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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抗炎、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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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贞子是一味著名的补益类中药，《神农本草经》记载其具有补中、安五脏、养精神、除百疾等功效。现代医学认

为炎症或免疫功能异常是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女贞子具有抗非特异性炎症、抗变态反应性炎症、抗

肿瘤及免疫调节作用，红景天苷、酪醇、羟基酪醇、齐墩果酸、熊果酸和多糖是其主要活性成分，因此其具有极高的医药保

健价值，经深度研究后可开发为抗炎、抗肿瘤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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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studies on anti-inflammation, antitumor, and immunoregulation 
of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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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is a well-known invigorator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ith the effects of tonifying middle, calming 
five zang-organs, cultivating spirit, eliminating all diseases recorded in Shennong Bencao Jing. In modern medicine, inflammation or 
disorder of immune func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 common pathophysiologic change in the most diseases including tumor.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has antinonspecific inflammation, anti-allergic inflammation, antitumor with immunoregulation. Salidroside, tyrosol, 
hydroxytyrosol, oleanolic acid, ursolic acid, and polysaccharides are the main pharmacologically active components in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So it has great value in medical health, and may be developed to a new drug on anti-inflammation and antitumor through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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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系木犀科女贞属植物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的干燥成熟果实，为传统中药。《中国药

典》2010 年版记载女贞子具有滋补肝肾、明目乌发

的功效，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腰膝酸软、须

发早白、目暗不明、内热消渴、骨蒸潮热的治疗。

最早的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将女贞子列为上品，

称其功效为“补中、安五脏、养精神、除百疾，久

服肥健、轻身不老”，历代医家将其列为扶正补虚的

常用中药。现代医学认为炎症或免疫功能异常是包

括肿瘤在内的许多疾病共有的病理、生理过程。现

代药理与化学研究表明，女贞子具有抗非特异性炎

症、抗变态反应性炎症、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作用，

红景天苷、酪醇、羟基酪醇、齐墩果酸、熊果酸和

多糖是其主要活性成分[1]。笔者认为抗炎、抗肿瘤

和免疫调节作用是女贞子“除百疾”的治疗学基础，

现将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抗炎 

1.1  抗非特异性炎症 

女贞子的不同炮制品（生品、单蒸品、酒蒸品、

醋蒸品、盐蒸品）的水煎剂或醇提物灌胃给药都有

抗炎作用，其中以酒蒸品作用最强[2-3]。相当于生药

12.5、25 g/kg 的女贞子酒蒸品水煎剂 ig 给药，对巴

豆油或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乙酸引起的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组胺引起的大鼠皮肤

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角叉菜胶、蛋清、甲醛性大

鼠足趾肿胀，棉球致大鼠肉芽组织增生等急慢性炎

症均有抑制作用[2-5]。由于女贞子能降低大鼠炎症组

织中的前列腺素 E 的量，在抑制大鼠肉芽组织增生

同时增加肾上腺质量，且不影响胸腺质量[4]，也能

通过对抗血卟啉衍生物产生单线态氧和膜脂质过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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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以及光敏性耳廓肿胀[6]，推测女贞子的抗炎机

