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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椹的研究与开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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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桑椹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其在医药和食品工业中的开发利用等进行了综述。 桑椹含有丰
富的糖类、有机酸、脂类、维生素、鞣质、矢车菊素、矿物质等成分 ,具有调节免疫、促进造血细胞生长、抗诱变、降血

糖、降血脂、护肝等药理作用 ,在医药和食品工业中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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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椹为桑科落叶乔木桑树 Morus alba L.的成熟果穗 ,

味甘性寒 ,归心、肝、肾经 ,具有滋阴补血 、生津止渴、润肠通

便等功效 ,主要用于阴亏血虚之眩晕、耳鸣、失眠、须发早白、

肠燥便秘、津伤口渴或消渴等证。桑椹营养丰富 ,含有人体所

需的 16种氨基酸、 7种维生素 ,其中尤以 Vit C的含量更为

丰富 ,还原糖和蔗糖含量也很高 ,还含有锌、锰、钙、铁等营养

元素 ,具有酸甜可口、药性平和、毒性低等特点。近年来 ,人们

对桑椹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较深

入的研究 ,桑椹在医药和食品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现

将这些方面的进展作一综述。

1　化学成分

　　鲜桑椹中含有大量的水分 ( 80% ～ 85% ) ,此外还含转化

糖 ( 9. 19% )、 游离酸 ( 1. 86% )、 Vit B1 ( 0. 053% )、 Vit B2

( 0. 02% )、 Vit C ( 1. 02% )、 粗 纤 维 ( 0. 91% )、 蛋 白 质

( 0. 36% )、胡萝卜素、芦丁、杨梅酮、桑色素、芸香苷、鞣质、花

青素 (主要为矢车菊素 )、挥发油、磷脂、矿物质等成分 [1]。 主

要的挥发油为桉叶素和香叶醇 [2] ,主要的磷脂有磷脂酰胆

碱、溶血磷脂酰胆碱和磷脂酰乙醇胺 [3 ]。 种子中主要含脂类

和多种氨基酸 ,脂类中主要的脂肪酸有亚油酸 ( 79. 37% )、棕

榈酸 ( 8. 57% )、油酸 ( 7. 45% )、硬脂酸 ( 3. 96% )、亚麻酸

( 0. 61% )、肉豆蔻酸、棕榈油酸等 [4]。干桑椹中维生素和花青

素含量显著下降。

2　药理作用

2. 1　增强免疫: 100%桑椹水煎液对正常小鼠胸腺重量及血

清碳粒廓清速率无明显影响 ,可增加脾脏重量 ,显著增加氢

化可的松诱导免疫功能低下小鼠的体重 、脾脏和胸腺重量及

血清碳粒廓清速率 ,还可增加血清溶血素水平 [5]。

桑椹水煎液可以提高小鼠巨噬细胞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

并能防止地塞米松对白细胞和吞噬细胞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的抑制 [2 ]。 桑椹水煎液还可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和 T细胞介

导的免疫功能。

新鲜桑果汁也可以显著增强氢化可的松所致免疫低下

小鼠的免疫功能 ,使之恢复正常 [6]。

2. 2　促进造血细胞生长: 麻柔 [7]等以体内扩散盒方法测试

了桑椹对粒系祖细胞 ( CFU-D)的作用。 结果表明 ,桑椹能使

C FU-D产率明显增加 ,对粒系祖细胞的生长有促进作用。由

桑椹等中药组成的补肾活血方剂对 CFU-GM(粒单系组细

胞 )、 CFU-E(红系组细胞 )等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8]。

褚伟 [9]等发现桑椹水煎液可使注射乙酰苯肼后小鼠下

降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在 5 d内恢复正常 ,同时改善小鼠的

血虚状态 ,说明桑椹可促进造血功能的恢复。

孙伟正 [10]等采用造血细胞培养和流式细胞仪技术研究

了以桑椹为主药的补髓生血胶囊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理

论依据 ,发现该品具有恢复造血干 /祖细胞膜 IL-3, IL-6, IL-

11受体的作用 ,表明以桑椹为主药的补髓生血胶囊是通过

患者体内调控因子使造血干细胞膜受体改变而起治疗作用。

2. 3　抗诱变: 姜声扬等 [11]用小鼠骨髓细胞微核和染色体畸

变试验方法 ,观察了新鲜桑椹汁对 CY诱发小鼠骨髓嗜多染

红细胞微核和染色体畸变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新鲜桑椹汁

具有明显的抑制 CY诱发骨髓细胞微核率和染色体畸变率

升高的作用 ,且有明显的剂量 -反应关系 ,表明新鲜桑椹汁对

一些外来诱变剂的诱变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的预防效果。 郭

伟 [12]等用 Ames试验、小鼠骨髓微核试验、 SOS显色反应等

方法进行了桑椹水溶性提取液的诱变与抗诱变研究。发现桑

椹水溶性提取液没有诱变性 ,而且具有明显的抗诱变作用。

2. 4　抗衰老: 张晓云 [6 ]等研究了桑椹果汁延缓衰老的作用。

发现桑果汁能显著提高大鼠红细胞和肝脏中丙二醛 ( M DA)

