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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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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薏苡仁是一种常见的药食两用中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有“禾本科之王”之称。含有脂肪酸及酯类、多糖、黄

酮、三萜、生物碱、甾醇、内酰胺、淀粉等多种化合物，在薏苡仁治疗疾病时各自发挥不同效果，共同达到治疗目的。现代

研究发现薏苡仁除了在传统中药理论中有良好的祛湿利水效果外，也能治疗多种癌症、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类风湿性

关节炎等疾病，还能增强免疫、调节肠道菌群，也可作为药膳辅助疾病的治疗，而且临床不良反应少，用药更为安全。以薏

苡仁油为主要原料的康莱特注射液已广泛用于多种癌症的临床治疗，同时还有许多保健食品和药膳也在研发中。主要综述了

薏苡仁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希望能够为薏苡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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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icis Semen is a comm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y, with high nutritional value, 
known as “the King of Gramineae”. It contains fatty acids and esters, polysaccharides, flavonoids, triterpenes, alkaloids, sterols, 
lactams, starch and other compounds, which exerts different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of Coicis Seme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reatment. Rec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Coicis Semen not only has a good effect of removing dampness and diuresis i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can treat a variety of cancers,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fatty liver,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other diseases. Furthermore, it can enhance immunity and regulate intestinal flora. It also can be used as the treatment for medicinal 
diet auxiliary diseases, and the clinical adverse reactions are less, and the medication is safer. Kanglaite injection with Coicis Semen oil 
as the main raw material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a variety of cancers, and many health foods and medicinal 
diets are also und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oicis Semen,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Coicis S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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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为禾本科植物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var. ma-yuen (Roman.) Stapf 的干燥成熟种仁[1]，是

一种常见的药食两用中药。薏苡仁在我国种植历史

颇为悠久，河姆渡遗址中就出现过它的踪迹，夏朝

以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薏苡仁具有很

高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明显高于其它

禾本科作物，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2]，根、

茎、叶也具有药用和食用价值，被称为“禾本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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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产地遍布全国，多生长于湿润环境中[3]。2002
年卫生部颁布了 87 种药食两用的药物，薏苡仁就是

