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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蠊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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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对美洲大蠊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显示其具有药用价值广、不良反应低及来源丰富的特点，在医药领

域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综述近 10 年来国内外对美洲大蠊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方面的研究概况，为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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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merican cockroach (Periplaneta americana) has gotten mor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t has wide medicinal value, low side effects, and rich resources, which should have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is article reviewed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P. americana over the past 20 yea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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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蠊 Periplaneta americana L. 俗称“蟑

螂”，主要遍布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我国广东、

海南等省较多。美洲大蠊因传播病菌和寄生虫被视

为害虫。然而，其顽强的生命力表明了其存在的药

用价值。蟑螂入药初见于《神农本草经》[1]，其味

咸，性寒，能破积聚，治疗瘀血、不孕等病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李树楠教授[2]为主的科研人员

致力于美洲大蠊的药用研究，将人工饲养的蟑螂乙

醇提取物内服或者外用，可用于治疗溃疡、癌症等。

大量研究表明，美洲大蠊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和广

泛的药理作用。本文通过整理国内外的研究报道，

对美洲大蠊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研究进展进行归

纳总结，为其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1.1  蛋白质、氨基酸、肽类 

动物药主要成分多为蛋白质与氨基酸，且量较

高。杨芳等[3]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对美洲大蠊氨

基酸种类及其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美洲大蠊中

氨基酸总量高达 43.17%，药效氨基酸的量占总氨基

酸的 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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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肽泛指存在于神经组织的一类量低、活性高的

