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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食兼用植物是一类既具有医疗保健作用，又具有营养价值的可食性植物，它们普遍含有抑菌和抗炎活性成分。针

对近年来药食兼用植物抑菌和抗炎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归纳了多酚类、多糖类、皂苷类和挥发油类 4 类主要化学成分抑菌、

抗炎的功效和作用机制，并与传统药物进行了比较，发现药食兼用植物在抑菌、抗炎的应用上具有安全无副作用、低耐药性

和特异性强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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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MEP) are edible plant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medical care and nutrition value, most 
of them have the effect of antibacterial and anti-inflammation. The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ly related research, generalized 
polyphenols, polysaccharides, saponins, and volatile oil from MEP as four main components which are effective in the function.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rugs, MEP are character of safe, non-side effect, low tolerance, and strong specificity, which is worth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application area. 
Key words: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antibacterial; anti-inflamma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mechanism 
 

炎症是指机体对感染、外来物质或其他原因所

致损伤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十分常见而又重要的基

本病理过程，体表的外伤感染和人体各个器官都会

出现炎症。炎症反应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

损伤因子产生的防御性反应，可以促进机体的恢复

和自愈，但是当炎症反应时间过长，强度过大时，

产生的各种有害物质如蛋白溶解酶、氧代谢产物等

可直接损伤组织，造成机体损伤。所以清除致炎物

的同时及时消除炎症反应才能有效保护机体[1]。 
炎症可分为感染性炎症和非感染性炎症，产生

感染性炎症的因子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体、支

原体、真菌、螺旋体和寄生虫等生物病原体。在我

国，治疗感染性炎症以抗生素为主，注重于杀菌而

忽略了抗炎，同时导致了抗生素滥用。随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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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药食兼用植物（既能作药物又可当食物食用

的植物）因其具有资源丰富，安全性高等特点开始

进入人们的视线，已有报道表明某些药食兼用植物

的活性成分具有较好的抑菌、抗炎功效[2-3]。金黄色

葡萄球菌与大肠杆菌为常见致病菌[4-5]，本文综合

比较了常见药食兼用植物对其抑菌效果以及抗炎

功效和作用机制，以期从中发现良好的抑菌、抗炎

原料药和新的食品功能因子，为预防和治疗炎症提

供新的选择。 
1  常见药食兼用植物的抑菌活性成分 

自然界中有很多药食兼用植物具有抑菌功效，

但抑菌强度和活性成分各不相同，其抑菌活性成分

多为多酚类、多糖类、皂苷类、挥发油 4 类，药用

植物中常见的抑菌活性成分生物碱、醌类等则相对

较少，推测是由于其药性强而将其排除在食品之外。 
1.1  多酚类 

多酚类物质在植物中广泛存在，包括黄酮类、

酚酸类、鞣质类、花色苷类等，是大多数药食兼用

植物的抑菌活性成分。表 1 列出了常见药食兼用植

物多酚类成分的抑菌研究情况。多酚类物质抑菌效

果明显、范围广，对革兰阳性和阴性（G+和 G−）菌

均有抑制作用。 

表 1  药食兼用植物多酚类物质抑菌活性及来源 
Table 1  Antibacterial property of polyphenols and source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主要抑菌成分 植物名称 主要代表菌 MIC/(mg·mL−1) 参考文献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25 6 茶多酚 绿茶、红茶 

大肠杆菌 (G−) 0.50 6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50 6 绿原酸 金银花、蒲公英 

大肠杆菌 (G−) 0.50 6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50 7 阿魏酸 芦根 

大肠杆菌 (G−) 0.50 7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1.00 8 没食子酸 山楂 

大肠杆菌 (G−) 5.00 8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50 7 原儿茶酸 小蓟 

大肠杆菌 (G−) 0.50 7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88 9 二氢杨梅素 显齿蛇葡萄叶 

大肠杆菌 (G−) 1.76 9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06 2 甘草总黄酮 甘草 

大肠杆菌 (G) 0.03 2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30 10 木犀草素 菊花 

大肠杆菌 (G−) 0.30 10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60 11 芦丁 白茅根 

