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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产于西藏的青甘韭就其花叶的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对芳香物质与常规营养品质进行了测试分析。 结果

表明：（１）产地农牧民将青甘韭在花期采收地上部（包括叶与花）砸碎阴干处理后作为佐料食用。 （２）青甘韭具有一定观赏价

值，可在花镜、花坛、专题园、林下（作为地被）、假山等景观中应用。 （３）青甘韭花和叶中芳香物质含量差异非常明显，在花中

检测到 ２３ 种芳香物质，可分为 ７ 大类；在叶中检测到 ８ 种芳香物质，可分为 ３ 大类；花和叶中共有芳香物质为丙醛、乙醚、二甲

基二硫化物、二丙基二硫化物 ４ 种，除二甲基二硫化物相对含量在花和叶中比较接近外，其他 ３ 种差异巨大。 ＶＣ、可溶性总糖

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是花高于叶，花中含量分别是叶中的 １ ４ 倍、２ ４ 倍和 ７ ４ 倍，且均呈极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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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甘韭 （ Ａｌｌｉｕｍ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ｎｕｍ Ｒｅｇｅｌ） 为葱属

（Ａｌｌｉｕｍ Ｌ． ）植物，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云南、
四川、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印度西北部

和尼泊尔也有分布，多生于海拔 ２０００ ～ ４８００ ｍ 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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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山坡、石缝、灌丛下或草坡上［１］ 。 有二倍体和四

倍体 ２ 种类型［２⁃３］ ，四倍体被认为对高原干旱生境

的适应能力比二倍体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４］ ，更
适应低温、低 ＣＯ２ 分压和较大温度变幅的不稳定

生境，利于在青藏高原高海拔极端环境中分布、生
长和生存［５］ 。 主要集中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及其

周边地区的丛林和干旱山坡上，这些地区商品性

蔬菜极度缺乏，当地藏民、印度和尼泊尔居民经常

将青甘韭作为蔬菜食用［６⁃７］ ，因其花、叶具有特殊

辛香味，是一种特色的佐料。 花色艳丽、花型优

美，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是美化山川的好材

料［８］ 。 目前对青甘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倍性演

变［４，９⁃１０］ ，二倍体和四倍体的氨基酸、矿质元素、粗
蛋白、粗脂肪等品质分析［１］ ，光合特性［７］ ，种子萌

发特性［１１］等方面，但对品质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尤
其尚不清楚花和叶的辛香味成分，同时对其开发

利用的研究报道不多。 因此，本文从其营养价值

及开发利用方面开展研究，以期为促进青甘韭的

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将采自西藏八宿县的野生青甘韭

植株移栽于西藏农牧学院葱属植物资源圃。 ２０１６
年 ７⁃８ 月测试各种指标，经核型分析，该居群为四倍

体青甘韭。
１ ２　 仪器与试剂

ＨＳ９０００ 型动态 ／静态顶空一体进样器 （美国

ＥＳＴ 公司），Ａｇｉｌｅｎｔ ６８９０Ｎ⁃５９７３Ｎ 气相色谱 ／质谱联

用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色谱纯甲醇、甲酸、三氟

乙酸、乙腈，优级纯柠檬酸锂（四水）、氯化锂、柠檬

酸、氢氧化锂、硼氢化钠、聚氧乙烯月桂醚等，高纯氮

（纯度≥９９ ９９９％ ），高纯氦（纯度≥９９ ９９９％ ）。
１ ３　 测试方法

１ ３ １　 样品准备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初在资源圃生长 ３
年的青甘韭群体中，在 ８０％小花蕾已开放的植株上

