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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发生变化，吸烟、过量饮酒、缺乏锻炼、不

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普遍存在，其引发的慢性疾病问题不断增加，进而使人们对营养保健食品的关注和需求

提高。功能多肽独特的营养特性和生理功能，以及在生物代谢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发现，特别是植物源多肽更

因其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特点受到国内外研究者普遍关注。针对近年来蛋白功能多肽在食品和医药方面的研究新进

展，本文总结了植物源功能多肽的制备方法、生理活性以及在功能食品领域的应用前景，为植物源功能多肽的开发

和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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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life style and disease spectra of people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unhealthy life styles such as smoking, excessive drinking, physical inactivity and unreasonable diet 

and related chronic diseases are prevalent, leading to growing interest in and demand for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unique 

nutri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functional polypeptides and their important roles in the regulation of biological 

metabolism have been gradually discovered. More notably, plant-derived polypeptides have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ir natural availability and having no toxic or side effects. In view of the 

recent advances in functional peptides in the fields of food and medicin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eparation methods for 

plant-derived functional peptides, thei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application in functional foods, which will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lant-derived functional polypep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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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吸

烟、酗酒、缺乏锻炼、饮食不合理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更加普遍，由此引发了许多疾病问题，患有心脑血管疾

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数正

在不断上升。据统计，2019年，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死亡人数约占我国总死亡人数的88%[1]。

蛋白质作为生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命的重要

物质基础。蛋白质的许多生理和功能特性被认为归因于

蛋白质分子中的多肽[2-4]。肽可以维护细胞结构，调节人

体生理功能[5]。大量研究表明，植物来源的多肽具有许多

生物活性，包括抗氧化、抗高血压、抗菌、抗癌、抗类

阿片肽活性以及免疫调节作用[6-8]。近年来，随着基因表

达谱分析、纯化、测序和表征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多肽

的功能也越来越清晰，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之一[9]。为了解近年来功能多肽的研究新进展以及在改善

