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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豆是我国的传统食品，营养丰富，并且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大豆皂甙由皂甙元和低聚糖构成， 

由于组成大豆皂甙的甙元和多聚糖的种类不同，大豆皂甙具有多种生物学和药学性质，如降低血脂、抗癌、抑 

制血小板凝聚、抗病毒等作用。本文总结了近年来有关大豆皂甙的一些研究进展，包括大豆皂甙的成分、含 

量、性质、作用机理及分析检测方法等，展望了开发利用大豆皂甙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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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on Soyasaponi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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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ybean iS a traditional food in China．It contains rich nutrition and muhiple biological active matters． 

Soyasaponins have been known to contain an aglycone，linked to one or more sugar or oligosaccharide moieties．As the 

aglycone and the oligosaccharide moieties are different，soyasaponins show different biosiolo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properties，such as goitrogenic，antitumor，antioxidative and HIV resistanc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cent 

research advances on soyasponins，including soyasaponin composition，content，character an d effect mechanism and 

the analytical testing methods，etc．It also look into the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oyasapon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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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甙(saponins)是存在于植物界的一类较复 

杂的甙类化合物。因其水溶液形成持久泡沫，象 

肥皂一样而得名。大豆皂甙(soyasaponins)是从 

豆科植物大豆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生物活性 

物质。它属三萜类齐墩果酸型皂甙，是由一系列 

物质组成的一类混合物。国内外的研究已经证 

明，大豆皂甙具有抗脂质氧化、抗自由基、增强免 

疫调节、抗肿瘤和抗病毒等多种生理功能。目前， 

已经在食品、药品、化妆品上有了初步的应用。由 

于它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因此，具有较大的开发潜 

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大豆中大豆皂甙的含量最高，为0．32％。 

美国、加拿大分别为0．28％和0．25％，日本不同 

品种大豆的皂甙含量为 0．22％ 一0．28％，其中大 

豆皂甙 I和大豆皂甙 A1所占比例相当大 。大 

豆皂甙在大豆中的分布主要集中于胚轴，其含量 

受大豆品质、部位和生长期等条件的影响，大豆皂 

甙在大豆种子各部位的含量不完全相同，大豆胚 

轴中皂甙含量较高，是子叶皂甙含量的8—15倍。 

1 大豆皂甙的成分、含量及性质 

1．1 大豆皂甙成分及结构 

皂甙是由皂甙元(sapogenins)和糖、糖醛酸或 

其他有机酸组成。皂甙结构复杂，极性大，存在同 
一 植物中的皂甙大多结构接近。组成皂甙的糖常 

见的有葡萄糖、半乳糖、鼠李糖、阿拉伯糖、木糖及 

其他戊糖类。根据其化学结构可分为三萜皂甙和 

甾体皂甙两大类。三萜又可分为四环三萜和五环 

三萜，而以五环三萜为常见。甾体皂甙的皂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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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27个碳原子组成，其基本骨架称为螺旋甾烷 