采集花朵和叶片，用二次超纯水洗净晾干后剪碎并

混匀，备用。 其中芳香物质测试重复 ２ 次，常规品质

测试重复 ３ 次。
１ ３ ２　 芳香物质测定 　 准确称取 ３ ００ ｇ 样品于

２０ ｍＬ 顶空瓶中，迅速压紧瓶盖，供动态顶空⁃气相色

谱 ／质谱联用仪测定。 顶空进样器条件：捕集肼材料

为 Ｔｅｎａｘ ＴＡ，吹扫气为高纯氮，吹扫温度 ４０ ℃、流量

４０ ｍＬ ／ ｍｉｎ、时间 ３０ ｍｉｎ，解吸温度 ２２０ ℃、时间

２ ｍｉｎ。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条件：色谱柱为 ＤＢ⁃
Ｗａｘ（６０ ｍ ×０． ２５ ｍｍ ×０． ２５ μｍ，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公司），
载气为高纯氦气、流速（恒流模式）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进样

口温度 ２３０ ℃、分流进样、分流比 １０∶ １，升温程序为

４０ ℃保持 １０ ｍｉｎ，后以 ５ ℃ ／ ｍｉｎ 升温至 １２０ ℃保持

７ ｍｉｎ，再以 １０ ℃ ／ ｍｉｎ 升温至 ２４０ ℃保持 １０ ｍｉｎ，离
子源为 ＥＩ 源、电子能量 ７０ ｅＶ、离子源温度 ２３０ ℃、四
级杆温度 １５０ ℃、接口温度 ２３０ ℃，ｓｃａｎ 模式扫描，扫
描范围 ｍ／ ｚ（４５ ～３００） ａｍｕ。
１ ３ ３　 维生素 Ｃ、可溶性总糖、水溶性蛋白质测定

维生素 Ｃ 用 ２，６⁃二氯酚靛酚滴定法测定，可溶性总

糖用蒽酮比色法测定，水溶性蛋白质用考马斯亮蓝

染色法测定［１２］。
１ ４　 食用方法研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在西藏山南市措美县、康马县、乃
东县，日喀则市江孜县，那曲地区比如县，昌都市八

宿县等地以访谈法调查农牧民对青甘韭的食用

方法。
１ ５　 数据分析

维生素 Ｃ、可溶性总糖、水溶性蛋白质指标数据

用 ＤＰＳ ｖ１４． １０ 软件以 Ｄｕｎｃａｎ 新复极差法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青甘韭植物学性状

青甘韭鳞茎数枚聚生，有时基部被以共同的网状

鳞茎外皮，狭卵状圆柱形；鳞茎外皮红色，较少为淡褐

色，破裂成纤维状，呈明显网状，常紧密地包围鳞茎。
叶半圆柱状至圆柱状，具 ４ ～５ 纵棱，短于或略长于花

葶，花期功能叶长 １９ ～３３ ５ ｃｍ，粗 １ ～２ ｍｍ。 花葶圆

柱状，高 ３１ ～ ４６ ｃｍ，粗 １ ９ ～ ２ ８ ｍｍ，下部被叶鞘。
总苞与伞形花序近等长或较短，单侧开裂，具常与裂

片等长的喙，宿存。 伞形花序球状或半球状，冠径

（２ ５ ～４ ９） ｃｍ × （３ ５ ～ ５） ｃｍ，具多而稍密集的花，
小花数 ３５ ～６１ 朵；小花冠径（１ ０ ～ １ ３） ｃｍ × （０ ９ ～
１ ３） ｃｍ，小花梗近等长，长 １ １ ～１ ５ ｃｍ，比花被片长

１ ５ ～４ 倍，约 １２％的基部有小苞片；花淡红色至深紫

红色；花被片长 ３ ６ ～ ７ ｍｍ，宽 １ ４ ～ ３ １ ｍｍ，先端微

钝，内轮的矩圆形至矩圆状披针形，外轮的卵形或狭

卵形，略短；花丝近等长，开放花朵内轮花丝长 ５ ２ ～
６ ７ ｍｍ，外轮花丝长 ６ ～６ ８ ｍｍ，在基部合生并与花被

片贴生，蕾期花丝反折，刚开放时内轮的先伸直，随后

外轮的伸直，内轮花丝基部扩大成矩圆形，扩大部分为

花丝长度的 １ ／ ３ ～ １ ／ ２，每侧各具 １ 齿，有时两齿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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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交接，外轮的锥形；子房球状，基部无凹陷的蜜穴；
花柱在花刚开放时被包围在 ３ 枚内轮花丝扩大部分所

