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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在保健品之应用 

张忆如 

(生合生物科技集团，台湾高雄) 

摘要 

γ-胺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 是非蛋白质类的氨基酸，对哺乳动物而言，为一种

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与周边组织中的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扮演抑

制大脑的神经传导与镇定作用的角色。 GABA 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有许多好处，包含降血压、

调解血糖、帮助睡眠与舒缓神经以及调整免疫等功能，所以被视为机能性食品添加物。 γ-胺

基丁酸生产工艺包含化学合成与微生物发酵转换，其中以乳酸菌的转换而成的 γ-胺基丁酸，

兼具安全与高产的特性。生合集团是一家具专业发酵制程与开发乳酸菌能力的企业，生产高纯

度的γ-胺基丁酸，具备耐酸堿、耐高温、耐高压与易溶水的特点，其配伍性高，可添加在各种

食品、饮品或保健品上，增加产品的价值，便于推广 

关键字：γ-胺基丁酸、食品应用、保健品。 

γ-胺基丁酸(gamma-amino butyric acid，GABA) 在1950 年，在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中

被发现，并陆续发现广泛存在于动物、蔬菜、水果与微生物中，是一种四碳非蛋白质类的氨基

酸，为抑制性神经传导物质，在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起镇定兴奋的作用, 是对人体具有重要的

生理活性。其化学名称为 4-胺基丁酸，英文名：γ-aminobutyric acid (GABA)，结构式：

NH2-CH2-CH2-COOH；分子式：C4H9NO2；分子量：103.1，结构图如下： 

研究指出，高纯度的γ-胺基丁酸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吸湿性强，极易溶于水，微溶于

热乙醇，不溶于冷乙醇、乙醚和苯，且为一个两性离子，当在生理pH4.03-10.56 的情况下，

既带正电又带负电荷；熔点为202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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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的生理作用

γ-胺基丁酸在神经系统中扮演了神经传导的角色，经由神经系统的三种γ-胺基丁酸专属受体-

γ-胺基丁酸受体A、受体B 与受体C 来调节内分泌或神经缓冲等各种生理作用，而具有以下功

能性：

1.降低血压：

γ-胺基丁酸在几个动物与人体试验报告中被证实，具有降低血压的功能。例如，γ-胺基丁酸喂

予自发性高血压与正常的大鼠，因调节了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肠系膜血管床(mesenteric 

arterial bed)其中的交感神经γ-胺基丁酸受体B，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而降低了血压，

但正常的大鼠不受影响。此外，日本研究也发现高血压病患使用含有 γ-胺基丁酸的食品或矿

物质，可降低血压。因此，γ-胺基丁酸可经由调节体内的中枢与周边神经系统中神经递质具有

调整血压的功能，被当作功能性食品添加物。

2.稳定血糖：

人体胰脏胰岛的 γ-胺基丁酸，被发现与大脑的非常相似。胰岛(Langerhans)中的胰脏细胞

(Pancreatic islets)是稳定体内血糖的内分泌微器官(micro-organs)，胰岛包含了三种主要内

分泌细胞，分别为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升糖素的α-细胞与生长抑素的δ 细胞，而胰岛细胞经

由γ-胺基丁酸与γ-胺基丁酸受体A 传递讯息在人体与啮齿类动物已被证实。在糖尿病患也发现

产生γ-胺基丁酸的细胞数量与浓度都有降低的现象，食用γ-胺基丁酸可以减缓非肥胖引起的糖

尿病小鼠的高血糖症状，推论出γ-胺基丁酸具有稳定血糖的能力。

3.舒缓压力：

γ-胺基丁酸被认为会影响大脑蛋白质合成，在紧张的情况下，摄食 γ-胺基丁酸可增加自主神

经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因此可帮助放松。从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里发现，

处于精神压力大的工作时，摄取 γ-胺基丁酸在 30 分钟后可以降低脑波中的 β 波。 β 波是一

种处于思考频率高、忙碌或急躁时，大脑所产生的脑波。另外的研究也指出，食用添加了γ-胺

基丁酸的巧克力，从紧张的生理反应恢复正常状态的时间缩短，或是饮用含有γ-胺基丁酸的饮

料，也可以明显有较低的皮质醇。以上都显示出摄取 γ-胺基丁酸对心理压力的舒缓是有帮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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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记忆力或学习能力

