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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石斛为传统中药 ,具有滋阴清热、生津益胃和润肺止咳的功能。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石斛属植物具有抗肿瘤、

免疫调节、抗氧化、扩张血管等作用 ,在临床上也有较广泛的应用。现对石斛属植物的药理活性进行较系统综述 ,为

对该属植物作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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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石斛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味甘、平。主

伤中 ,除痹 ,下气 ,补五脏虚劳 ,嬴瘦 ,强阴 ,久服厚肠胃 ,轻身

延年。一名林兰。生山谷。”据考证其基原为兰科石斛属多种

植物 ,与现今使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一

部收载了 5种石斛属植物 ,分别为环草石斛 Dendrobium

loddigesii Rolfe、马鞭石斛 D. f imbriatum Hook.、黄草石斛

D. chrysanthum Lindl.、铁皮石斛 D . of ficinale Kimura e t

M igo (D . candidum Wall. ex Lindl. )和金钗石斛 D . nobile

Lindl.。

石斛属 (Dendrobium Sw . )是兰科 ( O rchidaceae)中最大

的一个属 ,全世界约有 1 000种 ,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至太平洋岛屿。我国有 74种 2变种 ,产于秦岭以南

诸省区。

自 1932年以来 ,国内外学者已对石斛属 37种植物进行

了化学成分研究 ,从中分离鉴定出生物碱类、多糖类、倍半萜

类、菲醌类、联苄类、芴酮类、香豆素类、甾体类、三萜苷类以

及挥发油等多种化学成分 ,并对其药理活性进行了一定的研

究。 有关化学成分的综述已有报道 [1] ,药理活性的报道主要

集中在 1988年后 ,现将近 10年来报道的石斛药理活性作一

综述。

1　药理活性

1. 1　抗肿瘤活性: 近年来 ,联苄类和菲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

作用的研究正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类化合物对体外培

养的鼠类 L1210白血病细胞微管蛋白的聚集及有丝分裂、

P388淋巴瘤细胞株、多种人体肿瘤细胞株均有抑制作用 [2 ] ,

其机制可能是影响蛋白质的合成。有报道一些联苄类化合物

为秋水仙素的结构类似物 ,认为它们是秋水仙素与微管蛋白

结合的竞争性抑制剂 ,药物与纺锤丝微管蛋白结合 ,使其变

性 ,从而影响微管蛋白装配和纺锤丝的形成 ,作用于有丝分

裂中期。韩国学者报道金钗石斛的地上部分被用于镇痛和解

热 ,其乙醇提取液对人体肺癌细胞 ( A549)、人体卵巢腺癌细

胞 ( SK-OV-3)和人体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 HL-60)细胞株具

有显著的细胞毒性 ,分离鉴定出的两个化合物 4, 7-dihy-

droxy-2-m ethoxy-9, 10-dihydroxyphenanth rene 和 denbi-

　　　　　　　　中草药　 Chinese T 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 s　第 34卷第 11期 2003年 11月　　　　　　· 附 19·

 收稿日期: 2003-05-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171144)
* 通讯作者 Tel: ( 025) 5391246



nobin均有活性 ,后者毒性较强 ,对 A549, SK-OV-3, HL-60

的 ED50分别为 1. 3, 3. 5和 0. 11μg /m L,并与 5-fluo rour acil

的活性相当 ;而前者的活性 ( ED50分别为 7. 7, 9. 4和 9. 8

μg /mL )低于后者 ,体内实验中 denbinobin对腹腔内植入

1× 106个肉瘤 180细胞的 ICR小鼠 ,有明显延长其寿命的作

用 [3]。我国学者研究发现鼓槌石斛 D . chrysotoxum Lindl.的

乙醇提取物及毛兰素 ( e rianin)、毛兰菲 ( confusarin)、鼓槌菲

( chry so to xene )对肝癌和艾氏腹水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 ,对小鼠肝癌以毛兰素作用最强 ,其抑制率为 50. 82% ;对