大肠杆菌 (G−) 0.90 11 
 
1.2  植物多糖类 

植物多糖类主要指聚合度超过 10 的多聚糖，多

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是许多药用植物的功效来源。

研究表明，药食兼用植物多糖的抑菌效果相对酚酸类

较弱，某些多糖类对金黄色葡萄球菌（G+）抑制作用

强一些，但总体差别不大。一般多糖类抑菌范围不广，

通常是对某些特定的细菌或真菌有抑制作用（表 2）。 
1.3  皂苷 

皂苷是由皂苷元与糖构成的一类糖苷，广泛存

在于自然界中，主要包括甾族皂苷和三萜皂苷，为

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也是许多中药的活性成分，

近年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药食兼用植物中关

于其抑菌性的报道相对较少。研究显示药食兼用植

物皂苷类物质抑菌活性差别较大，对 G+菌的抑菌能

力略强于 G−菌，其中，苦瓜皂苷的抑菌活性显著弱

于其他来源的皂苷（表 3）。 
1.4  挥发油类 

植物的挥发性成分也称植物精油，是植物体内的

次生代谢产物之一。挥发油是药食兼用植物中另一类

活性成分，同时也是香精香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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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药食兼用植物多糖类抑菌活性及来源 
Table 2  Antibacterial property of polysaccharides and source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主要抑菌成分 植物名称 抑制菌 MIC/(mg·mL−1) 参考文献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1.80 12 绞股蓝多糖 绞股蓝 

大肠杆菌 (G−) 1.80 12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31.25 13-14 芦根多糖 芦根 

大肠杆菌 (G−) 62.50 13-14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20.00 15 莲子红皮多糖 莲子 

大肠杆菌 (G−) 20.00 15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5.00 16 黄精多糖 黄精 

大肠杆菌 (G−) 20.00 16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8.00 17 枸杞多糖 枸杞 

大肠杆菌 (G−) 8.00 17 

桔梗多糖 桔梗 抑制真菌，对细菌无作用  18 
 

表 3  药食兼用植物皂苷类抑菌活性及来源 
Table 3  Antibacterial property of saponins and source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主要抑菌成分 植物名称 抑制菌 MIC/(mg·mL−1) 参考文献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06 2 甘草酸 甘草 

大肠杆菌 (G−) 0.13 2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08 19 酸枣皂苷 酸枣 

大肠杆菌 (G−) 0.31 19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30.00 20 苦瓜皂苷 苦瓜 

大肠杆菌 (G−) 30.00 20 
 

表 4  药食兼用植物挥发油类抑菌活性及来源 
Table 4  Antibacterial property of volatile oil and source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主要抑菌成分 植物名称 抑制菌 MIC/(mg·mL−1) 参考文献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50.00 21 大茴香醛 八角茴香 

大肠杆菌 (G−) 15.60 22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1.00 23 D-柠檬烯 八角茴香、代代花、花椒、橘红 

大肠杆菌 (G−) 1.00 23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80 24 β-蒎烯 肉豆蔻 

大肠杆菌 (G−) 0.80 24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0.03 25 肉桂醛 肉桂 

大肠杆菌 (G−) 0.06 25 

金黄色葡萄球菌 (G+) 2.00 26 鱼腥草素 鱼腥草 

大肠杆菌 (G−) 6.00 26 

 
列出了常见药食兼用植物挥发油类的抑菌研究情况。 
2  常见药食兼用植物抑菌机制研究 

根据细胞壁的组成成分，细菌分为 G+菌和 G−

菌（图 1）。两类细菌的细胞壁结构显著不同，对活性

成分的敏感性有较大差异。G+的细胞壁厚且密、主要

成分为肽聚糖和磷酸壁，肽聚糖是许多抑菌物质作用

靶点，如青霉素；G−菌的细胞壁疏松，肽聚糖薄，外

层的脂多糖具有抗原性，是 G−内毒素的主要成分。 
有研究表明药食兼用植物抑菌性与其强极性相

关[27]，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为对照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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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菌细胞壁结构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n bacterial cell wall structures 