(spirastane)及 其 异 构 体 异 螺 旋 甾 烷 

(isospirostane)，在植物中发现的甾体皂甙元有近 

百种。皂甙元与不同的糖结合及其结合部位的不 

同构成了多种皂甙。 

日本的 Kitagawa等和 Kudou等分别详细地 

研究了大豆中的皂甙类物质，并对分离到的大豆 

皂甙进行命名。Kitagawa等确认大豆中存在以大 

豆皂甙原 B(soyasapogenol B)为配基的大豆皂甙 

I、Ⅱ、Ⅲ、Ⅳ和V型 5种，以及以大豆皂甙原 A 

为配基的大豆皂甙 A1、A2、A3、A4、A5以及 A6等 

6种。如果操作条件温和，还可分离到 C-22末端 

糖链全乙酰化的 A系列大豆皂甙，Kudou等把此 

类成分命名为 Aa—Ah。在发现 DDMP大豆皂甙之 

前，以大豆皂原 B为配基的B系列大豆皂甙分别 

命名为 Ba、Bb、Bb’、Bc以及 Bc’，而以大豆皂原 

E为配基的E系列命为 Bd和 Be_2 。 

1．1．1 A系列大豆皂甙 A系列大豆皂甙是一 

类结合有二糖链 (bis—demoside)的皂 甙，它 以 

olean一12一eD一3B，21B，22B，24一tetraol(即 soyasapog— 

enol A)为配基(agly—COI1)，配基的 C-3和 C-22位 

通过酯键结合糖链。根据 C-22末端糖不同乙酰 

基饱和的大豆皂甙大体分为木糖系列(主要成分 

为 Aa)和葡萄糖系列(主要成分为Ab)，两类存在 

遗传上的相互关系 J。Shraiwa等 从大豆种子 

中分离并鉴定到7种 A系列乙酰化大豆皂甙，分 

别为 Aa、Ab、Ac、Ad、Ae、Af以及 鲰 。之后，Kudou 

等也成功地分离到2种乙酰化 A系列大豆皂甙。 

总之，目前已分离到 8种乙酰化 A系列大豆皂甙 

以及6种脱乙酰化大豆皂甙 (图 1)。 

1．1．2 B、E系列以及 DDMP大豆皂甙 化学结 

构 B和 E系列大豆皂甙是分别以olean一12一en-313， 

2213，24一tfiol(soyasapogenolB)和 olean一12一en-3B， 

2413，diol-22one(soyapogenolE)为 配 基 的 单链 

(mono—desmoside)大豆皂甙。Shiraiwa等 分离 

到5种 B系列大豆皂甙，分别命名为大豆皂甙 

I、Ⅱ、Ⅲ、Ⅳ以及 V，而 Kudou等 也分离到 2 

种 E系列大豆皂甙，分别为大豆皂甙 Be和 Bd。 

Kudou等对B系列大豆皂甙的命名方法与Kitagawa 

不同，主要根据配基 C-3位的糖链不同而命名的， 

分别 命 名 为 大 豆 皂 甙 Ba、Bb、Bc、Bb’以 

及Bc’。Kudou等 首次在温和条件下从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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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系列大豆皂甙的结构以及种类 

Fig．1 Structures of soyasaponins A． 

中分离到一类真正的大豆皂甙，命名为 DDMP皂 

甙。DDMP皂甙是 以大豆皂甙原 B作为配基， 

c一22位上通过酯键结合有 2，3-dihydro一2，5一di— 

hydroxy一6一methyl-4H—pyran-4一one(DDMP)的一类 

皂甙。已明确5种 DDMP皂甙，根据其在 HPLC中 

流出顺序以及 C-3位的糖链不同，分别命名为大豆 

皂甙 o【g、 、Ba、 g以及 (图2)。所有 DDMP大 

豆皂甙对热都不稳定，受热很易分解生成 A和 E 

系列大豆皂甙，经考证DDMP皂甙是大豆中天然存 

在的真正皂甙。由于 DDMP具有烯醇和酮基结构， 

期待它能显示出一定的自由基捕获剂效果。 

1．2 大豆种子中皂甙分布 

影响大豆中皂甙含量的因素主要有环境、遗 

传等。日本的Shiraiwa 比较了日本、加拿大、美 

国以及中国大豆，发现中国大豆中的皂甙含量最 

高(约 0．3％)。之后 ，Tsukamoto等⋯ 研究了不 

同品种大豆的胚轴中皂甙的含量，指出遗传因素 

对 A系列大豆皂甙含量的影响要大于环境因素。 

同时分析了大豆种子 中 A系列皂甙含量，指出 

大豆 皂甙Aa型约 占A系列总含量的为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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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B、E系列以及 DDMP大豆皂甙的结构和种类 