艾氏腹水癌以鼓槌菲作用最强 ,其抑制率为 62. 25% [4]。 采

用体外细胞培养法以 K562为肿瘤细胞株 ,对鼓槌石斛中提

取分离得到的毛兰素、鼓槌石斛素 ( chr ysoto xine)、鼓槌菲、

毛兰菲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均对肿瘤细胞株 K562的生长具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其 IC50分别为 0. 006 5, 5. 43, 0. 32,

46. 15μg /mL ,尤以毛兰素最强 [5 ]。 从金钗石斛中分离得到

的 flakinin A , flakinin B和 mubir onine C对小鼠 L1210白

血病具有中等强度的细胞毒性 ,其体外 IC50分别为 4. 0, 8. 5,

2. 6μg /m L[6]。

肿瘤细胞对多种化疗药物的耐受性是人类癌症治疗中

的主要障碍 ,可能还会引起治疗的失败。多药耐药性 ( M DR)

机制之一与 M DR-1基因产物即 P-糖蛋白的过度表达有关 ,

抑制 P-糖蛋白的化合物 ,就能够翻转 ( rev er se ) M DR表型 ,

使肿瘤细胞在较低毒性下对化疗药物敏感 ,以达到治疗效

果。 我国学者采用转染上人类 MDR-1基因 ,对长春花碱及

阿霉素具有交叉耐药性的鼠黑色素瘤细胞株观察鼓槌石斛

中分得的毛兰素和鼓槌石斛素体外抗肿瘤多药耐药性作用 ,

结果表明两个化合物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阿霉素在多药

耐药细胞株中的积累 ,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7]。

1. 2　免疫调节作用: 金钗石斛水煎液对孤儿病毒所致的细

胞病变有延缓作用 ,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但不能改善大剂量氢化考的松造成的巨噬细胞

功能低下。金钗石斛多糖具有直接促进淋巴细胞有丝分裂的

作用 ,铁皮石斛多糖能够显著提升小鼠外周白细胞数和促进

淋巴细胞产生移动抑制因子 ,消除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的加

入所引起的外周白细胞数的剧烈下降 ,是一种有价值的中药

免疫增强剂 [8 ]。 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多糖与 r IL-2联合诱导 ,

能显著增强脐带血 LAK细胞和肿瘤病人外周血 LAK细胞

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因此铁皮石斛多糖可作为生物反应调

节剂用于 LAK /r IL-2免疫治疗 [9 ]。从兜唇石斛 D . aphyllun

( Roxb. ) C. E. Fische r茎中提取得到的 3种多糖 AP-1,

AP-2, AP-3能使 ICR小鼠脾、胸腺质量增加 ,抗体细胞数明

显增多 , T细胞和 B细胞显著增殖 ,显示了免疫增强作

用 [10]。已有研究表明 ,石斛属植物增强机体免疫力作用的主

要物质基础是其中所含的多糖类物质。从金钗石斛茎中提取

出倍半萜苷类新化合物 dendro sides A, D, E, F, G, den-

dronobilo sides A , B,发现 dendro sides A, D～ G和 den-

dronobilo side A对鼠 T, B淋巴细胞的体外增殖有刺激作

用 ,而 dendronobiloside B对其有抑制作用 [11, 12]。

1. 3　防治白内障作用:金钗石斛不仅对半乳糖性白内障有

延缓作用 ,其保持透明晶状体的百分率为 36. 8% ,而且对其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醛糖还原酶是一种能催化多种醛糖生成

