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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绞股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是五加科外具有人参皂苷资源的植物之一，具有滋补保健、抗癌防衰、增强体质

和改善脂质代谢等多种功能，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综述近年来绞股蓝药理作用的研究近况，为绞股蓝的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也为临床用药及相关生物活性成分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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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is the one of the plants containing ginsenosides ever found from the plant not belonging to the 
Araliaceae. Pharmacological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tracts of this plant exhibited a variety of bi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nourishment, anticancer, anti-inflammatory, and cadiovascular effects. This review covers the progress about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G. pentaphyllum in recent year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scientific approach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determination of relevant biological active ingredients of G. penta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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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 股 蓝 为 葫 芦 科 绞 股 蓝 属 植 物 绞 股 蓝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Thunb.) Makino 的干燥

全草，多年生攀缘草本，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

朝鲜等国，为我国常用中药，又名七胆草、小苦药、

遍地生根等。始载于明代的《救荒本草》作野菜使

用，《本草纲目》中开始将其以“乌蔹莓”之名入药。

味苦、微甘，性凉，无毒，归肺、脾、肾经。具有

清热解毒、止咳化痰、补气生津、健脾安神之功效。 
绞股蓝作为一种与人参相似的免疫增强剂，有

着“南方人参”的美誉，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其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增强免

疫力、保肝等作用显著。现代药学研究表明，其主

要药效成分是绞股蓝皂苷（gypenoside，Gyp）。本

文将近年来绞股蓝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加以整理综

述，希望为今后对该植物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充分

利用提供参考。 
1  抗肿瘤作用 

绞股蓝皂苷有明显的体内外抗肿瘤作用，其直

接的细胞毒作用可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繁殖。日本学

者竹本常松等指出 Gyp Ⅲ、Ⅹ以及其他一些在

C20、C21 上有游离羟基的多种皂苷，对体外培养

的黑色素肿瘤细胞（B16）、子宫颈癌细胞（HeLa 
S3）、肺癌细胞（3LL）以及肝癌细胞（MH1C1）具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抑制率在 20%～80%，且在 2～
10 μg/mL 随质量浓度增高表现出抑制作用增强，同

时对正常细胞增殖无不良影响。体外实验证明 Gyp 能

直接杀伤 S180肉瘤细胞[1]，作用浓度 0.38%～0.75%的

杀灭率为 54.0%～87.5%。在绞股蓝总皂苷抑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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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Lewis 肺癌的实验中，绞股蓝总皂苷具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2]，Gyp 给药后荷瘤小鼠脾淋巴细胞总数

