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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人 研究方向
• 蛋白质深加工及功能性肽的开发

• 发酵食品的代谢调控技术

• 蛋白质乳浊体系及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

• 天然产物与功能性食品开发

• 海洋微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

学术影响力
• 国家重点学科-食品科学学科带头人

•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 国家“863”蛋白质催化转化项目首席专家

• H指数为41

• 进入国际农业科学家ESI排名前1%，36/5360

关于我们团队



关于我们团队

主要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
• 2009年，大宗低值蛋白资源生产富含呈味肽的呈味基料及调味品共性关键技术

• 2011年，大豆精深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 2013年，发酵与代谢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及横向课题项目等80多项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0余篇，其中SCI（EI）收录300余篇；

 获国家发明授权专利123件，1件获国家专利优秀奖

 近三年来，相关技术已在30家企业推广应用，开发相关产品

50余种，实现新增产值100多亿。



关于我们团队

师资队伍 12人

• 教授/研究员：6人

• 副教授/副研究员：3人

• 助理研究员：1人

• 博士后：2人

学生队伍 73人

• 博士：20人

• 硕士：53人

科研助手 8人

• 仪器检测：4人

• 科研应用：4人



孙东晓 教授 赵强忠 教授

孙为正 教授 苏国万 副研究员林恋竹 研究员

冯云子 副研究员 周非白 副研究员 郑淋 助理研究员

关于我们团队

团队核心成员

• 蛋白质化学与工程

• 传统肉制品

• 食品乳浊体系

• 食品添加剂

• 食品风味化学

• 食品发酵工程
• 蛋白质化学与营养

• 功能性乳液

• 食品风味化学

• 功能性肽
• 天然产物化学

• 功能性食品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 蛋白质深加工

• 功能性肽

黄明涛 教授

• 蛋白表达分泌

• 蛋白酶设计优化

团队负责人

赵谋明 教授



2500平 科研平台

3000万 仪器设备

• 国家食品营养与健康创新“111”引智基地

• 广东省食品绿色化加工与营养调控工程中心

• 学科ESI排名进入到前1‰

• 酶标仪

• 氨基酸分析仪

• 中试生产线

• ......

• UPLC-Q-TOF

• GC-MS, GC-O

• 倒置荧光显微镜

关于我们平台



• 协助广东汇香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年产2000吨呈味肽生产线，
目前生产运营良好；

• 协助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建成年产2000吨大豆肽生产线，目前生产运
营良好；

• 协助汕尾市五丰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成年产500吨胶原蛋白肽生产
线，目前生产运营良好；

• 自主组建年产2000吨系列功能性肽生产线，已正式投入使用。

6500吨 功能性肽生产线

关于我们平台



华肽 功能性肽生产线

关于我们平台



华肽 功能性肽生产线

关于我们平台



华肽 功能性肽生产线

关于我们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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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PART ONE



2.7亿：高血压

1.8亿：高尿酸

1.6亿：血脂异常

1.1亿：糖尿病

慢性病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致命因素

• 20%患慢性病

• 慢性病死亡率86.6%

• 22%中年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 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

健康大数据

2亿：肥胖

1.2亿：脂肪肝

四
高

数据来自于光华博思特大数据中心



• 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面临着极大的健康危机

• 严重的健康危机，带动了人们对功能性食品的迫切需求，促进

了健康食品产业的迅猛发展

温饱型

营养型

健康型

有的吃

吃的好

吃的健康

健康危机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食品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未来聚焦健康型食品



• 2016年8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并强调要把人民健康

摆在首要位置，以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 2017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带动

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 国务院已把健康产业列入新的增长点

国家政策利好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健康中国”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为大健康产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各国健康产业占GDP比例

• 健康产业在美国占GDP高达16%；而我国则刚刚起步，仅占GDP的5%

• 美国健康产业人均消费100美元，而中国仅7美元

• 预计2020年，中国健康产业将达8万亿

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大健康食品市场情况

中国保健食品和功能性食品市场规模

预计2020年，中国保健食品和功能性

食品产业将达1.59万亿

蛋白质、氨基酸与肽类为需求量

最大的品类！



功能性肽的简介
PART TWO



肽的定义

低聚肽
通常是指由2-10个氨基酸组成的小分子
肽，是人体吸收蛋白质的主要形式

氨基酸 肽 蛋白质

肽
指2个或以上的氨基酸脱水缩合形成的化
合物，介于蛋白质与氨基酸之间

功能性肽
是指具有一定功能活性的肽类，通常
由2-20个氨基酸组成



1902

1953

1990s

2006

肽类物质的第一次发现
伦敦大学的两位生理学家发现了胰泌素，
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的多肽物质，因此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

