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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花及其成分增强免疫、抗肿瘤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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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蝉花是寄生在蝉上的真菌，也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现代研究表明蝉花及其有效成分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

抗肿瘤、降血糖及改善肾功能等广泛的药理作用，尤其以增强免疫力作用的研究报道为多。近年来蝉花的抗肿瘤活性也逐

渐受到关注，因此主要对蝉花的增强免疫力和抗肿瘤活性研究进行综述，并对其后续研究及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 蝉花菌；蝉花；蝉花有效成分；增强免疫力；抗肿瘤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4-6376（2020）04-0624-06

DOI：10.7501/j.issn.1674-6376.2020.04.007

Research progress of Cicada flower and its components in enhancing immunity

and anti-tumor pharma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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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cada flower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cordycipitoid fungus parasitizing cicada nymph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icada flower and its components have a wide range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immune regulation, anti-fatigue,

anti-tumor, hypoglycemic and renal function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enhancing immunity. In recent years, the anti-

tumor activity of cicada flower has also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enhancement of immunity and anti-tumor activity, and prospects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cicada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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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花又名金蝉花、蝉蛹草、蝉茸、胡蝉、蜩等，是

蝉的若虫被真菌界虫草科、棒束孢属蝉花菌 Isaria

cicadae Miquel 寄生形成的干燥复合体［1］。蝉花是

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具有散风热、镇惊、明目之功

效，主治小儿夜啼心悸，祛风止痉，麻疹、目赤、多泪

等［2］。随着野生蝉花资源的日趋减少，人工培养的

蝉花及其开发利用也备受关注，国内外已有众多学

者对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人工培养进行了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蝉花及其提取物具有免疫调节、抗肿

瘤、解热镇痛、镇静催眠、改善肾功能等作用［3］，其中

对于蝉花增强免疫研究报道较多［4］。近年关于蝉花

抗肿瘤活性研究也日益增多，现就提高免疫和抗肿

瘤方面的药理作用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蝉花的进

一步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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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蝉花及其成分的免疫增强作用

研究显示天然蝉花及其成分、人工培育蝉花及

其成分均有免疫增强作用。

1.1 天然蝉花及其成分

多项研究表明，天然蝉花及其活性成分能提高

机体的免疫功能。宋捷民等［5］用天然蝉花水煎液 2

个剂量组（1.8、3.6 g/kg）及对照组双宝素（8.8 g/kg）

给小鼠 ig，采血测定血清溶血素、抗体积数，用鸡红

细胞吞噬实验测定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百分数

和吞噬指数，观察蝉花对小鼠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蝉花水煎剂 2个剂量组和阳

性对照组均可显著提高血清溶血素水平，显著提高

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且高剂量组的作用与双宝素

相当，提示蝉花可促进免疫功能。

Weng等［6］研究了天然蝉花提取物的免疫调节

作用，其中蝉花子囊部分的 50%水甲醇提取物能够

增强植物凝集素（PHA）对人单核细胞（HMNC）的

增殖反应，半数有效浓度（EC50）为（13.8±4.6）μg/mL；

蝉花虫体部分 100% 甲醇提取物抑制 PHA 对

HMNC 的增殖反应，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32.5±

5.2）μg/mL，此研究表明天然蝉花子实体具有增强

机体免疫力作用。同时，体外试验表明蝉花中含有

的麦角甾醇过氧化物能够通过抑制 T-淋巴细胞扩

增和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及

γ-干扰素（IFN-γ）基因表达而发挥减轻组织炎性反

应的作用，提示蝉花中的麦角甾醇过氧化物具有增

强免疫力作用［7］。

日本学者应用碳素清除法研究了从蝉花虫体

部分分离到的2个半乳甘露聚糖（CI-P和CI-A）对小

鼠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活性，结果表明CI-P具有高

吞噬活性，能激活免疫系统的吞噬功能，而与伴刀

豆凝集素A（Con A）有较强亲和力的CI-A则无明显

作用［8］。何晓波等［9］研究天然蝉花总多糖体内外对

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影响。结果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蝉花总多糖 0.16～100 μg/mL 不仅能直接刺