特殊信息物质。1975 年，Brown 等[4]从美洲大蠊中

分离得到第 1 个具有肌刺激活性的内分泌神经肽原

肛肽，在此以后，从美洲大蠊体内分离纯化了大量

的神经肽，包括咽侧体抑制神经肽、焦激肽、脏腑

周激肽、FaRPs 肽等 50 多种。 
1.2  糖类 

近年来，多糖作为美洲大蠊主要活性成分之

一受到科研人员关注。王永益等[5]对美洲大蠊中

多糖的提取分离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碱

提取法和蛋白酶提取法能够获得量较高的多糖。

李晓庆等[6-7]分别采用盐提法和稀碱法对美洲大蠊

多糖的提取分离工艺进行优选，盐提法采用 3 因素

（盐浓度、浸提温度、提取时间）3 水平的正交试验，

稀碱法采用 3 因素（碱浓度、浸提温度、浸提时间）

3 水平的正交试验。结果显示，影响盐提法提取多

糖的主要因素为盐浓度且呈正相关；稀碱法提取多

糖量与碱浓度、浸提时间呈正相关，而与浸提温度

相关性较小。肖培云等[8]采用苯酚-硫酸法对不同养

殖基地的美洲大蠊进行了总糖的测定，结果表明，

不同基地的美洲大蠊总糖的量为 15.56～45.65 
mg/g，差异较大，这可能与药材养殖过程中饲料、

养殖周期以及产地加工等因素有关。 
1.3  脂肪酸 

近 10 年来，采用 GC-MS 对美洲大蠊化学成分

进行分析，发现含有较高量的脂肪酸及其酯。蒙松

年等[9]对美洲大蠊油脂性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鉴定

了其中 19 个化合物。脂肪酸量占 36.77%。其中，

不饱和脂肪酸为十八碳烯酸（13.86%）、十八碳二

烯酸（8.23%）；饱和脂肪酸为十六烷酸（10.13%）。

罗建荣等[10]测定了美洲大蠊脂溶性成分，结果表明

脂肪酸及脂肪酸酯总量占 26.62%。焦春香等[11]测定

美洲大蠊醇提水溶性组分中的化学成分，脂肪酸及

脂肪酸酯量为 5.88%。梅明等[12]对美洲大蠊油脂非

甲酯化提取物、美洲大蠊酸甲酯化提取物、美洲大

蠊碱甲酯化提取物，分别检测到 13、27、42 个化合

物，主要为烷烃类、脂肪酸以及脂肪酸酯类化合物，

其中脂肪酸酯类多数为 12 碳以上的化合物。余昕

等[13]对美洲大蠊的超临界 CO2（SFE-CO2）萃取物

进行分析，检测到了 50 种化学成分，多数为不饱和

脂肪酸和酯类，量为 76.33%。 
1.4  信息素 

信息素是同种个体间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它

们可使接收信号的个体产生生理或行为反应[14]。20
世纪 80 年代，Nishion 等[15-16]首次从美洲大蠊排泄

物中检测到信息素类成分，先后报道了 periplanone 
A、B、C、D 4 个成分。 
1.5  其他成分 

罗建荣等[10]采用 GC-MS 在美洲大蠊提取物中

检测到大环内酯类化合物。焦春香等[11]采用 GC-MS
在美洲大蠊中发现多元醇、有机酸、生物碱等类成

分，量依次为 38.5%、18.8%、6.55%。余昕等[13]采

用 GC-MS 在美洲大蠊中发现极少量的萜类成分。

Luo 等[17]在美洲大蠊醇提物中发现 7 个异香豆素类

化合物（1～7，图 1），并显示了一定的抗肿瘤活性。

尹卫平等[18]在美洲大蠊的抗菌活性成分中分离得

到了 2 个黄酮类化合物（8、9）和 1 个甾醇类化合

物（10，图 2）。 
2  生物活性 
2.1  抗肿瘤活性 
2.1.1  抗肝癌细胞活性  研究报道[19-21]美洲大蠊提

取物对肝癌细胞 SMMC-7721 和 Bel-7402 增殖具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2.1.2  抗呼吸系统癌细胞活性  胡艳芬等[22-23]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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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洲大蠊中异香豆素类化合物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isocoumarins in P.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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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洲大蠊中黄酮和甾醇类化合物结构 
Fig. 2  Chemical structures of flavonoids and sterol in P. americana 

美洲大蠊提取物对 3 株肺癌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结

果显示，其对肺癌细胞株 A549、NCI-H460、
NCI-H446 增殖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何正春等[24]

测定了美洲大蠊乙醇提取物经脱脂，聚酰胺色谱分

离后的组分对鼻咽癌、肺癌 A549、口腔上皮癌细胞

增殖抑制作用。结果表明，美洲大蠊乙醇提取物对

3 株肿瘤细胞增殖具有抑制作用。王晶[25]采用 MTT
法、流式细胞术、蛋白印迹法测定美洲大蠊提取物

对肺癌细胞 H125 的影响。结果表明，该提取物可

能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 H125 凋亡，从而达到抗肺

癌细胞作用。 
2.1.3  抗生殖系统癌细胞活性  何正春等[26]以顺

铂（DDP）为阳性药物，采用 MTT 法测定美洲大

蠊乙醇提取物的聚酰胺柱色谱分离后的组分对 3 株

癌细胞（宫颈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细胞）的细胞

毒性。结果表明，美洲大蠊乙醇提取物具有一定的

抗生殖系统癌细胞作用，且高活性部位效果接近阳

性药物 DDP 的 1/3。 
2.1.4  抗消化系统癌细胞活性  何正春等[26]以 DDP
为阳性药物，采用 MTT 法测定美洲大蠊乙醇提取物

的聚酰胺柱色谱分离后的组分对食管癌Eca109细胞、

胃癌 BGC823 细胞、结肠癌 LS174T 细胞的细胞毒活

性。结果表明，美洲大蠊提取物具有抗消化系统癌细

胞作用，其中高活性部位接近阳性药的 1/3。 
2.1.5  抗白血病细胞活性  何正春等[26]通过聚酰

胺柱色谱分离美洲大蠊提取物，采用 MTT 法测定

各分段提取物对 3 株白血病细胞（K562、HL60、
P388D1）的细胞毒活性。结果表明，分离的绝大部

分部位对白血病细胞增殖均有抑制活性，高活性部

位效果接近阳性药 DDP 的 1/3。 
2.2  抗肝纤维化 

李夸巧等[27]和张小雪等[28]报道美洲大蠊对肝

星状细胞株（HSC）的影响，结果表明，美洲大蠊

水、醇、酯提取物均有抑制 HSC 增殖的作用，并且

乙醇提取物作用最显著。 
2.3  抑菌活性 

王奎等[29]将美洲大蠊虫体用醋酸乙酯浸泡提

取，浓缩得到提取物，经过硅胶柱色谱，得到 7 个

化合物，分别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枯

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进行抑菌活性实

验，结果表明，从美洲大蠊醋酸乙酯提取物中分离

得到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外表现出了抑菌活性。李

远辉等报道[30]美洲大蠊醋酸乙酯提取物对铜绿假

单胞菌生长具有抑菌效果；美洲大蠊石油醚提取物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生

长均有抑制作用。李洪文等[31]报道美洲大蠊脱脂膏

对白色葡萄球菌生长具有一定抑菌效果，而脱色物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痢

疾志贺菌、甲型副伤寒沙门菌、乙型副伤寒沙门菌、

绿脓杆菌、枯草杆菌、变形杆菌、大肠杆菌

ATCC25922 的生长均具有一定抑菌作用。 
2.4  抗病毒活性 

生殖器疱疹是由单纯疱疹病毒（HSV）感染的

一种比较常见的传染病，HSV 分为 HSV-1 和

HSV-2。生殖器疱疹主要为性传播[32]。普小菲等[33]