其中之一[4]。归脾、胃、肺经，味甘、淡、凉，有

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解毒散结之功效，

主治水肿、脚气、小便淋沥、泄泻、风湿痹痛、筋

脉拘挛、扁平疣等[5]。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薏苡仁

中甘油三酯类成分具有抗肿瘤作用，临床上以薏苡

仁油为主要原料的康莱特注射液已广泛用于癌症的

治疗，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薏苡仁的研究不断深入，

其镇痛抗炎、降压、改善糖脂代谢、调节肠道菌群、

美白等作用也得到证实，说明薏苡仁具有广阔的开

发前景。 
1  化学成分 

薏苡仁含有淀粉、脂肪酸及酯类、多糖、蛋白

质，以及酚酸、甾醇、黄酮、内酰胺、三萜、生物

碱、腺苷等各种营养物质。主要活性成分为酯类、

不饱和脂肪酸、糖类及内酰胺类等[6]。 
1.1  多糖 
1.1.1  淀粉  与其他禾本科谷物类似，薏苡仁主要

由淀粉构成，淀粉含量占 56%以上，以支链淀粉为

主，淀粉粒主要为圆形或多角形，表面光滑。另外

还含有一部分抗性淀粉[8]，抗性淀粉是一类难吸收

淀粉，其淀粉粒结构并不规整，且表面较为粗糙，

呈现鳞片和沟壑状，无法直接为人体吸收，经小肠

内发酵后才逐步吸收入血[9]。 
1.1.2  多糖  薏苡仁中多糖种类丰富，包括薏苡

仁多糖 A、B、C，中性葡聚糖 1～7，酸性多糖

CA-1、CA-2 以及低聚果糖[10]等成分，相对分子

质量约 1.5×104，构成这些多糖的单糖主要包括甘

露糖、鼠李糖、葡萄糖、阿拉伯糖、半乳糖等[11]。 
1.2  脂肪酸及酯类 

薏苡仁中油脂含量一般在 5%左右，主要为甘

油三酯类成分，占薏苡仁油脂 85%左右，近年来一

共分离鉴定出了 22 种[12-13]，其次为甘油单酯，甘油

二酯和脂肪酰烃酯，《中国药典》就将甘油三酯作

为质量检测指标[1, 14-15]。此外，还含有部分游离脂

肪酸，包括肉豆蔻酸、棕榈酸、壬二酸、硬脂酸、

油酸、亚油酸等，不同产地的薏苡仁在脂肪酸及酯

类的组成和含量上会存在一定差别，这往往也与薏

苡仁品质相关[11]。见表 1。 
表 1  甘油三酯类成分 
Table 1  Triglycerides 

成分 分子式 相对分子质量 文献 
三亚油酸甘油酯 C57H98O6 878.7 8 
二亚油酸油酸甘油酯 C57H100O6 880.8 8 
棕榈酸二亚油酸甘油酯 C55H98O6 854.7 8 
亚油酸二油酸甘油酯 C57H102O6 882.8 8 
棕榈酸亚油酸油酸甘油酯 C55H100O6 856.8 8 
三油酸甘油酯 C57H104O6 884.8 8 
棕榈酸二油酸甘油酯 C55H102O6 858.8 8 
二棕榈酸亚油酸甘油酯 C53H98O6 830.7 8 
油酸亚油酸硬脂酸甘油酯 C57H104O6 884.8 8 
棕榈酸亚油酸硬脂酸甘油酯 C55H102O6 858.8 8 
二棕榈酸油酸甘油酯 C53H100O6 832.8 8 
二油酸硬脂酸甘油酯 C57H106O6 886.8 8 
棕榈酸棕榈油酸油酸甘油酯 C53H96O6 828.8 11 
二亚油酸肉豆蔻酸甘油酯 C53H94O6 826.7 11 
棕榈酸油酸硬脂酸甘油酯 C57H104O6 860.8 11 
二亚油酸棕榈油酸甘油酯 C55H96O6 852.8 11 
二亚油酸亚麻酸甘油酯 C57H96O6 876.8 11 
棕榈酸亚油酸十九碳烯酸甘油酯 C56H102O6 870.8 11 
十九碳烯酸二油酸甘油酯 C58H108O6 900.8 11 
十九碳酸二油酸甘油酯 C58H106O6 898.8 11 
油酸亚油酸十九碳烯酸甘油酯 C58H102O6 896.8 11 
二亚油酸十九碳烯酸甘油酯 C58H102O6 894.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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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蛋白质和氨基酸 
薏苡仁蛋白质含量高于其他禾本科植物，大约

含 20%，且蛋白品质优良。根据溶解性分类，薏苡

仁蛋白中醇溶性蛋白和谷蛋白含量高，占 80%，还

有清蛋白和球蛋白[16-17]。有研究发现谷蛋白、醇溶

蛋白水解后的产生的多肽有降压效果，能够体外抑

制血管紧张素活性[17-18]。氨基酸总含量约有 20%，

共 18 种，其中 9 种为必需或半必需氨基酸，约占

6%，各必需氨基酸间的比例非常接近人体需要，还

有部分功能性氨基酸[2]，营养价值较高。此外，罗

继[19]从薏苡仁中分离出有抗植物真菌活性的抗菌

蛋白，为植物真菌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对相

关抗菌药物的研发也有重要意义。 
1.4  多酚类物质 

薏苡仁总多酚包括结合型和游离型，有清除自由

基、抗癌、增强免疫、降血压血糖、抗炎镇痛功能，

抗氧化能力与游离型多酚含量有关，结合型多酚更多

与肠道健康相关，通常在结肠经过菌群发酵后释放并

发挥作用[20]。游离型多酚已鉴定出对羟基苯甲酸（1）、
香草酸（2）、丁香酸（3）、阿魏酸（4）、对香豆酸

（5）、咖啡酸（6）、芥子酸（7）、香兰素酸（10）、

2-羟基苯乙酸（11）、薏苡醇（12）[21]、4-酮松醇酯（13）、
丁香树脂醇（14）、儿茶酸（15）[22]，结构式见图 1。
其中 3 种最主要的酚酸对肠道菌群具有调节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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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酚类化合物 
Fig. 1  Polyphenols 