组成的三角锥体中，花后期伸出，长 １ ７ ～４ ６ ｍｍ。 花

果期 ６⁃９ 月［１３］。 种子千粒重 １ ７４ ｇ 左右［１１］。 生于海

拔 ２０００ ～ ４８００ ｍ 的干旱山坡、石缝、灌丛或草坡

（图 １）［１３］。 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易产生珠芽（图 ２）。
２ ２　 青甘韭民间食用现状与观赏价值

青甘韭长期以来是喜马拉雅山脉和毗邻高海拔

地区藏民族、印度人、尼泊尔人的重要蔬菜或调味

品［１］。 在对西藏各地的调查发现，因青甘韭味浓

烈，主要作为特色佐料食用，一般在开花期采摘青甘

韭地上部分的叶与花，根据经验在采摘后及时进行

砸碎处理，后在阴凉处晾干（图 ３），经过这种处理能

够有效提升口感品质。 具体食用方法则是作为煮土

豆或面条等的佐料，因为干品可以常年保存，因此可

以常年食用。 因青甘韭一般与穗花韭、粗根韭等伴

生，一些地方农牧民（如山南市乃东县）往往将这些

野味混合食用（如青甘韭与穗花韭混合干品）。 但

根据调查，对于粗根韭，因其味特别（与大蒜味近

似），大部分地方农牧民不食用。
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因设施栽培蔬菜的快速发

展有效满足了各地农牧民的吃菜需求，因此与过去

比较，现今将青甘韭更多作为一种特色佐料食用，食
用人群较过去少。 过去是为了吃到菜而采摘食用，
现在更多是为了吃到味而采摘享用。

因青甘韭的花色从淡红色至深紫红色，花型较

大。 生境对花期具有一定影响，在资源圃生境下，花
期可从 ５ 月中旬开花至 １１ 月上旬结束，长于文献报

道的 ６⁃９ 月［１３］。 青甘韭叶细、丛生，直立或散开，株
型整体紧凑，叶色浓绿，具有一定观赏价值。 因青甘

韭抗病虫害能力强（资源圃栽培 ４ 年未发现病虫为

害），因此，青甘韭具有作为观赏植物的潜力，可在

花镜、花坛、专题园、林下作为地被、假山等景观中应

用［８］，或作盆花观赏（图 ４）。
２ ３　 花和叶中芳香物质差异性分析

由图 ５ 和表 １ 可知，青甘韭的花和叶中芳香物

质的组分差异非常明显。 在花中芳香物质可达 ２３
种，在叶中仅测到 ８ 种芳香物质。 花中相对含量

＜ １％的有丙醛、２⁃甲基呋喃、３⁃氨基⁃２⁃硫代⁃４⁃噻唑

啉酮、二烯丙基二硫化物、２⁃乙基⁃１⁃己醇、甲基丙基

三硫化物、二丙基三硫化物，在 １％ ～ ５％ 的有甲硫

醇、乙酸乙酯、甲基丙基二硫化物、１，３⁃二噻烷、十八

烷、十九烷、二十烷、二十一烷，５％ ～ １０％ 的有丙硫

醇、二甲基二硫化物、二十二烷、二十三烷、二十四

烷，１０％ ～２０％的有二十五烷， ＞ ２０％的有乙醚。 按

照大类分，花中芳香物质可分为醇类、硫化物、烷类、
醛类、酯类、呋喃类、醚类、酮类等 ７ 类（图 ６），其中

含量最高的为烷类，占总量的 ４２ ０９％ ；其次为醚

类，占总量的 ２９ ５５％ ；再次为硫化物类，占总量的

１６ ４０％ ；醇类为 ８ ５７％ ；醛类、酯类、呋喃类、酮类

则在 １％左右。
叶中相对含量在 １％ ～ ５％ 的有二甲基硫醚、二

甲基二硫化物、二丙基二硫化物，在 ５％ ～ １０％的有

二硫化碳，１０％ ～ ２０％ 的有乙醚和甲基丙基硫醚，