制可能涉及抑制炎症介质前列腺素合成和释放，抗

组胺和抗氧化以及激活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促进

皮质激素释放。An 等[7]报道女贞子也可通过抑制核

因子-κB 抑制因子（IκBα）的磷酸化，阻滞 IκBα降

解和 NF-κB 活化，阻滞脂多糖诱导巨噬细胞产生肿

瘤坏死因子及一氧化氮和前列腺素 E2 等炎症介质

释放。女贞子水煎剂还能抑制正常小鼠网状内皮

系统的吞噬功能[8-9]。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女贞子

中所含有的齐墩果酸类五环三萜化合物齐墩果酸和

熊果酸[10]以及红景天苷（salidroside）及其苷元酪醇

（tyrosol）[11-13]以及羟基酪醇（hydroxytyrosol）是女

贞子的抗炎活性成分[14-15]。 
1.2  抗变态反应性炎症 

玫瑰花结形成试验显示，给小鼠 ig 女贞子水煎

剂 10 g/kg，并不影响初次免疫脾脏中抗原结合细胞

数[16]。ig 酒蒸女贞子相当于生药 12.5、25 g/kg 可抑

制小鼠或大鼠被动皮肤过敏反应（属 І 型变态反

应），减轻大鼠主动和反向被动 Arthus 反应（属Ⅲ

型变态反应），无论在抗原攻击前还是攻击后给药都

能抑制 2,4-二硝基氯苯引起的小鼠接触性皮炎（属

Ⅳ型变态反应），说明女贞子对 І、Ⅲ、Ⅳ型变态反

应性炎症均有对抗作用[5]。推测其抗变态反应性炎

症可能与其降低豚鼠血清补体总量，抑制补体系统

激活，抑制天花粉攻击所致的大鼠颅骨膜肥大细胞

脱颗粒[5]，以及前述的抗非特异性炎症有关。女贞

子减少小鼠股骨粒系祖细胞数可能也参与了抗炎作

用[17]。齐墩果酸和熊果酸是女贞子的抗变态反应性炎

症的主要活性成分[10]。 
2  抗肿瘤 

2.1  抗诱变、防止肿瘤发生 

女贞子水提物在细胞内外都能剂量相关地抑制

诱变剂 4-硝基喹啉-N-氧化物或丝裂霉素 C 诱导大

肠杆菌 DNA 倾向差错反应[18]。果蝇伴性隐性致死

试验也证明女贞子水煎剂抑制环磷酰胺或乌拉坦的

诱变作用[19]。鼠伤寒沙门菌的 Ames 抗诱变试验发

现女贞子甲醇提取物、水提物浓度相关地抑制黄曲

霉素 B1 或苯并芘诱导返祖遗传性菌落出现[20-21]。

抗诱变作用可能与其抑制黄曲霉素 B1 与 DNA 结

合，减少黄曲霉素 B1-DNA 加合物形成有关[20]。给

小鼠 ig 女贞子水煎剂 12.5、25 g/kg 连续 6 d 或 sc
齐墩果酸 50、100 mg/kg 连续 7 d 都能显著抑制环

磷酰胺或乌拉坦引起骨髓多染红细胞的微核率升

高，显示出了染色体保护作用[22]。齐墩果酸、熊

果酸、女贞子苷和酪醇都是女贞子的抗诱变活性成

分[21-24]。其中酪醇是通过清除自由基，对抗氧氟沙

星致单细胞鞭毛虫发生突变来起作用的[24]。 
虽然未见女贞子防止肿瘤发生的研究报道，但

齐墩果酸和熊果酸能预防 1,2-二甲基肼或氧化偶氮

甲烷诱发大鼠结肠癌，二乙基亚硝胺–苯巴比妥诱

发大鼠氧化应激性肝细胞癌和二甲基苯并蒽–佛波

醇酯诱发小鼠皮肤癌[23]。而酪醇通过抗氧化性 DNA
损伤作用，在启动阶段阻滞癌发生[25]。 
2.2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2.2.1  抑制肉瘤生长  给接种 S180 肉瘤后次日的

小鼠 ig 0.25、0.5、1.0 g/kg 女贞子提取物（含齐墩

果酸 42.8%，熊果酸 16.5%）连续 9 d，对实体型 S180
肉瘤质量增长均有明显抑制作用，3 批重复实验的 3
个剂量平均抑瘤率分别为 37.5%、44.2%、46.2%，

但对荷腹水型S180肉瘤小鼠的生命无延长作用[26]。

而吴勃岩等[27]给荷 S180 肉瘤小鼠 ig 低剂量齐墩果

酸 1.248、2.496、4.992 mg/kg 连续 10 d，可以剂量

相关地抑制瘤质量增长，抑制率分别为 17.6%、

31.7%、48.6%，而且明显延长生命和增加小鼠体质

量，4.992 mg/kg 组生命延长 44.6%，使荷瘤小鼠脾

脏指数和肝脏指数明显下降。给接种纤维肉瘤 10 d
的大鼠 ig 齐墩果酸或乙酸齐墩果酸酯（oleanolic 
acetate）0.4 g/kg 连续 20 d，均能对抗荷肉瘤大鼠肝、