食源性肽开始受关注
FDA批准大豆肽为“肠道营养剂”，之后美国、
日本相继批准食源性肽在医药、保健、食品、化
妆品等行业产品中的应用

内源性肽的研究进入高潮
脑啡肽及阿片样肽相继发现，神经肽的研究进入
高潮，开始了多肽对生物胚胎发育影响的研究。

多肽的研究与开发在我国开始受重视
多肽的研究与开发首次进入中国的“十五计划”
与“863计划”当中

肽的发展史



您的检索: 主题: (peptide or hydrolyate) AND 主题: (bioactive or activity or active or capacity)
精炼依据: Web of Science 类别: ( FOOD SCIENCE TECHNOLOGY )
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 索引: SCI-EXPANDED, SSCI, CPCI-S, CPCI-SSH, CCR-EXPANDED, IC.
检索时间：2019-03-04

功能性肽的研究现状

功能性肽的研究主要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近十年成为了研究热点



功能性肽的研究团队

我们团队在肽领域发表论文数在世界第三，在国内第一

肽领域发表论文数Top10的作者
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 主题: (peptide or hydrolysate)
研究方向: ( FOOD SCIENCE TECHNOLOGY ) AND 文献类型: ( ARTICLE )
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 检索时间：2019-03-04



根据原料分类
• 植物源：大豆肽、玉米肽、花生肽、小麦肽

• 动物源：乳蛋白肽、胶原肽、水产肽、畜产肽

根据功效分类
• 治疗慢性疾病：降血压肽、降血糖肽、降血脂肽、降尿酸肽

• 美容美体：美容肽、减肥肽、关节肽

• 身体机能改善：增强记忆肽、增强免疫肽、抗疲劳肽

…

功能性肽的分类



易吸收性
• 低聚肽>完整蛋白
• 低聚肽>游离氨基酸

低致敏性
适合于过敏体质

加工性能好

低渗透压

减少腹泻呕吐等不适
症状发生的可能性

特点

• 溶解性好
• 稳定性好
• 粘度低

功能性肽的特点



功能性肽的应用

• 药物载体
• 降血压
• 增强免疫等

医药行业
• 抗疲劳
• 免疫调节
• 醒酒护肝等

食品行业
• 抗皱
• 美白
• 祛斑等

化妆品行业



应用豆制品、鱼肉制品、
焙烤制品、糖果、蛋糕
中，能软化食品、改善
口感、易于消化吸收和
延长保质期。

普通食品

应用于降胆固醇、降
血压、防心血管疾病
等保健食品及婴幼儿
奶粉等非致敏性食品。

保健食品

应用于酸奶、面包中，
促进微生物生长，能缩
短生产时间、提高产量
和改善口味 。

发酵食品

功能性肽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



本团队的研究成果
PART THREE

关键技术

核心产品



01 02

05 03

04

关键技术
难题

难题1
蛋白原料利用率低、生产
成本高

难题5

加工过程中存在不愉悦的风
味，如苦涩味、腥味等

难题2
蛋白酶酶切位点广泛，难以
靶向酶解制备

难题3
目标肽含量低、功效
不显著

难题4
小分子肽的分离纯化技术大多难
适应于工业化生产

功能性肽制备关键技术难题



本团队的关键技术

11

22

33

44

55

蛋白质改性技术
提高酶解敏感性，解决蛋白利用率低、生产成本高的难题

特异性蛋白酶协同酶解技术
筛选特异性蛋白酶，实现目标肽靶向释放和高效制备

以构效为导向定向酶解技术
探究功能性肽的构效关系，实现定向筛选蛋白原料及酶解

定向分离技术
定向分离目标肽，实现目标肽的富集与功效提升

防腐祛腥及风味提升技术
防腐祛腥，提升风味

66 以功能为导向的控制酶解技术
实现功能因子明确，功效显著，机理清楚



控制酶切位点

控制水解度

控制分子量分布

产物的功能特性

提高酶解敏感性亚基解离、聚集

研究蛋白质亚基解离、亚基的控制聚集、聚集体的键合作用力大小、形式等与蛋

白质功能特性的内在关系，可明确蛋白质结构对其酶解敏感性和酶切位点的影响

规律，为蛋白质控制酶解做准备。

关键技术1 蛋白质改性技术



关键技术2 特异性蛋白酶协同酶解技术

商品酶商品酶

自制特异性
蛋白酶

原料蛋白
蛋白质利用率
目标肽含量

特异性蛋白酶复配酶解
协同增效作用

为目标肽靶向释放及高效制备
技术提供了理论支持

“商品酶-自制特异性蛋白酶”协同高
效酶解技术

“商品酶-自制特异性蛋白酶”协同高
效酶解技术



关键技术3 构效为导向定向酶解技术

筛选蛋白原料 定向酶解功能性肽的
构效分析

• 探究了多种功能性肽的构效关系，包括抗氧化肽、降血糖肽、美容肽

• 以功能性肽的构效关系为导向，进行蛋白原料的定向筛选及酶解



抗氧化肽的构效关系

