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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槲寄生属植物作为传统中药药用历史悠久，其化学成分主要为黄酮类、三萜类和苯丙素类等化合物。研究表明其具

有抗肿瘤、免疫调节、降血糖、抗菌、抗衰老、抗氧化、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改善微循环和心血管系统（降压、

抗心律失常、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冠脉循环、增强心肌收缩力、降低心肌耗氧量）等广泛的药理活性。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槲

寄生属植物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总结，为槲寄生属植物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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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sci Herba used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as a long history. Flavonoids, triterpenoids, phenylpropanoids and 
so on are the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Visci Herba. The study shows that Visci Herba has a wide range of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neoplastic, antineoplastic, hyperglycemic effect, anti-microbial, anti-aging, antioxidant, antiplatelet aggregation, 
anti-thrombus formation, and improving minicirculation. In this paper, through arrenging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Visci Herba systematacially,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Visci Herba and thei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re reviewed, which 
coul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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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寄生 Visci Herba 为桑寄生科（Loranthaceae）
槲寄生属 Viscum L. 植物 Viscum coloratum (Komar.) 
Nakai 的干燥带叶茎枝。槲寄生属植物常寄生于梨树、

榆树、杨树、山楂树等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黑龙

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1]。

《中国药典》2010 年版记载槲寄生味苦，性平，其具

有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元等功效，用于治

疗风湿痹痛、腰膝酸软、胎动不安等疾病[2]。为开发

利用天然资源，国内外学者对槲寄生属植物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本文对有关槲寄生属植物的文献资料进行

系统整理，全面综述其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

展，为相关的中药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目前，槲寄生属植物中已经发现的化学成分主

要包括黄酮类、三萜类、苯丙素类及其苷，其次还

有糖类、挥发油等成分，各类型化合物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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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槲寄生属植物中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plants of Visci L.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黄酮类   

1 (2S)-乔松素-7-O-β-D-[肉桂酰 (1→5) 芹菜糖 (1→2)] 葡萄糖 3 

2 乔松素-7-O-β-D-芹菜糖 (1→2)-β-D-葡萄糖苷 3-4 

3 柚皮素-7-O-β-D-葡萄糖苷 5 

4 高圣草素（homeriodictyol） 1 

5 5,7-二甲氧基-黄烷酮-4′-O-β-D-葡萄糖苷 5 

6 高圣草素-7-O-β-O-葡萄糖苷 6-7 

7 高圣草素-7-O-β-D-葡萄糖基-4′-O-β-D-芹菜糖苷（槲寄生新苷 I） 1,7 

8 高圣草素-7-O-β-D-芹糖基(1→2)-β-D-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III） 1,8 

9 高圣草素-7-O-β-D-芹糖基 (1→5)-β-D-芹糖基(1→2)-β-D-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V） 1,7-8

10 高圣草素-7-O-β-D-6″-乙酰-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VI） 1,8-9

11 乔松素 5 

12 乔松素-7-O-β-D-葡萄糖苷 5 

13 乔松素-7-O-β-D-芹菜糖 (1→5)-β-D-芹菜糖 (1→2)葡萄糖苷 5 

14 7,4′-二羟基-5,3′-二甲氧基黄酮 5 

15 5,7-二羟基-3′,4′-二甲氧基-二氢黄酮 5,10 

16 柚皮素 2 

17 圣草酚 11 

18 圣草酚-7-O-β-O-葡萄糖苷 6-7 

19 圣草酚-7,4′-二-O-β-O-葡萄糖苷 5 

20 圣草酚-3′-甲氧基-7,4′-二-O-β-O-葡萄糖苷 5 

21 白杨素 11 

22 (2S)-7,4′-dihydroxy-5,3′-dimethoxyflavanone 3 

23 鼠李秦素（rhamnazine） 3 

24 鼠李秦素-3-O-β-D-葡萄糖苷 1 

25 鼠李秦素-3-O-β-D-芹糖基 (6″-β-羟基-β-甲基戊二酸半酯)-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VII） 1,12 

26 鼠李秦素-3-O-β-D-(6″-β-羟基-β-甲基戊二酸半酯)-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IV） 13 