对美洲大蠊提取物进行体外 HSV-2的药效学实验，

分别进行细胞毒性测定、病毒滴度测定、抗病毒实

验（CPE 法），计算其半数细胞毒性浓度（TC50）、

半数抑制浓度（IC50）和治疗指数（TI）。以昆明

雌性小鼠 GH 为动物模型，阿昔洛韦（ACV）为阳

性对照药，进行药效学实验，并称量免疫器官胸腺

和脾脏，计算脏器指数。实验结果表明，美洲大蠊

提取物可能是通过提高自身免疫功能，从而达到抗

HSV-2 作用。 
2.5  抗氧化活性 

焦春香等[34]对美洲大蠊提取物 3 个部位（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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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蠊总提取物、抗衰老活性部位 I、抗衰老活性部

位 II）进行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考察其清除超氧

阴离子自由基（O •
2 ）、DPPH、羟自由基（•OH）

的能力，测定还原能力。结果表明，3 个美洲大蠊

提取物部位对 O •
2 、DPPH、•OH 均具有一定清除

能力，其中美洲大蠊总提取物清除能力最强。3 个

美洲大蠊提取物活性部位均具有一定还原能力，其

中美洲大蠊总提取物对铁离子还原能力最强。何钊

等[35]对美洲大蠊多糖体外抗氧化能力进行实验研

究，分别考察了其对 O •
2 、DPPH、•OH 的清除作

用，以及对损伤细胞存活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

美洲大蠊多糖对 DPPH 和•OH 的清除能力较好，对

O •
2 具有一定的清除能力，对 H2O2 损伤细胞只有在

质量浓度高达 1.0 mg/mL 时才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3  临床应用 

美洲大蠊已获得认可的临床作用有以下 3 个方

面：修复功能、强心功能、治疗肝炎和肝纤维化。 
3.1  修复功能 

康复新液是以美洲大蠊乙醇提取物为主要成

分的液体制剂，可内服或外用。于伟[36]将确诊的

120 例消化性溃疡患者，随机分成对照和治疗组，

分别通过口服雷贝拉唑肠溶液胶囊和康复新液进

行治疗。结果表明，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76.66%）。赵云伟[37]

将 90 例浅中度烧伤患者随机分为 2 组，研究组采

用康复新液治疗，对照组以稀释碘伏给予治疗。结

果表明，研究组治愈率为 97.78%，改善率为

71.11%；对照组治愈率为 86.67%，改善率为

55.56%，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研究组

效果明显好于对照组。 
3.2  强心功能 

心脉隆注射液作为国家 2 类新药是从美洲大蠊

提取制成的复合多肽类制剂。郭丽等[38]将 68 例心

衰患者随机分为对照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血管紧

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利尿剂、地高辛和 β 受体阻滞

剂等药物治疗，治疗组给予心脉隆注射液治疗。通

过测定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血糖、左心射血

分数（LVEF）、血清脑钠肽（BNP）、炎症因子超敏

C-反应蛋白（hsCRP）、血浆白细胞介素-18（IL-18）
和抗炎因子 IL-10 指标，探索心脉隆注射液治疗效

果。结果表明，心脉隆注射液通过降低血清 BNP
水平、抑制炎症因子水平、激活抗炎因子水平等途

径起到强心作用。 

3.3  治疗肝炎 
肝龙胶囊以美洲大蠊提取物为主要成分，具有

疏肝理脾、活血解毒的功效，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

炎。杨永荣等[39]将 62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口服肝龙胶囊和肝复颗粒治

疗。结果初步表明，肝龙胶囊在无毒副作用的前提

下，通过修复肝细胞达到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效果。 
4  结语 

近年来，美洲大蠊的药用价值受到越来越广泛的

认同，值得科学界的特别关注。美洲大蠊已被开发为

多类上市药物，这些药物具有毒副作用低、疗效显著

的特点。综合国内外对美洲大蠊的研究报道的文献，

仍有必要对其生物活性、作用机制、药动学以及临床

试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对美洲大蠊的化学成

分、生物活性以及临床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为美洲

大蠊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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