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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花青素饮料对人体视疲劳的缓解作用。选择视力易疲劳的有效受试者100名，其中

试食组和对照组各50人，试食组口服花青素饮料(310 mL)1次/d，1罐/次，对照组为空白对照

组。试食30 d后，对受试者进行常规观察、安全性检查、眼部症状检查眼科常规检查、明视持

久度测定和视力检查等。结果表明，试食组视疲劳症状明显改善，平均明视持久度为较对照组

显著提高，缓解视疲劳的有效率达44%。因此，花青素饮料具有效缓解人体视疲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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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results of anthocyanin soft drink on asthenopia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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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anthocyanin soft drink on the asthenopia relief was evaluated. The clinical tria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s (50 volunteers) and the control (50 volunteer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security check, eye symptom, eyesight and duration of photopic vision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30 d exper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ye ache, eye bulge, photophobia, eye blur, eye 
drying and duration of photopic vision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by the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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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电子终端普及，视疲劳越来越成为

公众关心的话题。2007年，研究发现长期荧屏光

暴露人群视疲劳的比例高达70.0%[1]；2011年，对

北京市海淀区4所重点高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视疲劳比例达64.9%[2]。现代医学认为视疲劳的发

生与眼肌的使用不当或过度紧张有关，一是眼球

长时间处于搜索注视状态，眼外肌和睫状肌代谢

增加，造成代谢废物如氧自由基的积累增加，从

而造成细胞结构损伤和功能下降；二是视细胞消

耗过度，而所需营养物质供应不及时，造成黄斑

及视网膜恢复时间延长，导致视疲劳加重[3]。因

此，通过合理补充饮食将可以保护视网膜，达到

缓解视疲劳的目的。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生物黄酮，具有较强的

抗氧化作用，长期食用可协助清除视网膜内有毒

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增加视网膜紫红素生成，

提高夜视能力，帮助眼睛适应强弱光的变化[4]。牛

磺酸具有改善眼部营养、缓解视疲劳的作用，研

究发现牛磺酸可以调节视网膜的钙吸收，参与光

信号的传导过程[5-6]。因此，研究开发以花青素和

牛磺酸为功能性成分的饮料，以期达到缓解视疲

劳的作用。本文研究富含花青素和牛磺酸为功能

性成分饮料对人体健康和视疲劳症状的影响，评

价该饮料缓解人体视疲劳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花青素饮料与试剂

花青素饮料：310 mL装量的易拉罐包装，主

要成分为花青素160 mg/罐、牛磺酸100 mg/罐，饮

料通过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卫生学指标检验符合

国家的有关规定；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清白蛋

白、总蛋白、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肌酐、

尿素氮等生化试剂盒：中生公司。

1.2   试验分组及试食方法

选择18~65岁具有视疲劳症状的志愿者共106

名，并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如未按规定饮用受

试物，无法判定功效或资料不全影响功效或安全

性判断者；排除对本饮料过敏者、妊娠及哺乳期

妇女；排除合并有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原发性疾

病、精神病患者[7]。根据随机、双盲的要求将有效

受试者106例分为2个组，每组53例。试验结束时

共获得100份有效试验资料，其中试验组50例，对

照组50例，受试者基本情况见表1。试验组服用花

青素饮料，1次/d，1罐/次，310 mL/罐，连续服用

30 d；对照组为空白对照组。

1.3   检测指标

参照《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的

规定，检测受试者胆固醇、甘油三酯、血清白蛋