肾和肌肉组织升高的 DNA、RNA、蛋白质、己糖、

己糖胺、唾液酸水平和这些组织低下的糖原水平[28]。

女贞子多糖（质量分数＞50%）ig 给药 1、2、4 g/kg，
连续 10 d，也能抑制 S180 肉瘤在小鼠体内生长，

瘤质量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28.8%、30.1%、42.9%[29]。

红景天苷通过抗氧化作用抑制人纤维肉瘤 HT1080
细胞内过度产生活性氧，下调活性氧–蛋白激酶

C–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 信号通路，上调 E-钙
黏素和金属蛋白酶-2 组织抑制因子表达，抑制基质

金属蛋白酶-2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 的活性，阻滞

HT1080 细胞侵袭和转移[30]。 
2.2.2  抑制消化系肿瘤生长  女贞子水煎剂 2.5、5、
20 mg/L 质量浓度和时间相关地抑制人胃癌

SG-7901 细胞生长，使 SG-7901 细胞数减少，细胞

变圆浮起，细胞形态较难辨认或呈坏死碎片[31]。女

贞子水提物通过抑制 Tbx 表达，激活肿瘤抑制基因

p14和p53表达，使肿瘤细胞内失控的p14(ARF)-p53
信号转导得到改善，从而提高人结肠癌 DLD-1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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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霉素诱导凋亡的敏感性[32]。 
向敏等[26]报道女贞子提取物非剂量相关地抑

制移植性实体型 H22 肝癌在小鼠体内生长，但不延

长荷腹水型 H22 肝癌小鼠生命。女贞子粗多糖 1、2、
4 g/kg 连续 ig 给药 10 d，也非剂量相关地抑制实体

型 H22 肝癌在小鼠体内生长，在 0.1～100 mg/L 虽质

量浓度相关地抑制人肝癌 SMMC-7721 细胞增殖，

但最高质量浓度 100 mg/L 在培养 24 h 时的增殖抑

制率仅为 17.3%[29]。高福君[33]报道女贞子中的熊果

酸（6.25～100 μmol/L）浓度和时间相关地抑制人肝

癌PLC/PRF/5细胞增殖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转化

生长因子表达。连续 14 d ip 熊果酸 1.134、2.268、
4.536 mg/kg 可剂量相关地抑制移植性 PLC/PRF/5
肝癌小鼠的瘤质量增长，抑瘤率分别为 10.7%、

23.4%、31.0%，也剂量相关地抑制瘤组织中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表达。因此抑制血管生

长因子表达可能是熊果酸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之一。

熊果酸、齐墩果酸[23]、羟基酪醇[15]、红景天苷[34-35]、

酪醇[36]都是女贞子抗消化系肿瘤的活性成分。 
2.2.3  抑制泌尿系肿瘤生长  ip 女贞子提取物能抑

制肾肿瘤在小鼠腹腔内生长，植入的肾肿瘤细胞浓

度为 2×105/mL 时治愈率为 57%，植入浓度为

1×105/mL 时治愈率为 100%[37]。鼠肾腺癌 Renca
细胞或鼠膀胱癌 MBT 细胞及其细胞分泌物可抑制

鼠巨噬细胞的氧化发光功能，女贞子水提物在 50～
100 mg/L 时可逆转这两种肿瘤细胞对巨噬细胞氧

化发光反应的抑制，即女贞子能对抗泌尿系肿瘤组

织及其分泌物对巨噬细胞功能的抑制作用[38]。熊果

酸在 10～200 mg/L 时质量浓度和时间相关地抑制

高危浅表性膀胱癌 5637 细胞增殖并引起细胞凋亡。

作用 48 h 时 100 mg/L 的增殖抑制率为 41.2%，细胞

凋亡率为40.3%，也质量浓度和时间相关地抑制5637
细胞的存活素（suvrivin）蛋白表达[39]。 
2.2.4  抑制其他肿瘤生长  给小鼠 ig 女贞子水浸

