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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斛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在日常保健和临床治疗中应用较为广泛。近年来，国内外对石斛属植物组织培养、种

植栽培、品质鉴定、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为该中药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

依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主要对石斛抗氧化、抗炎、降血糖和调血脂 4个方面的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石斛属；抗氧化；抗炎；降血糖；调血脂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3 - 2670(2014)17 - 2576 - 05 
DOI: 10.7501/j.issn.0253-2670.2014.17.028 

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medical plants from 
Dendrobium Sw. 

SONG Guang-qing1, LIU Xin-min1, WANG Qiong2, 3, LIU Jing4 
1. Research Center for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Institute of Medicinal Plant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100193, China 

2. Accreditation Center of TCM Physician,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Luzhou Medical College, Luzhou 646000, China 
4. Beijing Sinobioway Group Co., Ltd. (Sinobioway), Bioway TCM Co., Ltd., Beijing 101300, China 

Abstract: Dendrobii Herba is a valuable medicinal plant in China, and is widely used in the daily health care and clinical treatment. In 
recent years, its tissue culture, cultivation, quality identificati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tc have been 
studied at home and aboard, which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endrobii Herb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Dendrobii Herba for anti-oxidation, anti-inflammation, and lowering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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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为兰科（Orchidaceae）石斛属 Dendrobium 
Sw. 多种药用植物新鲜或干燥茎的总称。石斛属是

兰科植物中继石豆兰属之后的第二大属，为多年生

草本附生植物，全球有野生石斛 1500种左右，我国

有记载的石斛 83种，其中近 40种为药用石斛[1]。

我国传统医学将石斛用于热病伤津、口干烦渴、病

后虚热等多种病症的治疗[2-3]。 
近年来，国内外对石斛组织培养、种植栽培、

鉴别和质量控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

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4]，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石斛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改善肝功能、治疗

白内障、增强人体免疫力、降血糖、抗血栓、抗肿

瘤、抗诱变、抗菌、促消化等作用[5]。本文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主要对药用石斛抗氧化、抗炎、降血

糖和调血脂 4个方面的药理作用进行系统综述，为

药用石斛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和理论依据。 
1  抗氧化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石斛具有较为显著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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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抗氧化活性。陈祝霞等[6]采用比色法对 12种石

斛水提醇沉滤液体外清除超氧阴离子和羟自由基的

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除了报春石斛 D. 
primulinum Lindl. 和流苏石斛 D. fimbriatum Hook. 
具有促进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生成作用外，大部分石

斛类药材具有清除超氧阴离子的作用，并且存在一

定差别。查学强等[7]利用对邻苯三酚自氧化体系产

生的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Fenton反应检

测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以及对烷基自由基引发

的亚油酸氧化体系的抑制作用，对霍山石斛 D.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和铁皮石斛 D.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多糖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比

较，结果表明 2种石斛在体外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和羟基自由基具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同时对烷

基自由基引发的亚油酸氧化体系也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金钗石斛 D. nobile Lindl.、铜皮石斛（细茎石