亚健康方面的作用，本文介绍了植物源功能多肽的制备

方法、生理活性以及在功能食品方面的应用前景。

1 植物多肽的制备方法

1.1 提取法

提取法是从生物体中直接提取天然多肽类物质的

方法。由于植物中存在的肽类物质数量非常有限，直接

提取手段很难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且该方法提取成

本高、产量低，因此应用并不广泛。提取法又可分为化

学提取法和物理提取法。化学提取法是将生物材料浸泡

在适当的缓冲溶液中充分溶解，采用离心方法除去不

溶性组分，调节溶液pH值或加入变性剂沉积蛋白质，

再次离心去除沉淀和其他杂质，最后通过分子筛层析

柱纯化得到多肽[10]。Fan Xiaodan等[11]以两步法策略从

螺旋藻中提取多肽，其不仅改进了原始亚临界水提取

（subcritical water extraction，SWE）设备的萃取釜，而

且将SWE与超声耦合联用并进行后续优化，提取多肽

的分子质量分布结果表明，传统的超声＋冻融方法提取

的主要是蛋白质，而新工艺超声＋SWE方法提取的主

要是多肽，这是一种无需酶水解即可获得多肽的方法。

冯晴霞等[12]采用硫酸铵沉淀法从姬松茸蛋白酶解物中分

离多肽组分，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姬松茸多肽提取

物可以对衰老模型小鼠产生延缓衰老的作用，这可能与 

多肽的抗氧化作用有关。物理提取法是一种新兴的多肽

制备方法[13]，无需借助于化学试剂，仅依靠超高压连续

流细胞破碎仪对动植物组织进行裂解，从而得到小分子

多肽。该方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多肽的生物活性，但是

对设备要求高、单次处理量小、多肽得率低，不适合工

业化生产。

1.2 发酵法

利用微生物发酵制备多肽具有成本低、安全性高、

质量稳定、功能显著等优点，并且属于一步法制备多肽

工艺。该方法是利用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催化剂（如蛋白

酶），在生长过程中微生物将其释放到培养基，从而导

致蛋白水解产生多肽。使用特定微生物进行发酵，发酵

过程可持续数小时乃至数天（具体时间取决于微生物的

类型和多肽产物的种类），在发酵结束时，产品可以直

接使用，也可以纯化后再利用[14]。Wang Xu等[15]以黄瓜种

子为原料，通过枯草芽孢杆菌液态发酵生产钙结合肽，

结果表明，这种含钙螯合剂可用作一种新型钙补充剂。 

He Rong等[16]通过枯草芽孢杆菌固态发酵制备油菜籽肽

（rapeseed peptides，RPs），并评估其抗氧化活性，结果表

明，RPs具有作为天然抗氧化剂的潜力，且由于多肽中必需

氨基酸的比例极高，RPs产品还可作为高营养价值食品。

1.3 水解法

水解法可分为酸水解、碱水解和酶水解。在食品领

域，由于酸碱试剂的腐蚀性，单纯的酸碱水解法不常被

使用；相比之下，酶水解法具有专一性强、提取率高、

成本低、产品安全性高、整个过程条件温和、便于控制

等特点，能很好地满足实验和生产的需求，因此成为制

备活性肽应用最广泛的方法。酶解法通常是使用单个或

多个特异性或非特异性蛋白酶，包括胃蛋白酶、碱性蛋

白酶、胰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中性蛋白

酶、风味蛋白酶等[17]。该法的关键点是选择合适的酶和

酶解条件，如pH值、温度、时间等。Ugolini等[18]在葵花

籽脱脂种子粉中使用Alcalase-Flavourzyme酶进行两步酶

促水解，获得了富含游离氨基酸和其他生物活性化合物

的水解产物，该产品在农业生产领域可作为有效的生物

刺激剂。Li Meiqing等[19]使用微波辅助Alcalase酶对黑大

豆蛋白进行水解，制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抑制肽，柱层析分离获得4 个
活性组分，其中馏分III表现出最高的抑制ACE活性。

在以上3 种方法中，提取法产品得率低、对设备要

求高，不适合工业化生产。发酵法成本低、安全性高，

存在着多肽分离和纯化困难的问题，但是随着基因组学

技术的发展，具有某种特异功效多肽的生物合成能为人

类带来更为丰富的多肽产品。尽管酶法提取多肽专一性

强、提取率高、便于控制，但同时也存在酶催化剂被大

量浪费、混合肽中副产物多、最合适酶难以寻找及产率

过低等制约该方法应用的诸多不足之处。

2 植物源功能多肽的生理活性

生物活性肽可分为内源性活性肽和外源性活性肽。

内源性活性肽是指在人体内天然存在的具有某种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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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类物质，如促生长激素、促甲状腺素等，从动植物体

内提取的肽大多数为外源性活性肽。通过饮食获得的肽

（膳食肽），尤其是二肽和三肽，可直接通过胃肠壁黏

膜进入血液。肽在生物体内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大多数肽在体内被降解为氨基酸，用于合成全身蛋白

组织，最后再被降解[20]；另一方面，某些肽可以抵抗体

内肽酶的消化，从而在体内直接发挥生理活性，例如降

低血压、降低血糖等。从食物中获得的肽首先进入胃肠

道进行消化酶解，然后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图1）。

图 1 肽在生物体内的作用过程

Fig. 1 Processes of physiological actions of peptides in organisms

PepT1PepT1

H
H

NaNa

图 2 生物活性肽穿过肠道上皮细胞运输进入血液循环的可能途径

Fig. 2 Potential pathways by which bioactive peptides are transported 

across the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into the bloodstream