＞ ２０％的有丙醛和二丙基硫醚。 按照大类分，可将

叶中芳香物质分为硫化物、醛类、醚类 ３ 种（图 ６），
分别占总量的 １１ ５１％ 、３０ ８０％ 、５７ ６９％ 。

花和叶中共有的芳香物质有丙醛、乙醚、二甲基

二硫化物、二丙基二硫化物 ４ 种，由表 １ 可知，二甲

基二硫化物花和叶中的含量比较接近，其他 ３ 种差

异巨大。
２ ４　 花和叶中常规营养品质差异性分析

由图 ７ 可知，青甘韭的 ＶＣ 含量、可溶性总糖和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是花中的含量高于叶中，花中

的含量分别是叶中的 １ ４ 倍、２ ４ 倍和 ７ ４ 倍，且均

呈极显著差异（Ｐ ＜ ０ ０１）。

３　 讨论

葱属植物的花常加工成韭菜花酱［１４］，是一种特

色佐料，因此，研究花的营养品质对花的开发利用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杨梦云等［１５］ 从内蒙古赤峰

巴林右旗大板镇的野韭菜花中分离鉴定出 ４７ 种挥

发性化合物；穆启运［１６］从陕西佳县山区的细叶韭花

中分离鉴定出 ４６ 种挥发性化合物；卫煜英等［１７］ 对

不同花期韭菜花和韭叶的测试分析表明，花期对芳

香物质种类及含量具有明显影响，在全部小花开花

期可检测到 ２９ 种芳香物质，而部分小花结子后仅检

测到 ２３ 种，但在叶中仅检测到 ２１ 种。 从现有文献

看，对葱属植物花的营养价值、风味物质评价比其叶

的研究要少很多，而对花的开发利用更少。
青甘韭具有类似筒状的叶片，在西藏各地被称

作野葱，叶和花均具有强烈的刺鼻气味，初花期将花

和叶一起采收，通过简单加工晾干后作为佐料食用。
因叶片刈割后再生能力强，能够连续采收，是一种具

有开发潜力的野生蔬菜资源。 已有研究表明，青甘

韭有二倍体和四倍体 ２ 种类型［２⁃３］，高海拔的四倍

体具有更优良品质，包括较大的生物量，较高的粗蛋

白、粗脂肪及矿质元素含量等［１］，本研究对产自西藏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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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青甘韭花和叶中芳香物质的总离子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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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甘韭花和叶中芳香物质含量差异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Ａ．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ａｎｕｍ Ｒｅｇｅｌ

保留时间（ｍｉ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花 Ｆｌｏｗｅｒ 　 　 　 　 　 　 　 　 　 　 叶 Ｌｅａｆ