斛）D. moniliforme (L.) Sw.[8-9]都具有较为显著的体

外抗氧化活性。另外，石斛本身具有的抗氧化功能

是其抗衰老、改善肝功能和延缓白内障等药理活性

的基础。 
1.1  抗衰老 

施红等[10]利用家兔进行石斛抗衰老作用的实

验结果表明，石斛能明显提高血中羟脯氨酸

（HYP）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水平，通过降

低过氧化脂质（LPO）及单胺氧化酶（MAO），以

类似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的作用起到抗衰老的作

用。石斛对相应小鼠模型也具有较为显著的抗衰

老作用，梁颖敏[11]利用 D-半乳糖致亚急性衰老雌

性小鼠和自然衰老雌性小鼠 2 种动物模型研究铁

皮石斛的抗衰老作用，结果表明铁皮石斛能够增

强模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和免疫力等，从而在

整体上显示出抗衰老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

铁皮石斛抗衰老的作用机制之一就是通过增强血

液中抗氧化酶的活性来实现的。 
1.2  改善肝功能 

王爽等[12]研究发现石斛多糖可显著提高正常

小鼠血清和肝组织中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并能降低丙二醛（MDA）的量。

李婵娟[13]通过溴代苯制造脂质过氧化小鼠模型，来

检测几种石斛粗提物对模型动物氧化损伤的保护作

用，研究发现鼓槌石斛 D. chrysotoxum Lindl.、金钗

石斛及报春石斛能显著降低模型组动物肝匀浆中

MDA 的量，从而说明以上这 3 种石斛具有抗脂质

过氧化的能力。此外，石斛通过增加肝脏中 SOD、
GSH-Px 的水平以及影响血清和肝脏中其他物质

的量，达到改善动物酒精性肝损伤的作用。汤小

华等 [14]研究发现铁皮石斛和铁皮枫斗对急性肝损

伤模型小鼠具有抗氧化作用。吕圭源等[15]研究发现

不同剂量铁皮石斛及铁皮枫斗能够降低慢性酒精性

肝损伤模型小鼠血清中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胆固醇（TC）的水

平，说明石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相应模型动物

的肝功能。 
1.3  延缓白内障 

石斛的抗氧化作用还能延缓糖尿病性、半乳糖

性白内障的发展，从而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李秀

芳等[16]对 SD大鼠 ip链脲佐菌素制造糖尿病性大鼠

白内障模型，研究霍山石斛多糖对糖尿病性白内障

大鼠眼球晶状体组织的抗氧化作用，结果表明霍山

石斛多糖能够显著增加糖尿病性白内障大鼠晶状体

组织中谷胱甘肽（GST）水平，降低 MDA 及羰基

的量，同时还提高 GSH-Px、谷胱甘肽还原酶（GR）、
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s）、过氧化氢酶（CAT）
和 SOD 的活性；石斛提取物丁香酸通过抑制醛糖

还原酶的活性从而控制预防糖尿病性白内障病情的

发展[17-18]，具有十分明确的功效。 
2  抗炎作用 

石斛属植物相关的药效成分能够作用于机体

的免疫系统[19-21]，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还能影响

炎症发生、发展的过程，具有抗炎、解热和镇痛的

功能。 
侯少贞等[22]通过耳肿胀实验、腹腔毛细血管通

透性实验及肉芽肿实验观察新鲜铁皮石斛的抗炎作

用，结果表明铁皮石斛能够明显减轻二甲苯致小鼠

耳廓肿胀程度，并能抑制醋酸所致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高和棉球肉芽肿的生长，说明铁皮石斛具有显著

的抗炎作用。目前已对石斛属植物抗炎作用的具体

机制进行了研究，石斛抗炎的有效成分能够作用于

多种与炎症相关的细胞，进而影响一些炎症因子的

生成和释放。李小琼等[23]利用脂多糖诱导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研究金钗石斛多糖对该巨噬细胞分泌肿

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一氧化氮（NO）的影响，

结果表明金钗石斛多糖使小鼠巨噬细胞合成 TNF-α
和 NO减少，一氧化氮合成酶（iNOS）活性降低，

并且 TNF-α mRNA 和 NO mRNA的表达降低，从而

推断金钗石斛多糖是通过上述过程作用于炎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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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起到抗炎作用的。石斛抗炎有效成分除作用于

巨噬细胞外，还作用于其他相关的细胞，从而对炎

症因子产生影响。张俊青等[24]利用外源性内毒素脂

多糖激活大鼠大脑皮层星形胶质细胞，通过测定细

胞存活率、TNF-α 炎症因子的蛋白以及炎症相关基

因 TNF-α 和 IL-6 mRNA的表达，研究金钗石斛总

生物碱[25]对星形胶质细胞抗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金钗石斛总生物碱能够拮抗内毒素脂多糖所引起的

炎症反应，其作用与抑制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及其

炎症因子的释放密切相关。 
3  降血糖作用 

石斛养阴清热润燥，自古以来就是治疗消渴（糖

尿病）的专药[26]。石斛还能和其他有效中药成分按照

合适的比例组成复方发挥降血糖的作用，石斛及其复

方制剂的降血糖作用在模型动物和临床治疗中都得

到了很好的证明。迭鞘石斛D. denneanum Kerr. 多糖

具有较为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可显著降低四氧嘧啶高

血糖小鼠空腹血糖，增强四氧嘧啶高血糖大鼠的糖耐

量，而对正常小鼠空腹血糖和正常大鼠糖耐量没有明

显影响[27]。 
近年来，石斛合剂降低血糖的功能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与其他中药配伍不但能够减轻因长