Fig．2 Structures of kinds soyasaponins B and E． 

而大豆皂甙 Ab型约为76．1％。根据食品加工的 

质量要求，大豆中的 A系列大豆皂甙含量越少越 

好 ，因为此类 大豆皂甙是造成大豆不 良风味 

(DMF，drymouthfee1)的主要物质 “ ，据 13本文献 

报道，通过遗传育种可选育出不含A系列大豆皂 

甙的大豆品种。总之，A系列大豆皂甙主要分布 

于大豆种子的胚轴中，其组成及其含量会随品种 

以及环境而异。 

Shimoyomada研究指出，大豆皂甙在大豆中 

的分布主要集 中于胚轴，是子叶中皂甙含量的 8 

～ 15倍。Shiraiwa等 对数百个大豆品种的分析 

表明，大豆胚轴中皂甙含量为0．62％ ～6．12％， 

均远远高于子叶中的皂甙含量，而大豆种皮中几 

乎不含皂甙成分。Tanlyama等对来 自美国、中国 

和13本北海道等 18个大豆品种的分析结果指出， 

在大豆胚轴中，A组皂甙含量只有 0．07％ ～ 

0．09％，B组皂甙含量为0．14％ ～0．18％。大豆 

中皂甙的含量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在大豆种子萌 

发及发育过程中，其皂甙含量和皂甙成分也发生 

变化。大豆开花后，胚轴中皂甙含量增加较快，达 

到最高值后，在开花50d左右其含量又随种子的 

发育呈降低趋势，至种子成熟时其含量保持稳定。 

子叶中皂甙含量虽比胚轴中低得多，但其变化趋 

势与胚轴中相似。子叶中含大豆皂甙Ⅱ，而胚轴 

中没有此组分 。 

1．3 大豆皂甙性质 

大豆皂甙具有皂甙类的一般性质  ̈。纯的 

大豆皂甙是一种白色粉末，具有苦而辛辣味，其粉 

末对人体各部位的粘膜均有刺激性。大豆皂甙可 

溶于水，易溶于热水、含水稀醇、热甲醇和热乙醇 

中，难溶于乙醚、苯等极性小的有机溶剂，其在含 

水醇和戊醇中溶解度较好。大豆皂甙熔点很高， 

常在融熔前就分解，因此无明显熔点。大豆皂甙 

属于酸性皂甙，其水溶液加入硫酸铵、醋酸铅或其 

他中性盐类即生成沉淀。利用这一性质可以进行 

大豆皂甙的提取和分离。 

2 大豆皂甙主要功效和机理 

大豆皂甙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广泛应用价 

值的皂甙之一。20世纪70年代对于大豆皂甙的 

研究，主要局限于对抗营养因子及不良风味因子 

的研究，主张在大豆的加工过程中将其去除。进 

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发现大豆皂甙 

具有降低胆固醇、抗血栓等功效。20世纪 90年 

代中期对于大豆皂甙的各种组分、化学结构，特别 

是DDMP结合皂甙的发现使得大豆皂甙的研究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近年来，国内外的大量研究 

结果显示，大豆皂甙的毒副作用很小。这既为传 

统豆类食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佐证，也为大豆皂 

甙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安全保障。大豆皂甙的生物 

学、生理学和药学的活性试验证明，大豆皂甙对人 

体无毒害作用，而且还有多种有益的生理功效。 

2．1 抗脂质氧化，降低过氧化脂质的生成 

研究发现  ̈-16]，大豆皂甙可以抑制血清中脂 

类物质的氧化，抑制过氧化脂质的生成，并能降低 

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可能的原因 

是，脂肪细胞中由肾上腺素诱导的脂质化过程可 

因大豆皂甙I和皂甙II的存在而受到抑制。大豆 

皂甙 I、II、III可抑制 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诱导的脂质化过程。 

2．2 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作用 

大豆皂甙能通过 自身调节增加 SOD(超氧化 

物歧化酶)的含量，降低120(过氧化脂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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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减轻自由基的损害作用¨̈ 埽J。陈静的研 