1.5  甾醇 
薏苡仁含有多种甾醇类物质，目前分离的得到有

α-谷甾醇（16）、β-谷甾醇（17）、γ-谷甾醇（18）、

菜油甾醇（19）、麦角甾醇（20）、胆甾醇（21）、

钝叶大戟甾醇、阿魏酰豆甾醇、阿魏酰菜子甾醇、芸

苔甾醇（22）、豆甾醇（23）等，结构式见图 2。其

中部分甾醇有促进排卵的活性，能够治疗顽固性无排

卵症患者[4, 24]。 
1.6  黄酮类化合物 

目前在薏苡仁麸皮中发现了15种黄酮类化合物，

薏苡仁中单体黄酮研究较少，已鉴定出的黄酮类成分

有槲皮素（24）、山柰酚（27）、芦丁（28）[25]，结

构式见图 3。薏苡仁总黄酮能有效清除 DPPH 自由

基，能保护线粒体免受自由基损伤，清除能力与浓

度呈正相关[26-28]。 
1.7  内酰胺类化合物 

内酰胺类物质极性较小，在提取薏苡仁油时会一

起溶出。最早在薏苡仁根中提取出来，且薏苡仁根、

薏苡仁叶中的含量远高于种仁，有镇痛抗炎的活性，

还能够抗癌、镇静、降温[6,29]。薏苡仁内酰胺又称薏

苡仁内酯、薏苡仁素，目前已鉴定出薏苡仁螺内酰胺

A（33），薏苡仁螺内酰胺 B（34），薏苡仁螺内酰

胺 C（35），薏苡仁内酰胺（36），结构式见图 4。 
1.8  三萜类化合物 

三萜类化合物具有抗癌，抗病毒，降血糖、血

脂、血压的作用[30]。目前从薏苡仁中分离出来 2 种

类型的三萜化合物，分别为无羁萜（37）和白茅素

（38）[31]，结构式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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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甾醇类化合物 
Fig. 2  Ste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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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酮类化合物 
Fig. 3  Flavono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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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内酰胺类化合物 
Fig. 5  Lact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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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三萜类化合物 
Fig. 5  Triterp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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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其他 
薏苡仁成分复杂，现已确定其中 70 多种化

合物结构式，还有生物碱（39）[29]、茚类化合

物（40）、嘌呤类化合物（41、42）、薏苡醇

（43）、苯并噁嗪（44）、木脂素类化合物（45），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膳食纤维等 [24]，结

构式见图 6。薏苡仁其他部分如种壳、麸皮、

根中也发现有药理活性成分，且部分成分含量

高于薏苡仁种仁，对于疾病治疗、扩大药物资

源有重要意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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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其他化合物 

Fig. 6 Other compounds  

1.10  炮制方法与成分变化 
薏苡仁的炮制方法有清炒、麸炒、砂炒、土炒、

盐炒、糯米炒、姜汁拌炒和法薏苡仁[32-34]，近年来有

学者提出薏苡仁发酵后在总脂质和总氨基酸含量不

变的情况下游离脂肪酸和氨基酸含量增加，对于调节

代谢、降压有帮助，并且可降低 2-戊基呋喃的用量，

提高薏苡仁的安全性[35]；薏苡仁发芽后游离酚酸含量

增加，抗氧化活性也显著提高[36]，其提取物可抑制人

结肠癌细胞增殖，诱导宫颈癌细胞凋亡[37]。《中国药

典》中只收录了麸炒方法[1]，除清炒和麸炒外其他方

法研究较少。经炮制后薏苡仁寒凉之性减弱，能增强

其利水、健脾、止泻的功效[33]，也更适合身体虚弱的

病人服用。现代研究显示炮制后薏苡仁中甘油三酯类

成分含量会增加；炒焦则会产生 5-羟甲基糠醛和糠

醛，麸炒后产生的尤其多；糠醛用作食品香料，5-羟
甲基糠醛有健脾作用和毒副作用，对于内脏和人体横

纹肌有损害，具有一定刺激性，但同时也有研究显示

5-羟甲基糠醛无法给人体造成严重损害[38]，而且也确

实具有抗心肌缺血、抗氧化、Ca2+拮抗等活性[39]，因

此也有研究建议将其作为中药新成分研究。见表 2。 
2  药理作用 
2.1  现代药理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薏苡仁研究的逐渐