白、总蛋白、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肌酐和

尿素氮等生化指标，同时检测受试者服用饮料30 

d前后眼胀、眼痛、畏光、视物模糊和眼干涩等

症状。

1.4   功效判断标准

功效判断标准见表2。症状改善且明视持久度

前后相差大于等于0.1判定为有效；症状和明视持

久度无明显变化判定为无效。
表2   视疲劳症状判定方法

项目 0分 1分 2分 3分

眼胀 无 偶感眼胀 时有眼胀，
休息后好转

经常眼胀，
休息后改善

眼痛 无 偶感隐痛 时有眼痛 经常眼痛

畏光 无 偶有畏光 时有畏光 经常畏光

视物模糊 无 偶有模糊 时有模糊，
休息后缓解

经常模糊，
休息后改善

眼干涩 无 偶有干涩 时有干涩 经常干涩

2   结果与分析

2.1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安全性的影响

研究开发的花青素饮料是以黑加仑浓缩汁、

of the anthocyanin soft drink for 30 day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asthenopia relief in experiment 
group was 44% that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Hence, the anthocyanin soft drink 
alleviated effectively the asthenopia.
Key words: anthocyanins; taurine; soft drink; asthenopia; alleviation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项目 试食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男/女 13/37 14/36

平均年龄/岁 34.10±12.70 34.84±10.55

明视持久度 0.45±0.08 0.46±0.07

左眼视力 4.87±0.27 4.85±0.23

右眼视力 4.85±0.24 4.8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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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浓缩汁为主要原料，同时添加越橘提取物、

牛磺酸等功能性成分，酸甜适口，饮用方便，并

制订花青素饮料企业生产标准，完成花青素饮料

卫生学、稳定性和安全毒理学实验。开展临床试

验评价花青素饮料的功能性，表3显示花青素饮

料对受试者身体基本指标的影响。饮用饮料30 d

前后，受试者的血液生化检测、心率、血压等各

项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试食组与对照组的各项

指标也未显示显著性差异，且均在健康身体的正

常范围内。同时，对所有受试者试食前后进行胸

透、心电图、B超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所有受试者

均处于健康状态。因此，花青素饮料对所有受试

者在30 d的饮用期内是安全的。

2.2   花青素饮料对视疲劳症状的影响

表4显示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视疲劳症状的

影响。在饮用花青素饮料30 d后，受试组眼胀、

眼痛、畏光及视物模糊、眼干涩等症状改善有效

率均高于对照组。原因可能在于牛磺酸具有促进

视网膜的发育分化、调节视网膜的钙吸收、抑

制视网膜细胞特殊蛋白的磷酸化等功能[10]，从而

促进视网膜感受光的能力。与本文的试验结果相

似，刘春民(2005)等将326名近视青少年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予以口服花青素每日200 

mg，对照组则每日口服淀粉200 mg，一个月后观

察发现服用花青素能有效改善视疲劳症状，改善

早期近视和轻度近视的远视力[8]。Zhang等(2004)以

25名年龄从20至24岁的男性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评价膳食牛磺酸补充剂对视觉显示终端工作引起

的视觉疲劳的作用，结果表明，补充牛磺酸可以

减轻由视屏工作引起的视觉疲劳[9]。同时，花青素

提高视力的功能在兔子身上也获得验证[10]。

2.3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明视持久度的影响
表5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明视持久度的影响

组别 例数 试食前 试食后 提高值

试食组 50 0.45±0.08 0.56±0.09***### 0.10±0.08###

对照组 50 0.46±0.07 0.47±0.06 0.01±0.04

          注：***自身比较P<0.001，###组间比较P<0.001。

表5显示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明视持 久 度

的影响。受试组饮用花青素饮料后的明视力持

久 度 有 明 显 提 高 ，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差 异 有 极 显

著性(P<0.001)；受试组试食前后明视持久度比

较，差异有极显著性(P<0.001)；平均提高值为

0.10±0.08。

2.4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症状积分及有效率的

影响

根据受试者眼胀、眼痛、畏光、视物模糊和

眼干涩的情况，计算每位受试者的积分情况，表6

表3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身体基本指标的影响

项目
试食组(n=50) 对照组(n=50)