定性结果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相对百分含量（％）
（μ ± Ｓ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保留时间（ｍｉ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定性结果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相对百分含量（％）
（μ ± Ｓ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 ７６３ 甲硫醇 ２ ２１４ ±０ ０２５ ５ １０３ 二硫化碳 ５ ２１０ ±０ ２３１
５ ６８２ 丙醛 ０ ８０７ ±０ ０７７ ５ ２５９ 二甲基硫醚 １ ４６７ ±０ １１９
６ ３６ 丙硫醇 ６ ０３３ ±０ １２６ ５ ６８７ 丙醛 ３０ ８０１ ±０ １７７
７ ４９８ 乙酸乙酯 １ １２４ ±０ ０２３ ９ ２９３ 乙醚 １２ ４８３ ±０ ０４９
７ ６９６ ２⁃甲基呋喃 ０ ７８０ ±０ ０４５ １７ ５４５ 二甲基二硫化物 ４ ００７ ±０ ３４０
９ ３１８ 乙醚 ２９ ５５３ ±０ ３０８ ２６ １１ 甲基丙基硫醚 １２ ６４ ±０ ３４９
１７ ５４６ 二甲基二硫化物 ５ １２２ ±０ ０４３ ３１ ４９３ 二丙基硫醚 ３１ １０１ ±０ ２８５
２６ ０７４ 甲基丙基二硫化物 ２ ６６１ ±０ ０４７ ３９ ３７ 二丙基二硫化物 ２ ２９５ ±０ １８２
２８ ０５１ １，３⁃二噻烷 １ ６９７ ±０ ０２２
３１ ４８８ 二丙基二硫化物 ６ ３７６ ±０ １００
３３ ０４９ ３⁃氨基⁃２⁃硫代⁃４⁃噻唑啉酮 ０ ６８８ ±０ ０３６
３４ ５２５ 二烯丙基二硫化物 ０ ６３２ ±０ ００４
３４ ７３９ ２⁃乙基⁃１⁃己醇 ０ ３１８ ±０ ００９
３５ ９６１ 甲基丙基三硫化物 ０ ７５０ ±０ ０１４
３９ ３５３ 二丙基三硫化物 ０ ８６３ ±０ ０２７
４１ ９１１ 十八烷 ２ ２１６ ±０ ０７７
４４ １８６ 十九烷 １ １９１ ±０ ０６９
４５ ３４８ 二十烷 １ ０７８ ±０ ０４９
４６ ５ 二十一烷 ３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４７ ７４５ 二十二烷 ５ １５８ ±０ ０４９
４９ １５９ 二十三烷 ６ ９４７ ±０ ００１
５０ ８３９ 二十四烷 ９ ９１７ ±０ ３７６
５２ ８９７ 二十五烷 １０ ８７６ ±０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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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青甘韭花、叶中芳香物质的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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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青甘韭花叶中 ＶＣ、可溶性总糖及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差异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ｔｏｔａｌ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ｕｇａｒ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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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宿县的四倍体青甘韭用动态顶空⁃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仪测定其花和叶中芳香物质的结果表明，在花中

检测到了 ２３ 种芳香物质，在叶中仅检测到 ８ 种。 花

和叶中共有芳香物质为丙醛、乙醚、二甲基二硫化物、
二丙基二硫化物 ４ 种，但除二甲基二硫化物相对含量

在花和叶中比较接近外，其他 ３ 种差异巨大。 花中的

芳香物质种类多于叶中，这与花比叶有更为浓烈的辛

味特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此外，ＶＣ、可溶性总糖和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均是花中高于叶中，且花中分别是

叶中的 １ ４ 倍、２ ４ 倍和 ７ ４ 倍，同时差异达到极显

著水平（Ｐ ＜ ０ ０１）。 总体看，该四倍体青甘韭花的营

养价值高于叶片，但因本研究未对花的其他营养成分

做测试分析，故无法对其营养价值做出全面评价。 因

此，对其花乃至地下茎的营养价值开展全面评价将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青甘韭地下茎虽然口感较

差，但仍然具有一定风味，可将干品粉碎后作为粉末

状调料食用，故对其地下茎品质的研究也具有非常积

极的价值。
青甘韭除具有食用价值外，因有从淡红色至深紫

红色的花色，花型较大，花期长，叶细、丛生，直立或散

开，株型整体紧凑，叶色浓绿，具有一定观赏价值，可
在花镜、花坛、专题园、林下（作为地被）、假山等景观

中应用［８］，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的野生花卉资源。
因此，综合青甘韭的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特性，

本研究认为，青甘韭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一方面是作为特色野菜资源，食用方法除产

地农牧民作为佐料外，还可参照沙葱方法食用，如腌

渍、爆炒、炝拌、作包子等［１８］，其花应该是优良花酱的

原料；一方面可作为野生花卉资源，具体用法根据需

求进行；另一方面作为优异基因资源，可与其他葱属

植物进行远缘杂交，利用其抗逆或品质基因培育新品

种，或创制优异种质材料。 在调查中发现，因一些地

方青甘韭生长在干旱山坡，受牛羊啃食严重，鉴于其

为特色的野菜等资源，当地政府部门（主要为乡政

府）应组织村民看护该资源，一是防止牛羊过渡啃

食，二是制止外来人员采挖。 因此，鉴于青甘韭的资

源属性，对其开展人工高效栽培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

价值，通过人工栽培能有效提升产量，在满足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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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时为生产者创造经济收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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