图2为生物活性肽穿过肠道上皮细胞运输进入血液循

环的可能途径，包括肽转运蛋白1（peptide transporter 1，
PepT1）介导的渗透、通过紧密连接的旁细胞转运、转胞

吞作用和被动扩散。PepT1是一种高容量和低亲和力的载

体，可根据H＋/Na＋交换维持的质子梯度将一些生物可利

用的肽类从胃肠道主动转运到肠道上皮细胞[21]。PepT1优
先结合短链（二肽和三肽）、中性电荷和高疏水性的生

物活性肽。旁细胞转运是由肠紧密连接介导的能量独立

的被动扩散过程，优先转运带有负电荷的亲水性寡肽。

转胞吞作用是一种能量依赖性的跨细胞膜转运途径， 

该过程有利于长链高疏水性生物活性肽的转运。在转胞

吞作用过程中，生物活性肽首先通过疏水键与肠道上皮

的顶端脂质双层相互作用，然后被内化到细胞中。被动

扩散包括被动吸收生物活性肽进入细胞、细胞内运输和

基底外侧分泌，其倾向于优先运输疏水性生物活性肽。

运输成功的生物活性肽可能会被肠细胞或血液的肽酶部

分水解为较小的肽片段和氨基酸[22]。

2.1 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多肽能有效清除机体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

化，保护机体免受损伤，是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类多肽[23]。 

能够获得抗氧化肽的植物源材料很多，已从豆类、坚

果、种子和树叶中分离和鉴定出具有抗氧化作用的肽类

物质。为了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研究人员探索了以西

瓜种子、玉米面筋粗粉、花生粕和紫苏粕等农产品加工

废弃物作为抗氧化肽的来源[24]。Siddiqui等[25]制备了功能

化的氧化石墨烯纳米片（PAni-Ag-GONC），并将其作为

载体以共价健固定胰蛋白酶，使胰蛋白酶保留了90%的

抗氧化活性，而天然胰蛋白酶在4 ℃下贮存60 d后，仅保

留了44%的活性，表明由纳米复合物结合的胰蛋白酶产

生的肽表现出较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该策略为生物靶

向催化药物和功能食品的开发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施文

卫等[26]通过碱溶酸沉法制备鹰嘴豆分离蛋白，并采用响

应面法优化蛋白酶解条件，结果表明，在整个蛋白酶解

过程中，得到的混合肽均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活性，这些

抗氧化肽可以应用到运动饮料中减缓运动员的疲劳感。

抗氧化肽还具有极低的致敏性，可以应用到婴幼儿食品

或一些针对敏感性人群的抗氧化食品。Liu Chunlei等[27]

从榛子加工副产物中获得的多肽显示出优异的抗氧化活

性，该研究有助于榛子抗氧化肽功能性食品、抗氧化药

物制剂的开发。Lu Xin等[28]利用碱性蛋白酶和胰蛋白酶

组合的双酶系统水解芝麻蛋白，从水解物中分离并鉴定

出7 种抗氧化肽，结果表明，芝麻蛋白水解物有望开发为

治疗慢性代谢疾病的功能性食品，但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芝麻肽的定量构效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并研究环境因素

对抗氧化活性的影响。Muhialdin等[29]研究了煮沸和发酵

过程对苦豆肽抗氧化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苦豆在发

酵过程中可产生具有很强抗氧化活性的生物活性肽。这

些肽可用作功能性食品工业的天然食用抗氧化剂成分。

与其他植物相比，粮谷类原料中提取和鉴定出的抗

氧化肽更多，这应该与谷类具有较高含量蛋白质有关。

也有学者从植物叶片中分离抗氧化肽，植物叶片可能成

为提取多肽的又一廉价原料。然而，当前文献中鉴定和

报道的大多数抗氧化肽包含未修饰的氨基酸残基，对由

修饰残基组成的抗氧化肽的鉴定可能会在未来引起研究

者们更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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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降血压作用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范围内高血压患