(B) ORAC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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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TS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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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PPH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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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duc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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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TS assay

(B) ORAC assay

• 自由基清除能力：含有Tyr、Trp、Cys及Met的肽
类

• 还原力：含有Cys的肽类

主要受氨基酸组成影响

原料筛选指导

乳类蛋白、鱼类蛋白及大米蛋白



关键技术4 定向分离技术

第 35 页

超滤
根据分子量大小

粗分离

高效逆流色谱
根据亲疏水性

精分离

离子交换色谱
根据带电性

精分离

凝胶色谱
根据分子量大小

精分离

规模化制备关键技术 高纯功能性肽制备及构
效关系研究

功能性肽



采用定向分离手段从蛋白酶解物中分离纯化抗氧化肽，纯化后组分活性提高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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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5 防腐去腥及风味提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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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乳杆菌对酶解液风味成分的影响接种乳杆菌对酶解液菌
相构成的影响

接种乳杆菌对酶解液
挥发性盐基氮含量的
影响

接种植物乳杆菌不仅可降低酶解液挥发性盐基氮，而且能抑制酶解过程中的腐败变质。

接种耐热性乳杆菌解决了酶解液防腐和祛腥的技术难题。



关键技术5 防腐去腥及风味提升技术

酶解液

食品辅料

生物活性肽

美拉德反应

连续美拉德
反应

微胶囊包埋

风味提升！风味提升！

稳定性提升！稳定性提升！

通过连续美拉德反应和微胶囊包埋技术显著提升酶解产物的风味和稳定性



关键技术6 以功能为导向的控制酶解技术



本团队已开发的核心产品



胶原三肽

— 胶原蛋白是生物高分子，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主要成分，

也是哺乳动物体内含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功能性蛋白。

— 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由成纤维细胞分泌，随着年龄的增

长其合成不断减少，而其降解日益增多。

— Gly-X-Y三肽反复的三重螺旋结构是胶原蛋白特殊的结

构，是胶原蛋白结构稳定的关键。



原料预处理
Pretreatment

1

酶解
Enzymolysis

2

精制与分离
Purification

3

浓缩
Concentrate

4

干燥
Dry

5

包装
Package 

6

我司胶原蛋白肽利用现代生物控制酶解技术制备，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成分，天然、安全、健康，可广泛应用于

保健品、护肤品中。较常见的酸、碱水解制备技术能够更好的保留蛋白中的活性成分，且不会产生任何有毒副产物。

胶原三肽 生物控制酶解法制备



分子量<3000Da含量占比超90%，其中小于500Da的寡肽占52.88%，明显高于市面上其他产品
分子量主要分布在<3000Da

52.8830.52

7.48
8.91 0.14 0.07

我司胶原蛋白分子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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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某胶原蛋白肽

韩国三肽

新加坡胶原蛋白肽

我司胶原蛋白肽

胶原三肽 分子量小



胶原三肽 总Gly-X-Y含量高

Gly-X-Y 分析法

• 把1%的基质把标准品(H-Gly-Pro-Hyp-OH)和样本水
溶化(把0.1g样本放在10ml Mobile phase中溶解)