明显增加，外周血 NK 细胞活性明显升高，刺激脾

的 NK 细胞活性也明显升高。杨靓等[3]报道，Gyp
能抑制小鼠白血病 L1210 细胞的增殖，这种抑制作

用与活性氧的产生、线粒体电位下降和 DNA 损伤

有关。此外，绞股蓝总皂苷对培养的小鼠艾氏腹水

癌（EAC）、HeLa 细胞均有直接杀灭作用，提取物

对人胃癌、官颈癌、舌癌等培养癌细胞也有明显的

杀灭作用[4-6]。 
2  对心脑血管的保护作用 

动物实验显示，绞股蓝总皂苷对心脑血管系统

具有广泛的保护作用。其对大鼠心肌缺血、心脏收

缩功能具有保护作用 [7]，可通过抑制心脑 Na+
，

K+-ATP 酶活性而发挥其强心作用和中枢抑制作

用[8]，可对抗氧自由基对心脏的损伤，具有保护心

肌细胞膜完整性，改善急性心肌缺血时心肌舒张功

能等[9-10]。 
2.1  对缺血脑组织的保护作用 

池明宇等[11]采用线栓法制备大鼠中动脉缺血

再灌注（MCAO/R）模型，测定脑匀浆中丙二醛

（MDA）、一氧化氮（NO）的量以及总抗氧化能力

（T-AOC）及过氧化氢酶（CAT）活性。结果显示，

绞股蓝制剂绞股蓝丹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明显

的脑组织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抗氧化作用有关。

另有研究发现，昆明种小鼠腹腔注射绞股蓝总皂苷

后，小鼠耳廓血管、脑膜血管的血流速度及流量明

显增加，微循环显微镜下可见小动脉血管交通支开

放数明显增多，证明绞股蓝增加组织血流量与加快

血流速度及增加脑动脉侧支循环有关，对缺血性脑

损伤可呈现较好的防治作用[12]。此外，Gyp 还可明

显抑制谷氨酸引起的 Wistar大鼠胚胎大脑皮层神经

细胞内 NO 和 H2O2 水平的升高，有效地防止线粒体

膜电位下降，从而提高细胞存活率，减少大脑皮层

神经元的损伤[13]。 
2.2  对心肌缺血及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绞股蓝总黄酮（TFG）对缺氧损伤组心肌培养基

中LDH和 cTnI的量及心肌细胞内游离Ca2+浓度较正

常对照组明显增加；经TFG干预后细胞培养基中LDH
和 cTnI 的量及心肌细胞内游离 Ca2+浓度较缺氧损伤

组明显降低，TFG 对缺氧心肌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其

机制可能与减轻心肌细胞内钙超负荷有关[14]。 
Gyp 静脉注射给予家兔 3 d 后，发现 Gyp 组

左心室收缩峰压（LVSP）、室内压最大上升速率

（＋dp/dtmax）、室内压最大值（Vpm）均显著升高，

室内压最大下降速率（−dp/dtmax）明显降低，表明

Gyp 可明显改善心肌的收缩功能，对损伤的心肌有

保护作用[15]。 
2.3  抗血栓及抑制血小板聚集功能 

Gyp 对大鼠实验性脑血栓形成、体外动脉血栓

形成、小鼠急性肺血栓形成有不同程度抑制作用。

可以抑制大鼠体内血栓形成，并能延长凝血时间、

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池明宇等[16]对

实验大鼠进行不同剂量复方绞股蓝连续灌胃给药 3 
d，经过电刺激颈总动脉后，其血管堵塞时间与生理

盐水组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延长，由此可见复方

绞股蓝能明显延长血栓形成时间，从而达到抑制血

栓形成的目的。Gyp 与乙酰水杨酸（ASA）对血小

板聚集和血栓形成的实验研究发现[17]，Gyp 和 ASA
体内给药对二磷酸腺苷（ADP）诱导的大鼠血小板

聚集功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剂量相关性，Gyp
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黏附功能，抗血栓形成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其抑制血小板聚集，保护血管内皮舒

张痉挛血管有关。 
3  降血糖作用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表明，绞股蓝及其复方制剂

有一定的降血糖、改善糖尿病并发症的作用[18]，对

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正日趋深入。陈宏卫等[19]研究发

现绞股蓝治疗 4 周后，糖尿病大鼠空腹血糖、胰岛

素、血清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水平（TC）、血
清过氧化脂质（LPO）水平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明显升高。Norberg
等[20]从绞股蓝中分离提纯出一种新的皂苷，存在 4
种可以相互转化的立体异构体，在体外及动物实验

中均发现，Gyp 可刺激胰岛细胞释放胰岛素，且呈

现剂量依赖性。Xu 等[21]对绞股蓝中分离得到的皂

苷及其衍生物的降糖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可以

通过抑制蛋白酪氨酸磷脂酶来控制胰岛素的敏感

度。同时，绞股蓝多糖可降低四氧嘧啶血糖大鼠的

空腹血糖及糖耐量，其降糖机制可能与其刺激胰岛

素的释放，抑制 α-淀粉酶，延缓碳水化合物在小肠

的吸收有关[22]。Yeo 等[23]将绞股蓝乙醇提取液（GPE）
与罗格列酮作对照，结果表明 GPE 通过改变葡萄糖

代谢酶活性可明显降低血液中葡萄糖的水平。 
另有研究报道[24]，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服用绞