期大剂量使用石斛造成的胃肠道副反应，还能增

强降血糖的疗效，石斛作为君药具有客观合理性。

石斛合剂对肾上腺素和四氧嘧啶诱发的高血糖模

型动物实验研究结果显示：石斛合剂具有显著降

低 2 种模型动物血糖水平的能力，并使血糖降至

正常水平；在肾上腺素诱发的高血糖症小鼠模型

中，该合剂降血糖作用与优降糖比较没有显著性

差异；在四氧嘧啶诱发的高血糖症小鼠模型中，该

合剂降血糖作用显著优于优降糖，且无优降糖导

致低血糖的副作用[28]。临床研究表明石斛合剂不

但能降低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并对其胰岛素

抵抗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石斛及石斛合剂降血糖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

作用于胰腺组织、调节胰岛素的分泌并且增加外周

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实现的。此外，除了保护胰

腺组织、调节胰岛素分泌外，石斛及其合剂还作用

于血糖的代谢过程，并能够减少因高血糖代谢的一

些对机体有害的物质，改善高血糖引发的并发症。 
4  调血脂作用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石斛能够降低血糖，对于治

疗糖尿病是很好的临床药物，而血糖和血脂在代谢

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的，在对石斛降血糖作用进行研

究时发现石斛对脂质的代谢异常同样具有调节作

用，能明显降低血脂水平，对于脂肪肝、动脉粥样

硬化等具有预防作用。 
石斛对血脂代谢的调节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研

究价值，对于当前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意义重

大。张静等[29]用高脂血症模型大鼠对霍山石斛胶囊

调血脂的疗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剂量霍山

石斛胶囊能不同程度地降低模型大鼠血清总胆固

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升高血

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并能提高血清 SOD
活性和 NO量，说明适宜剂量的霍山石斛胶囊具有

明显的调血脂、保护血管内皮和抗脂质过氧化的作

用，对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一定的防

治作用。李向阳等[30]通过建立高脂血症大鼠模型，

研究金钗石斛多糖对高脂血症和肝脏脂肪变性的影

响，结果显示金钗石斛多糖对高脂血症大鼠血脂代

谢异常具有调节作用，能够有效减轻高脂血症大鼠

肝脏组织的脂肪变性。高血脂症常常伴有脂质过氧

化状态的改变，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生中起着重

要作用，石斛可改善机体的脂质过氧化程度从而抑

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29]，这也是其对酒精

性肝损伤起到改善作用的原因，并且石斛通过影响

SOD活性和MDA的量，提高高脂血症机体的抗氧

化能力，减轻脂质过氧化，进一步对心血管系统起

到保护作用。 
施红等[31]在研究石斛及石斛合剂对糖尿病模

型大鼠糖脂代谢的调整作用时，发现石斛及石斛合

剂除了能够显著降低造模大鼠的血糖及糖化血红蛋

白水平，还能显著降低三酰甘油、胆固醇的量。血

脂的降低对于糖尿病人的康复非常重要，单纯控制

血糖水平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其他措施如纠正血

脂紊乱也很重要。林雅等[32]在对石斛合剂治疗糖尿

病的机制进行探究时，发现石斛合剂 3个剂量组均

可较好地降低血脂、胆固醇及游离脂肪酸的水平，说

明石斛合剂有一定调节脂质代谢异常的作用；通过

降低游离脂肪酸，拮抗其导致的胰岛素抵抗，阻断

游离脂肪酸介导的胰岛素分泌减少，降低血糖并调

节胰岛素的分泌。 
5  石斛的药效物质基础 

药效的产生和相应的药效成分密切相关，石斛

药用成分种类多样、成分复杂。从目前对石斛化学

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的进展来看，石斛属植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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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效成分可能产生相同的药理作用，而同类成分