27 鼠李秦素-3-O-β-D-(6″-乙酰)-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II） 1,14 

28 异鼠李秦素-7-O-β-D-葡萄糖苷 1,8 

29 异鼠李素-3-O-β-D-葡萄糖苷 6 

30 5,7,3′,4′-四甲基槲皮素 15 

31 7,3′,4′-三甲基槲皮素 5,16 

32 2′-羟基-4′,6′-二甲氧基-查耳酮-4-O-β-葡萄糖苷 5 

33 2′-羟基-4′,6′-二甲氧基-查耳酮-4-O-[2″-O-(5′′′-O-反桂皮酰)-β-D-芹菜呋喃酰]-β-D-葡萄糖苷 5 

34 枫香槲寄生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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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35 5-羟基-7-甲氧基色原酮 17 

36 5,7-二羟基色原酮 10,17 

三萜及三萜皂苷   

37 2α,3β,23-三羟基-12 烯-28-齐墩果酸 5,18 

38 齐墩果酸-3-O-β-D-吡喃葡萄糖醛酸苷-6′-O-甲酯 18 

39 齐墩果酸 3-O-β-D-吡喃葡萄糖醛酸苷 18 

40 齐墩果酸-3-O-β-D-吡喃葡萄糖 (1→2)-α-L-吡喃阿拉伯糖 18 

41 3-O-β-D-吡喃葡萄糖醛酸-齐墩果酸-28-O-β-D-吡喃葡萄糖苷 18 

42 3-O-β-D-吡喃葡萄糖醛酸-齐墩果酸-28-O-β-D-吡喃葡萄糖-(1→6)-β-D-吡喃葡萄糖苷 18 

43 常春藤皂苷元 19 

44 丝石竹酸 19 

45 常春藤皂苷元-3-O-α-L-吡喃阿拉伯糖苷 19 

46 常春藤皂苷元-3-O-α-L-吡喃阿拉伯糖基 (2→1)-O-β-D-吡喃葡萄苷 19 

47 3-O-α-L-吡喃阿拉伯糖-常春藤皂苷元-28-O-β-D-吡喃葡萄糖基 (1→6)-β-D-吡喃葡萄糖苷 19 

48 马斯里酸 6 

49 齐墩果酸 1,4,7,11 

50 β-香树脂醇乙酸酯 5,19 

51 β-香树脂醇棕榈酸酯 5,20  

52 β-香树脂醇 1,5 

53 β-乙酰香树脂醇 1,4-5 

54 高根二醇 6 

55 羽扇豆醇硬脂酸酯 19 

56 羽扇豆醇棕榈酸酯 19 

57 羽扇豆醇乙酸酯 5 

58 羽扇豆醇 1,4-6,20 

59 白桦酯醇 4,7 

60 3-表-白桦脂酸 5 

61 白桦酮酸 5 

62 桦木酸（白桦脂酸） 1,6,20 

63 乌苏酸 4 

64 胡萝卜苷 1,16 

65 β-谷甾醇 1,4-5,16,18

66 二氢-β-谷甾醇 21 

苯丙素类   

67 丁香脂素 16 

68 (+)-丁香脂素 5 

69 (+)-表松脂酚 5 

70 肉桂酸 16 

71 N1-桂皮酰基亚精胺 16 

72 紫丁香苷 6,22 

73 丁香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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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74 1,7-二-(3′,4′-二羟苯基)-4-庚烯-3-酮 6 

