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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麦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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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苦荞麦 Fagopyrum tataricum 为蓼科荞麦属植物，在我国西南、中南、华北等省区均有分布。苦荞麦主要含黄酮类、

甾体类、酚类等化学成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雌激素样、抗癌防癌、镇痛抗炎、抗疲劳等作用，具有很高的食

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综述近年来苦荞麦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为苦荞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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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 of 
Fagopyrum tataricum  

LIN Bing1
，HU Chang-ling2

，HUANG Fang3
，HAN Ting1

，QIN Lu-ping1 
1. School of Pharmac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Pharmacy, Fui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08, China 
3. School of Lif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3, China 

Abstract: Fagopyrum tataricum is a domestic food plant in Fagopyrum Mill., Polygonaceae. It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southwest,  
south central, North China. F. tataricum contains flavonoids, steroids, phenols, and so on, which have effects of lowering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lipid, anti-oxidation, estrogen-like, anti-cancer, analgesic, and antifatigue as well. It has a very high value as daily 
food and medicine. Th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chemical constituen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are summarized, which 
will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F. tatar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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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科（Polygonacea）荞麦属 Fagopyrum Mill.
植物在全世界有 15 种，广泛分布于亚洲和欧洲，我

国有 10 个种 1 个变种，有 2 个种为栽培种[1]。常见

的有荞麦 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苦荞麦

F. tataricum (L.) Gaertn.和金荞麦 F. dibotrys (D. 
Don) Hara，前两种主要作为粮食作物，金荞麦的根

茎供药用，具有清热解毒、排脓祛瘀的功效。苦荞

麦又名野荞麦、鞑靼荞、万年荞、野南荞，在我国

西南、中南、华北等省区均有分布。苦荞麦有悠久

的入药历史。《齐民要术》：“头风畏冷者，以面汤和

粉为饼，更令罨出汗，虽数十年亦愈”。《图经本草》：

“实肠胃，益气力”。《本草纲目》：“降气宽肠磨积滞，

消热肿风痛。除白浊血滞，脾积泄泻”。并记载苦荞

麦味苦，性平、寒，有益气力、续精神、利耳目、

降气宽肠，健胃的作用。《植物名实图考》：“性能消

积，俗呼净肠草”。《全国中草药汇编》：“理气止痛，

健脾利湿”。苦荞麦还是当今世界上集营养、保健、

医疗于一体的天然保健食品之一，被称为“食药两

用”的粮食珍品，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和对人体有益

的化学成分，具有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以及抗

氧化、抗衰老、改善血管微循环等多种功效。目前

除了苦荞麦种子供食用外，其芽也作为一种营养丰

富的菜肴走上餐桌[2]。本文综述了近年来苦荞麦化

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为苦荞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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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苦荞麦除了含有其他谷类所不具有的黄酮类成

分外，还含有甾体类、酚类、活性蛋白、矿质元素

等物质。近年来从苦荞麦粉、种子、麸皮和芽中分

离出的成分主要为黄酮类和甾体类物质。 
1.1  黄酮类 

黄酮类物质在植物体中多数与糖类结合成苷，

广泛存在于植物体的各个部分，尤其是花和叶。因

具黄色，曾作天然染料应用，近年来逐渐用于医药

行业，如苦荞麦中所含的芦丁（rutin）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改善血管微循环的作用，牡荆素（vitexin）
有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3]。 

苦荞麦的全植株中均含有较多的黄酮类化合

物，且黄酮类化合物的量高于甜荞麦[4]。朱瑞等[5]

从苦荞麦种子中分得芦丁、槲皮素（quercetin）、山

柰酚（kaempferol）、异山柰酚（isokaempferol）、山

柰酚-3-O-芸香糖苷（kaempferol-3-O-rutinoside）。槲
皮素-3-双鼠李糖苷（quercetin-3-dirhamnoside）和槲

皮素-3-鼠李双葡萄糖苷也在该植物中分得[6]。Kim
等[7]从苦荞麦芽中除了分离鉴定出芦丁、槲皮素外，

还有荭草素（orientin）、异荭草素（isoorientin）、牡

荆素、异牡荆素（isovitexin）。 
1.2  甾体类 

甾体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一类天

然化学成分，包括植物甾醇、胆汁酸、昆虫变态激

素、强心苷、甾体皂苷、甾体生物碱、蟾毒配基等。

尽管种类繁多，但它们的结构中都具有环戊烷骈多

氢菲的甾体母核。包塔娜等[8-9]从苦养麦籽粒粉中分

离出 β-谷甾醇（β-sitosterol）、β-谷甾醇棕榈酸酯

（β-sitosterol palmitate）、豆甾-4-烯-3,6-二酮（stigmast- 
4-thene-3,6-dione）、胡萝卜苷（daucosterol），还从苦荞