•用0.45㎛过滤器过滤

• 把Colum连接到HPLC上后，在UV
Detector(214nm)条件下，以0.3ml/min Flow rate
进行约1个小时左右 的稳定化

• 稳定化后，以Inject volume - 10ul, Stop time -
60min的条件分析标准品和样本

•用面积标准化法计算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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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46%



胶原三肽

是韩国三肽特征活性肽段含量总和的188%

特征活性肽段为GPA、PX、GP、GX、
GPX（其中X表示Hyp)

特征性活性肽段含量高



胶原三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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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修复光老化的成纤维细胞活性

具有多种活性



胶原三肽 具有多种活性

不同多肽对纤维母细胞的增值作用

Chemotactic activity, fibroblasts(Mean±SEM)

Peptides
0.25mM 2.5mM 12.5mM

Gly-Pro 6±1 4±1 15±2

Gly-Ile 6±1 4±1 6±2

Pro-Ile 3±1 3±1 13±2

Pro-Hyp 7±1 45±5 55±4

Gly-Hyp 5±1 35±5 70±4

Gly-Pro-Ala 6±2 3±1 11±2

Gly-Leu-Tyr 5±1 3±1 3±1

Gly-Phe-Ala 3±1 9±1 47±3

Pro-Gly-Gly 7±1 3±1 28±4

Gly-Pro-Hyp 6±1 20±2 48±3



胶原三肽 具有多种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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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清除能力（抗氧化活性） DPP-IV抑制活性（降血糖活性）



我司研发的胶原蛋白肽分子量小，小于

3000 Da组分高达90%以上，胶原蛋白肽粉

极易溶于水且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分子量小

我司胶原蛋白肽粉纯度高，Gly-X–Y含

量高达35%以上，显著高于韩国艾美科健胶

原三肽、日本JELLICE胶原蛋白肽产品及新

加坡胶原蛋白肽产品所含GXY含量。

Gly-X–Y 含量高

我司胶原蛋白肽利用现代生物控制酶解

技术制备，不添加任何化学合成成分，天然、

安全、健康，可广泛应用于保健品、护肤品

中。

天然、安全、健康

我司研发的胶原蛋白肽富含Gly-Pro、

Pro-Hyp、Gly-Pro-Arg、Gly-Hyp等特征

活性肽，且具有较好的修复光老化成纤维细

胞活性，还具有抗氧化和降糖活性。

特征性活性肽含量高、具有多种活性

胶原三肽 我们的优势



弹性蛋白肽

Liu et al. J. Agric. Food Chem. 2018,  66, 41, 10760-10768

研究思路 功效验证→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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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衰老组 弹性蛋白肽

透明质酸含量

• 服用弹性蛋白肽小鼠皮肤含水量明显较衰老组高！

• 服用弹性蛋白肽小鼠皮肤透明质酸含量较正常组更高！
超强的补水、保湿与抗皱效果！

弹性蛋白肽

弹性蛋白肽对小鼠皮肤含水量及透明质酸含量的影响

功效验证

n
g/

 m
gp

ro
t

机理探究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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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衰老组 弹性蛋白肽

羟脯氨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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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衰老组 弹性蛋白肽

胶原蛋白含量

• 服用弹性蛋白肽后，衰老小鼠皮肤中的羟脯氨酸和胶原蛋白含量显著提升，较正常

组更高！弹性蛋白肽具有显著的抗皱效果！

弹性蛋白肽

弹性蛋白肽对小鼠皮肤羟脯氨酸及胶原蛋白含量的影响

注：羟脯氨酸是胶原蛋白特有的氨基酸，而胶原蛋白是支撑皮肤弹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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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验证 机理探究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皮脂腺小叶
调节皮肤皮脂分泌，滋润、防御

成纤维细胞（深紫色点）
分泌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等

表皮细胞
皮肤的屏障结构，抵御外界刺激

▲正常组 ▲弹性蛋白肽组▲衰老组
衰老组 弹性蛋白肽组

皮脂腺 皮脂腺小叶增多 皮脂腺小叶减少，与正常组无差异

成纤维细胞 数量减少 明显增加，接近正常组水平

表皮细胞 细胞增生至7层以上 表皮细胞厚度恢复至正常的3~5层

弹性蛋白肽

弹性蛋白肽对皮肤组织结构影响

功效验证 机理探究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弹性蛋白肽 机理探究功效验证

以MMP-12抑制活性为导向，通过多步分离纯化，鉴定出4条活性肽段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Liu et al. J. Agric. Food Chem. 2018,  66, 41, 10760-10768



