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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杨梅素抗菌、抗病毒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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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氢杨梅素是葡萄科蛇葡萄属植物中广泛存在的二氢黄酮醇类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调血

脂、保肝等多种活性。近年来，二氢杨梅素在抗菌、抗病毒方面的生物学活性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针对近些年来国内

外有关二氢杨梅素在抗菌、抗病毒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为其在抗感染方面进一步的开发和临床应用提供思路。 

关键词：二氢杨梅素；抗菌；抗病毒；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5515(2021)02 - 0408 - 06 

DOI: 10.7501/j.issn.1674-5515.2021.02.041 

Research progress on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activities of dihydromyric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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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hydromyricetin is a flavonoid compound widely present in Ampelopsis Michx. plants. It is popular for various 

biological activities including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ti-oxidation, lowering blood sugar, regulating blood lipid, and 

protecting liver function. In recent year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dihydromyricetin in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activities. The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ihydromyricetin in antibacterial and antiviral biological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at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anti-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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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杨梅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葡萄科蛇葡萄

属植物中的二氢黄酮醇类化合物，别名双氢杨梅

素、白蔹素，原名为蛇葡萄素，1940 年首次由

Purrmann 等[1]在葡萄科蛇葡萄属植物楝叶玉葡萄

Ampelopsis meliaefolia (Hand.-Mazz.) W. T. Wang 中

分离得到。直至 1996 年，周天达等[2]从葡萄科蛇葡

萄属植物显齿蛇葡萄（藤茶）A. grossedentata 

(Hand.-Mazz.) W. T. Wang 中再次分离发现该化合

物，才将其更名为二氢杨梅素。二氢杨梅素为白色

针状结晶，分子式为 C15H12O8，相对分子质量为

320.25，化学结构为(2R,3R)-3,5,7-三羟基-2-(3,4,5-

三羟基苯基)苯并二氢吡喃-4-酮，熔点为 245～

246 ℃，常温和冷水中溶解度较低，易溶于甲醇、

乙醇、丙酮，难溶于氯仿、石油醚[3]，结构见图 1。

二氢杨梅素在藤茶中的质量分数可高达 30%[4-5]。既

往研究已证实二氢杨梅素具有抗炎、抗肿瘤、抗氧

化、降血糖、调血脂、保肝等多种活性[6]。近年来，

二氢杨梅素在抗菌、抗病毒方面的活性引起了广大

药学工作者的关注，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二

氢杨梅素在抗菌、抗病毒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旨

在为其在抗感染方面进一步的开发和临床应用提

供思路。 

1  抗菌作用 

现阶段，随着抗生素的滥用和使用剂量逐渐增

加，由细菌耐药导致的失效抗生素越来越多，因此

挖掘更多有潜力的药物，并将其开发成新型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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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二氢杨梅素结构式 

Fig. 1  Structure of dihydromyricelin 
 

迫在眉睫。藤茶最初在民间用作日常饮用茶，在土

家族、苗族、瑶族、拉祜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和客

家地区有广泛而悠久的使用历史。藤茶药用功效的

记载始于宋朝唐慎微的《证类本草》“甜藤味甘，

寒，无毒。去烦热，解毒，调中气，令人肥健，止

泻，除痞满闪癖”[7]。本草古籍和现代研究报道藤

茶主要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功效，常用于咽

喉肿痛，口舌生疮，湿热黄疸，目赤肿痛、痈肿疮

疖等的治疗[8-13]。二氢杨梅素为藤茶中主要活性成

分，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研究聚焦在其抗菌活性上。 

1.1  抗菌活性 

药理学研究发现二氢杨梅素能抑制多主枝孢

霉，能抑制致使牛奶酸败的混合菌群和霉菌[14]。此

外二氢杨梅素具有广谱抗菌活性，对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ATCC32209）、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肺炎链球菌等临床分离菌株以及其他

常见致病菌都有较好的抑制作用[15-18]。二氢杨梅素

的具体抗菌活性结果见表 1。 

 