究表明 ，大豆皂甙在达到一定剂量时可以降低 

电离辐射诱导的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与微核 

的构成。大豆皂甙降低 x射线诱发遗传物质损伤 

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减少辐射水解产物自由基或加 

速自由基的代谢而间接起作用。LPO是 自由基的 

代谢产物，有研究表明，大豆皂甙可降低老龄大鼠 

LPO在肝脏及血浆中的含量，减少对肝脏的损伤。 

这些都证明大豆皂甙有淬灭自由基的作用。 

2．3 抗血栓的作用 

Kubo等 叫研究了Wister雄鼠体内注射埃希 

氏杆菌属(Escherichia coli)内毒素和凝血酶条件 

下大豆皂甙的作用，发现大豆皂甙可以抑制血小 

板和血纤维蛋白原的减少，抑制该内毒素引起的 

纤维蛋白的聚集，也可抑制凝血酶引起的血栓纤 

维蛋白的形成，表明大豆皂甙具有抗血栓作用。 

Kubo等进一步研究指出，在离体条件下不同种类 

大豆皂甙及总皂甙都可以抑制纤维蛋白原向纤维 

蛋白的转化，而且大豆皂甙 I、Ⅱ还可以激活血纤 

维蛋白溶酶系统。 

2．4 增强免疫调节功能 

郁利平等 在研究大豆皂甙对小鼠细胞免 

疫功能影响的实验证明，大豆皂甙可以提高 LAK 

(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性细胞)细胞、NK(自然杀 

伤性细胞)细胞的活性，增加 IL一2(白介素)的分 

泌及增强 T、B淋巴细胞对 ConA(刀豆蛋白A)、 

LPS(脂多糖)的增殖能力，这些都说明大豆皂甙 

在体内对小鼠的免疫功能有广泛的调节效应。大 

豆皂甙对 T细胞功能有增强作用，T细胞功能的 

增强使 IL一2的分泌增强，而 IL-2的功能是保持 T 

细胞的存活与增殖，促进 T细胞产生淋巴因子， 

增加诱导杀伤性 T细胞、NK细胞分化及提高 

LAK细胞活性，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免疫功能。孙 

学斌 等从大豆皂甙对 C57和 Swiss两种荷瘤小 

鼠的肿瘤生长及免疫器官影响对大豆皂甙的免疫 

效应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经大豆皂甙饲喂的荷 

瘤鼠的脾脏、胸腺明显增生。 

2．5 抗肿瘤的作用 

三萜系配糖体的抗肿瘤活性很早就为人所 

知，而皂甙的抗癌效果迟迟未得到充分研究，主要 

原因是由于其化学结构及成分复杂，而且制备较 

难。自从发现 DDMP大豆皂甙后，其在抗癌方面 

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 

加拿大学者Rao A V等 和Sung M K等 

以人结肠癌 HCT一15细胞株为靶细胞对大豆皂甙 

的抗癌作用的实验证明，大豆皂甙在 150-600 mg· 

剂量条件下可抑制人结肠癌细胞(HCT一15) 

的生长。通过对 大豆皂 甙抑瘤效应 的研究发 

现 ，它可以抑制 S180细胞(swiss webster)小 

鼠腹水型肉瘤的生长，对 YAC一1细胞(鼠白血病 

细胞)和 K562细胞(慢性白血病细胞)亦有明显 

的细胞毒性作用。这些研究都表明，大豆皂甙对 

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李百祥等 研究结 

果表明，大豆皂甙对 SGC一7901(人胃腺癌细胞)具 

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 理是通过抑制 

SGC一7901细胞DNA的合成发挥对SGC一7901细胞 

的抑制作用。由此可知大豆皂甙具有抑制肿瘤生 

长的功能的作用。 

大豆皂甙抗肿瘤的作用机制尚不很明确，也 

没有统一的观点。加拿大学者 Rao A V等 和 

Sung M K等 对大豆皂甙的抗肿瘤的作用机制 

的观点总结如下： 

①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和生长抑制 

作用。 

②免疫调节的作用。许多体内和体外的试验 

已经证明，大豆皂甙有增强免疫调节功能。 

③大豆皂甙与胆汁酸的结合。代谢流行病学 

研究显示：结肠癌的发生率和粪便中胆固醇的代 

谢产物与胆汁酸的含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动 

物实验中，也证明了胆汁酸和结肠癌的这种关系。 

有研究证实，大豆皂 甙和胆汁酸有相互作用。 

Sidhu和Oakenfull在体外的研究发现，大豆皂甙 

与胆酸可以形成较大的混合微团，类似的反应也 

在体内发生，从而减少了上消化道中游离胆酸的 

含量，降低胆酸从胃肠粘膜的吸收，增加了胆酸从 

粪便中排出，从而防治结肠癌的发生。 

④上皮细胞增生的正常化。在结肠癌的发生 

过程中，胆酸使结肠粘膜上皮细胞异常增生，而当 

大豆皂甙与胆酸结合后，可使这种异常增生停止 

或异常增生的细胞正常化。 

Wu C Y和 HsuC C等通过对 7 000个样品进 

行筛分的研究表明，大豆皂甙 I是一种有效的和 

明确的唾酸转移酶(ST)的抑制剂。许多研究报 

告表明，高浓度的唾酸是与增强唾酸转移酶(ST) 

的功能有关联的。而高浓度的唾酸现象在某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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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中被观察到，如致瘤的转化、肿瘤的转移、 