深入，薏苡仁抗肿瘤、镇痛抗炎、调节糖脂代谢、

增强免疫、降血压、抗氧化、抗衰老、美白等药理

活性的报道相继出现，目前临床研究主要聚焦于抗

癌方面，其中多种成分能通过不同通路发挥治疗作

用，对于多种癌症有治疗意义（图 7）。 

表 2  炮制后成分变化 
Table 2  Composition changes after processing 

炮制方法 成分变化 
清炒法 炒后抗肿瘤活性成分甘油三酯类含量会增加，其中土炒品＞清炒品＞麸炒品＞生品；而游离脂 

肪酸和脂肪油含量降低，生品＞麸炒品＞清炒品[40]。炒后会产生 5-羟甲基糠醛和糠醛：麸炒 
品＞清炒品＞生品[38] 

麸炒法 
土炒法 
法薏苡仁 炮制后甘油三酯含量增加，有研究认为法薏苡仁中甘油三酯含量高于所有炒品[34] 
发酵 总脂质和总氨基酸含量不变，游离脂肪酸如油酸、亚油酸、棕榈酸和硬脂酸和游离氨基酸含量 

增加[35] 
发芽 游离酚酸如香兰素酸、对香豆酸、咖啡酸和原儿茶酸含量显著增加[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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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主要成分及其药理作用 

Fig. 7  Main ingredients and thei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2.1.1  抗癌  早在 1957 年日本学者发现薏苡仁提取

液有抑制癌症效果[41]。现代药理研究发现主要药效物

质存在薏苡仁油中，此外薏苡仁多糖、多酚也有也有

辅助治疗作用；以薏苡仁油为原料研制出抗癌新药康

莱特注射液，临床中常协同其他抗癌药物治疗癌症。

网络药理学研究显示，从康莱特注射液的筛选出 3 种

主要活性成分：甘油三酯、薏苡仁素、薏苡仁酯，3
种成分的潜在抗癌靶点有 25 个，通过不同通路对于

22 种癌症有治疗作用，经 KEGG 分析后筛选出 7 条

通路与抗癌作用密切相关，主要与细胞增殖调控、蛋

白激酶 B、环氧合酶途径等过程有关，可促进 TNF-α
分泌、抑制 COX-2 的表达以及调节转录因子 FOX3a
活性等[42]。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薏苡仁可通过不同治

疗通路对多种癌症发挥治疗作用，对抗癌症晚期并发

症恶液质，缓解患者疼痛和肌肉、脂肪丢失等症状，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现将近年来各项研究中薏苡仁对

于肿瘤的治疗机制进行汇总（表 3）。 
表 3  薏苡仁治疗癌症的主要通路以及起效成分 

Table 3  Main pathway and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Coicis Semen in treatment of cancer 

药理作用 对应疾病 作用通路 起效成分 

抑制肿瘤微血管生成 宫颈癌 抑制血管内皮因子分泌和其受体活性[43] 豆甾醇、β-谷甾醇 

诱导癌细胞凋亡 非小细胞肺癌 激活内源性线粒体凋亡途径，活化凋亡蛋白 Caspase-6 和 

Caspase-9，促使细胞凋亡[44] 

薏苡仁多糖 

 胰腺癌 下调了BCL-2 蛋白的表达，增加了Fas 基因的表达，促使细胞 

凋亡[45]；激活PTEN 抑癌基因，调控PI3K/AKT 通路[46] 

甘油三酯、薏苡仁 

酯、薏苡仁素 

 早幼粒白血病细 

胞株 HL-60 

出现凋亡小体，活化凋亡蛋白 Caspase-3，诱导线粒体凋亡 

从而致使细胞凋亡[47] 

薏苡仁酯 

抑制癌细胞转移 非小细胞肺癌 下调 S100 钙结合蛋白 A4 表达[48]；抑制 MMPs 酶系活性， 

同时增强 TIMPs 活性[49]；抑制增殖蛋白、侵袭蛋白、基 

质蛋白和 JAK2/STAT3 信号通路表达[50] 

多糖；甘油三酯，薏 

苡仁酯，薏苡仁 

素；甘油三酯，薏 

苡仁酯，薏苡仁素 

和厄洛替尼 

 喉癌细胞株 

Hep-2 

抑制侵袭、转移因子的表达[51] 甘油三酯，薏苡仁 

酯，薏苡仁素 

抑制癌细胞增殖 子宫肌瘤 降低了血管内皮因子的表达，抑制女性性激素分泌[52]；抑 

制性激素己烯雌酚/甲羟孕酮 17 醋酸酯诱导的子宫肌层 

增生[52] 