表 1  二氢杨梅素的抗菌作用 

Table 1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f dihydromyricetin 

菌种 最小抑菌浓度（MIC）/(mg·mL−1） 最低杀菌浓度（MBC）/(mg·mL−1） 

金黄色葡萄球菌[15] 0.062 5 0.062 5 

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17] 0.23  

白色念珠菌[15] 0.125 0 0.250 0 

白色念珠菌(临床分离株)[17] 0.45  

大肠杆菌[15] 0.062 5 0.125 0 

大肠杆菌(临床分离株)[19] 0.90  

大肠杆菌(ATCC25922)[17] 1.80  

肺炎双球菌[15] 0.062 5 0.125 0 

产气杆菌[15] 0.062 5 0.125 0 

沙门氏菌[15] 0.062 5 0.062 5 

枯草芽孢杆菌[15] 0.062 5  

甲型溶血性链球菌[15] 0.062 5 0.250 0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15] 0.125 0 0.250 0 

铜绿假单胞菌[15] 0.062 5 0.500 0 

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17] 0.90  

链球菌[19] 1.74  

 

刘吉华等[19]研究发现质量分数为 99.5%的二氢

杨梅素在 pH 7.0 的条件下抗菌效果最好。在同等浓

度下，二氢杨梅素的抗菌作用优于常用防腐剂苯甲

酸，作用效果与二氢杨梅素的浓度呈正相关，进一

步说明二氢杨梅素是藤茶抗菌的主要成分[20]。 

1.2  抗菌机制 

1.2.1  体外抗菌作用机制  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是

通过 3 种方式抑制细菌生长、发育和繁殖：（1）在

微生物糖代谢过程中，通过干扰其呼吸代谢途径，

抑制菌体合成生长活动所需的ATP，降低新陈代谢，

导致菌体无法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最终导致死

亡[21]。（2）通过破坏菌体细胞膜和细胞壁的完整性，

胞内的营养物质和无机盐流失，导致其细胞膜流动

性膜功能障碍，对 ATP 的活性产生一定程度的影

响，最终导致微生物的 RNA 无法正常合成[22]。（3）

通过干扰微生物中的遗传物质 DNA、RNA 或蛋白

质的正常合成，导致细菌菌体蛋白质，特别是特定

催化酶的合成量降低，亦或是产生变性、凝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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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最终抑制细菌生长或使其死亡。 

二氢杨梅素的抗菌过程主要是基于干扰细菌

的脯氨酸代谢途径实现的，其对于细菌细胞膜、细

胞壁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其作用于菌

体渗透性的靶点并不在细胞壁上，因此对于细胞壁

的影响是极小的。不同于其他的天然抑菌成分，具

有苯环、酚羟基的化合物具有独特的疏水性性质，

可短暂累积在细菌细胞膜的亲水层部分，使细胞内

渗透压升高，H+离子被短链有机酸持续电离出来，

进入质膜后，对 H+-ATP 酶活性造成一定的破坏，

从而导致质子动力势能出现失衡的情况[23-25]。此

外，二氢杨梅素作为广谱抑菌物，具有非常强的疏

水性，与脯氨酸的活性中心位点黄素腺嘌呤二核苷

酸存在许多的共同点。王江南等[26]发现当二氢杨梅

素与柠檬酸复配在细胞膜上产生作用时，会使细胞

膜渗透压发生变化，极大程度地提高了细胞膜的通

透性；二氢杨梅素被电离变为离子的形式作用于质

膜上脯氨酸脱氧酶的疏水性活性口袋，通过竞争抑

制其他酶的活性，从而对脯氨酸的代谢水平产生影

响，导致菌体快速大量积累脯氨酸，严重破坏微生

物细胞，起到良好的抗菌效果。 

1.2.2  体内抗菌作用机制  对抗菌药物进行研究

时，不仅需要考虑药物对于特异性病原体所产生的

作用效果，也必须要充分考虑药物对于宿主免疫系

统造成的影响因素。Ringoir[27]认为可以用宿主＋免

疫系统＋抗感染药物＋病原体＝治疗结果（恶化、

无变化、改善、治愈）来描述感染的治疗过程。对

于宿主而言，免疫系统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许多抗菌药物也会对此产生一定的调节效果。