弹性蛋白肽 机理探究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功效验证

• GLPY 和 GPGGVGAL 显示出最强弹性
蛋白酶抑制活性

• N端Gly，C端Leu以及N端第三位置的
Pro具有重要贡献

• GLPY 和 GPGGVGAL 能够抑制成纤维细胞凋亡

Liu et al. J. Agric. Food Chem. 2018,  66, 41, 10760-10768



弹性蛋白肽 机理探究

功效验证 → 分离鉴定 →  作用机制

功效验证

• 减少Ca2+内流，从而减少成纤维细胞凋亡

• 抑制MMP-12，从而减少弹性蛋白的流失

• 增强胶原蛋白mRNA的表达，从而提高胶原

蛋白的含量

• 减少弹性蛋白mRNA的表达，从而减轻弹性

蛋白的异常表达和堆积

GLPY 和 GPGGVGAL 



美容肽（弹性蛋白肽）

 美容肽人体试食
 试食方案：人群年龄在30岁-50岁之间，皮肤干燥、粗糙、缺乏弹性的健康女性（105例）；采用仪器测试及医生评价，测

试时间D0、 D14、 D36、 D56、 D70 和 D84 。
 测试结果：美容肽可显著增加皮肤水份、弹性，明显改善面部皮肤皱纹、毛孔等。

*p<0.05

 水份

 弹性



美容肽（弹性蛋白肽）

 美容肽人体试食

*p<0.05

 皱纹

 毛孔



美容肽（弹性蛋白肽）

 美容肽人体试食

皮肤皱纹改善示例 皮肤毛孔示例



美容肽（弹性蛋白肽）

 美容肽人体皮肤外植体实验测试

 试食方案：人体皮肤外植体（来源于女性腹部整形，平均直径11mm）；在 D3、D5、D7 加入经不同样品处理的培

养基孵育。

 测试结果：在人体皮肤外植体模型中，美容肽可以增加皮肤中弹性蛋白、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含量。



功能 指标 空白对照组 牡蛎肽组

性欲相关

扑捉潜伏期（s） 763.0±155.6 15.4±3.3##

扑捉次数 1.9±1.0 12.9±1.9##

扑捉百分率（%） 50 100

射精潜伏期（s） 991.2±140.1 1095.9±70.6

射精次数 0.2±0.1 0.6±0.3##

射精百分率（%） 20 30

舔阴茎次数 1.8±0.3 8.2±1.2##

勃起功能

阴茎海绵体压力
ICP（mmHg） 54.80±2.38 67.01±7.47**

平均动脉血压
MAP(mmHg)

103.17±5.07 106.15±8.97

ICP/MAP 0.53±0.04 0.63±0.04**

性激素水平

包皮腺系数（%） 0.0796±0.0175 0.0867±0.0139**

精囊腺系数（%） 0.4089±0.0768 0.4253±0.0552**

提肛肌系数（%） 0.0301±0.0097 0.0318±0.0099*

• 提高性欲、延时

• 改善勃起功能

• 改善性激素水平
牡蛎肽能够明显提升大鼠的包皮腺系数、精囊腺系数和

提肛肌系数，说明牡蛎肽能够增加大鼠性器官重量比，揭

示起提高大鼠雄性激素水平的作用。

元阳肽（牡蛎肽）

牡蛎肽对雄性大鼠性功能影响
功效验证

动物实验验证，服用牡蛎肽后雄性小鼠扑捉潜伏期

缩短、扑捉次数、扑捉百分率、射精潜伏期以及舔阴

茎次数均显著提高。说明我司生产的牡蛎肽可提高雄

性小鼠的性欲，并具有延时功能。

动物实验验证，服用牡蛎肽后雄性小鼠的阴茎海

绵体压力（ICP）和平均动脉血压（MAP）均显著提

高。说明牡蛎肽可显著改善大鼠的勃起功能。



元阳肽（牡蛎肽）

组别 红蛋白
HGB/(g·L-1)