豆甾醇，β-谷甾醇 

 胃癌细胞株 

SCG-7901 

抑制 Bcl-2 基因表达，使癌细胞阻滞在 G1 周期[53] 甘油三酯，薏苡仁 

酯，薏苡仁素 

 非小细胞肺癌 

A549 

抑制细胞周期素 A 表达，在细胞周期 G1/S 转变时阻滞癌细 

胞增殖[54] 

薏苡仁醇提物 

抗恶液质 Lewis 肺癌 

C57BL/6 

调节 NF-κB-MuRF1 和 AMPK-HSL 通路，抑制炎性因子和 

磷酸化 HSL 升高，从而避免脂肪和肌肉流失[55] 

薏苡仁油提取物 

多通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调节糖脂代谢 
 
激动过氧化氢酶受体，调节糖脂代谢 
 
 
 
调节肠道菌群 

增强免疫细胞活性；调节糖代谢，降血糖 

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活性，降血糖 

调节肠道菌群；抗氧化，下调促炎介质的表达 

促进排卵，抑制子宫肌瘤生长 

抗氧化，清除自由基 

镇痛抗炎 

抗病毒，降血压 

薏苡仁 

脂肪油 

酯类 

脂肪酸 

多糖 

淀粉 

非淀粉多糖 

蛋白质 

多酚 

甾醇 

黄酮 

内酰胺 

三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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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调节脂代谢  张建民等[56]发现薏苡仁提取物

可改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大鼠的游离脂肪酸代谢，通

过提高血液中脂联素含量经过脂联素-单磷酸腺苷活

化的蛋白激酶-乙酰辅酶A羧化酶-丙二酰辅酶A-游离

脂肪酸脂质代谢通路一系列反应，降低血液中游离脂

肪酸含量，游离脂肪酸是胰岛素抵抗的重要节点，而

胰岛素抵抗往往是糖脂代谢紊乱的标志之一。有研究

表明薏苡仁可激活过氧化物酶受体，调控大鼠神经分

泌发挥降低血脂效果，还可影响胰岛素抵抗，从多种

机制改善患者症状[57]。Kim 等[58]给肥胖大鼠灌胃薏苡

仁水提物，发现实验组的瘦素水平、体脂含量、体重

增加均低于对照组，神经肽 Y 和瘦素受体的表达也有

所降低，薏苡仁水提物可通过调节下丘脑中神经肽 Y
和瘦素受体的表达来控制能量平衡。Wang 等[59]给高

胆固醇症大鼠灌胃薏苡仁多酚提取物，薏苡仁中多酚

类物质能够降低高胆固醇大鼠血液中胆固醇水平和

氧化应激指标，抑制过氧化物生成，对心血管健康有

保护作用。 
2.1.3  调节糖代谢  薏苡仁多糖 A、B、C 是薏苡

仁中主要的降糖活性成分，效果与浓度成正相关，

其中薏苡仁多糖 A 作用更为明显[60]。Chen 等[10]

从薏苡仁中分离出一种水溶性多糖 PAS，给 2 型糖

尿病小鼠 ig治疗后发现小鼠体内胰岛素含量升高，

高血糖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和脂肪堆积现象也有

改善，可有效减缓糖尿病进展。徐梓辉等[61]建立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虽然 2 型糖尿病胰岛素受体结

合率没有降低，但胰岛素受体结合最大容量下降，

大鼠服用薏苡仁多糖后糖尿病症状有所改善，但胰

岛素受体结合率与结合容量没有变化，肝葡萄糖激

酶活性较服药前升高，因此推测薏苡仁多糖治疗 2
型糖尿病与增强肝葡萄激酶活性，改善糖脂代谢异

常有关。薏苡仁多糖对于脂质过氧化引起的糖尿

病大鼠也有治疗意义，使糖尿病大鼠体内 SOD
含量及活性升高，血清中自由基下降，可以对抗

糖代谢异常引起的自由基升高对机体造成的伤

害 [62]。方向毅[63]发现服用薏苡仁多糖的糖尿病患

者空腹血糖指数、餐后 2 h 血糖指数均低于仅服用

二甲双胍的患者，且血糖波动幅度更小，各指数均

有改善。薏苡仁多糖可保护胰岛 β 细胞，对各种类

型的糖尿病均有治疗作用，在临床治疗糖尿病上值

得进一步研究。 
2.1.4  调节免疫  苗明三[64]发现环磷酰胺造成的

免疫低下小鼠模型经薏苡仁多糖注射治疗后，免疫

细胞活性增强，溶血素和溶血空斑形成均有提升，

表明薏苡仁多糖有免疫兴奋作用，促进淋巴细胞转

化。叶敏[65]使用薏苡仁水提液治疗免疫环磷酰胺引

起的免疫低下小鼠，能明显增强巨噬细胞活性和数

量，促进 T 淋巴细胞酯酶阳性百分率。黄挺等[66]

