泌量增加，其中

短肽对单核细胞产生肿瘤坏死因子-a 具有促进作

用。另外胰蛋白酶、碱性蛋白酶、胃蛋白酶、木瓜

蛋白酶及其他蛋白酶经过制备形成脱脂麦胚球蛋白

水解物，对白介素 -6、细胞因子及肿瘤坏死因子-a
免疫活性有着良好的调节作用。 

2.3 改善巨噬细胞吞噬作用，提高免疫细胞数量 
研究表明[13]，淋巴细胞增殖受到带正电荷低分

子量大豆肽影响会发生一定改变，大豆蛋白通过胰

蛋白酶消化形成六肽，可有效增强多形核白细胞吞

噬能力。 
3 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在生物机体中的应用 
3.1 抗菌作用 
食源性抗菌肽对病毒、真菌、细胞生长均具有

良好的抑制作用，有着良好的广谱抗菌活性。微生

物膜中食源性抗菌肽经过孔隙、通道可以良好和微

生物内部靶点进行结合，并在微生物合成代谢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实现抗菌目的。 
研究表明[14]，山羊乳酪蛋白在过木瓜蛋白 酶水

解后形成抗菌肽，可以有效抑制沙门氏菌、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阪崎杆菌、志贺

氏菌。而山羊乳清通过碱性蛋白酶水解所形成的抗

菌肽也能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蜡状芽

孢杆菌。有学者在试验过程中从厚壳贻贝外套膜中

提取出的抗菌肽对革兰氏阳性菌、真菌具有良好的

抑制作用。 
3.2 抗癌作用 
食物蛋白中部分多肽有着良好的抗癌活性，可

以有效阻止癌细胞生长，且不会对正常细胞造成损

害。食物中蛋白水解物、分离肽在癌症动物模型中

均有着良好的抗癌活性，通过将停滞细胞、细胞凋

亡、损伤细胞膜进行激活，可以避免细胞黏附，同

时对免疫反应、细胞中信号进行调节，从而达到良

好的抗癌效果。 
3.3 抗炎作用 
许多食物中均含有食源性抗炎肽，可以达到良

好抗炎效果，这种小分子多肽氨基酸一般都超过 2
个，经过调节综合调控炎性介质释放合成、炎症信

号通路、细胞因子分泌从而改善机体体炎症反应。

动物模型观察发现[15]，乳清蛋白中含有乳源性三肽，

能有效缓解结肠炎小鼠机体炎症症状。且酪蛋白经

嗜热乳酸杆菌在发酵水解后形成的新产物还能减轻

结肠炎小鼠炎症反应[16]。 
3.4 保健作用 
保健茶农主要是补充矿物质、维生素等物质，

具有良好的保健、调节机体的功能，但是无法治愈

疾病。德国、日本中许多保健产品中都含有酪蛋白

磷酸肽，如 Suntory 公司（日本）研究出的壮骨制

剂、铁骨饮料，德国酪蛋白磷酸肽饼干。另外，小

麦肽还具有缓解运动疲劳功效，大豆活性肽可以起

到抗癌、抗氧化、降血压、降血脂效果，在保健品

中所含的大豆蛋白活性肽，不仅能补充机体营养，

还能提升机体免疫力[7]。蚕丝多肽、苦瓜多肽、蛙

类皮 肤多肽、海洋生物活性肽还能对机体血糖起到

调节作用。 
4 结论 
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具有抗炎、抗炎、抗菌效果，

能有效改善机体健康水平，在未来发展中具有良好

前景。但许多产物中食源性小分子蛋白含量低，且

成分复杂，在未来要想更好的对食源性小分子蛋白

进行利用，就必须不断提升制备分离技术，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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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小分子蛋白纯度及利用率。同时，还需要不

断对食源性小分子蛋白来源及功能进行探寻，找到

食源性小分子蛋白作用机制及位点，进一步促进食

源性小分子蛋白在各个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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