股蓝后，能明显改善肾功能及降低血脂，从而使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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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尿蛋白降低并保护肾脏。另有研究表明，神经生

长因子（NGF）与 DNP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包

海花等[25]应用 RT-PCR 技术，发现 2 型糖尿病大鼠

脑神经生长因子 mRNA 表达下降，服用绞股蓝总皂

苷的 2型糖尿病大鼠脑神经生长因子mRNA表达上

调，提示 Gyp 能增加 2 型糖尿病大鼠脑神经生长因

子基因的表达，为绞股蓝在防治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4  调血脂作用 

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证实[26]，绞股蓝及绞股蓝

总苷有预防和治疗高脂血症、高黏滞血症、动脉粥

样硬化的作用，其调脂作用与抑制脂肪细胞产生游

离脂肪酸及合成中性脂肪有关。灌胃给予高脂乳剂

的小鼠服用不同剂量复方绞股蓝胶囊后发现大、小

剂量复方绞股蓝胶囊均能提高高血脂小鼠的 SOD
活性和降低血清过氧化产物 MDA 的量，降低高血

脂小鼠体质量，对血脂中 TC、TG、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水平有明显降低作用，对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有升高作用，表明绞股蓝

提取物具有调节高血脂小鼠脂质紊乱的作用[27]。绞

股蓝总苷能够不同程度地降低高脂喂养的大鼠血清

中的 TC、TG、LDL-C 浓度，显著提高 HDL-C，并

且可显著降低血浆内皮素（ET），从而减少动脉粥

样硬化的发生[28]。 
5  增强免疫力作用 

绞股蓝对免疫系统的活性主要体现在增强非特

异性免疫、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对淋巴细胞转化

和白细胞介素 2（IL-2）分泌的影响，以及对自然杀

伤细胞（NK）的增加作用。有研究表明[29]，绞股蓝

可非常明显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作用强度明显

呈剂量依赖关系。不同剂量绞股蓝灌胃小鼠，14 d
后可通过促进腹腔巨噬细胞内酸性磷酸酶和乳酸脱

氢酶的活性，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而显著提高

正常机体非特异性免疫能力，且存在一定剂量效应。 
Gyp 具有广泛的增强机体免疫力的能力，并可

抑制排斥反应。周俐等[30]用绞股蓝总苷作为免疫增

强剂治疗免疫低下小鼠模型，观察特异性免疫功能

的变化。绞股蓝总苷能非常明显地增强特异性免疫

功能，作用呈剂量依赖性，最高剂量推荐 200～400 
mg/kg。张海燕等[31]研究发现绞股蓝（200 mg/kg）
可以加强正常小鼠淋巴细胞的增殖，提高免疫器官

指数，提高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说明其对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有促进作用。 

6  保肝作用 
绞股蓝总皂苷可保护大鼠肝功能，抑制大鼠肝

纤维化形成。有研究表明[32]，绞股蓝总皂苷可显著

降低大鼠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T）、总胆汁酸

（TBA）、总胆红素（TBIL）水平和透明质酸（HA）、

Ⅲ型胶原（PCⅢ）和层粘蛋白（LN）水平。绞股

蓝总皂苷还可显著减少白蛋白攻击所致的胶原纤维

生成，并改善大鼠肝纤维化病理损伤。陶建武等[33]

观察了绞股蓝对 CCl4 所致 Wistar 大鼠肝脏过氧化

的干预作用，结果显示绞股蓝能明显减低 CCl4 组

LPO 及 MDA 水平，升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水平，抑制脂质过氧化产物的形成，提