相应糖醇的酶 ,是糖性白内障的一种关键酶 ,其活性升高是

糖性白内障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白内障晶体中 ,醛糖还原酶

的活性明显升高 ,多元醇脱氢酶、己糖激酶、 6-磷酸葡萄糖脱

氢酶及过氧化氢酶的活性明显降低。 在注射半乳糖的同时 ,

分别用金钗石斛煎剂灌胃 ,醛糖还原酶没有明显升高 ,其余

4种酶的活性均基本恢复正常 ,表明金钗石斛对半乳糖所致

的酶活性变化有抑制或纠正作用。

在白内障晶状体中 ,还原型辅酶Ⅱ ( N APDH)及非蛋白

质巯基的含量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 , N ADPH及非蛋白质巯

基的含量明显低于正常晶状体 ;而 N ADP+ ,半乳糖及半乳

糖醇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晶状体 ,当注射半乳糖的同时以金

钗石斛水煎液灌胃 ,上述变化基本恢复至正常晶状体的水

平 ;也能使因半乳糖性白内障引起的晶状体中总脂类含量降

低 ,总胆固醇含量及脂类过氧化水平明显升高 ,总脂类与总

胆固醇之比明显下降等病理变化得以阻止或纠正 ,表明金钗

石斛中有抑制脂质过氧化作用。此外 ,体外试验表明 ,金钗石

斛中含有某些抗脂类过氧化及抑制醛糖还原酶的成分 ,其醋

酸乙酯提取物对醛糖还原酶活性以及脂类过氧化的抑制作

用随浓度的降低而降低。

1. 4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1. 4. 1　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环草石斛的甲醇提取物能抑制

由 arachidonic acid, collag en和 PAF诱导的兔血小板凝集 ,

从中分得的 moscatilin和 moscatin也具有此活性 ,在浓度为

100μg /mL时 ,能完全抑制由 a rachidonic acid和 collag en诱

导的血小板聚集。 Mosca tilin的二醋酸盐也有抗血小板聚集

的作用 ,而且其有效性约比 moscatilin强 5倍 ,提示其亲脂

性更易穿过血小板膜达到作用位点。 在 arachidonic acid引

起的血小板聚集中 , mo sca tin, moscatilin和 mosca tilin的二

醋酸盐的 IC50值分别为 61. 8, 37. 2, 11. 2μmol / L[13 ]。密花石

斛 D . densif lorum Lindl.中分离得到的 moscatilin, giganto l,

homoe riodic tyo l, scopo le tin, scoparone经初步体外试验 ,发

现均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其中 scopa rone的抗血小板凝聚

的作用最强 [14]。 金钗石斛醇提取物有显著降低家兔全血黏

度 ,抑制 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并可显著降低血浆纤维蛋

白原含量 ,抑制内源性以及外源性凝血系统 ,抑制血栓形成

等作用。

1. 4. 2　心脏抑制作用: 金钗石斛流浸膏不论浓度高低对离

体蟾蜍心脏均有抑制作用。

1. 4. 3　扩张血管作用: 大鼠试验研究表明 ,金钗石斛水煎液

有明显的拮抗苯肾上腺素收缩肠系膜血管的作用 ,与异丙肾

上腺素一样可以扩张大鼠肠系膜动脉血管 ,在有金钗石斛水

煎液存在的条件下 ,较高浓度 ( 3× 10- 4 mol / L)的苯肾上腺

素、 5-HT的收缩血管作用被明显减弱 ,证明了金钗石斛的扩

张血管作用。

1. 4. 4　此外 ,大剂量石斛碱可降低兔、豚鼠的血肌收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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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血压并抑制呼吸。

1. 5　对胃肠道的作用:传统医学认为 ,中药石斛具有益胃生

津的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中 ,观察浸膏对豚鼠离体肠管活动

的影响 ,结果表明金钗石斛、细叶石斛 D . hancock ii Ro lfe、

重唇石斛 D . hercoglossum Rchb. f. 均能兴奋豚鼠离体肠

管 ,可使收缩幅度增加 ;罗河石斛 D . lohohense T. Tang e t

F. T. Wang对肠管的活动不明显 ;铁皮石斛、马鞭石斛、细

茎石斛 D. moniliforme ( L. ) Sw.、黑毛石斛 D . william -

sonii Day et Rch b. f.和迭鞘石斛 D . denneanum Kerr浸膏

先使肠管抑制 ,几分钟后恢复到给药前水平 ;钩状石斛 D .

aduncum Lindl.使肠管的收缩幅度稍降低 ;束花石斛 D .