75 尼克酰胺 5 

76 反式桂皮酸 11 

77 N-桂皮酰基丁二胺 16 

糖类   

78 高度酯化半乳糖聚合物、中性多糖、酸性多糖、阿拉伯糖、半乳糖、葡萄糖、鼠李糖、糖醛酸、木

糖和甘露糖 

5 

挥发油   

79 苯甲醛  22 

80 柠檬烯 22 

81 芳樟醇 22 

82 1-薄荷醇 22 

其他成分   

83 黑麦草内酯 5 

84 N,N-二甲基甲酰胺 16 

85 五加苷 E 20-21 

86 浙贝素 16 

87 五加苷 1 

88 鹅掌楸苷 1 

89 2,3-丁二醇-3-O-单葡萄糖苷 1,21 

90 肉豆蔻酶 4 

91 β-榄香精 6 

92 β-榄香精棕榈酸酯 6 
 
1.1  黄酮类化合物 

从槲寄生属植物中分出 36 个黄酮类化合物，包

括鼠李秦素（23）、鼠李秦素-3-O-β-D-葡萄糖（24）、
鼠李秦素-3-O-β-D-芹糖基 (6″-β-羟基-β-甲基戊二

酸半酯)-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VII）（25）、鼠李秦

素-3-O-β-D-(6″-β-羟基-β-甲基戊二酸酯) 葡萄糖苷

（槲寄生新苷 IV）（26）、鼠李秦素-3-O-β-D-(6″-乙
酰)-葡萄糖苷（槲寄生新苷 II）（27）、异鼠李秦素- 
7-O-β-D-葡萄糖苷（28）等，结构式见图 1～4。 
1.2  三萜类化合物 

从槲寄生属植物中分出的三萜类化合物有常春

藤皂苷元（43）、丝石竹酸（44）、马斯里酸（48）、
β-香树脂醇（52）、羽扇豆醇（58）等 25 个三萜类

化合物，结构式见图 5。 
1.3  苯丙素类化合物 

目前已发现丁香脂素（67）、(+)-丁香脂素（68）、
紫丁香苷（72）、丁香苷（73）等 12 个苯丙素类化

合物，结构式见图 6。 

1.4  挥发油 
槲寄生属植物中已经发现的挥发油有苯甲醛、

芳樟醇、柠檬烯、1-薄荷醇等。 
1.5  糖类 

大量研究发现，槲寄生属植物中还含有高度酯化

半乳糖聚合物、中性多糖、酸性多糖、阿拉伯糖、半

乳糖、葡萄糖、鼠李糖、糖醛酸、木糖和甘露糖等。 
1.6  其他化合物 

除了上述化合物外，槲寄生属植物中还含有尼

克酰胺、β-榄香精棕榈酸酯、β-榄香精、五加苷、

浙贝素、肉桂酸等化合物，部分结构式见图 6。 
2  药理活性 
2.1  抗肿瘤作用 

Pryme 等[23]研究了槲寄生凝集素对雌性非霍奇

金淋巴瘤小鼠的影响，对照组小鼠的饮食为乳清蛋

白，实验组小鼠分别每天给予 2.5、5、10 mg 的槲

寄生凝集素。在最高每日给予 10 mg 槲寄生凝集素的

情况下，肿瘤核裂分能力下降了 75%，细胞核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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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R2 R3 R4 
1 O-β-D-cin (1→5) api (1→2) glc OH H H 
2 O-β-D-api (1→2)-β-D-glc OH H H 
3 glc OH H OH 
4 OH OH OCH3 OH 
5 OCH3 OCH3 H Glc 
6 glc OH OCH3 OH 
7 glc OH OCH3 O-β-D-api
8 O-β-D-apiosyl (1→2)-β-D-glc OH OCH3 OH 
9 O-β-D-api (1→5)-β-D-api (1→2) glc OH OCH3 OH 

10 O-β-D-6″-acetyl-glc OH OCH3 OH 
11 OH OH H H 
12 glc OH H H 
13 O-β-D-api (1→5)-β-D-api (1→2) glc OH H H 
14 OH OCH3 OCH3 OH 
15 OH OH OCH3 OH 
16 OH OH H OH 
17 OH OH OH OH 
18 glc OH OH OH 
19 glc OH OH Glc 
20 glc OH OCH3 Glc 

图 1  槲寄生属植物中二氢黄酮类化合物的骨架 
Fig. 1  Structural skeletons of flavonoids from plants of Visci L. 