激小鼠脾细胞的增殖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生

成，而且对 Con A 或脂多糖（LPS）诱导的小鼠 T、B

淋巴细胞增殖和 IgG抗体生成有较显著作用，且呈

明显的量效关系。表明蝉花总多糖在体内外均能

有效促进小鼠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宋佳敏等［10］探讨了野生金蝉花多糖对环磷酰

胺（CTX）致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调节作用。分别

给小鼠 ig低、中、高（25、50、100 mg/（kg·d）剂量的金

蝉花多糖溶液 30 d，正常对照组、CTX 模型组给予

等体积生理盐水，阳性对照茯苓多糖组、盐酸左旋

咪唑组分别给予等体积茯苓多糖溶液和盐酸左旋

咪唑溶液，分别测定各组的小鼠体质量增量、免疫

器官指数、迟发型超敏反应、血清溶血素水平、IFN-

γ、白细胞介素-2（IL-2）、IgG含量及血清中其他生化

指标。结果表明，与CTX模型组相比，金蝉花多糖

各剂量组对小鼠体质量增量均有显著提高作用，

中、高剂量组能显著提高小鼠脾脏指数、胸腺指数、

血清溶血素水平（P＜0.05）；各剂量组小鼠足趾肿胀

度随着剂量增加而增强，表明金蝉花多糖对免疫低

下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有显著影响（P＜0.05）。各

剂量组小鼠血清中 IFN-γ、IL-2、IgG 含量均显著增

加（P＜0.05），且呈剂量相关。各剂量组小鼠的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显著增加，中、高剂量组小

鼠的谷胱甘肽（GSH）含量显著增加，中、高剂量组

小鼠的丙二醛（MDA）、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含量显著下降，且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研究结果表明金蝉花

多糖通过提高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器官指数，提高

细胞免疫水平、促进细胞因子分泌，从而提高了其

抗氧化能力、修复肝功能等，全面发挥对免疫抑制

小鼠的免疫系统调节作用。

杨全伟等［11］以金蝉花为原料，经脱脂干燥、水

提、浓缩、透析、乙醇沉淀和真空干燥后，得到金蝉

花水提粗多糖。然后经二乙氨乙基纤维素阴离子

交换柱纯化获得 4种纯化多糖，并进行了体外细胞

免疫活性测定，结果发现 0.2 mol/L NaCl 溶液洗脱

的金蝉花纯化多糖在高浓度（1.0 mg/mL）时具有较

强的免疫抑制作用。蒸馏水洗脱金蝉花精制多糖

在高浓度（1.0 mg/mL）和低浓度（100 μg/mL）均具有

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且显示良好的浓度相关性，

浓度越低抑制作用越强。

Xu等［12］从野生蝉花中分离纯化出相对分子质

量为 30 900、555 300的两个杂多糖 JCH-1和 JCH-2，

免疫调节试验表明二者均能明显增强巨噬细胞的

活性，JCH-1的活性明显优于 JCH-2，其作为提高免

疫力的功能食品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1.2 人工培育蝉花及其成分

1.2.1 人工培育的蝉花子实体 杜金莎等［13］探讨

人工培养的蝉花子实体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及

其机制。选用 60只小鼠随机均分为 6组：T1～T5组

蝉花子实体连续 ig 45 d，C组给予等体积双蒸水作

为对照。计算脾脏、胸腺指数，行迟发型超敏反

应（DTH）实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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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杀伤（NK）细胞杀伤活性实验和脾淋巴细胞转