基于此，他提出了这一观点，也是要提示人们对免

疫特征的重视，并将此作为研究意向的重要内容。

因此，采用体外抗菌实验的方式无法对该药物的抗

菌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价，必须要要综合多项因素进

行分析。 

颜欣等[28]深入探讨和研究了二氢杨梅素抗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的作用机制，

利用热灭活处理的MRSA来感染RAW264.7巨噬细

胞，研究结果显示，在体内二氢杨梅素防治 MRSA

菌血症感染的过程中，主要是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表

达进行调节，其中包括 TLR2、MYD88、TNF-α、

IL-6、IL-10、IL-1β 免疫细胞因子等；在机体中，

对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血小板压积的数量进

行调节，通过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强化机体免

疫应答功能的作用，提升抗菌能力。 

2  抗病毒作用 

2.1  抗乙型肝炎病毒 

中医普遍认为乙型肝炎为湿热毒邪侵袭，日久

气滞痰阻，瘀血阻滞所致，临床上常选择具有清热

解毒、健脾化湿、活血化瘀、疏肝利胆等功效的中

药进行治疗。郑作文等[29]通过体外抗乙型肝炎病毒

试验发现藤茶总黄酮对HepG 2215细胞分泌的乙肝

表面抗原（HbsAg）、乙肝病毒 e 抗原（HbeAg）均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欧闲红等[30]选择藤茶总黄酮中

主要成分二氢杨梅素，采用血清药理学方法观察其

在 2.2.15 细胞培养中对乙型肝炎病毒的抑制作用，

发现二氢杨梅素有一定的抑制HepG 2215细胞分泌

HBsAg、HBeAg 的作用，并推测其抗病毒作用是通

过限制乙型肝炎病毒的复制而产生的。在此基础

上，阎莉等[31]应用鸭乙型肝炎病毒模型进一步对二

氢杨梅素的体内抗乙肝病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显

示，150、300 mg/kg 二氢杨梅素均可使鸭血清乙型

肝炎病毒 DNA 水平显著降低，且停药后 3 d 没有反

跳现象，提示二氢杨梅素在体内外均具有显著的抗

乙型肝炎病毒作用，但其作用机制目前尚未有研究

报道。 

2.2  抗 I 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 

中医认为由 I 型单纯疱疹病毒引发的水疱性皮

炎是由体内肺气郁结，邪火相搏，体外感染风热毒

邪而发，机体正气不足，无力驱邪，以致邪毒内陷

而加重，因此在临床上多用疏风宣肺、清热解毒、

活血化癖、温肾健脾的中药治疗水疱性皮炎。Zhou

等[32]利用二氢杨梅素体外试验，通过检测 HSV-1

相关基因在 Vero 细胞上的表达来评估二氢杨梅素

对 HSV-1 的抑制作用，发现二氢杨梅素可以显著抑

制 HSV-1 病毒的活性，利用实时定量 PCR、ELISA

法深入研究二氢杨梅素抗 HSV-1 病毒活性的分子

机制，结果显示二氢杨梅素通过特异地抑制了

TLR9 的 mRNA 水平，从而抑制 NF-κB 的活化，引

起的 TNF-α 的降解和 p65 核易位，最终抑制 HSV-1

感染。这些研究提示，二氢杨梅素具有独特的HSV-1

抗病毒作用机制，可作为一种潜在 HSV-1 增殖抑制

剂进行开发利用，但后期仍需在此基础上继续完成

二氢杨梅素体内、体外评价，阐明其抗 HSV-1 的作

用机制。 

2.3  抗甲型流感病毒 

甲型流感病毒也是引起人类发生流感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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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常会导致出现季节性流感大爆发的情况，人

类和动物均会被感染，同时也极易产生抗原漂移或

抗原转变，从而使流感病毒出现变异的情况，导致

疫苗无法及时做到与时俱进。刘淼淼等[33]通过细胞

实验发现二氢杨梅素在分子生物水平和蛋白质层

面均表现了良好的抗病毒活性。应用不同的加药方

法以及各项试验操作，结果显示二氢杨梅素是通过

抑制病毒的前期复制而发挥抗病毒活性。大量研究

发现其能与 PB2cap 结构相结合，对流感病毒 vRNP

复合物的活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并存在浓度相

关性。研究还发现在甲型流感病毒复制时，应用二

氢杨梅素能够适当下调蛋白和 TLR3 基因的表达。

随着二氢杨梅素的应用，不但会对流感病毒复制产

生抑制效果，还可以在 TLR3 信号通路的作用下对

过度炎症免疫反应产生调控作用。 

2.4  抗新型冠状病毒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

中医临床属于“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

之气，病位在肺、脾，病机为温热浊毒、寒湿等病

邪侵犯人体。总体治疗原则为疏表透邪、宣肺肃降、

通腑泻浊、理气活血。张家界市人民医院用以藤茶

为主药的处方（藤茶 10 g、白术 10 g、黄芪 10 g、

金银花 5 g、北沙参 5 g、防风 5 g、藿香 5 g、连翘

5 g、佩兰 5 g、桔梗 5 g、苍术 5 g、甘草 3 g。每日

一副，用 500 mL 水煎 2 次，早、中、晚 3 次服用）

对新冠肺炎的预防和疗效十分显著，该院的一线医

护人员无一感染，达到了零传播、零死亡[34]。结合

藤茶具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平肝降压、活血通

络的功效，提示藤茶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或有潜力发展为抗新冠肺炎或辅助药

物。二氢杨梅素作为藤茶中主要药效物质，能有效

抑制内毒素诱导的巨噬细胞中炎症细胞因子 IL-1β、

TNF-α 的分泌[5]，推测二氢杨梅素在一定程度上可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避免系统性炎症即“细胞因子