血清睾酮

对照组 137±3.63 0.48±0.12

低剂量组
（300 mg／(kg·BW) ） 151.00±2.45 0.62±0.07

高剂量组
（600 mg／(kg·BW) ） 148.67±6.12 0.72±0.14

0

1

2

3

4

对照组 低剂量组 高剂量组

Re:《牡蛎多肽对长期大负荷训练大鼠血睾酮、LH和StAR mRNA表达的影响》

各组大鼠StAR mRNA表达的部分RT-PCR

• 补充牡蛎多肽可以提高红蛋白和血睾酮水平

• 促进StAR mRNA表达抑制，从而促进睾酮生成

牡蛎肽对长期大负荷训练大鼠红蛋白和血清睾酮的影响

作用机制



组别 GSH含量
(μmol/L)

SOD活力
(U/ml)

MDA含量
（nmol/L）

T-AOC活力
(U/ml)

空白对照组 47.19±7.30 42.06±1.58 4.63±0.65 2.51±0.19

牡蛎肽 63.14±10.81# 43.07±1.49 4.43±1.80 3.87±1.55#

注：##示与对照组比较，P<0.01，#示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组别 血糖/(mg/dl) 肝糖原/(mg/g) 肌糖原/(mg/g)

对照组 90.79±5.48 8.18±0.36 0.902±0.105

运动组 76.36±6.09* 7.05±0.55* 0.737±0.092*

牡蛎组 89.12±5.04# 8.80±0.45# 0.898±0.094#

抗疲劳作用
• 牡蛎肽能够有效提升大鼠游泳力竭时间（延长26.61%)

• 提升大鼠肝糖原、肌糖原含量，说明牡蛎提取物能够有效

提升能源物质的积累，保证大鼠运动期间较高的血糖水平

及较好的运动能力。

牡蛎肽对大鼠体内抗疲劳的影响

牡蛎肽对大鼠体内抗氧化的影响

• 服用牡蛎肽能够明显提升大鼠体内GSH含量及T-

AOC活力，显示出良好的体内抗氧化活性。

元阳肽（牡蛎肽）

抗氧化作用

作用机制



关节肽

胶原蛋白
50%~55%硫酸软骨素

30%~35%

脂肪
1%~3%

矿物质 II型胶原蛋白
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成分，约占软骨干重的50%。
关节炎的发生往往伴随着II型胶原蛋白的降解。

硫酸软骨素

以鸡胸软骨为原料，采用现代可控酶解技术提取其中硫酸软骨素，并
释放更多的II型胶原蛋白肽，制得的关节肽产品硫酸软骨素达到35%
以上，活性II型胶原蛋白肽高达55%以上。

通过动物功效实验发现关节肽可显著修复损伤关节，并减少炎症的发生。

 关节肽简介



关节肽

促进软骨基质生成

抑制软骨基质降解

促进关节滑液分泌

引起机体免疫耐受，从而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

释放抑炎因子，降低患者病灶处的炎症细胞数，起到抑制炎
症反应的作用。

抑制IL2-1β诱导的促炎症反应酶iNOS和COX2的表达从而
减轻炎症反应。

01

02

03

缓解关节炎症修复关节

关
节
肽

 关节肽作用机理



关节肽

组别
剂 量

(mg/kg BW）
数量 软骨组织评分

假手术组 --- 10 0

模型组 --- 10 1.80±0.79**

A组 100 10 1.50±0.71

B组 100 10 1.20±0.79

C组 100 10 1.10±0.57#

D组 100 10 1.40±0.84

功能性肽对大鼠软骨组织病理学评分的影响

图1 模型组右侧膝关节 图2 C组右侧膝关节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与模型组比较，A、B、C、D组大鼠软骨组织评分均下降，其中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服用关节肽能够显著减轻关节磨损情况，显示良好的抗关节炎效果。