肿瘤的入侵等。由此可知大豆皂甙对肿瘤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2．6 抗病毒的作用 

大豆皂甙的抗病毒作用是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据报道，大豆皂甙对单纯疱疹病毒 I型、柯萨 

奇 B3病毒的复制有明显抑制和直接杀灭作用， 

而对病毒已感染的细胞也有很强的保护作用。临 

床实验结果表明 埘]，大豆皂甙对疱疹性lYl唇炎 

和口腔溃疡病的疗效分别为 88．8％和 76．9％。 

Hayashi K等在体外对 2种大豆皂甙(大豆皂甙 I 

和大豆皂甙 II)的抗滤过性病原体的作用的研究 

表明，它们对单一疱疹病毒(HSV一1)有抵抗作用。 

并且在减少 HSV．1的发生方面，大豆皂甙 II比大 

豆皂甙 I更有效。研究还发现，大豆皂甙 II对人 

的细胞巨化病毒和流感病毒、免疫缺陷病毒的复 

制有抑制作用。这些作用并不能决定它们对病毒 

的渗透和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但是有一定的 

杀病毒作用。李静波等 2 用 8种病毒分别常规 

感染人羊膜细胞，证明大豆皂甙对某些病毒感染 

细胞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能明显抑制 HSV．I， 

CoxB3病毒的增殖；同时大豆皂甙不仅对 HSV．I、 

ADV—II等 DNA病 毒有作 用，并且对 Polio和 

CoxB3等RNA病毒也有明显的作用，这一结果表 

明，大豆皂甙呈现出广谱的抗病毒能力。 

Nakashima H等 报道，大豆皂甙对人类艾 

滋病病毒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认为大豆皂甙在 

艾滋病 的防治上 可能具用积极作用。贺竹梅 

等【2 以猴 免疫缺 陷病 毒 (SIV)及相 关细 胞 

(CEMx一174)为模型，以 AZT为阳性对照药物，观 

察大豆提取的皂甙复合物对细胞病变的影响。结 

果表明，大豆皂甙复合物具有明显的抗 SIV的作 

用。SIV和 HIV(人免疫缺陷病毒)同属慢病毒亚 

科 ，亲缘关系较为密切。以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大 

豆皂甙对 AIDS(艾滋病)有一定的作用。 

2．7 其他的生理功能 

关于大豆皂甙生理功能的研究报道 很 

多，如大豆皂甙可以加强中枢交感神经的活动，通 

过外周交感神经节后纤维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和肾 

上腺髓质分泌的肾上腺素作用于血管平滑肌的 

受体，使血管收缩；作用于心脏的 B受体，加快心 

率和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而引起血压升高。此外， 

大豆皂甙还具有抗衰老，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石 

棉尘毒性等作用。 

3 大豆皂甙分析检测方法 

3．1 光谱法 

光谱法是利用已知浓度物质在特定波长处吸 

光度值绘制出标准曲线以测定其物质浓度的方 

法。光谱法主要分为紫外分光光度法和可见光分 

光光度法。 

3．1．1 紫外分光光度法 大豆皂甙甙元三萜烯 

结构在紫外205 nm处附近有最大吸收，且在此波 

长处各个单体组分之间吸收差异不大，通过紫外 

检测器扫描后峰数目较少，这就为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其含量创造了条件。由于大豆皂甙标准样 