物 60 g/kg，2 次/d，对宫颈癌 U14 细胞的抑制率为

49.2%[37]。用含 10%女贞子提取物的兔血清与人宫

颈癌 HeLa 细胞一起培养 2 d，电镜观察可见 HeLa
细胞体积变圆缩小、染色质凝聚边集、出现凋亡小

体，细胞核内 DNA 有序断裂，使 HeLa 细胞凋亡率

由 1.2%明显提高到 10.5%[40]。 
300 mg/L 女贞子粗多糖与淋巴瘤 Yac-1 细胞一

起培养 60 h，明显降低 Yac-1 细胞膜表面唾液酸含

量，充分暴露淋巴瘤细胞膜表面蛋白抗原，提高了

抗原性，有利于机体抗体产生，使免疫系统更容易

识别肿瘤细胞，从而产生抗肿瘤作用[41]。 
0.8～100 mg/L 女贞子粗多糖与小鼠黑色素瘤

B16BL6 细胞一起培养 24 h，虽然不影响 B16BL6
细胞生长，但浓度相关地提高细胞群集数，减少每

一群集的细胞数，即抑制黑色素瘤细胞间的黏附性，

也浓度相关地抑制 B16BL6 细胞表达 E-钙黏素和与

基质间的黏附性。由于肿瘤细胞的黏附能力被女贞

子多糖抑制，破坏了肿瘤细胞的信号沟通和整体性，

使肿瘤细胞对外界的反应能力下降，利于药物或机

体发挥抗肿瘤作用[42]。 
熊果酸、齐墩果酸[43-44]和红景天苷、酪醇[45-46]

也是女贞子抗性器官肿瘤、白血病和皮肤癌的活性

成分。 
3  免疫调节 

3.1  提高非特异性免疫 

给幼年和成年小鼠 ig 不同炮制品女贞子水煎

剂和醇提物都能增加免疫器官脾脏、胸腺和腹腔淋

巴结质量[3, 8-9,47]，对抗免疫抑制剂强的松龙引起的

免疫器官萎缩[47]。女贞子醇提物及其活性成分齐墩

果酸均能对抗环磷酰胺致白细胞数下降[3,48-50]。吴喜

凤等[51]给小鼠 ig 女贞子 75%乙醇提取物 20、40、
80 mg/kg 提高正常小鼠胸腺、脾脏指数和体质量不

明显，但剂量相关地对抗环磷酰胺降低小鼠胸腺、

脾脏指数和体质量。上述女贞子提取物也能提高正

常小鼠的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对抗环磷酰胺

所致的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低下[3,47-51]。女贞子水

煎剂经陶瓷微滤膜分离的滤液可进一步提高小鼠网

状内皮系统的碳粒廓清功能和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

鸡红细胞功能[52]。含 0.5%和 1%女贞子粉的鸡饲料

均能提高肉仔鸡[53]和蛋雏鸡[54]胸腺、脾脏和法氏囊

指数，并提高仔鸡血清中的溶菌酶活力和补体 C3、
C4 水平以及促进动物生长，其中酒蒸女贞子粉作用最

强[55]。猪饲料中添加女贞子粉或女贞子的超临界

CO2 萃取物也能提高断奶仔猪的脾脏指数和 C3
水平[56]。 

给荷 S180 实体瘤小鼠 ig 女贞子粗多糖 1、2、
4 g/kg，可剂量相关地提高荷瘤小鼠的单核巨噬细

胞吞噬活性，及荷瘤和正常小鼠的天然杀伤细胞活

性[29,57]。女贞子多糖也能增加小鼠脾脏质量[58]。女

贞子中提取得到的 α 构型红景天苷（1～50 μg/L）
质量浓度相关地提高正常小鼠天然杀伤细胞活性，

与白介素-2（IL-2）联用可协同增强正常小鼠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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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细胞活性，对抗环磷酰胺或地塞米松引起的天

然杀伤细胞活性低下[59]。红景天苷 80、160、320 
μmol/L 浓度相关地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

能，增强脂多糖/γ-干扰素刺激巨噬细胞增殖和吞噬

功能活性，红景天苷增强静息态和活化态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可能与促进巨噬细胞分泌一氧化氮有关。