 
 R1 R2 R3 R4 

21 OH OH H H 
22 OH OCH3 OH OCH3

23 OCH3 OH OCH3 OCH3

24 OCH3 glc glc OCH3

25 OCH3 OH O-β-D-(6″-β-OH-β-methylglutaryl) OH 
26 OCH3 OH O-β-D-apiosyl-(6″-3-OH-3-methylglutaryl) glc OH 
27 OCH3 OH O-β-D-6″-acetyl-glc OCH3

28 glc OH OH OCH3

29 OH OH glc OCH3

30 OCH3 OCH3 OH OCH3

31 OCH3 OH OH OCH3

图 2  槲寄生属植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的骨架 
Fig. 2  Skeletons of flavonoids from plants of Visci L. 

 
 R 
32 glc 
33 O-β-D-cin (1→5) api (1→2) glc 

图 3  槲寄生属植物中查耳酮类化合物的骨架 
Fig. 3  Skeletons of chalcone from plants of Visci L. 

 
 R 
34 O-β-D-api (1→5)-β-D-api (1→2) glc
35 OCH3 
36 OH 

图 4  槲寄生属植物中色原酮类化合物的骨架 
Fig. 4  Skeletons of chromone from plants of Visci L. 

 
 

R1 R2 R3 R4 

37 α-OH β-OH OH H 

38 H O-β-D-glucuronopy-6′-O-methylester H H 

39 H O-β-D-glucuropy H H 

40 H L-arab H H 

41 H O-β-D-glucuropy H Glc 

42 H O-β-D-glucuropy H O-β-D-glucuropy

(1→6)-β-D- 

glucuropy 

43 H β-OH OH H 

44 H β-OH COSiH3 H 

45 H O-α-L-arab OH H 

46 H O-α-L-arab (2→1)-O-β-D-glucopy OH H 

47 H O-α-L-arab OH O-β-D-glucuropy

(1→6)-β-D- 

glucuropy 

48 α-OH β-OH H H 

49 H β-OH H H 

     

 
 

图 5  槲寄生属植物中三萜类化合物的骨架 
Fig. 5  Skeletons of triterpenoids from plants of Visci L. 

 R1 R2 
55 β-OCO(CH2)16CH3 CH3 
56 β-OCOC(CH2)14CH3 CH3 
57 β-OCOCH3 CH3 
58 OH CH3 
59 β-OH β-CH2OH
60 α-OH β-COOH 
61 oxo β-COOH 
62 β-OH β-COOH 

 R1 R2

50 COCH3 H 
51 CH3(CH2)14 H 
52 H H 
53 Ac H 
5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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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glu-D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80            81 

图 6  槲寄生属植物中苯丙素类和其他类化合物 
Fig. 6  Skeletons of phenylpropanoids and others from plants of Visci L. 

了 21%。同时实验组小鼠体内肿瘤淋巴细胞渗透（CD3
阳性细胞）的总体水平提高了 2 倍。形态学研究表明，

实验组小鼠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有较多的凋亡小体。

在给予槲寄生凝集素 11 d 后，27%的小鼠肿瘤消失。

结果表明口服槲寄生凝集素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 
其他研究发现，白果槲寄生对肿瘤血管生

成以及造血、非造血肿瘤细胞的转移具有抑制作

用[24]，槲寄生提取液还具有抗乳腺癌[25]、肝癌[26]、胰

腺癌[27]、皮肤鳞状细胞癌[28]等作用。Braun 等[29] 
研究了寄生于枞树（ME-A）和松树（ME-P）的

槲寄生水提物对实验性肿瘤转移的影响，还利用

RAW 117H10 淋巴肉瘤细胞和 L-1 肉瘤细胞，在

BALB/c 小鼠体内复制了肝癌和肺癌模型，在接种

第 14天的时候观察发现ME-A和ME-P能够显著性

降低小鼠体内实验性肝肿瘤和肺肿瘤的转移。 
2.2  降血糖和调血脂作用 

Abdel-Sattar 等[30]利用链脲霉素诱发糖尿病大

鼠模型，糖尿病大鼠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在

研究槲寄生提取物抗高血糖作用的同时也研究了槲

寄生提取物对糖尿病大鼠血浆胰岛素水平及肌肉和

肝脏糖原量的影响；另外通过测定三酰甘油、总胆

固醇、高密度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来研究

槲寄生提取物的调血脂作用。同龄糖尿病雄性

Wistar 大鼠每天 ig 槲寄生甲醇提取物（500 mg/kg），
持续 4 周。第 7、14、21、28 天测定空腹血糖水平，

血浆胰岛素水平在第 28 天结束时测定。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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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4 周血糖水平下降最多（37%），此外血浆胰岛