者越来越多，其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发达国

家，更多油炸食品和营养食品的摄入导致国民的血压指

标进一步升高；因此，人们对降压肽越来越感兴趣。

降血压肽主要通过抑制ACE来预防和治疗高血压[30-31]。

Zhang Peng等[32]评估了利用小麦面筋通过铜绿假单胞菌

蛋白酶（Pseudomonas aeruginosa protease，PaproA）制

备ACE抑制肽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小麦肽在营养保健

和功能食品中均具有较好应用潜力，可成为预防和治疗

高血压的成分。何荣[33]从菜籽蛋白质碱性蛋白酶水解物

和胃蛋白酶＋胰酶水解物（尤其是分子质量小于3 kDa
的水解物）中获得了降血压肽。研究表明，蛋白酶水解

菜籽蛋白可以有效地释放具有肾素和ACE抑制活性的抗

高血压肽，利用膜分离或电渗析技术富集高活性的菜籽

肽是可能的。Chen Jiwang等[34]从大米蛋白水解物中获

得ACE抑制肽，该肽可能成为治疗高血压很有前途的候

选成分。此外，大米蛋白水解产物可以单独用作营养保

健品，或与其他有益健康的营养成分组合，用于预防或

治疗高血压。马超月[35]采用酶法获得了燕麦多肽，并对

其工艺进行了优化，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燕麦多肽的降

血脂和降血压效果研究，为燕麦的深加工和燕麦多肽的

应用积累了理论基础。Zheng Yajun等[36]在高压预处理辅

助下，用碱性蛋白酶、风味蛋白酶、胃蛋白酶和胰蛋白

酶对棕榈仁进行顺序消化，可得到具有高ACE抑制活性

（80.24%）的棕榈仁谷氨酸-2水解物，并且该肽对胃肠

道酶消化具有相对较好的稳定性，可用作控制ACE活性

功能性食品的有效成分。

目前，国内外降血压肽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降血

压分子机制、体内外生理活性检测以及其构效关系上，

这有望为实现降血压肽的工业化生产奠定理论基础。我

国拥有十分丰富的原料来源，尤其是加工过程的一些副

产物，如果可以利用其提取降血压肽，将大大推动相关

经济的发展。

2.3 免疫调节作用

免疫系统是细胞、组织和器官组成的巨大网络，

其作用是消除潜在的有害生物，如细菌、病毒、真菌和

原生动物等，并能够防止癌细胞生长[37]。但是，过度的

免疫反应会引发机体炎症反应，长期处于炎症状态会激

发肿瘤的发生，所以，免疫调节对维持机体健康至关重

要[38]。Fang Yong等[39]利用碱法从富硒大米中提取含硒

蛋白质并将其水解，结果表明，获得的含硒多肽具有很

好的免疫调节能力，可以作为天然的免疫调节剂，然

而，这类免疫活性肽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机制仍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研究。Yang Qian等[40]在太子参中提取对脾

淋巴细胞具有增殖促进作用的蛋白水解产物，并探究 

其作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从太子参中提取的多肽可

以显著激活RAW264.7细胞分泌NO，激发活性氧和肿瘤

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并通过

与RAW264.7细胞表面表达的Toll样受体结合激活核因

子-κB信号通路。

李睿珺等 [41]初步探究了鹰嘴豆肽对免疫低下小鼠

的体质量、脏器指数、组织形态结构、外周血白细胞数

量、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骨髓有核细胞和

DNA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鹰嘴豆肽对环磷酰胺所致

免疫低下小鼠的多项免疫功能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为

鹰嘴豆肽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Hirai等[42] 

从小麦面筋中提取了焦谷氨酰肽，它能够抑制脂多糖诱

导的NO、TNF-α和白细胞介素的产生，抑制炎症的免

疫调节作用。焦谷氨酰亮氨酸由于不稳定性或半衰期较

短、容易水解且可用性有限，在体内的有效性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近年来，酶解是目前国内外制备免疫活性肽最有潜