化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T1、T2、T5 组脾

脏指数和T1～T3组胸腺指数增高（P＜0.05、0.01），

T5组DTH结果阳性（P＜0.01），T1组巨噬细胞吞噬

指数增高（P＜0.05），T1～T3 组 NK 细胞活性增

强（P＜0.05、0.01），T2～T5组非诱导脾淋巴细胞增

殖明显（P＜0.01），T4、T5组诱导脾淋巴细胞增殖明

显（P＜0.01）。结果表明蝉花子实体在 0.34～1.66

g/kg能明显促进小鼠脾细胞增殖，增强 NK 细胞杀

伤活性和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从而增强机体免疫

功能。

李成［14］等以人工培养的蝉花子实体为原料制

备蝉花片，并评价了片剂的增强免疫作用。实验设

低、中、高 3个剂量组，分别相当人体推荐量的 5、10、

30倍，同时设阴性对照组（1%羧甲基纤维素钠），连

续 1 个月 ig 给予绵红细胞免疫小鼠不同剂量的样

品，进行迟发型超敏反应、抗体生成细胞检测、血清

溶血素测定，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吞噬指数

测定；用小鼠碳廓清试验测定脾脏吞噬指数；自然

杀伤NK细胞杀伤活性和脾淋巴细胞转化等实验。

结果表明，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受试 3个剂量组足跖

肿胀度极显著增加（P＜0.01）；中、高剂量组溶血空

斑数和血清溶血素抗体积数值均极显著增加（P＜

0.01），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率、吞噬

指数显著增加（P＜0.05、0.01）；高剂量组NK细胞活

性显著升高（P＜0.05），证明蝉花片对小鼠具有显著

的免疫调节作用。

1.2.2 液体发酵的蝉花菌丝体 金丽琴［15］用 500

mg/kg 的人工培养的蝉花菌丝体水提物给大鼠 sc

12 d后，用含 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细胞培养

液贴壁培养肺泡巨噬细胞，测定肺巨噬细胞内有关

酶活性发现 ，乳酸脱氢酶（LDH）和酸性磷酸

酶（ACP）活性以及大鼠血液的主要生化指标显著升

高，表明蝉拟青霉菌丝体能激活大鼠肺巨噬细胞，

具有增强大鼠免疫功能的作用。

陈秀芳等［16］将大鼠分为 4组，分别是正常对照

组、环磷酰胺组、蝉花水提物组及环磷酰胺加蝉花

水提物组，各组 sc给药连续皮下 26 d，用生化方法

测定巨噬细胞内 ACP 和 LDH 的活力，并进一步观

察巨噬细胞摄取中性红细胞的能力。结果发现蝉

花水提物能使正常大鼠腹腔、肺巨噬细胞内 ACP、

LDH活力显著升高，并可拮抗环磷酰胺对大鼠腹腔

巨噬细胞内LDH活力的抑制作用。同时，蝉花水提

物能够增强腹腔巨噬细胞、肺巨噬细胞摄取中性红

能力，拮抗环磷酰胺的抑制作用。这说明蝉花水提

物对实验动物腹腔巨噬细胞、肺巨噬细胞具有免疫

激活作用。