素水平也有显著性增加（321.6%）。三酰甘油、总

胆固醇、低密度和高密度脂蛋白分别下降 32.6%、

32.2%、27.2%、171.5%。以上研究证明，槲寄生既

具有降血糖作用又具有调血脂作用。 
2.3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2.3.1  降压作用  Rodríguez-Cruz 等[31]研究了槲寄

生乙醇粗提物对灌注大鼠主动脉环（有功能内皮细

胞、无功能内皮细胞）血管舒缩反应的影响。在有

无 L-NAME 和消炎痛的情况下，该提取物对这 2
种主动脉环均无影响。在苯肾上腺素预收缩时，低

质量浓度的槲寄生提取物（300 μg/mL）可以使 2
种主动脉环产生轻微紧张，而增加的张力稍比在未

受损内皮细胞的动脉环压力大一些。槲寄生提取物

在高质量浓度时（400～800 μg/mL）可以剂量依赖

性地舒张苯肾上腺素引起的主动脉收缩，而

L-NAME 能够消除这种舒张作用，但是当连续给予

L-NAME 时，该提取物反而会使主动脉环出现明显

的收缩，消炎痛不能消除该提取的舒张作用。这表

明，槲寄生乙醇提取物主要是诱导内皮依赖性的舒

张作用，而这种作用似乎是通过 NO 的合成和释放

来调节的。 
吴继雄等[32]给予犬和兔 iv 槲寄生乙醇提取物，

降压作用可维持 3 min，ip 降压作用延长到 1 h，证

明槲寄生乙醇提取物有显著的降压作用。 
2.3.2  抗心律失常  一系列研究表明槲寄生提取物

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但其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心

律失常作用差异显著，研究表明其对心肌梗死引起

的心律失常作用最为显著，有效率达到 75%，但是

其作用机制的多方面的。 
吴继雄等[32]用玻璃电极术及选择性膜通道阻

滞剂观察槲寄生黄酮苷对离体狗心脏浦氏细胞及

豚鼠心室肌细胞快反应动作电位的影响，结果表明

槲寄生加速心肌细胞快反应动作电位（FAP）复极

进程，使有效不应期（ΔERP）/动作电位时程（ΔAPD）

值增加，该作用与减少慢内向离子流及增加时间依

赖性钾离子流有关，提示槲寄生抗快速心律失常主

要与其相对延长 ERP 消除折反有关，这可能是槲

寄生抗快速心律失常的重要机制。研究表明，槲寄

生黄酮苷对大鼠心律失常有一定的拮抗作用[21]。槲

寄生可能通过阻断 β 受体来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

和对抗异丙基肾上腺激素的作用，从而达到抗室颤

作用[21]。 

2.4  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Ofem 等[33]研究了白果槲寄生对高食盐小鼠体

内红细胞、细胞容积比、血红蛋白数量、绝对血液

学价值 [平均红细胞容积（MCV）、平均血红蛋白

量（MCH）、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比色指

数（CI）]、血浆蛋白质和血沉（ESR）的影响。将

24 只患有白化病的雄性 Wistar 鼠分为 4 个组，每组

6 只，第 1 组（对照组）给予正常食物和饮水；第 2
组在第 1 组的基础上每天再 ig 给予槲寄生提取物

（150 mg/kg）；第 3 组给予高含盐量（8% NaCl）的

食物和含 1% NaCl 的水；第 4 组在第 3 组的基础上

再每天 ig 槲寄生提取物（150 mg/kg）。6 周后观察

发现对照组红细胞数量、红细胞压缩体积、血红蛋白

平均水平分别为（5.21±0.09）×106/mm3、（43.50±
1.61）%、（10.88±0.21）g/dL。槲寄生提取物能够显

著地减少高食盐组大鼠体内红细胞数量 [（5.72±
0.09）×106/mm3]、红细胞压缩体积 [（54.50±2.64）%]、
血红蛋白 [（14.33±5.78）g/dL] 到对照组水平。槲