麦麸皮中分离到过氧化麦角甾醇（ ergosterol 
peroxide）。 
1.3  酚类 

酚类化合物广义上是指芳香族羟基衍生物的总

称，天然酚类化合物有广泛的生理作用。孙博航

等[10]从苦荞麦种子中分到原儿茶酸（protocatechuic 
acid）。此外，苦荞麦芽中还含有绿原酸（chlorogenic 
acid）[7]。 
1.4  其他 

除了上述化合物外，苦荞麦中还含有大黄素

（emodin）[9]、乌苏酸（ursolic acid）、7-羟基香豆素

（7-hydroxycoumarin）、尿嘧啶（uracil）[10]。近年来

苦荞麦蛋白的药理活性逐渐被重视，蛋白质的量为

9.3%～14.9%，其同属植物甜荞麦中的蛋白质为

9.8%，金荞麦为 12.5%，均比大米、小麦以及玉米

等谷物的蛋白质高[11-12]。Guo 等[13]从脱脂苦荞麦面

粉中分到白蛋白（albumin）、球蛋白（globulin）、
醇溶蛋白（prolamin）和谷蛋白（glutelin），其中白

蛋白的量最高，达 43.8%。另外含有人体必需氨基

酸、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酶类、淀粉、膳食纤

维和矿质元素[14]。 
2  药理活性 

苦荞麦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镇痛抗

炎、改善微循环等多种药理作用。 
2.1  降血糖 

对由腹腔注射四氧嘧啶高血糖模型的大鼠，通

过灌胃苦荞麦粉或者苦荞麦胶囊可明显降低血糖浓

度[15]。高铁祥等[16]用大鼠尾静脉注射链脲佐菌素

（STZ）并配合高热量饮食方法所建立的Ⅱ型糖尿病

模型，以复方苦荞麦灌胃，服药后测定血糖、肿瘤

坏死因子（TNF-α）、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1）
的量，结果发现复方苦养麦能降低血糖及血清中

TNF-α、PAI-l 的量，具有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其

机制可能为保护胰岛 B 细胞，促进其分泌胰岛素并

抑制细胞异常增殖及过度分泌胰高糖素[17]。王毅等[18]

以尾 iv STZ 合并高脂高糖饮食制作Ⅱ型糖尿病大

鼠模型，把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低、高

剂量[20、60 g/(kg·d-1)]治疗组，正常对照组 ig 灌胃

生理盐水，治疗组 ig 灌胃苦荞麦蛋白提取物，与模

型组大鼠相比，治疗组剂量依赖性地显著降低糖尿

病大鼠的血糖和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

（TG）、低密度脂蛋白（LDL）、丙二醛（MDA）水

平（P＜0.05），提高了血清高密度脂蛋白（HDL）、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肝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等酶的活性（P＜0.05），结果表明苦

荞麦对Ⅱ型糖尿病大鼠有治疗作用。 
2.2  降血脂 

苦荞麦中的黄酮类物质能降低血脂。王敏等[19]

对苦荞麦麸总黄酮的降脂和抗氧化作用进行了探

讨，以高脂饲料制作大鼠高脂血症模型，灌胃不同

剂量的苦荞麦麸总黄酮提取物，结果表明血清 TG、

TC 和肝脏 TG、TC 4 个指标都明显降低，其中小剂

量组（0.2 g/kg）血清TG降低73.9 %，TC降低36.4%。

薛长勇等[20]研究发现苦荞麦种子中提取的黄酮类



现代药物与临床    Drugs & Clinic    第 26 卷  第 1 期    2011 年 1 月 • 31 •

化合物能够抑制灌胃橄榄油 3 h 后小鼠血清中 TG
水平的升高（P＜0.01），抑制高脂肪高胆固醇饲料

喂养小鼠的 TG 水平升高（P＜0.05），但对 HDL、
LDL 胆固醇水平没有明显影响（P＞0.05）；此外，

苦荞麦中的黄酮还能够明显激活过氧化物体增殖剂

激活型受体 α和 γ的活性，随着其浓度的增加过氧

化物体增殖剂激活型受体α和γ的活性也逐渐增强，

呈现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荞麦叶黄酮也有类似

的降血脂作用[21]。 

2.3  抗氧化 

苦荞麦中的芦丁、槲皮素等黄酮类物质可清除

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等自由基，提高自由基清除

酶 SOD、GSH-Px 活力，降低脂质过氧化水平。方

玉梅等[22]用乙醇提取苦荞麦苗黄酮类化合物，并以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为对照品，采用 DPPH 清除率