蝉花还可以减轻环磷酰胺所致免疫抑制。蝉

花菌丝体水提物不仅能使正常大鼠脾脏质量显著

增加，而且对环磷酰胺所致的免疫器官（脾脏和胸

腺）萎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能阻遏环磷酰胺所

致免疫抑制大鼠肝、脾、肾、胸腺组织细胞内 ACP、

LDH活力的降低（P＜0.001、0.01）；能使正常大鼠肾

组织中的ACP活力及胸腺组织中的LDH活力明显

升高（P＜0.05）。电镜观察发现蝉花使正常大鼠脾

脏巨噬细胞体积增大，胞质内溶酶体增多，细胞表

面可见粗而短的突起。表明蝉花菌丝对机体具有

免疫激活活性，并能拮抗环磷酰胺的免疫抑制

作用［17］。

1.2.3 人工培育蝉花多糖 杨介钻等［18-19］采用 100 mg/kg

蝉花多糖 sc给正常、环磷酰胺所致免疫抑制大鼠及

老龄大鼠，连续 21 d后，测定大鼠脾脏和胸腺湿质

量 ，计算脏器湿质量指数 ，测定外周血白细

胞（WBC）、血红蛋白（Hb）、血清胆固醇（Ch）、三酰

甘油（TG）、尿素氮（BUN）、肌酐（Cr）等含量及

ACP、LDH等酶活力变化。结果发现蝉花多糖可使

大鼠体质量、胸腺湿质量指数、外周血WBC数、Hb

含量、总蛋白和球蛋白水平等显著提高，并能阻遏

由环磷酰胺所致的抑制作用；能够增加老龄大鼠脾

脏湿质量、脾脏湿质量指数，外周血WBC数，Hb含

量以及减少Ch、TG的含量，表明蝉花多糖能增强大

鼠的免疫功能。同时 sc 不同剂量蝉花多糖（50、

100、200 mg/kg）15 d，能提高大鼠外周血 WBC 数，

激活肺泡巨噬细胞，并具有剂量相关［20］。

金丽琴等［21］等通过观察蝉花总多糖对老龄大

鼠肝、肾、脾、胸腺等组织器官免疫功能的影响，发

现给大鼠背部 sc蝉花总多糖 100 mg/L共 3周后，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大鼠肝肾脾ACP、LDH，肝

肾胸腺精氨酸酶（Arg）活力，肝肾GSH水平呈现显

著上升的趋势，同时肝肾脂质过氧化物（LPO）的含

量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这说明蝉花总多糖对老龄

大鼠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

胡云良等［22］研究蝉花总多糖激活正常人外周

血淋巴细胞的增殖作用，结果表明不同剂量蝉花总

多糖均可促进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的增殖，并

且具有一定的剂量相关性；但当总多糖浓度大于

100 μg/mL以后，淋巴细胞的增殖率不再继续升高，

反而略有下降。陈柏坤等［23］也证明蝉花多糖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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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脾淋巴细胞的增殖活性，并对环磷酰胺处理