寄生提取物也使得高食盐组大鼠总血浆蛋白水平和

低血沉 [（86.77±1.08）g/L、（1.83±0.31）mm/h] 恢
复到对照组水平 [（82.23±0.91）g/L、（2.83±0.31）
mm/h]。表明槲寄生提取物可以预防血液黏度显著

地改变。槲寄生提取物和盐负荷不会明显地改变小

鼠 MCV、MCH、MCHC、CI 水平。 
2.5  免疫调节作用 

Lee 等[34]通过体外观察免疫细胞的增殖、NK
细胞和巨噬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以及强迫游泳实

验和冷应激实验来研究槲寄生凝集素的免疫调节作

用。在分裂素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实验中，

伴刀豆球蛋白A和脂多糖分别可以显著增加T细胞

和 B 细胞的增殖。研究发现槲寄生凝集素可以促进

淋巴细胞的增殖，同时还可以增强 NK 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活性，并能够促进巨噬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 
1（IL-1）和 IL-6 等细胞因子。使用槲寄生凝集素

（30、100、300、600 μg/kg）干预 2 周后，淋巴细

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均有所增加。在强迫游泳

实验中，300、600 μg/kg 槲寄生凝集素干预组小鼠，

不动时间显著缩短。在冷应激实验中，与对照组小

鼠相比，槲寄生凝集素干预组小鼠脾脏和胸腺质量

有所增加，而肾上腺的质量有所减轻。槲寄生凝集

素还可以使小鼠血清转氨酶、乳酸脱氢酶、碱性磷

酸酶水平有所下降。槲寄生凝集素也可以提高胸腺

中 CD4+和 CD8+细胞的百分比。以上结果表明槲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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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凝集素通过调节淋巴细胞、NK 细胞和巨噬细胞

来提高机体免疫力。 
Braun 等[29]利用 BALB/c 小鼠观察了寄生于枞

树和松树的槲寄生水提物的免疫调节作用。定期对

荷瘤小鼠皮下和腹膜注射槲寄生水提物，能够上调

胸腺质量和周边血液白血球数量。  
2.6  抗微生物作用 

槲寄生在非洲尼日利亚部落的豪萨族和富拉尼

族常用于治疗人类和动物的疾病，包括胃疼、腹泻、

痢疾、创伤和癌症等。Deeni 等[35]研究发现，14 种

宿主不同的槲寄生对某些多重耐药细菌和真菌有着

广谱的抗菌活性。植物化学研究发现非洲槲寄生一

般都含有蒽醌类、皂苷类、鞣酸，而生物碱和鞣质

类却很少。但非洲槲寄生的抗菌活性及化学成分均

与其宿主植物有关。 
2.7  其他作用 

韩国槲寄生不仅可通过调节蛋白激酶信号来促

进滋养层细胞的增殖和侵入[36]，而且还能够激活 Toll
样受体 4(TLR4)信号通路，促进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

死因子-α（TNF-α）[37]和树突状细胞的成熟[38]。在无

叶槲寄生中得到的问荆色苷-D 具有转录抑制作用，缺

乏糖结合活性，但是具有很高的细胞毒性，这一发现

为解释核糖体失活蛋白家族的细胞毒性提供了新的

观点[39]。 
3  结语 

通过整理槲寄生属植物国内外有关其化学成分

和药理活性的研究文献，发现槲寄生属植物有着悠

久的民间药用历史，随着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

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阐明了其药效物质基础和药

理作用机制。目前从槲寄生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化

学成分种类有黄酮类、三萜类、甾体类和苯丙素类，

以及一些其他成分如糖类、挥发油等。其中黄酮类

化合物具有抗氧化活性、抗心律失常作用，而且对

不同原因引起的心律失常作用明显不同，但是其作

用机制尚不明确。今后还应对其特色药理作用机制

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发新的、强效的天然药物提供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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