风暴”的大爆发，降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症率。

但其相关的药理学研究相对薄弱，需进一步开展前

瞻性、多中心研究来证实其药效。  

综上，二氢杨梅素可以通过抑制病毒复制、限

制病毒活性、调节过度炎症免疫反应等途径发挥良

好的抗病毒作用，见表 2。 

 

表 2  二氢杨梅素的抗病毒作用 

Table 2  Antiviral activities of dihydromyricetin 

病毒 作用机制 效应 

乙型肝炎病毒[34-36] 抑制细胞分泌乙肝表面抗原、乙肝病毒 e 抗原 抑制病毒复制 

人类疱疹病毒[37] 抑制了 TLR9 的 mRNA 水平，抑制 NF-κB 的活化，

引起的 TNF-α 的降解和 p65 核易位 
抑制病毒复制，限制病毒活性 

甲型流感病毒[34] 抑制流感病毒 vRNP 复合物的活性，下调与 TLR3 基

因和蛋白的表达 

抑制病毒复制，调节过度炎症

免疫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36]    

 

3  展望 

现阶段，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抗生素应

用不规范的现象广泛存在，因此也陆续产生了许多

耐药菌，在对抗药物时，细菌的敏感性逐渐降低，

治疗效果也随之减弱，更有甚者会完全失效。随着

耐药菌的产生，导致疾病的治疗难度有所增加，面

对这种情况，必须要寻找更多的活性成分。在最近

几年，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二氢杨梅素具有十分显

著的抗菌活性，然而综合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基

本上均是体外实验研究，关于体内实验的报道则相

对较少。根据研究结果表明，二氢杨梅素不仅可以

在体内直接抑制细菌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还可以

通过提高机体免疫力间接地达到抑菌作用，且不容

易出现耐药性的情况，具有广阔的开发和应用前

景。熊伟等[35]还提出可以进一步将二氢杨梅素与抗

生素联合应用，并对相应的抗菌作用机制进行分

析，致力于扩大其应用范围，在临床上得到更好的

应用。 

通过研发治疗疫苗，可以快速起到抗病毒的作

用，然而，因为病毒常会出现抗原漂移，或是抗原

转变的情况，导致流感病毒经常发生变异，因此疫

苗常常无法追随病毒变异发展脚步。综合当前的研

究现状来看，虽然通用型疫苗已在研发过程中，但

其仅能采用提前预测的方式对相应的疫苗进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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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毒株的预测也会产生缺

乏准确性的问题。因此在病毒的防治当中，抗病毒

药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现阶段许多抗病毒药物的

研发设计基本上均是结合流感病毒自身复制过程

考虑的。但是许多实践案例证实，化学药物单一靶

标的方法有许多不足之处。对多个靶标的治疗方案

进行协同调控，所具有的优势更加明显[36-37]。对于

病毒来说，由于其自身缺乏相应的酶系统，若想实

现病毒的复制，则需要基于宿主细胞的酶和代谢系

统为依托，而新抗病毒药物的开发设计不仅可以对

病毒增殖产生抑制作用，提高对宿主细胞的保护力

度，而且也可以对病毒感染起到预防作用，因此也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价值。通过对天然产物抗病毒进

行分析后发现，其所具有的优点比较多，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所需成本比较低、具有显著的

疗效、安全性比较强、副作用相对更小一些等。现

阶段，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二氢杨梅素生成抗病毒

活性的途径有两个，即宿主和病毒，具有抗炎、直

接靶向病毒蛋白的共同效果。与此同时，由于具有

一定的抗炎活性，也会对治疗病毒感染产生有利影

响。然而，与此相关的实验研究、理论基础则相对

比较薄弱，仍有许多需要探索的空间，因此，可以

充分挖掘出其抗病毒功效，采用科学的评价方式，

制定出规范完善的给药系统，致力于取得更好的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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