后脾淋巴细胞增殖活性降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

能促进脾淋巴细胞分泌Th1型细胞因子IL-2、IFN-γ。

迟秋阳等［24］对蝉花菌株进行人工发酵产生蝉

花菌丝，从中提取蝉花多糖，并以冬虫夏草多糖为

阳性对照，灰树花多糖参比试验，对小鼠进行了淋

细胞转化试验、Ea及 E玫瑰花试验，特异性免疫玫

瑰花试验、巨噬细胞吞噬试验、抗SRBC抗体效价试

验，结果表明蝉花多糖提高免疫药理作用明显。

Wang等［25］从蝉花发酵菌丝多糖中纯化鉴定出 1个

杂多糖并证明其有明显的免疫调节活性。

另外，孔华等［26］还研究了蝉花菌丝粗多糖对鸡

疫苗抗体水平的影响，结果雏鸡添加 100 mg/kg 蝉

花粗多糖能有效延长新城疫母源抗体的保护期，提

升成活率，且与弱毒苗作用后有效保护鸡群新城疫

抗体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60日龄鸡群添加 50 mg/kg

蝉花虫草粗多糖可以明显提高新城疫抗体水平的

效果。

2 抗肿瘤作用

研究显示天然蝉花提取物、天然蝉花孢子粉、

人工培育蝉花子实体提取物、液体发酵蝉花菌丝提

取物均有抗肿瘤的作用。

2.1 天然蝉花提取物

Kiho等［8］从野生蝉花虫体部分分离纯化获得 2

种半乳甘露聚糖 CI-A 和 CI-P，采用小鼠 S180 肉瘤

模型进行实验，分别以不同剂量 ip给药 10 d。结果

表明CI-A按 1 mg/（kg·d）给药对肿瘤增殖抑制率为

7l%，完全治愈率为 33.33%，显示一定抗肿瘤活性。

CI-A 按 5、l0 mg/（kg·d）给药，两者抑制肿瘤增殖无

明显差异；而 CI-P 无论给药量多少均未出现明显

差异。

王育纯等［27］将小鼠接种 S180肉瘤后随机分为

对照组、环磷酰胺组和蝉花菌水煎液组，对照组用

20 mL/kg的生理盐水 ig；蝉花菌水煎液组均配制成

12.5 g/100 mL，以 20 mL/kg连续 ig给药 10 d。给药

后观察对各组小鼠生存质量、抑瘤率、胸腺指数、脾

脏指数。结果表明蝉花菌水煎液对小鼠体内肿瘤

有一定抑制作用，抑瘤率达到了22.5%。

芦柏震等［28］用不同浓度野生蝉花粗提物 12.5、

6.25、3.125 mg/mL 以及联合顺铂处理肺癌细胞系

PAA，用MTT法检测细胞活性。结果发现随粗提物

浓度升高，PAA 细胞活性受抑制，但是与联合顺铂

未见效果提高；粗提物能使 PAA 细胞 G0/G1期比例

逐渐增加，而S期和G2/M期比例下降。提示蝉花粗

提物能选择性杀伤 G2/M 期细胞，显著抑制 PAA 细

胞生长，但是和顺铂无协同效应。此后同一课题组

的蔡菊芬等［29］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谢飞等［30］用MTT法考察了不同剂量野生蝉花

多糖对HeLa细胞的抑制作用，并以移植性 S180实

体荷瘤小鼠为模型检测体内抗肿瘤活性，结果表明

当蝉花多糖浓度为 400～800 μg/mL时，对体外培养

的HeLa细胞具有抑制作用，并呈量效关系，浓度为

800 μg/mL 时，抑制率达到 61%。体内实验表明蝉

花多糖给药组对小鼠 S180实体瘤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并呈现明显量效关系，与模型组抑瘤率比较差

异显著（P＜0.05），给药剂量为 200 mg/（kg·d）时，对

S180荷瘤小鼠抑瘤率达到42.9%。

胡云良等［22］以MTT法检测蝉花总多糖对正常

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和白血病细胞系 HL-60和 K562

细胞的抑制率。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12.5、

25.0、50.0、100.0、200.0、400.0 µg/mL 等浓度蝉花总

多糖均可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蝉花总多糖对HL-

60 细胞、K562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随着剂量的增

加而增强，浓度达到 50 µg/mL或以上时其抑制作用

更显著。蝉花总多糖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

者原代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随着剂量增加，

对AML患者原代细胞的抑制作用增强。蝉花总多

糖浓度达到 25 µg/mL或以上时，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但低于抗肿瘤药物氟尿嘧啶（5-FU）

的抑制率。

Xie 等［31］应 用 MTT 法 测 定 蝉 花 乙 醇 提 取

物（EEC）对不同癌细胞系的细胞毒活性。用 EEC

处理人胃癌 SGC-7901 细胞 48 h，通过膜联蛋白 V-

FITC/碘化丙啶染色进行定量分析细胞凋亡，流式细

胞仪研究细胞周期并对细胞内Ca2+进行测量。结果

表明EEC通过诱导 caspase相关性凋亡，抑制S期细

胞周期并增加内质网应激来抑制 SGC-7901细胞的

增殖，提示蝉花及其提取物是抗肿瘤药的潜在天然

来源。

2.2 天然蝉花孢子粉

Sun 等［32］采用 MTT 法研究野生蝉花破壁孢子

粉（ICBCP）对人乳腺癌 MCF-7 和宫颈癌 Hela 细

胞的抗癌潜力。用不同浓度的 ICBCP（0、40、80、

160 μg/mL）处理肿瘤细胞，结果表明核形态Hoechst

染色显示典型的细胞凋亡特征，膜联蛋白V/碘化丙

啶染色显示 ICBCP处理增加了凋亡细胞数目。此

外，ICBCP也诱导半胱天冬酶介导的线粒体凋亡途

径，提示蝉花孢子粉具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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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工培育蝉花子实体提取物