红景天苷也能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内活性氧生成，保

护 巨 噬 细 胞 免 遭 蛋 白 抑 制 剂 放 线 菌 酮

（cycloheximide）诱导凋亡[60]。红景天苷还可通过刺

激骨髓抑制贫血小鼠的造血祖细胞的增殖，增加骨

髓有核细胞数目，减少凋亡和加速骨髓 G0/G1 期细

胞向 S 期、G2/M 期细胞转化，提升骨髓抑制贫血

小鼠外周血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数[61-62]。除女

贞子多糖、红景天苷外，齐墩果酸和熊果酸也是女

贞子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活性成分[23]。 
3.2  提高体液免疫 

给小鼠 ig 女贞子水煎物 12.5、25 g/kg，可促进

异种红细胞免疫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形成[8-9,47]，不

仅升高正常小鼠血清 IgG 水平，也对抗强的松龙或

环磷酰胺所致的血清 IgG 抗体减少[9,47]。含 0.5%或

1%女贞子粉，或 0.1%女贞子超临界 CO2 萃取物饲

料均能提高肉仔鸡和断奶仔猪血清免疫球蛋白

IgM、IgG 和 IgA 水平，其中酒蒸女贞子粉作用最

强[53-56]，提高蛋雏鸡[54]、仔鸡[63]、产蛋母鸡[64]和产

蛋后期蛋鸡[65]疫苗免疫刺激后的血清抗新城疫病

毒抗体效价，也能通过喂饲产蛋母鸡提高子代仔鸡

血清抗新城疫病毒抗体效价[66]。提示女贞子可通过

母体将提高的体液免疫功能传递给子代。 
齐墩果酸和熊果酸可能是女贞子提高体液免疫

功能的活性成分[23]。女贞子多糖可能也是其活性成

分，因为女贞子多糖促进裸鼠脾脏 B 淋巴细胞[22]

和荷瘤小鼠 B 淋巴细胞增殖[57]。而红景天苷具有佐

剂样免疫活性，促进卵白蛋白诱导小鼠脾脏细胞增

殖，产生更多的 IL-2 和 IL-4、γ-干扰素、IgG、IgG1、
和 IgG2b 抗体水平以及提高 CD4+、CD8+亚型淋巴

细胞百分率，既提高体液免疫也提高细胞免疫[67]。 
3.3  提高细胞免疫 

女贞子水提物和水–醇提取物在体外增强亚适

量植物凝集素、刀豆蛋白 A 或美洲商陆丝裂原引起

的小鼠、正常人和肿瘤病人的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但女贞子本身无或仅有弱的丝裂原作用[68-71]。女贞

子水提物还能对抗肿瘤病人单个核细胞抑制植物凝

集素或刀豆蛋白 A 诱导正常人单个核细胞增殖，证

明女贞子也能消除抑制性 T 细胞的活性，即对抗

肿瘤病人抑制性 T 细胞在混合淋巴细胞培养中对

正常人淋巴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69-70]。整体实验发

现：0.5%和 1%女贞子粉或水提物饲料明显刺激仔

鸡[63,72]、蛋雏鸡[54]、受热应激的产蛋母鸡[64]和产蛋

后期蛋鸡[65]的外周血和脾脏淋巴细胞增殖，也增强

刀豆蛋白 A 诱导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小鼠整体实验

发现 ig 不同炮制品女贞子水提物 12.5、25 g/kg 连

续 7 d[8]和女贞子 75%醇提物[51]均能促进植物凝集

素或刀豆蛋白 A 诱导外周血或脾脏淋巴细胞增殖，

其中酒蒸品女贞子的促进增殖作用最强。ig 女贞子

75%醇提物 20、40、80 mg/kg 还剂量相关性提高刀

豆蛋白A 诱导被环磷酰胺抑制的脾脏淋巴细胞增殖[51]。 
体外试验表明女贞子70%醇提液在1∶1 000体

积分数时提高正常人淋巴细胞活性玫瑰花结形成细

胞百分率和促进经胰酶处理后低下的活性玫瑰花结

形成细胞百分率的恢复，但不能对抗氢化可的松对

活性玫瑰花结形成细胞百分率的抑制[71]。 
用女贞子水提物 10 mg/L 体外处理正常人或肿

瘤病人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均能增强异种（人）

单个核细胞在免疫功能低下大鼠的局部移植物抗宿

主反应 3～4 倍：正常人单个核细胞局部移植物抗宿

主反应的皮肤结节体积为（82±41）mm3，而肿瘤

患者单个核细胞引起的结节体积为（32±36）mm3，

明显减小。经女贞子处理后恢复正常，结节体积为

（118±105） mm3，而正常人单个核细胞经女贞子

处理后结节体积也明显增大，为（242±148） mm3，

即女贞子水提物能提高肿瘤病人和正常人效应性

T 细胞功能[68,70]。ig 女贞子水煎剂增强绵羊红细

胞[9]和二硝基氟苯[52]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性肿

胀，也证明女贞子可提高免疫功能。 
给蛋雏鸡喂含 0.5%或 1%女贞子粉饲料，明显

提高小鸡血清肿瘤坏死因子含量[54]。武姗姗等[73]