力的技术，而如何靶向肽键仍是制备免疫活性肽最困难

的核心技术。靶向水解涉及肽链长度的控制和功能序列

的保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克服特殊蛋白酶切位点的

暴露和隐藏等技术难题。

2.4 抗肿瘤作用

目前，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难以治疗的

疾病，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死疾病。近年来，已有研

究表明，功能多肽在抗肿瘤方面表现出较好的治疗效

果，已引起了全世界对抗肿瘤作用多肽研究的关注[43]。 

Luna-Vital等[44]评估了食用大豆中纯化多肽对人结肠直

肠癌细胞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该纯化多肽通过线粒

体膜电位的损失和对人类结直肠癌细胞的DNA损伤而选

择性地诱导凋亡，并且能够增强奥沙利铂的作用效果。

Li Meiqing等[45]使用木瓜蛋白酶对绿豆蛋白进行水解，

并分析绿豆蛋白多肽对癌细胞的抗增殖作用，证实了绿

豆蛋白多肽可以抑制小鼠肿瘤细胞的增殖，且无毒副作

用，同时，绿豆蛋白多肽可以促进HepG2细胞的凋亡并

能在S期阻滞细胞生长，在体内具有抗癌作用。

Preza等[46]确定了未发酵和半发酵（发酵24 h）可可

豆肽对鼠淋巴瘤L5178Y模型的抗肿瘤作用，结果表明，

这种抗肿瘤作用不是剂量依赖性的，具有非常好的应

用前景。此外，半发酵的可可豆蛋白具有非常显著的抑

制细胞生长作用，分析得知这种作用归因于氨基酸谱，

主要与半胱氨酸、亮氨酸、精氨酸和赖氨酸含量有关。

Romy等[47]研究发现橄榄种子蛋白经嗜热菌素水解得到的

多肽类物质具有增强肿瘤细胞黏附能力、降低癌细胞迁

移能力以及抑制S期细胞生长的作用，通过氨基酸组成分

析后得到的合成肽LLPSY能显著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和乳

腺癌细胞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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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化疗药物相比，多肽类抗肿瘤药物具有高

选择性和低毒性。然而，抗肿瘤肽的应用和发展仍面临

着合成成本高、易酶解、易聚合、半衰期短等挑战。为

了解决多肽易水解的问题，可以用非天然氨基酸来替代

天然氨基酸，如设计D-对映体肽、多肽环化等对抗肿瘤

肽进行修饰，结合传统药物能更好地发挥抗肿瘤肽的作

用，这将成为抗肿瘤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寻找更多

来源的抗肿瘤肽和克服肽类药物缺点的新方法对开发抗

肿瘤治疗药剂具有重大意义。

2.5 降血糖作用

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其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48]。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很多，

包括口服1型和2型胰岛素片，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

疗方法，国内外一直在研究更有效、更安全的替代 

药剂[49]。颜辉等[50]采用胰蛋白酶酶解麦胚蛋白得到麦胚

蛋白多肽，动物实验结果表明，麦胚蛋白酶解产物对α-
葡萄糖苷酶的半抑制质量浓度为10.98 mg/mL，能够缓解

糖尿病小鼠的糖耐量异常。Wang Feng等[51]研究了燕麦球

蛋白肽对人克隆结肠腺癌细胞（Caco-2细胞）中抗糖尿

病药物靶标的影响，发现燕麦球蛋白肽对这些抗糖尿病

药物靶标具有相反的调节作用，可以在体外有效地抑制

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peptidase 4，DPP4）的产生，且

燕麦球蛋白肽可作用于调节血糖的多个靶点；但该多肽

对体内调节血糖靶标的功效还需要进行体内研究。

Vilcacundo等[52]开展了胃肠消化藜麦蛋白质产生抗糖

尿病多肽的研究，评价了胃和十二指肠消化物和多肽对

二肽基肽酶IV、α-淀粉酶和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活性，

结果表明，在十二指肠阶段释放的多肽显示出较强的抑

制作用，并具有抑制肠降血糖素降解和碳水化合物消化

酶的酶解能力，但缺乏细胞培养和动物体模型实验以进

一步验证藜麦蛋白多肽的具体功效。Yuan Xiaoqing等[53]

从苦瓜中提取蛋白，并制备获得水溶性多肽MC2-1-5，结

果表明，MC2-1-5可以明显降低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小

鼠的血糖水平，下一步在MC2-1-5完整氨基酸序列的确定

及其降血糖机制上应继续深入研究。

天然食品中的降血糖肽虽然具有许多优点，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蛋白质水解成肽，但并非所有的肽