 关节肽功效验证

软骨面磨损，表面纤维化，软
骨细胞排列不规则，关节滑膜
组织增生、炎细胞浸润，血管
翳形成并深入关节腔内。

滑膜组织轻度增生，软骨
表面浅层纤维化。

备注：A、B、C、D各组为不同工艺或参数制备而成的样品。



关节肽

组别
MMP-13

（pg/mL）
IL-8

(ng/L)
IL-1β

（pg/mL）
IL-10

（pg/mL）
TNF-α

（pg/mL）

假手术组 35.48±2.94 212.30±28.13 16.33±2.64 18.85±1.96 145.04±9.05

模型组 37.58±2.81 248.75±61.91 18.00±1.97* 20.23±2.41 145.04±9.05

A组 36.21±4.64 223.74±37.36 13.33±0.97## 12.36±1.75## 131.99±8.66##

B组 36.32±1.69 181.52±31.87*# 17.62±1.74 19.03±1.74 147.84±6.33

C组 38.35±4.13 198.87±31.74 16.03±1.64# 16.50±2.14## 142.22±9.32

D组 36.12±2.63 181.94±23.23*# 14.01±2.17## 14.38±1.72## 142.25±11.17

 关节肽A、B、D组均能在一定程度下调关节炎小鼠中的MMP-13活性，表明出显著的关节保护作用。
 A、B、C、D组能显著降低血液中IL-8、IL-1β、IL-10、TNF-α，说明关节肽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

备注：A、B、C、D各组为不同工艺或参数制备而成的样品。

MMP-13是基质金属蛋白酶的一种，能够降解关节软骨中的胶原蛋白，加重关节磨损。

关节肽对大鼠MMP-13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抑制MMP-13

 抗炎活性

 关节肽功效验证



降尿酸肽

功效验证

动物实验验证，服用降尿酸肽30天后即可显著降低高尿
酸血症大鼠的血尿酸水平

• 降低血尿酸水平
功能性肽对高尿酸血症大鼠血尿素水平的影响



降尿酸肽

作用机制

• 抑制肝脏和血清中ADA和
XOD活性，减少尿酸合成

肝脏 血清

组别 腺苷脱氨酶

ADA(U/ml)

黄嘌呤氧化酶

XOD（U/L）

腺苷脱氨酶

ADA(U/ml)

黄嘌呤氧化酶

XOD（U/L）
正常组 7.13±2.39 7.22±1.50 7.26±4.44 15.66±3.15

模型组 11.24±3.77a 10.96±2.48a 17.88±6.99a 34.78±5.79a

别嘌醇组 7.23±2.69b 7.35±1.06b 12.02±7.87c 8.33±1.15b

抗A高组 11.19±6.24f 10.80±5.43f 22.21±8.26f 30.32±5.72a

A低组 12.13±4.16f 8.73±1.87c 18.81±10.47f 28.66±4.96b

抗B高组 12.99±2.92f 11.96±2.81f 14.38±5.63f 30.27±6.38f

B低组 11.77±3.95f 9.01±2.18c 9.38±6.07b 25.52±3.35b

抗C高组 10.54±3.75f 10.20±5.37f 16.50±6.34f 26.94±3.30b

C低组 11.41±3.74f 11.35±4.36b 12.02±10.87b 23.79±4.43b

功能性肽对高尿酸血症大鼠肝脏及血清中嘌呤代谢关键酶的影响

动物实验验证，服用降尿酸肽30天后，

大鼠肝脏和血清中嘌呤代谢关键酶腺

苷脱氨酶和黄嘌呤氧化酶活性降低，

尿酸合成减少



降尿酸肽

作用机制
功能性肽对高尿酸血症大鼠肌酐及尿素氮的影响

组别 肌酐(umol/L) 尿素氮（mmol/L）

正常组 33.3±9.3 120.7±29.7

模型组 59.8±9.5a 198.9±52.5a

别嘌醇组 52.9±10.8f 153.7±29.7b

抗A高组 61.0±16.9f 159.3±30.1c

A低组 44.5±6.6b 153.5±34.0b

抗B高组 54.8±5.4f 144.9±31.9b

B低组 57.1±7.5f 146.9±31.9b

抗C高组 58.3±17.8f 137.7±29.4b

C低组 46.8±6.8b 148.3±49.1b

动物实验验证，服用海洋鱼蛋白

肽30天后即可显著降低高尿酸血

症大鼠的尿素氮水平，肌酐水平

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表明具有

良好的肾脏保护作用。

• 肾脏保护作用



降尿酸肽

人体临床试验

• 口服半个周期（30天）后，试用人群的关节有明
显感觉；试用人群吃海鲜等诱发痛风食物不再出
现痛风症状；

• 口服一个周期（60天）后，绝大部分试用人群的
血尿酸值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600+umol/L降
至400umol/L左右)；