却具有不同的药理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石斛

属植物中菲类、联苄类和芴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

作用[2,7]。黄小燕等[9]对金钗石斛抗氧化作用的活性

进行研究发现，具有较强抗氧化活性的成分主要是

一些小分子物质；王珏等[33]通过对细茎石斛中抗氧

化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认为，其中的抗炎、抗氧化

活性成分也可能为苄类及其衍生化合物。而在一些

研究中发现，多糖、酶类等大分子化合物是石斛具

有抗氧化作用的关键所在。查学强等[7]用体外抗氧

化实验证明，霍山石斛和铁皮石斛多糖具有较好的

抗氧化活性；蔡永萍等[34]通过测定霍山 3 种石斛

茎中相关氧化酶的活性来确定采收期，说明石斛本

身就存在 SOD、CAT、POD 等抗氧化的酶类活性

物质。石斛属不同植物中相同的药效成分存在不同

的药理作用，Wang 等[8]在对霍山石斛和铜皮石斛

多糖进行研究发现，该石斛多糖具有抗氧化作用；

李小琼等[23]研究发现金钗石斛多糖能够抑制相关

炎症因子的产生，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而罗傲霜

等[27]研究发现迭鞘石斛多糖能够降低血糖，是一种

值得开发利用的降糖植物多糖。石斛属不同植物中

同类药效成分的量、相对分子质量及分子结构等的

差异可能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熊丽萍等[35]对几

种石斛多糖的量及其抗氧化性能进行了比较，发现

几种石斛属植物多糖量大小顺序为黄花石斛 D. 
tosaense Makino＞紫皮石斛 D. devonianum Paxt.＞
水兰石斛 D. falconeri Hook.＞细茎石斛＞软脚铁

皮＞金钗石斛，而对软脚石斛和紫皮石斛进行多糖

量以及抗氧化性能的研究表明，2 种石斛在超氧阴

离子体系下表现为促进氧化的作用，在过氧化氢体

系下的作用规律性不明显；从整体来看，石斛多糖

的浓度与其抗氧化的性能呈梯度关系。鲍素华等[36]

采用分步醇沉法对铁皮石斛总多糖进行分离，得到

4 种不同相对分子质量的多糖物质，对其抗氧化活

性进行比较，从实验结果来看不同相对分子质量铁

皮石斛多糖均有抗氧化作用，但抗氧化能力与其相

对分子质量大小有关。 
6  结语 

石斛的药理作用不能简单的用活性成分进行解

释和分类，同样其药理作用之间也不能简单的割裂

开来进行分类。许多病症的出现或疾病的发生与机

体多方面功能的减低或失衡有关，如衰老与机体自

由基过量、免疫系统衰退及炎症的发生等都密切相

关，石斛某一药效的产生可能是其多方面药理作用

协同的结果，梁颖敏[11]研究铁皮石斛对雌性衰老小

鼠的抗衰老作用并对其抗衰老的机制进行了探究，

结果表明铁皮石斛抗衰老的作用机制一方面通过增

强血液中的抗氧化酶活性、促进脾淋巴细胞增殖，

另一方面抑制促炎症因子的释放、抑制 NF-κB 通

路，通过抗氧化、促进免疫、抑制炎症来达到抗衰

老效果的。再者机体某一方面出现异常，可能导致

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如现代研究发现，自由基

与衰老、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炎症等的发生与发

展密切相关[37]，石斛属植物具有显著的体内、体外

抗氧化的药理活性，其对机体抗衰老、保肝、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等药理活性的产生与石斛能够提升血

液和肝组织中抗氧化物质即其抗氧化活性密不可

分。此外，石斛对免疫系统的作用除了能够提升机

体体质、增强免疫力外，还与其抗炎、抗肿瘤作用

相关。 
石斛作为一种常用的名贵中药，经历了 2 000

多年的应用历史，具有较为系统的临床前和临床研

究基础，药理活性广泛，疗效较为稳定、可靠，同

时药效学物质基础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为该中药材

的现代化应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现在我国已经形

成了 10余类石斛商品药材，为预防、延缓和治疗相

关的临床疾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临床一

些常见疾病和病症的发生、发展是机体多部位功能

障碍或失衡导致的，石斛广泛的药理作用能够从不

同方面同时对其进行改善，从而具有减缓或治疗相

应疾病的疗效。石斛广泛的药理活性是其成为一种

名贵中药的前提，近年来，对石斛药理作用的研究

越来越多，为石斛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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