都具有降血糖活性，而且具有高降血糖活性的肽较少，

多肽的功能活性受体内消化过程的影响。第二，多肽活性

物质由于对储存条件和环境要求较高，不经处理很难长期

保存。针对这些问题，降糖肽作为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或保

健品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近年来，生物信息学结合分

子生物学技术成为了研究抗糖尿病活性肽结构特征的有力

工具。此外，进一步的临床实验也是必要的。

近年来部分植物源功能多肽序列、分子质量 

如表1所示。

表 1 功能多肽序列、分子质量及植物来源

Table 1 Sequences, molecular masses and plant sources of  

functional polypeptides

多肽功效 肽序列（分子质量） 来源植物 参考文献

抗氧化作用

RQLPR（668.40 Da） 鹰嘴豆 [26]
ADGF（408.16 Da）、AGGF（350.16 Da）、AWDPE（616.25 Da）、DWDPK

（659.29 Da）、ETTL（462.23 Da）、SGAF（380.17 Da） 榛子 [27]

SYPTECRMR（1 198.8 Da） 芝麻 [28]
EAKPSFYLK（1 863 Da）、PVNNNAWAYATNFVPGK（1 082 Da） 苦豆 [29]

降血压作用

SAGGYIW（752 Da）、APATPSFW（875 Da） 小麦 [32]
GHS（＜3 kDa） 菜籽 [33]

VNP和VWP（＜3 kDa） 大米 [34]
ADVFNPR（817.41 Da）、VVLYK（620.39 Da）、

LPILR（610.42 Da）、VIEPR（612.36 Da） 棕榈仁 [36]

免疫调节作用

SeMDPGQQ（736.23 Da）、TSeMMM（610.42 Da） 大米 [39]
RGPPP（522.29 Da） 太子参 [40]

GL（243.13 Da） 小麦 [42]

抗肿瘤作用

GLTSK（505.48 Da）、GEGSGA（521.22 Da） 大豆 [44]
VEGINKIVTGNL（1 256.720 88 Da）、PQGEVSTSVAADQ（1 288.601 55 Da）、
LAFGINAENNQRN（1 460.724 07 Da）、EGAPLEDIAEEEEQ（1 558.675 50 Da） 绿豆 [45]

LLPSY（591.326 8 Da） 橄榄种子 [47]

抗糖尿病作用

VA、SPA、PSA、IAA、LAA、TGP、GTP（＜5 kDa） 小麦 [50]

LQAFEPLR（972.53 Da）、EFLLAGNNK（1 004.53 Da） 燕麦 [51]

IQAEGGLT（787.41 Da）、DKDYPK（764.37 Da）、GEHGSDGNV（870.35 Da） 藜麦 [52]

GHPYYSIKKS（3 405.517 4 Da） 苦瓜 [53]

3 结 语

植物源功能多肽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科学家及政府

的高度重视，功能多肽的结构、制备方法以及药理作用

的研究得到快速发展[54]，众多新型多肽被开发出，多肽

的功能保健作用也越来越清晰，如大豆肽可降血脂、降

血压、降血糖、增强机体免疫力等，豌豆肽具有抗菌、

抗氧化、抗肿瘤、免疫调节等生理活性，苦瓜肽是一种

很好的降血糖物质[55-57]。另外，藻类植物蛋白、食用菌蛋

白、坚果籽粒蛋白以及人参蛋白经过蛋白酶水解后，也

可以分离出其他功能肽[58-61]。部分功能多肽已用于保健食

品开发，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然而，植物源功能多肽的研究才刚起步，还有许多

研究工作需要开展。比如，酶提取法专一性强、提取率

高、便于控制，但存在难以寻找最合适酶及产率过低等

问题，是否可以考虑直接利用混合肽的作用效果；在某

些氨基残基上发现的各种修饰基团的存在，可能为肽序

列的鉴定带来更多的研究方向。为了解决多肽易水解的

问题，可用非天然氨基酸替代天然氨基酸，如设计D-对

映体肽、多肽环化等对抗肿瘤肽修饰，这也将成为抗肿

瘤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蛋白组学、基因组学和

色谱质谱技术的飞速发展，复杂多肽的组成鉴定和构效

关系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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