报道女贞子能诱导小鼠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

子。女贞子水煎剂体积分数在 1∶1 000 对刀豆蛋白

A诱导的正常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产生 IL-2无明显影

响，但对抗环磷酰胺抑制 IL-2 生成，对抗硫唑嘌呤

促进 IL-2 生成的超常反应，对异常的 IL-2 生成表

现出双向调节作用[74]。女贞子水煎剂体积分数在

1∶1 280～1∶40 时诱导小鼠巨噬细胞产生 IL-1，
在 1∶160 时诱导作用达到最高（刺激指数为 3.4）。
女贞子甲醇提取物也有诱导作用，但较水煎剂弱[75]。

给仔鸡喂含 0.5%、1%女贞子粉或酒蒸女贞子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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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均能提高血清 IL-2 含量，其中也是酒蒸女贞子

粉促进 IL-2 产生的作用最强[55]。IL-1 在体内是通过

促使辅助性 T 细胞释放 IL-2 来放大和调节免疫反

应。而 IL-2 是 T 细胞和 B 细胞生长因子，能增加

天然杀伤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细胞毒作用，激活淋巴

细胞使其成为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因此女贞

子是通过对抗抑制性 T 细胞活性，增加 IL-1 生成，

促进 IL-2 释放，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 
女贞子多糖在 156～625 mg/L 对正常小鼠脾脏

淋巴细胞、脾脏 T 细胞及裸鼠脾脏 B 细胞均有直接

刺激增殖作用，且呈现明显的量效关系。巨噬细胞

可增强女贞子多糖的刺激脾脏淋巴细胞增殖作用。

但女贞子多糖几乎不刺激胸腺细胞增殖[76]。提示女

贞子多糖仅对外周成熟的 T 细胞有刺激增殖作用。 
给小鼠 ig 女贞子多糖 1、2、4 g/kg 连续 14 d

可增强刀豆蛋白 A 刺激脾脏 T 淋巴细胞增殖[29]，注

射 10、50 mg/kg 也增强刀豆蛋白 A 刺激小鼠脾脏

淋巴细胞增殖，并能对抗环磷酰胺致荷 S180 小鼠

淋巴细胞增殖反应低下[58]。给小鼠 ig 女贞子多糖 1、
2、4 g/kg 连续 14 d，可促进荷 S180 实体瘤小鼠脾

脏 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增殖[57]。女贞子多糖增

强二硝基氟苯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应性耳肿，也

证明女贞子多糖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58]。 
红景天苷在剂量相关地抑制荷人胃腺癌小鼠肿

瘤生长的同时，也剂量相关地提高荷瘤小鼠体质量

和脾脏指数，促进刀豆蛋白 A 诱导脾脏淋巴细胞增

殖和 IL-2 分泌[35]。齐墩果酸和熊果酸也是女贞子提

高细胞免疫的活性成分[23]。 
4  结语 

女贞子对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

功能都有增强作用。女贞子的增强机体免疫作用无

疑会增强其抗肿瘤活性和对抗抗肿瘤药物对机体免

疫功能的抑制，与化疗药联用有望产生协同和互补

作用。可是女贞子也有抗变态反应性炎症作用，表

现出免疫抑制作用。加之其免疫增强作用，构成了

免疫双向调节作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双向调节

作用呢？用女贞子中可能既含有免疫抑制成分又含

有免疫促进成分可以轻松解释。如女贞子多糖显示

出的就是免疫增强作用，可是齐墩果酸和熊果酸既

有免疫抑制作用和抗变态反应作用，又有免疫刺激

作用和增强机体抗肿瘤作用，这又如何解释呢？临

床上又该如何把握、如何正确应用呢？这是药理研

究工作者今后应该解决的问题。 

女贞子中含有丰富的齐墩果酸和熊果酸，而这

两个有效成分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和深入研究，发

现二者不仅不良反应低，而且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

女贞子中还含有丰富的红景天苷及其苷元酪醇和羟

基酪醇，含量与红景天相当。酪醇和羟基酪醇又是

人们十分推崇的葡萄酒、橄榄油中的活性成分。畜

禽饲养研究肯定了女贞子抗病和促进生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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