chrysanthum Lindl.使肠管自发活动的紧张性明显降低 ,节

律消失 ,肠管处于完全麻痹状态 ,并可拮抗乙酰胆碱、金钗石

斛、重唇石斛对肠管的兴奋作用。浸膏 ig对小鼠胃肠推进运

动的观察表明 ,束花石斛可明显抑制胃肠推进运动 ,金钗石

斛无明显影响。用浸膏 ig对家兔进行观察 ,铁皮石斛能对抗

阿托品对唾液分泌的抑制作用 ,与西洋参有协同作用 ,合用

后还能促进正常家兔的唾液分泌。

临床药理研究试验表明 ,经胃镜及病理检查确诊的浅表

性胃炎患者 ,用胃管注入金钗石斛水煎液 ( 1 g /mL , 20 m l /

15 min) ,胃液检测显示 1和 2 h的胃排酸量比对照组明显增

高 ,血液检测显示 30和 90 min的血清胃泌素浓度比对照组

明显增高 ,血浆生长抑素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进一步的研

究表明 ,金钗石斛对人的胃酸分泌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金钗

石斛能使血中胃泌素浓度升高 ,推测这是由于金钗石斛可以

直接刺激 G细胞 ,引起胃泌素的释放增加 ,使血清中的胃泌

素浓度升高 ,胃泌素刺激壁细胞 ,使胃酸分泌增加 [15]。

1. 6　抗氧化活性: 从一些石斛属植物中分得的 g ig anto l,

mo scatilin, tristin, crepidatin, 4-hydro xy-3, 3′, 4′, 5-te-

tramethoxybibenzyl, 2, 4, 8-trimethoxyphenanthrene-3, 7-

diol, confusa rin, moscatin, medio resino l和 sy ringar esino l

具有抗氧化活性 ,这些酚类化合物对三价铁硫氰酸盐的抗氧

化活性比 BHA强。

1. 7　抗诱变活性:金钗石斛的甲醇提取物和从中分得的化

合物 g ig anto l具有抗诱 变活性 , 在鼠伤 寒沙门氏 菌

Salmonella typhimurium T A1513 /pSK1002中能抑制由诱变

剂呋喃糖酰胺 ( fury lfur amide)引发的 SOS反应 umu基因高

表达 ;化合物 gig anto l还能抑制由诱变剂 1, 4-二甲基 -3-氨

基 -5H-吡咯骈 [ 4, 3b ]吲哚和紫外线照射引发的 SO S反应

umu基因高表达 [16 ]。 又有报道从金钗石斛中分离的

moscatilin也具有抗诱变活性 [17 ]。

1. 8　其他: 从细茎石斛中分得的 denbinobin体外试验证实

具有抗炎作用 [18]。将金钗石斛干燥茎水提液、乙醇提取液及

经树脂柱洗脱后的不同提取部位与 UM R106成骨样细胞共

同体外培养 ,用 M TT法检测各部位对细胞的增殖作用 ,发

现对 UM R106成骨样细胞增殖有促进作用 ,对破骨细胞增

殖也有抑制作用 ,说明金钗石斛可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 [19]。

2　临床应用

　　中药石斛在中医临床上主要用于滋阴清热 ,在眼科疾

病、咽炎、胃病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如石斛夜光丸是由石

斛、人参等 25味中药组成的名方 ,是中医眼科的良药 ,具有

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功效 ,对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

炎等症有明显的疗效 ,还引伸治疗肝肾虚所致的神经性头

痛、耳鸣耳聋、高血压、更年期综合征等 ,均收到较好的效果。

石斛合剂由石斛、黄芪、枸杞、五味子等组成 ,选择中医辩证

分型为阴虚热盛型、气阴两虚型病人用药前后进行比较 ,该

制剂能明显提高人体 SOD活性 ,降低 LPO水平 ,对免疫功

能有双向调节作用。以铁皮石斛为主要原料的产品主要有铁

皮枫斗晶 ,养阴益气胶囊等。 铁皮枫斗晶可用于治疗具有阴

虚证的急性及慢性咽喉炎、急性支气管炎、结核病、甲状腺机

能亢进、糖尿病、慢性萎缩性胃炎、免疫功能低下等症 ,并对

中老年人群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衰老的保健功效。 养阴

益气胶囊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安全、不良反应小。

3　结语

　　石斛属植物具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 ,我国石斛属植物种

类较多 ,从中筛选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药物具有广阔的前

景。 但在野生石斛植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 ,更应该注

意资源保护 ,对拟开发利用的药用种类进行人工培植 ,以达

到可持续发展的利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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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5年版一部的建议