本上，抑菌活性多酚类＞挥发油类＞多糖类，佐证

了该理论。皂苷类抑菌活性差异较大，药食兼用植

物中关于其研究成果较少。药食兼用植物的抑菌成

分对于 G+和 G−菌都有抑菌作用，大多数对细菌种类

间的抑制作用有差异，说明抑菌成分作用于细菌细

胞壁时具有选择性，同时也表明其抑菌方式多样。 
进一步研究表明，多酚的抑菌机制主要是干

扰细胞壁、细胞膜的形成，直接破坏细菌细胞壁、

膜的结构，导致细胞通透性增加，进而使细胞内

容物外泄[28-29]；抑制细菌 N-乙酰转移酶从而抑制

细胞壁黏肽的生成[30]；抑制细菌体内 DNA、RNA
的合成[31-32]，因此多酚类对细菌具有一致的强抑

菌活性。 
多糖类抑菌方式尚不明确，主要可能的抑菌机

制为（1）位点结合：多糖可与细菌细胞膜上的类脂、

蛋白质复合物反应，改变细胞膜的通透性，或与细

菌细胞壁形成一个负电荷环境，使细胞壁损伤[33]。

（2）物理干扰：高相对分子质量的多糖溶于水使菌

聚沉或吸附于菌体表面，导致其新陈代谢混乱[34-35]，

高相对分子质量多糖也可能通过分子链的卷曲缠结

包埋细菌有效基因[36]；若多糖降解，相对分子质量

降低后可能穿过细胞壁进入细菌内部，干扰细菌正

常生理活动[37]。可能由于 G+菌的外表含有大量磷酸

壁使得细菌带电负性，多糖改变了细胞壁的电位，

因而影响较大。 
皂苷的抑菌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1）皂

苷类作用于细菌诱导产生使其生物膜降解的酶，从

而破坏生物膜的完整性[38-39]；（2）抑制蛋白质的合

成[38-39]；（3）抑制细菌呼吸代谢[39]。植物精油抑菌机

制有待研究，可能通过作用于细菌和真菌的生物膜，

破坏膜结构，刺激细胞自溶[40]。植物所含的挥发油成

分多样，其抑菌过程也可能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 

3  常见药食兼用植物抗炎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 
当细菌、真菌、病毒等入侵机体后引起机体免

疫反应的炎症称为感染性炎症。通过抑菌可以起到

消除炎症根源的效果，同时也应及时消除炎症产生

的致炎因子才能全面恢复机体的健康。因此良好的

抗感染炎症药物必须同时具有抑菌和抗炎作用才能

防止炎症对身体的损伤，预防和治疗炎症。 
近年来，随着药食兼用植物的深入研究，其天

然的抗炎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药食兼用植物抗炎

活性成分以皂苷类和多酚类为主，在类别上较抑菌

成分单一。表 5 列出了常见药食兼用植物抗炎活性

成分及作用机制。 
药食兼用植物抗炎机制主要是其活性成分进入

人体后，通过调节炎性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或者直

接作用于免疫系统起到预防和治疗炎症的作用。小

分子活性物质抗炎的部分通路见图 2。 
4  临床应用 

药食兼用的植物成分复杂，多不以单一成分起

作用。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多的药食兼用植物在抗

炎方面的特异性不强，常用于系统性抗炎。广泛应

用于临床治疗感染性炎症的药食兼用植物见表 6。 
5  结语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中药抗感染性炎症的研究成为国

内外研究热点，对于药食兼用植物的研究也越来越

多。表 3 显示，药食兼用植物对于呼吸系统、泌尿

系统及胃肠道炎症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但相对于体

外研究其临床应用及治疗效果并不理想，除了炎症

本身的复杂性外，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药食兼用植

物的研究还是比较浅显，尤其是分子和基因水平的

相关研究。 
由药食兼用植物抗炎机制可知，其抗炎主要与

抑制炎性介质、调节炎性细胞因子、抑制 NF-κB 信 

细胞质膜

周质空间

外膜

外膜蛋白
孔蛋白 

脂多糖

磷脂 
脂蛋白
肽聚糖

肽聚糖 
壁磷壁酸 
膜磷壁酸 

 
周质空间 
细胞质膜 

革兰氏阴性细菌（G-）革兰氏阳性细菌（G+）

细胞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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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药食兼用植物的抗炎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Table 5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and its mechanism 

抗炎成分及分类 来源 抗炎作用 作用机制 
皂苷类 
甘草酸 

甘草 对切除肾上腺皮质及脑垂体的动物仍能产

生抗炎作用[41-42] 
多个靶点抑制炎性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

产生；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41-42] 
桔梗皂苷 桔梗 可在炎症反应中调节炎性细胞因子 下调白细胞介素-8（IL-8）、前列腺素 E2

（PGE2）的水平；抑制脂多糖（LPS）诱

导的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生成

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以及环氧合

酶-2（COX-2）的表达[43-45] 
橙皮苷 橙皮、香橼 能改善某些急性炎症症状、防治慢性炎症[46] 与调节机体免疫力，与抑制 COX-2 和 iNOS

活性相关[47] 
覆盆子苷-F5 覆盆子 抑制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生成炎症介质和炎