测定法对苦荞麦苗黄酮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苦荞麦苗中的黄酮提取物具有较强

的抗氧化作用，质量浓度为 46.674 μg/mL 时清除率

可达 70.07%，显著高于相同质量浓度下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清除率。苦荞麦叶提取物对脂质特别

是植物油脂的过氧化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苦荞麦壳

提取物能抑制小鼠肝脏自发性脂质过氧化和

Fe2+-H2O2 诱导的肝脏脂质过氧化[23]。苦荞麦壳提取

物不能抑制小鼠红细胞溶血，但可以抑制红细胞

MDA 的生成。这证明了苦荞麦壳提取物的抗氧化

活性[24]。 

2.4  对心血管的作用 

苦荞麦中的黄酮化合物主要为芦丁，具有软化

血管、改善微循环、维持毛细血管的抵抗力、降低

其通透性及脆性、促进细胞增殖、防止血细胞的凝

集等作用。苦荞麦中富含镁元素，可使心脏节律及

兴奋传导减慢，增加心肌供血量[25]。 

2.5  雌激素样作用 

苦荞麦中的黄酮化合物有一定的弱雌激素样作

用。曹红平等[26]采用雌性大鼠双侧卵巢切除术造成

雌激素水平低下的动物模型，以假手术组、模型组

及己烯雌酚组为对照，考察了大豆异黄酮、苦荞麦

黄酮和亚麻子木脂素的雌激素样作用，苦荞麦黄酮、

大豆异黄酮和亚麻子木脂素能明显增加去卵巢大鼠

阴道涂片中上皮细胞数量，但以有核上皮细胞为主，

角化的比例不高。子宫和肾上腺质量有增加趋势。

子宫和阴道等组织也有一定的改善。 

2.6  抗癌防癌 

苦荞麦含有硒元素，硒是联合国卫生组织确定

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该组织目前唯一认定

的防癌抗癌元素。人体缺硒会造成重要器官的机能

失调，美国癌症研究所医学专家指出适量的硒可以

防止癌变。硒在人体内与金属相结合形成一种不稳

定的“金属–硒–蛋白”复合物，有助于排解人体

中铅、汞等有毒元素。苦荞麦黄酮对人食管癌细胞

株 EC9706 增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7]。苦荞麦中

的黄酮类物质槲皮素也有抗癌防癌的作用，它可以

抗自由基，抑制癌细胞生长[25]。苦荞麦蛋白也有抗

癌作用，Guo 等[28]从苦荞麦中提取到一种抗肿瘤蛋

白 TBESP31，经 MTT 法分析该蛋白对人乳腺癌细

胞 Bcap37 有抑制作用。另外苦荞麦蛋白还能抑制

1,2-二甲阱诱发的大肠癌[29]。 

2.7  镇痛抗炎 

苦荞麦具有抗炎镇痛活性。胡一冰等[30]对苦荞

麦芽进行了镇痛抗炎研究，使用了经典的热板法考

察苦荞麦芽的镇痛作用，用二甲苯致小鼠耳肿胀模

型考察其抗炎作用，结果表明苦荞麦芽醇提取物能

延长小鼠舔后足潜伏期，提高小鼠痛阈，抑制二甲

苯致耳廓肿胀。 

2.8  抗疲劳 

苦荞麦蛋白质的生物价值非常高，其氨基酸组

成中的 F 因子可抑制 5-羟色胺的形成，降低对中枢

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在抗疲劳、提高运动能力测

试中，苦荞麦蛋白可以显著提高小鼠的负重游泳时

间、爬杆时间和肝糖元的量，有效降低血清尿素和

血乳酸的量[31]。 

3  结语 

苦荞麦因具有药物的功效同时又是一种粮食作

物而被医学界广泛关注，并且它还含有其他禾谷类

所不具有的黄酮类化合物，且芦丁的量高于荞麦，

因此决定了它成为药食同源的新兴佳品而逐渐被世

人青睐。从入药历史和现代医学研究来看，苦荞麦

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尤其降血糖、降血脂作用较强，

开发出既可以食用又具有药物作用的苦荞麦产品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国内外对苦荞麦的关注越来越

多，除了对苦荞麦籽食用保健作用开发以外，对其

中的活性蛋白研究也是热点之一。目前仅对苦荞麦

种子研究较多，但是对根、茎、叶等器官研究较少，

为了进一步开发其药用价值与合理利用资源，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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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苦荞麦其他部位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其机

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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