每日口服量：0.8克（4片）

口服周期：60天

检验指标：血尿酸变化、痛风发作周期、痛风相关症状



改善记忆肽

 改善记忆肽简介

 以多维度改善记忆机理为出发点，结合蛋白分子

结构特点，优选出核桃蛋白为制备改善记忆肽的

优势蛋白原料，得率高，功效显著。

 通过体内外功效验证，筛选和确认最佳的肽分子

量及定向酶解生产工艺。

 改善记忆肽具有保护神经元、维持胆碱能系统正

常功能、增强突触可塑性等作用。



逃避潜伏期 错误次数

空白组 170.27±6.72 0.13±0.09

模型组 117.18±21.02 0.92±0.26

吡拉西坦片 139.79±15.82 0.57±0.25

核桃肽 127.69±19.77 0.62±0.18

花生肽 132.23±19.21 0.69±0.26

海洋鱼肽 105.43±20.66 0.79±0.24

改善记忆肽对小鼠学习记忆的影响（跳台法）改善记忆肽对小鼠获得记忆的影响（水迷宫）

• 功能性肽可减少小鼠寻找安全平台的时间及
提高小鼠穿过安全平台的次数，提示蛋白肽
有助于小鼠记忆获得。 • 功能性肽可使小鼠触电潜伏期明显延长，走错次数

明显减少，学习记忆能力提高。

改善记忆肽

功效验证



乙酰胆碱

Ach (ng/ml )

乙酰胆碱受体

AchR(pg/ml)

乙酰胆碱酯酶

AchE(U/g.prot )

乙酰胆碱转移酶

ChAT(2-△△Ct)

空白组 4.08 ±0.25 1003.55± 42.40 233.96± 28.52 1.05±0.18

模型组 3.02 ±0.10△△△ 670.53 ±91.92△△ 477.04±82.84△ 0.60 ±0.07△△

吡拉西坦片 4.15 ±0.29* 903.96 ±16.97* 104.20 ±51.27* 1.82 ±0.42*

核桃肽 3.62 ±0.14* 913.97 ±22.60* 124.53 ±20.94* 1.89 ±0.38*

花生肽 3.45 ±0.09* 885.17 ±20.61* 124.53 ±20.94* 2.98 ±0.55*

海洋鱼肽 3.78 ±0.17* 841.73 ±22.01* 66.82 ±26.53** 1.14 ±0.17*

改善记忆肽对小鼠脑内乙酰胆碱胆碱能系统影响

• 模型对照组小鼠脑内Ach和AhR含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提示乙酰胆碱胆碱能系统受损

• 功能性肽组可显著提高小鼠脑内Ach和AchR水平，表明生物活性肽可改善胆碱系统作用，增强记忆

• 功能性性肽可显著抑制AchE的活性并提高ChAT mRNA表达，表明蛋白肽促进小鼠学习记忆的作用可能通过

对Ach的释放和胆碱能的功能活动的调节来实现。

改善记忆肽

作用机制

改善乙酰胆碱系统



改善记忆肽

Model Pirace
tam

18 h low dosage 18 h high dosage

Control

CA3区毛细血管超微结构

改善记忆肽可扩大毛细血
管管腔、使管壁更均匀、内
壁更光滑、缓解管外基质无
水肿现象。

椎体神经元超微结构

 改善记忆肽可通过修复改善大脑海马CA3区的

神经元和突触，从而改善小鼠记忆能力。

 改善记忆肽动物功效验证

突触超微结构
 改善记忆肽可重建大脑突触

超微结构，增加突触数量。

改善记忆肽可使神经细胞胞核的核膜
清晰可见，核中常染色质增多，使得
胞浆中呈现正常线粒体和内质网结构。



改善记忆肽

 含改善记忆肽的产品配方人体试食
 青少年对各指标的效果感知随着服用时间延长逐渐提升，服用3周后提升效果感知提升最为明显；
 青少年对提升记忆力效果的感知上升最明显，在服用1周后约6成青少年感知到记忆力有所提升，而服用1个月后有此感知的

比例达8成以上。

试食人群：在校学生（初一/二；高一/二），合计101人



改善记忆肽

 含改善记忆肽的产品配方辅助改善记忆力测试

 受试者连续服用含脑力肽的配方产品

30天后，指向记忆量表分、联想学习

量表分、图像自由回忆量表分、人像

特点联系回忆量表分和记忆商均高于

试食前及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提示含改善记忆肽的配

方产品具有辅助改善人体记忆功能的

作用。



谢谢！
欢迎各位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