含量 ,说明桑果汁能有效地清除氧自由基及抗脂质过氧化。

这一功能可能与桑果汁含丰富的天然抗氧化成分 Vit C、胡

萝卜素、类黄酮等有关。

2. 5　降血糖: 胡觉民 [13]等利用桑椹等药食两用中药材研制

了“降糖颐寿饮” ,动物试验表明该保健饮品能对抗四氧嘧啶

和肾上腺素引起的高血糖。

2. 6　降血脂: 黄国伟等 [14, 15 ]根据营养学知识及有关衰老学

说 ,研制了以桑椹 、茯苓、山药等为原料同时强化锌的“降脂

延衰液”。通过高脂模型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表明 ,该口服液

具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

氧化脂质、动脉硬化指数及升高血清锌的作用 ,并可能有增

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红细胞中 SOD活性的效应 ,

具有预防动脉硬化和血管老化及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

“降糖颐寿饮”能降低异常的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

脂蛋白 ,而使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升高 [13]。

2. 7　护肝: 徐燕萍 [16]等发现桑椹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表面

抗原的作用。 赵学军 [17]等用桑椹、虎杖、绞股蓝等中药研制

成五味肝泰冲剂 ,大鼠皮下注射 4 g /( kg· d) ,连续 6 d,能使

由 CCl4引起的谷丙转氨酶 ( ALT )由 ( 161± 63) u降至 ( 53±

16) u,其组织病理学有明显改善 ,但不影响血清蛋白 ,上述

指标与乙肝宁冲剂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吴多文 [18]等发现由

桑椹、枸杞等组成的强化剂对肝脏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郭

建生 [19 ]等通过细胞病变抑制法 ,发现由桑椹等药组成的摄

生肝泰胶囊对实验大鼠和小鼠均有诱生干扰素的作用。

2. 8　其它: 有报道认为桑椹中的有效成分 1-脱氧野尻霉素

( 1-deoxyno jirim ycin, DN J)具有抗 AIDS的作用 ,桑椹水煎

液能降低红细胞膜的 Na+ -K+ -ATP酶的活性 [20]。

3　临床应用

　　自古以来桑椹就是中医临床中常用的中药材 ,在我国的

许多古典医药著作中都有记载: 《新修本草》有“单食 ,主消

渴”; 《本草纲目》谓“捣汁饮 ,解酒中毒 ;酿酒服 ,利水气 ,消

肿”。桑椹已被我国药典收载。已有文献 [20]总结了桑椹的临

床应用 ,它可用于慢性肝炎、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再生障

碍性贫血、胃肠道疾病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结

肠炎等 )、老年便秘和睡眠障碍、血虚所致的头晕耳鸣、脑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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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后遗症、眼疾等。 其中对胃肠道疾病、老年便秘和睡眠障

碍 ,单味桑椹即有明显效果 [21, 22]。

4　开发与利用

4. 1　医药工业:桑椹除了作为中药材被广泛使用外 ,还用于

桑椹膏、桑椹冲剂等中成药的生产。四川利用桑椹开发出保健

饮品桑椹口服液 ,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 ,用于肝肾阴虚导致的

消渴、头发早白、目暗耳呜、关节不利等证。

桑椹膏是传统的中成药之一 ,具有补肝肾、益精血的作

用 ,用于肝肾亏虚所致的身体消瘦、腰膝酸软、遗精盗汗、头

晕眼花、口渴咽干等证。 经方为用干桑椹水煎后浓缩加蜂蜜

熬制而成 ,我国中成药部颁标准的桑椹膏为用桑椹水煎液与

蔗糖糖浆熬制而成的棕褐色粘稠液体。 我们试用鲜桑椹榨

汁 ,低温真空浓缩成稠膏 ,再加入蜂蜜熬制 ,生产出的桑椹膏

能更好地保存维生素、花青素等有效成分 ,还具有颜色鲜艳、

酸甜可口等特点。 因此我们认为 ,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的新技

术和新工艺取代传统的膏类中成药的生产工艺 ,这样既有利

于节约能源 ,又能提高产品的质量。

4. 2　食品工业:桑椹是无污染果品 ,已经开发出桑果汁、桑

椹乳饮料、桑果酒、桑果酱、桑椹冰淇淋等食品 ,还从中提取

天然食用红色素作为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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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真菌中药动物实验的几点思考

关洪全
 

(辽宁中医学院 微生物学教研室 ,辽宁 沈阳　 110032)

中图分类号: R-332; R285.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1) 06 0571 03

　　近年某些深部 (内脏 )真菌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 ,但目前

用于临床的抗真菌抗生素和化学合成药物却较少 ,且多因毒

副作用较大等原因在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故从天然药物中寻

找高效低毒的抗真菌药物已引起国内外广大学者的重视 ,也

有人预计此项研究将成为 21世纪中医药研究的热点内容之

一。 回顾几十年来抗真菌中药的研究工作 ,虽取得了很大进

展 ,但在动物实验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

者就此谈及粗浅看法。

1　利用动物真菌病模型研究抗真菌中药

　　前一阶段抗真菌中药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试管内进行

的 ,虽已发现 300多种中药对某些真菌具有抗菌活性 [1] ,但

利用动物真菌病模型进一步证明其有效的极少 ,尤其是治疗

深部真菌病的中药研究更是如此。一种抗真菌新药的研制过

程 ,一般是先在试管内试验 ,对有苗头的药物再利用动物真

菌病模型进行研究 ,然后再进入临床试验。 因为在试管内试

验所取得的结果与其在人体内的疗效差别太大 ,而动物实验

所取得的结果与其在人体内疗效的差别则相对较小。在试管

内有效的中药进入机体内未必有效 ,相反某些在试管内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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