黄诺嘉

 

(汕头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 汕头　 515041)

　　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简称药典 )收载的中药材

有 534种 ,其中有薄层鉴别项的 228种 ,有含量测定项的 170

种 ,绝大部分为原生药材标准。尚有部分品种 ,特别是直接入

药的中药饮片 ,收载的质量标准还不够完善。 为保证中药饮

片质量 ,需不断地提高新版药典的检测手段及大幅度增加饮

片标准 ,包括性状、鉴别、检查及含量测定等项目。

中药材绝大部分是植物、动物、矿物等原生药材 ,一般不

宜直接用于配制 ,必须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 ,特别是对一些

有刺激性和有毒的药物 ,若不经炮制而直接用于临床 ,则可

产生不良反应。 中药材的炮制 ,对所含成分的质和量均有影

响。因此 ,中药饮片质量的好坏 ,直接与疗效有关。但因我国

幅员辽阔 ,各地药材的炮制方法因历史或地区习惯的不同 ,

存在着炮制工艺、成品性状、炮制辅料的不统一。原生药材经

过加工炮制后 ,其药性及内在成分、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变

化 ,特别是炮制前后所含成分的增减。所以 ,原生药材的质量

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炮制品。 由于目前《全国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还未制订 ,加大了质量标准规范化的难度 ,而且各地仍

各以自身的《炮制规范》的形式管理使用中药饮片 ,也是造成

目前中药饮片质量差 (在所有药品类型中不合格率最高 )的

主要原因。

新版药典应加强对中药炮制品的研究 ,需根据具体品

种 ,采取分列检测的作法 ,另行规定 ,以示区别。 现版药典一

部赤芍与赤芍炮制品中芍药苷的含量测定、红芪与炙红芪的

浸出物检查、朱砂与炮制品朱砂粉中的硫化汞含量测定、山

楂与焦山楂的有机酸含量测定 ,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在现

版药典中 ,仍存在部分问题 ,举例阐述中药饮片质量标准的

重要性 ,对编制药典 2005年版一部提出一点建议。

1　薄层鉴别

1. 1　半夏: 半夏的化学成分主要有 β -谷甾醇及其葡萄糖苷 ,

黑尿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精氨酸、瓜氨酸、β -氨基丁酸等

氨基酸以及胆碱、胡萝卜苷、淀粉、微量挥发油、原儿茶醛

等 [1, 2]。药典 [3]在鉴别时对半夏中的精氨酸、丙氨酸、缬氨酸、

亮氨酸等 4种化学成分进行了薄层色谱鉴别 ,并规定薄层色

谱应检出 4种氨基酸成分。 然而 ,药典在炮制项下中仅对清

半夏、姜半夏等炮制品的炮制方法及性状分别作描述 ,并未

在鉴别方面做出不同于原生药材的规定 ,即原生药材与炮制

品在该鉴别上的差异。 在药品检验中多次发现: 若把药典规

定的半夏原生药材标准套用于清半夏、姜半夏、制半夏及酥

半夏 [3, 4]等炮制品上 ,则薄层色谱检不出“半夏”规定项下的

精氨酸、丙氨酸斑点 ,只检出缬氨酸、亮氨酸斑点。 因清半夏

的炮制是加入 8%白矾溶液浸泡至内无干心 ;姜半夏是用水

浸泡至内无干心时加姜汤、白矾与半夏共煮透 ;制半夏是将

净半夏用水浸泡 7 d后再用加入 5%白矾溶液及盐水后浸泡

5周。上述炮制方法的处理 ,致使半夏炮制品中所含的精氨

酸、丙氨酸等氨基酸类物质在浸泡时易损失 ,导致检验时未

能检出精氨酸、丙氨酸斑点。由此说明 ,该药材炮制品的薄层

鉴别应另行规定 ,否则 ,供试品薄层色谱的主斑点将与对照

品斑点不一致 ,可引致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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