性因子[48] 
抑制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的激

活；抑制 NOS-2 和 COX-2 的表达[48] 
多酚类 
二氢杨梅素 

显齿蛇葡萄叶 抑制粉刺杆菌和 LPS 诱发的小鼠血浆丙氨

酸转氨酶（ALT）活性升高以及蛋白胨引

起的小鼠腹腔炎症中性粒细胞白三烯 B4
（LTB4）及白三烯 C4（LTC4）的释放[49]

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细胞释放 NO 和

致炎因子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抑制 LPS 诱导的 iNOS 的表达[50] 

阿魏酸 芦根 抑制由致炎因子引起的急、慢性炎症[51] 抑制 COX-2 的表达和前列腺素（mPGES）
的合成[51] 

槲皮素 山楂、沙棘、 
高良姜 

抑制致炎因子所致的小鼠耳肿胀，大鼠足跖

水肿；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52] 
抑制致炎因子[52] 

紫苏总黄酮 紫苏 紫苏总黄酮对炎症所造成的毛细血管扩张、

渗出水肿、炎症纤维组织增生、肉芽形成

有抑制作用[53] 

抑制单核巨噬细胞的活化和分化；抑制炎症

介质生成；减少自由基损伤等[53] 

木犀草素 菊花 对急性、慢性、渗出性炎症有用[54] 与减少 PGE2 的释放、抑制 COX-2 的活性

有关[54] 
丁香酚 丁香 注射小剂量丁香酚可使 IL-1 引起的发热兔

退热[55] 
抑制脑内 PG 合成；抑制白细胞游走[55]趋氧

化性和超氧阴离子的产生[56] 
挥发油类 
鱼腥草素 

鱼腥草 可降低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抑制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中 PGE2的生成[57] 
抑制炎性细胞因子；调节前列腺素类和 NO
水平；影响 NF-κB 的结合活性；抑制

COX-2 的表达[57] 

 

图 2  天然小分子抗炎途径 
Fig. 2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 of natural small mole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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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药食兼用植物抗炎临床应用 
Table 6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plants in clinic 

药食兼用植物 临床应用 

金银花 副鼻窦炎、百日咳、阑尾炎等[58] 

蒲公英 急性胃肠炎、气管炎、咽喉炎、急性肾盂

肾炎、阴道炎等[59] 

鱼腥草 尿路感染、肺炎、气管炎、肠炎等[60] 

甘草 细菌性气管炎、传染性肝炎[61] 

菊花 急慢性呼吸道感染、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急性乳腺炎等[62] 

芦根 急慢性气管炎、胆囊炎、扁桃体炎等[63] 

丁香 急慢性气管炎、外伤感染等[64] 

 
号通路、抑制 COX-2 的表达相关，与非甾体类抗炎

药有相似的靶点，但在安全性上远高于后者。合理

利用甘草酸所具有的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也将显

著减少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量。 

β-内酰胺类是最大的一类抗生素，作用于青霉

素结合蛋白，抑制细菌细胞壁成分黏肽的合成，使

细菌无法形成细胞壁[65]，多酚类物质也有相似的作

用方式。相对来说，多酚类物质虽然抑菌效果较弱，

但抑菌方式、作用位点更多，并对 G+和 G−菌都敏

感，有效地减少了细菌的耐药性。表 2 表明，许多

药食兼用植物多酚类还具有抗炎的效果且多酚类副

作用少、广谱抑菌作用明显，可用于研制抗菌、抗

炎药或抗菌、抗炎药的增效剂。 
氯霉素、林可霉素类、大环内酯类、氨基酸

糖苷类和四环素类抗生素作用于细菌的核糖体蛋

白，抑制蛋白质的合成[65]。多黏菌素类改变膜分

子的定向排列，使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55]。药食

兼用植物皂苷类、多糖类也有相似的作用效果，

尽管作用机制尤其是分子水平的作用途径还不十

分清楚，但可推测：多糖类是通过包埋有效基因，

抑制蛋白质的合成，与细菌细胞膜上的物质反应

改变其通透性；皂苷类可能是诱导细胞膜产生使

其降解的酶，破坏细胞膜，其抑制蛋白质合成的

作用途径还有待研究，同样的许多皂苷类也具有

抗炎作用，值得开发利用。 
我国长期把抗生素当作感染性炎症的抗炎药使

用，其作用靶点单一，导致细菌或真菌易产生耐药

性。若在临床应用上采用天然活性成分代替药物或

与之联合使用可以显著减少抗生素药物的滥用。药

食兼用植物可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发挥抗炎作用，

某些植物间还具有协同作用，加强其相关研究也可

以开发新的食品功能因子，有助于提升人体体质。

用食品代替药品符合现代医学理念，也符合人们的

养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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