认为康莱特注射液能促进 NK 细胞活性及增殖的机

制可能与 PI3K/AKT 通路有关，并且不影响正常小

鼠免疫功能，但可在细胞层面上增强小鼠免疫机能，

促进小鼠抗体生成能力[67]。 
2.1.5  调节肠道菌群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

的紊乱与许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存在联系，疾病发生

前后肠道菌群相应的变化都揭示了肠道菌群在调节

人体健康稳态中的作用，肠道菌群紊乱易引起多种

疾病比如代谢疾病、肠道疾病、神经精神类疾病、

风湿免疫病等[68]。包辰[69]研究发现薏苡仁中的抗性

淀粉可促进小鼠肠道中有益菌群如双歧杆菌的增

殖，在胃肠道环境中保护益生菌使其免于失活，抑

制致病菌或潜在致病菌增长；其中益生元效果最好

的为薏苡仁抗性淀粉 MP-SAS3，能够促进 SD 大鼠

肠蠕动，加快肠道上皮细胞代谢，增加肠道绒毛长

度、黏膜厚度和肌层厚度，对大鼠肠道生长代谢有

积极作用。Wang 等[70]发现高胆固醇饮食大鼠在饮

食中添加薏苡仁多酚提取物后，大鼠肠道中有益菌

群丰度相对增加，而与脂质失衡有关的菌群丰度降

低，同时大鼠血液中胆固醇含量也在降低，表明薏

苡仁多酚可通过调整相关菌群丰度来调节血脂水

平。Liu 等[71]发现薏苡仁影响的微生物其代谢途径

与甘油脂代谢、不饱和脂肪酸生物合成、硫还原和

谷胱甘肽转运系统有关，这些途径与许多慢性疾病

的发展和进程相关，对维持人体健康有重要意义。

薏苡仁多糖治疗糖尿病的作用很可能与改善肠道菌

群失衡有关，经薏苡仁多糖治疗后的糖尿病小鼠肠

道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乳酸杆

菌及发酵乳杆菌丰度明显增加，这些可能与多糖代

谢有关[10]（图 8）。 
2.1.6  降血压  天然蛋白质水解后可释放具有多种

功能的生物肽，已有研究表明水解活性寡肽具有降

血压作用。因此李玲玲等[17]模拟胃肠环境对薏苡仁

醇溶性蛋白进行水解，将产生的生物肽灌胃给高血

压小鼠，结果显示小鼠血压有显著降低，降压效果

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实现，体外也有同样效

果。Qiao 等[72]进一步研究确定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是

薏苡仁寡肽抗高血压的主要靶点，从 10 种醇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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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肠道菌群代谢物参与体内生命活动 
Fig. 8  Intestinal flora metabolites participating in life activities in body 

白序列构建的寡肽库中最终筛选出 19 种具有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活性的寡肽。 
2.1.7  镇痛抗炎  研究表明薏苡仁对于炎症疾病的

治疗以及疼痛的缓解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抗炎

作用可能与薏苡仁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炎性渗出以

及干预 IKK/NF-κB 信号通路，降低多种炎症因子分

泌水平[73-74]。 
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但大量研究

结果显示其与炎症密切相关，而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状态可能会引起或加重疾病进程，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肥胖易使机体处于慢性炎症状态，还会降低

肿瘤因子-α 拮抗剂的作用效果，也是风湿性关节炎的

诱因之一，薏苡仁能够通过调节能量代谢改善患者

肥胖，这也可能是薏苡仁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机制

之一[75]。Zhang 等[76]发现薏苡仁提取物可降低弗氏佐

剂诱导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促炎因子水平，并增加

抗氧化物活性；促炎因子在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发展

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并且是导致软骨损伤主要因

子，COX-2 是促炎因子生成和软骨破坏的重要酶，经

治疗后大鼠体内 COX-2 的 mRNA 明显降低；另外类

风湿关节炎大鼠体内抗氧化酶活性降低，而薏苡仁具

有抗氧化作用，因此薏苡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是通过

抑制促炎性因子、抗氧化多方面实现的。全生苍[77]