随着年龄增长，脑中的氧气会减少，容易引起失忆。 γ-胺基丁酸改善大脑功能的功能症状包括

增加氧气供应到大脑、启动脑细胞和脑代谢亢进。此外，对头痛、中风后遗症及脑动脉硬化、

耳鸣、记忆障碍亦有改善作用，另外，可预防和改善老年痴呆症的效果。

5. 抑制免疫力下降

压力会使免疫力下降，使体内免疫球蛋白 IgG 的浓度也会降低。日本研究指出，以正常情况下

的小鼠为对照组，而施予压力环境下，只喝水的小鼠IgG 的浓度降低到只剩60%，而γ-胺基丁

酸组则是维持有80%。

6.预防与解决肥胖：

γ-胺基丁酸的摄取能促进脑垂体生长激素分泌，相对的改善脂质代谢，被认为有助于消耗脂

肪、消除肥胖。因此，γ-胺基丁酸被认为与代谢症候群（内脏脂肪症候群）具有极大的相关

性。

7.改善更年期症状：

γ-胺基丁酸在大脑系统中有抑制性神经冲动的作用，缓解压力，安神兴奋。抑制过度分泌神经

传导物质，可达到放松的状态；另外有研究显示，γ-胺基丁酸对更年期失眠有舒缓的功效，已

观察到的效果是长期的，对早老性和自主神经病变疼痛有改善效果。

8.帮助睡眠

100mg GABA，进入睡眠的速度较快，在一小时中睡眠也维持较久的深层睡眠。

9.改善肠躁症

肠躁症是肠胃科常见的的症候群，主要的原因是肠躁症的患者肠道的收缩比正常状况较强且

久，故食物较快通过肠道，造成产气、腹胀和腹泻；但也有可能状况相反而造成便秘。研究发

现，除了在大脑中发现大量的 γ-胺基丁酸外，在肠神经丛中也发现 γ-胺基丁酸受体的存在。 γ-

胺基丁酸的摄取，可以帮助肠道的平滑肌放松，进而改善肠躁症的症状。

γ-胺基丁酸的生产与技术发展 

γ-胺基丁酸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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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胺基丁酸可分为化学合成、生物体内提取与微生物发酵提取等三种工艺生产;化学合成过程

中，常使用邻苯二甲醯亚氨钾、γ- 氯丁氰或吡咯烷酮经过化学反应而成。虽然化学法反应速

度快、得率高，但去除产品中的有毒成分，在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较高，安全性差。生物

体内提取材料大部分为糙米、发芽种子等植物，由L-谷氨酸（L-Glutamic acid）在L-谷氨酸

脱羧酶（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催化下产生γ-胺基丁酸。微生物发酵提取则

是利用乳酸菌或酵母、麴菌等公认安全的菌株，利用菌体本身的酵素系统，将L- 谷氨酸转换

成γ-胺基丁酸，可产高量γ-胺基丁酸的菌株大多为乳酸菌类。

日本为功能食品的概念与推广，早于其他先进国家，基于上述因素，在2001 年首度通过乳酸

菌来源的γ-胺基丁酸作为功能性食品添加物，而台湾也于2005 年，认定乳酸菌来源的γ-胺基

丁酸为食品。基于安全考虑，用于食品添加或保健品上，大多选择乳酸菌发酵的 γ-胺基丁

酸。根据国内外对乳酸菌生产γ-胺基丁酸的能力研究指出，乳酸菌株间生产能力差异甚大，

例如，干酪来源的乳酸球菌仅可生产低量(0.03g/L)的γ-胺基丁酸，目前研究显示最高产能的

短乳杆菌可达103.72 g/L。生合生物科技集团经过多年努力，着力于开发高产量的乳酸菌

种，产量上有明显的突破，利用高产能(124g/L)的乳酸菌生产γ-胺基丁酸，名为生合GABA，

可作为食品添加与保健品之应用。

生合 GABA 特点： 

1. γ-胺基丁酸高产乳酸菌株的筛选：

筛选来自各类腌渍蔬菜中的乳酸菌，评估各菌株转换成 γ-胺基丁酸的能力。试验中，检测每

株乳酸菌谷氨酸脱羧酶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活性力价，筛选出酵素活性

高的乳酸菌，再进一步测试实际产出的 γ-胺基丁酸浓度。

合菌种研究所筛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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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备过程安全无虞，成品纯度高