试食前 试食后 试食前 试食后

红细胞
(×1012/L) 4.64±0.44 4.67±0.4 4.71±0.42 4.73±0.41

白细胞/
(×109/L) 5.82±1.51 5.74±1.38 5.84±1.57 5.77±1.20

血红蛋白/
(g/L) 143±15.5 143±13.94 143±12.8 144±14.5

总蛋白/(g/L) 72.8±4.03 73.2±4.10 72.6±3.04 72.7±3.59

血清白蛋白/
(g/L) 44.5±2.83 44.6±2.06 44.2±2.52 44.6±2.40

谷丙转氨酶/
(U/L) 17.6±7.55 16.3±7.51 18.5±8.32 17.5±7.81

谷草转氨酶/
(U/L) 23.8±5.58 23.7±5.45 23.6±5.47 23.4±4.76

尿素氮/
(mmol/L) 4.65±1.35 4.58±1.05 4.71±1.08 4.54±0.99

肌酐/
(μmol/L) 65.3±10.40 63. 8±9.64 65.1±9.32 63.5±9.91

葡萄糖/
(mmol/L) 4.91±0.44 4.87±0.51 4.82±0.47 4.79±0.50

胆固醇/
(mmol/L) 4.48±0.83 4.46±0.87 4.52±0.80 4.50±0.72

甘油三酯/
(mmol/L) 1.00±0.41 0.99±0.47 0.96±0.35 0.93±0.35

心率/(次/分) 74±10 74±11 73±7 73±6

收缩压/
mmHg 117±14 116±13 117±11 117±10

舒张压/
mmHg 74±9 74±8 75±8 75±8

尿常规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大便常规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未见异常

表4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视疲劳症状的影响

症状
受试组 对照组 有效率/%

例数有效 无效 例数 有效 无效 受试组 对照组

眼胀 37 14 23 37 8 29 37.84 21.62

眼痛 17 10 7 20 5 15 58.52 25

畏光 15 9 6 24 4 20 60 16.67

视物模糊 28 14 14 34 5 29 50 14.71

眼干涩 29 17 22 42 7 35 43.59 16.67

表6   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症状积分和有效率的影响

组别 例数 试食前 试食后 有效无效总有效率

试食组 50 3.78±2.21 2.52±1.91***,# 22 28 44.00%###

对照组 50 3.60±2.22 3.40±2.18 0 50 0.00%

       注：***组内比较P<0.001，#组间比较P<0.05，###组间比较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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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花青素饮料对受试者症状积分的影响。

饮用本花青素饮料30 d后，试食组的眼部症

状积分在试食前后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试食组

试食后眼部症状总积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性。而对照组在试食前后的积分未显示显著性差

异。因此，花青素饮料有效缓解受试者视疲劳症

状。在受试者饮用花青素饮料30 d的试食组的缓

解视疲劳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试验前共

有106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受试者参加本次试验，试

验前试验组和对照组各53例。试验后试食组和对

照组均有3例未在规定时间按时复查，有效病例

每组均为50例，病例脱失率均为5.66%，符合受

试者排除标准。类似的结论周淡宜(2007)等也曾

经报道，他们选择视力易疲劳的受试者120名，分

为试食组和安慰组，每组60人，试食组口服越橘

提取物复合VA每日2次，每次1粒，对照组口服安

慰剂，食用量同试食组，试验期限为30 d。结果

30 d后试食组视疲劳明显减轻，双眼明视持久度

平均提高(13.23±10.34)%，总有效率51.9%，对照

组明视持久度平均提高(1.39±4.74)%，总有效率

5.8%，表明越橘提取物复合VA能有效缓解人体视

疲劳[11]。

3   结论

受试者连续饮用花青素饮料30 d后，受试者

视疲劳症状总积分明显改善，明视持久度为有效

提高，受试者视疲劳缓解有效率达到44.00%，显

著高于对照组。根据《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

规范》(2003年版)中缓解视疲劳功能判定标准，认

为本花青素饮料有缓解视疲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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