使用薏苡仁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对照组患者使

用西药基础治疗，结果表明治疗组症状改善显著优于

对照组，能减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关节疼痛，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 
2.1.8  抑制黑色素生成  Amen 等[78]从薏苡仁乙醇

提取物中分离了 10 种成分，使用 B16-F10 黑色素

瘤细胞株对分离的化合物和乙醇提取物进行黑色素

抑制实验，其中薏苡仁醇和 2-O-β-吡喃葡萄糖基-7-
甲氧基-2H-1,4-苯并噁嗪-3(4H)-酮表现出较强抑制

黑色素生成作用，其他成分表现出弱至中等活性；

所有化学成分均无细胞毒作用，不影响黑色素细胞

活性。Huang 等[79]研究发现薏苡仁提取物通过降低

小鼠地中海贫血相关转录因子、酪氨酸酶、酪氨酸

酶相关蛋白-1和酪氨酸酶相关蛋白-2的表达以及抗

氧化抑制 B16-F10 黑色素瘤细胞黑色素生成。因此

可以看出薏苡仁具有开发美白产品的潜力，至于其

作用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证明。 
2.1.9  其他药理作用  除上述药理作用外，还有研

究显示薏苡仁多糖能够增强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

化氢酶及谷胱甘肽活力，清除体内过氧化脂质，对

抗糖代谢衰老[80]。Chen 等[81]发现薏苡仁油可以显

著延长秀丽线虫寿命 22.79%，主要通过 DAF-16 转

录因子及其下游靶基因的调控，DAF-16 是哺乳动

物 FoxO 转录因子的同系物，在整合不同的信号以

调节衰老和寿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也为薏苡仁

治疗人类老年相关疾病提供了依据。以及调节内分

泌，抑制大鼠睾丸间质细胞中睾酮的产生[82]和抑制

流感病毒复制[83]等活性。 
2.2  中药药理作用 

薏苡仁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作为益寿延年的

上品药出现，书中记载其“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

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84]。后世医家用作利

水药，主要有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解毒

散结的功效（图 9）。由于其性味较为平和，食药两

用还具有一定扶正能力，在许多复方中都有所应用。 

薏苡仁发酵物 

代谢产物 调节 

发酵 
肠道菌群 

薏苡仁 

...... 

脂代谢 

谷胱甘肽转运 

不饱和脂肪酸合成 

硫还原 

糖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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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薏苡仁中化学成分、药理活性、中药药效和疾病间的关系 
Fig. 9  Relationship among components of Coicis Seme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disease  

2.2.1  利湿健脾  中医理论中脾主运化，升清降浊，

化生气血。气血足则食物运化规律，水液输布正常；

而脾虚导致运化失常胃肠功能因此受到影响，同时

水液也易驻留于体内[81]。同时现代研究发现脾虚患

者存在胃肠动力不足及转运功能障碍的现象，这些

功能失调与胃肠运动及激素分泌关系密切[85]。 
庞张祥[86]将 90 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