由乳酸菌转换而成的生合 GABA，其生产过程不使用非安全物质，天然安全。成品纯度大于

20%，食品中添加仅需要少量，则能达到使用建议量;外观呈淡黄色粉末状，且易溶于水，与

食物型态配伍性佳，可以广泛用于各种食品体系中。 

3.加工性与贮存性高：

以食品添加物而言，生合 GABA 的稳定度相对非常好。有研究指出，γ-胺基丁酸在食品生产

的热杀菌稳定性与 pH 的改变上，分别有 10-30%的损耗，呈现不稳定的状态。生合GABA 分

别在类比几种常见加工情况下活性测定，例如高温烹调或烘焙下(100-121℃)或高温高压

(121℃, 1.2Kg/m2 压力维持20 分钟)等糕饼制作环境下，甚至模拟添加于饮料中高压灭菌的

情况(与12%果糖、0.25%柠檬酸复合)下，活性都没有衰退的情形。因此，当作为食品功能性

添加剂或保健品时，并不需要担心生合 GABA 在加工或贮存过程中，会导致有效成分的损

耗。

4.稳定度佳：

在市售γ-胺基丁酸报告显示，其胺基（ -NH2 ）和羧基（ -COOH ）较活泼，易与酸、碱性

物质反应，使其生物功能丧失或降低，而需要包埋技术保护，避免活性不稳定。生合GABA经

过胃酸(pH=2.0, 37℃,80 rpm,3 小时)与胆盐(0.3%胆盐, 37 度隔夜)的试管试验确认，模拟摄

食后进入肠胃道，含量不受环境酸堿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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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胺基丁酸的开发应用

根据中国于 2011 年底公布《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升食品安全和营养水准成为

首要的发展目标，也是各个食品业者所关注的重点。相对地，食品中的保健功能已受到消费者

重视，成为中国的消费特点之一，形成食品业者对于功能性食品的创新与应用的要求也愈强。 

γ-胺基丁酸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保健型胺基酸，较其他同型质的素材，更是具有稳定性与加工

性的保健素材。

作为功能性食品添加或保健品

「健康」为全球最重要的食品消费趋势，保健食品产业已成为各国重要且极具发展潜力的产

业，用以作为功能性食品添加的素材，必须含有维持健康或对人体的生理机能有正面的功效，

而日本为全球对功能性食品深入研究应用的国家之一，成为保健品趋势的指标国家。日本在 

2000年开始应用 γ-胺基丁酸于不同的食品添加或保健品上，造就心情疗愈或减缓压力等机能

性食品的无限商机。例如，含γ-胺基丁酸的巧克力饼干，每年创下40 亿日币的销售额；贩卖

保健食品的美妆品牌DHC，以γ-胺基丁酸添加的GABA 产品为年销售冠军; 养乐多公司自2004 

年推出含有20mg γ-胺基丁酸的优酪乳饮料，维持四周的饮用，可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获得日本特定保健用食品认证(FOSHU)，推出销售即突破每日销售目标数量50 万瓶，成

绩逼近百万瓶。日本六大企业也都看中γ-胺基丁酸商机，日本可口可乐具有放松和抗紧张效果

的GABA 功能性饮料，其他明治、固力果(glico)、资生堂、Fancl、Yamazaki 等品牌，也相继

推出γ-胺基丁酸相关疗愈性商品。

饲料添加剂 

饲料工业为中国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11 年产饲料量为 1.56 亿吨，产值高达 5,000 亿人民

币，比较五年前，年增 7.6%，相对在饲料添加剂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使用饲料添加剂的目

的是改善饲养成绩或减少养殖成本。研究指出，饲粮中添加γ-胺基丁酸，可刺激禽畜食欲而促

进采食量与日增重，或不浪费无须能量的损耗而改善料肉比，增加以及减缓应激所产生的损

失，可作为促进生长的饲料添加剂。 

结论 

消费者对食品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食品品质”与”食品保健”，故食品保健功能倍受重视，随

着生活水准提高，越来越看重健康，对于食品的保健功能越来越关注，食品的保健需求日益上

升。 γ-胺基丁酸因参与体内神经细胞传导讯息等多种反应，为多元保健与功能性的新颖食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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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素材，作为营养食品添加有许多优点，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食品上。更重要的是，选择安

全来源的 γ-胺基丁酸应用在保健食品或作为添加剂上，才能确保食品安全与保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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