陈安徽等［33］建立了体外中国仓鼠卵巢肿瘤细

胞株模型，通过添加人工蝉花、野生孢梗束及基质

的提取溶液，采用刃天青染色法检测其抗肿瘤活

性，发现人工培育蝉花和天然野生蝉花都具有抗肿

瘤活性，并且活性成分主要存在于乙酸乙酯提取相

和甲醇提取相，属为中等极性化合物。

2.4 液体发酵蝉花菌丝提取物

Yang 等［34］研究液体发酵蝉花胞外多糖（CEPS）

和 Se-CEPS抗小鼠结肠癌CT26的作用。实验分为

Se-CEPS 或 CEPS 高 剂 量 组 200 mg/（kg·d）、Se-

CEPS或CEPS中剂量组 100 mg/（kg·d）、Se-CEPS或

CEPS 低剂量组 50 mg/（kg·d）、Se-CEPS+5-FU 组、

200 mg/（kg·d）Se-CEPS+20 mg/（kg·d）5-FU和阳性

对照组 5-FU 20 mg/（kg·d），每天给药1次，持续 14 d。

结果显示 Se-CEPS组可以提高结肠癌CT26荷瘤小

鼠的免疫器官指数、血清细胞因子含量，以及CD8+

和CD4+T淋巴细胞比值，抑制肿瘤生长。当与 5-FU

联用时，Se-CEPS 可以降低 5-FU 的毒性、提高其

活性。

Qiao 等［35］应 用 MTT 法 研 究 了 中 华 头 孢

霉（C1）、蝙蝠蛾拟青霉（C2）、蝉花（C3）3种发酵菌

丝体以及蛹虫草的干燥子实体（C4）等4种样品的水

提取物对肺腺癌细胞A549的体外抗肿瘤活性。结

果显示浓度在60～300 mg/mL各样品水提取物的抗

肿瘤活性从大到小排列为 C3＞C4＞C1＞C2，蝉花

发酵菌丝体水提物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优势。

3 结语

对蝉花增强免疫和抗肿瘤的研究结果表明，无

论是野生蝉花，还是人工培养的蝉花菌丝体、子实

体及从中分离得到的蝉花多糖等成分，对机体免疫

功能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对人胃癌、乳腺

癌、宫颈癌细胞系，小鼠肉瘤、结肠癌、肺癌等多种

肿瘤细胞系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具体的作用机制及

其作用靶点还不够清楚。蝉花作为一种增强免疫、

防治肿瘤的新资源备选药物虽然有广泛的开发利

用前景，但是还有很多基础研究需要完善。

最近，让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牵动着全世界公众的心，已经有

几十万人感染病毒，几千人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

命。从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来看，60岁以上老

年人尽管流动性不高，却成为受病毒侵害最严重的

人群，尤其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高

龄人群，死亡率较高［36］。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

生，再次引起人们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和深度思

考，从一线参与救治的医生，到疾控部门的专家，一

直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在没有研发出疫

苗和有效治疗药物的前提下，提高自身免疫是最有

效的预防、抵制病毒的武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治疗指南明确指出了自身免疫康复的重

要性。

近年来国外不断开发冬虫夏草和蛹虫草作为

功能食品［37-38］，倍受青睐，已有数种产品投放市场，

其中不乏声称增强免疫力的品种，但由于价格较

高，未能满足人们健康的需求。蝉花的有效活性成

分不亚于冬虫夏草，属于优质虫草［39］。因为冬虫夏

草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产量较低，价格昂贵。蛹

虫草菌种分布广泛，不同区域差异较大，中医典籍

里鲜有应用记载；加上人工培育培养周期长，给质

量控制带来难度，致使原料质量参差不齐，效果难

以保证，其开发利用受到限制［40-41］。而蝉花对培育

条件要求相对比较低，培养周期短，价格低廉，易于

规模化培育，并且人工培育品里的麦角甾醇和核苷

等有效成分含量很高［42］。鉴于蝉花明确的增强免

疫力作用，在当前增强免疫力产品需求大大提高的

情况下，更有实际应用价值，应尽快将价格实惠的

蝉花开发成为增强免疫的各类产品，使广大百姓

受益。

另外，蝉花多糖具有显著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

用，相关的药理与药效研究较多，有必要深入研究

其作用机制以及与其他免疫增强成分的协同效应，

进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及保健产品，以

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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