品难以制得，一般选用与其结构相似的物质作为 

标准物。黄贤校等 利用齐墩果酸作标准品绘 

制标准曲线，并建立相应回归方程，由此测定大豆 

总皂甙含量。杨华明 在测定糖肽酮萜素中大 

豆总皂甙含量时，使用人参皂甙为标准品，并测定 

其在205 nm处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某些溶 

剂在205 nm处可能存在吸收，使紫外分光光度法 

测定大豆皂甙含量是否准确尚待进一步证明。 

3．1．2 可见光分光光度法 大豆皂甙在强酸催 

化下可与特殊试剂(如香草醛等)在可见光区域 

(515～560 nm)产生吸收，因此，可在此波长处测 

定其吸光度值对其进行定量。董怀海等 对酸 

催化香草醛显色条件进行优化，主要是对酸的选 

取，反应时间、温度进行筛选，并将其用于测定大 

豆胚芽水提液中的总皂甙。 

3．2 色谱法 

色谱法是较常用于大豆皂甙分析检}贝0的方法 

之一。该方法在天然产物分离分析中仍具有无可 

替代位置。 

3．2．1 薄层色谱法 由于各族大豆皂甙之间所 

连接糖链数目和官能团，特别是羟基个数的不同 

造成它们之间有细微的极性差异，薄层色谱法就 

是利用这种差异，通过展开剂在带动样品移动过 

程中硅胶对不同物质吸附作用力不同而达到分离 

目的。早在1966年，Gestetnet就用薄层色谱法分 

离出水解后纯化的大豆皂甙，然后以重量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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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豆粕 中皂甙含量为 1．9％ 一2．5％。后来 

Fenwick将大豆皂甙通过薄层色谱分离，在 10％ 

H。s0 乙醇溶液加热显色后，通过薄层扫描测定 

出大豆中皂甙含量为5．6％。 

3．2．2 气相色谱法 由于皂甙是一个极性大分 

子，不容易被气化，且它在高温情况下易裂解为小 

分子物质，这就导致气相色谱法应用于大豆皂甙 

分析受到限制。所以这种方法几乎都用来分析大 

豆皂甙糖配体。 

3．2．3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 因为大豆皂 

甙具有不易挥发和强极性等特点，所以 HPLC是 

检测大豆皂甙最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于检测大 

豆皂甙及其甙元。Amarowicz和 Okubo用 Lichro— 

sorbRP18柱以甲醇：丙醇：水：甲酸(32：4：63： 

0．1)为流动相选用 RJ作为检测器分析大豆皂 

甙。Shiraiwa等利用 C18柱以甲腈：丙醇：水：甲 

酸(32：4：63：0．1)作为流动相在紫外 205 nm处 

检测大豆皂甙成分。Ruiz等在 1995—1996年先 

后研究并使用Uhrasphere C18柱以甲腈 ：甲酸 

(1 000：0．3)或水：甲酸：EDTA(1 000：0．3：0．15) 

为流动相，用紫外检测器在205 nm处检测大豆皂 

甙。全吉淑等_3刮应用反相高效液卡 H色谱法， 

采用 ODSAM一303色谱柱(YMC，4．6 mm×250 

mm，5 ixm)，以含1 mL三氟乙酸的乙腈：水(40： 

60)作为流动相，210 nm为检测波长，对大豆皂甙 

Ba和 Bh分别在2．24—11．20 g和2．35～11．80 g 

范围内进行检测。结果发现，该条件适于 B族大 

豆皂甙含量测定。Deeroos等用 HPLC和 ELSD 

(evaporative light scattering detection)同时对连有 

不同基团皂甙进行定量。 

4 大豆皂甙开发利用与前景 

4．1 在食品上的应用[31,37] 

大豆皂甙具有发泡性和乳化性，可在食品中 

作为添加剂。日本学者在此领域研究的较为深 

人，开发研制了含大豆皂甙的保健食品、减肥食品 

及皂甙汁、皂甙饮料等。 

4．2 在药品上的应用 

大豆皂甙的多种生理功能如降血脂、抗氧化、 

抗动脉粥样硬化、免疫调节等决定了它在药物方 

面应用的广泛前景。国外报道大豆皂甙有可能被 

开发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通过降低血浆中 

胆固醇含量 ，抑制血栓形成，从而降低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同时，根据大豆皂甙可降低血中胆 

固醇和甘油三脂的特性，国外有学者将其用于减 

肥药品的研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4．3 在化妆品上的应用 

大豆皂甙在化妆品中的应用，在国外早有报 

道l14,30,31]，日本学者已经研究出含有大豆皂甙的 

化妆品，并申请了专利。其实用效果已经得到了 

证实。大豆皂甙可阻止由脂质过氧化引起的皮肤 

疾病，减少皮肤病的发生。大豆皂甙具有发泡性 

和乳化性，也可在医药及某些化妆品中广泛用作 

添加剂。 

在未来的研究和开发中，可以应用生物技术 

来培育高含量皂甙的大豆，同时也要提高提取分 

离技术，这样可以分离到较多和较纯大豆皂甙化 

合物，研制出各种含活性成分的食品、药品和保健 

品等，尽快投入市场，改善和保护人类的身体健 

康，这必将获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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