组、水煎液组、薏苡仁多糖组、薏苡仁蛋白组、薏

苡仁脂肪组，除空白组饲以普通饲料，其余组大鼠

每天喂食高脂低蛋白饲料并游泳到力竭以建立脾虚

水湿不化模型，造模成功后连续给药 14 d，观察各

组用药后体重、自主活动及胃肠活动变化；结果显

示与模型组相比各治疗组大鼠体质量变化无统计学

意义，自主活动评分、胃肠排空率、小肠推进率及

相关激素水平都有所降低；其中脂肪油组及多糖组

对于胃肠功能的改变最为显著，是健脾的主要药效

成分。Han 等[87]将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

煎剂组、蛋白质组、多糖组、脂肪油组和淀粉组，

除对照组外，其他组使用高脂饮食和力竭游泳建立

脾虚水湿大鼠模型，造模成功后给药 2 周观察各组

尿量和饮水量，结果显示模型组尿量最低，各治疗

组相比于模型组都有升高，水负荷指数也有明显降

低，其中蛋白组改善最为明显；脾虚水湿证大鼠体

内与水转运相关的基因表达异常，治疗后会有相应

改善，其中多糖组和蛋白质组的差异 mRNA 负载量

接近，表明多糖和蛋白质在相关基因表达正常化中

起主要作用。 
2.2.2  舒筋除痹  痹症最常见及最主要的致病因素

为素体虚弱和外邪入侵，先天不足则无力抵抗外邪

侵扰，后天亏虚又难以滋养先天；风寒湿为痹症发

生的主要外邪，湿邪是痹证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

但主要病机仍在于先天不足，因此痹证治疗以扶

正祛湿为主[85, 88-89]。薏苡仁健脾利湿，脾胃为后天之

本，脾胃运化正常方可濡养四肢筋脉，弥补先天不足，

并促进体内湿浊排出。现代医学认为古代医书所指的

痹症为类风湿性关节炎[90]，薏苡仁通过抑制促炎因子

生成、抗氧化等途径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76]。 
2.2.3  清热排脓  湿热蕴于脏腑，邪无出路，肉

腐成脓。薏苡仁能清肺热，利胃肠之湿，常配伍

其他中药治疗内痈，薏苡败酱附子散、苇茎汤分

别是治疗肠痈、肺痈的常用药方[86]。综合各种内

痈的病机，湿热和气血不畅是主要的发病原因，薏

苡仁性凉，利水渗湿可除湿热；健脾以扶正气，促

使气血通畅[91-92]。根据目前研究来看，内痈是多种

原因引起的炎症，而且发生的范围较广[93-94]。因此

薏苡仁配伍治疗可能在于其抗炎镇痛作用。 
2.2.4  解毒散结   在现代医学里该功能与抗肿

瘤、治疗息肉、扁平疣相关。息肉性疾病常常和

痰湿淤血相关，薏苡仁利湿消肿，适宜用以治疗

息肉[86]。Byun 等[95]曾使用当归丸散和薏苡仁片

治疗扁平疣患者，该患者对常规疗法产生了耐药

性，使用当归丸散和薏苡仁片治疗后症状逐渐消

失，4 个月后痊愈。 
3  药膳 

薏苡仁除了在治疗癌症、调节代谢抗炎镇痛等

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外，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中

淀粉 

多糖 

脂肪酸及酯类 

蛋白质 

多酚 

黄酮 

内酰胺 

甾醇 

抗癌 

抗氧化 

增强免疫 

调节糖脂代谢 

调节肠道菌群 

降压 

镇痛抗炎 

利湿健脾 

清热排脓 

舒筋除痹 

解毒散结 

胃肠动力不足 

类风湿性关节炎 

内痈 

癌症 

代谢性疾病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1 卷 第 21 期 2020 年 11 月 • 5654 • 

药，常常被应用于食疗。陈红洁[96]使用中药药膳薏

苡仁粳米粥辅助治疗湿热痹阻型风湿性关节炎，结

果显示治疗组各项指标和关节炎症状相比于对照组

有明显改善和减轻。王倩[97]使用薏苡仁红豆汤治疗

高脂血症小鼠，发现低剂量的薏苡仁红豆汤在降低

血脂、胆固醇方面疗效较好，还对内脏、血管有保

护作用，但剂量升高会上调炎性因子水平。 
另外，近年来也有许多以薏苡仁为主要原料

的保健食品出现，如薏苡仁饼干、薏苡仁豆腐、

薏苡仁多糖奶片、薏苡仁红豆复合饮料、薏苡仁

桃酥等[98]，由于薏苡仁营养价值高、GI 值低，还

有保健功能且价廉易得，适合添加在保健食品中，

出于健康考虑，薏苡仁也可作为替代物替换部分高

热量主要原料。 
4  结语 

薏苡仁的药用范围广，保健效果好，在多种疑

难疾病治疗中均显示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药食同

源的一味中药，在食品医疗行业得以广泛应用。薏

苡仁成分复杂，有些成分结构目前尚未研究明确，

药理方面研究聚焦于甘油三酯类成分的抗癌作用，

其它药理作用如改善骨骼疏松、抗衰等方面的研究

内容相对较少。除了药用的种仁外，薏苡仁其他部

分包括麸皮、种壳、根、叶等部位都有药效成分存

在，且种类和含量并不少于种仁中的含量，这些部

位是否能够作为药用部位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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