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绞股蓝总皂苷在保护小鼠

CCl4 肝损伤的同时能降低肝组织 NO 水平和升高肝

组织谷胱甘肽（GSH）水平。 
7  抗氧化作用 

脂质过氧化反应是自由基介导的链式反应，机

体内的自由基与细胞膜上不饱和脂肪酸反应形成脂

质过氧化物，可导致膜结构和功能受损。在机体内

还存在着抵御自由基损伤的防御系统，其中，

GSH-Px 及 SOD 是该系统中的重要抗氧化酶类，能

还原过氧化物，保护组织免受损害。张慧丽等[34]研

究发现，分别 ig 给药绞股蓝总皂苷 40、50 mg/kg，
每日 1 次，连续 20 d，两剂量组均能明显升高老龄

大鼠红细胞 SOD 活力，证明绞股蓝总皂苷能通过提

高 SOD 活性增强老龄大鼠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同时，

绞股蓝多糖同样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35]。 
8  抗衰老作用 

Gyp 有显著延长正常细胞寿命的作用，它能抑

制过氧化脂，使体质虚弱的人身体变得健康，精力

充沛。有研究表明[36]，绞股蓝提取液通过提高血液

中 SOD 活性和降低自由基能力而起到延缓小鼠自

然衰老的作用。 
刘国辉等[37]通过 Gpy 对 D-半乳糖所致亚急性

衰老大鼠下丘脑的抗衰老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Gpy 能提高抗氧化物酶的活性，有效抑制衰老

大鼠下丘脑氧自由基的形成，增加免疫器官质量，

并可拮抗下丘脑 NO 引起的神经毒性，从而延缓 D-
半乳糖所致的大鼠衰老。 
9  抗溃疡作用 

胃、十二指肠溃疡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日

本学者发现 Gyp 有防止溃疡发生和治疗溃疡的作

用。喂食生理盐水（1 mg/kg）之后施以水浸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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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鼠，溃疡发生率为 100%，而喂食 Gyp（100 
mg/kg）的小鼠溃疡发生率为 59.9%，明显抑制溃

疡的发生。Rujjanawate 等[38]研究表明，口服 Gyp
可以抗胃溃疡，剂量是 200～400 mg/kg。绞股蓝总

皂苷 100 mg/kg对水浸造成的应激性胃溃疡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对照组的溃疡系数为 20.08，Gpy 组

为 11.95，溃疡抑制率为 40.49%。同样剂量连续 5 d，
对大鼠胃溃疡的治愈率为 46.79%，如延长至 15 d，
可使治愈率提高至 56.72%[39]。 
10  其他作用 

程小跃等[40]证实，ig 给药 Gyp 50～200 mg/kg
能显著抑制小鼠扭体、热板反应，作用峰值在给药

后 1～1.5 h，提示其具有镇痛作用，连续给药 7 d，
镇痛作用无耐受现象。Gpy 能使大鼠足跖炎症组织

释放的前列腺素（PGE）明显减少，提示它对外周

炎症疼痛部位 PGE 的合成和释放有抑制作用，这可

能是绞股蓝镇痛机制的外周因素。 
绞股蓝的强心作用体现在对大鼠心、脑微粒体

Na+，K+-ATP 酶具有显著、迅速的抑制作用，呈浓

度相关性，提示其强心作用和中枢抑制作用与该作

用有关。同时，绞股蓝对肾脏的保护作用也被认为

与此有关。研究表明[41]，绞股蓝与黄芪配合使用可

预防原发性肾病综合征复发率。董燕湘等[42]报道，

绞股蓝可使大鼠骨髓间质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较原始

的神经细胞，无毒性且利于神经细胞长期存活，可

作为进一步临床神经细胞移植较理想的诱导剂。此

外，绞股蓝尚有抗运动疲劳[43]、抑制神经细胞凋亡、

保护神经细胞以及促进学习记忆能力[44]、抑菌、镇

静、催眠等作用。 
11  展望 

绞股蓝作为五加科以外的含有与人参皂苷相似

结构皂苷的植物，在我国有着丰富的资源。自然分

布广泛，对生长条件要求低、周期短、产量大，易

于人工栽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绞股蓝进行了大

量研究，发现其药理活性广、临床疗效确切、作用

温和、毒性低，充分肯定了它的药用价值。同时，

绞股蓝还可以制成保健茶、饮料、食品添加剂等功

能性食品，极具开发前景。因此，只有通过对绞股

蓝药理作用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指导有效成分的确

定，使绞股蓝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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