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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植物多糖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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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难治性慢性非特异性炎症肠道疾病，西医对UC发病机制并未完全阐明，目前尚无根

治措施。近年来研究发现许多中药和药食同源的植物多糖治疗UC效果较好，且副作用小。本文主要对药食同源植物多糖

黄芪多糖、当归多糖、马齿苋多糖、枸杞多糖、香菇多糖、猴头菌多糖等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调节肠道免疫功能、抗炎、

抗氧化、改善肠黏膜功能治疗UC的作用和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UC的临床治疗和新药开发提供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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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 refractory chronic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estern medicine has not fully

clarified the pathogenesis of UC, and there is no radical cure so far. In recent year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any Chinese medicines

and plant polysaccharides with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y exhibited better effects in treating UC and have fewer side effects. In

this article,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plant polysaccharides with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y, such as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angelica polysaccharide, purslane polysaccharide, wolfberry polysaccharide, lentinan and hericium

erinaceus polysaccha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UC via regulating the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balance, regulating the intestinal

immune function,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tion, and improving the intestinal mucosal function were reviewe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new drug development of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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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慢

性非特异性炎症性肠道疾病，病变部位主要限于大

肠黏膜和黏膜下层，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黏液脓

血便及腹痛。UC 发病率在全球范围持续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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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UC 患病率约 11.6/10 万，居亚洲国家首位［1］。

UC 具有难治及反复发作的特征，极大影响民众身

心健康，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已被世界卫生组

织（WHO）列为现代难治病之一［2］。然而，目前对

UC 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其病因研究仍是困扰

国内外研究者的瓶颈问题，至今没有特异性的根治

措施［3］。

西医常用糖皮质激素、水杨酸制剂、免疫抑制

剂和生物制剂等治疗，由于治疗疗程长、易反复、费

用高，长期应用有严重副作用，治疗效果不甚理

想［4］。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医疗思想

已从原来的治疗逐渐向预防与治疗相结合转变，因

此“药食同源”天然产物备受关注。我国地域广阔，

中药及天然药物种类繁多，目前共有 110种药食同

源中药，但对其进一步应用开发相对较少［5］。天然

植物多糖作为主要的生物活性大分子，广泛存在于

果蔬、菌类和食源性中草药里，被证明具有免疫调

节、抗氧化、抗炎和调节肠道菌群、维持肠稳态等多

种药理作用［6-7］。研究表明植物多糖大多具有益生

元特性而有益于肠道健康，在改善和治疗 UC方面

具有疗效显著、副作用小等优势，但作用机制尚不

清楚［6］。因此，本文主要对药食同源植物多糖（黄芪

多糖、当归多糖、马齿苋多糖、枸杞多糖、香菇多糖、

猴头菌多糖等）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抗炎、抗氧化、改善肠黏膜功能治疗UC的

作用和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 UC的临床治疗和新

药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1 黄芪多糖

黄芪为补气固表的要药，具有补气健脾、利水

消肿、托毒生肌之功效。黄芪多糖提取自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 和 膜 荚 黄 芪 A.

membranaceus（Fisch.）Bge. 的干燥根，具有抗氧

化、抗肿瘤、抗炎、降血糖和心血管保护等药理作

用［8］。梁金花等［9］将 2，4，6-三硝基苯磺酸（TNBS，

100 mg/kg）和 50%乙醇注入大鼠结肠诱导UC，采用

0.2 g/mL 黄芪多糖和双歧杆菌活菌胶囊 ig 治

疗，0.3 mL/次、2次/d，连续 7 d 后进行肠道菌群和

脂肪酸含量检测。结果表明黄芪多糖和双歧杆菌

活菌胶囊给药组大鼠肠道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含

量明显上升，肠球菌、肠杆菌含量下降，大鼠肠道菌

群比例恢复正常，厌氧菌代谢产物乙酸含量明显上

升，且黄芪多糖对 UC的改善作用优于双歧杆菌活

菌胶囊对照组。

潘伟杰等［10］同样采用 TNBS 建立 Wister 大鼠

UC模型，给予黄芪多糖（质量分数 50%，200 mg/kg）

和硫唑嘌呤（60 mg/kg）灌肠治疗 10 d，与模型组相

比，给药组 B 淋巴细胞瘤-2（Bcl-2）蛋白显著升高，

黄芪多糖和阳性对照组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

Bcl-2相关X（Bax）蛋白表达水平、结肠上皮凋亡细

胞计数均显著降低。表明黄芪多糖能通过上调Bcl-2、

下调 Bax 改善肠黏膜屏障功能，减轻 UC 大鼠炎性

反应。

另有研究显示质量分数 70% 的黄芪多糖以不

同剂量（100、200、400 mg/kg）ig 治疗还可显著降低

结肠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MPO）、白细胞介素 -

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降低血清

D-乳酸（D-LA）、二胺氧化酶（DAO）水平，及升高表

皮生长因子（EGF）含量、促进结肠紧密连接蛋

白（occludin，ZO-1）表达进而减少结肠组织炎症因

子释放、改善肠道黏膜屏障功能、促进肠黏膜修复

缓解TNBS/乙醇诱导的大鼠UC［11-12］。

李荣峰等［13］将 TNBS和乙醇注入 SD大鼠肠腔

建立 UC模型，ig给予质量分数 98% 的黄芪多糖不

同剂量（100、200、400 mg/kg）和柳氮磺吡啶（SASP，

400 mg/kg）治疗 14 d，结果表明黄芪多糖可显著改

善UC大鼠的DAI评分、结肠黏膜损伤；且高剂量组

大鼠结肠组织中丙二醛（MDA）、MPO 和血清中

TNF-α、白细胞介素-6（IL-6）显著降低，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及白细胞介素 -10（IL-10）含量显著

增加。

此外，黄芪多糖在治疗实验性结肠炎时，还可

通过升高肠黏膜组织Treg细胞水平，下调IL-2、IL-6、

IL-17、IL-23 含量，调节 Treg/Th17 细胞间平衡发挥

作用［14］。有研究显示，采用 2，4-二硝基氯苯丙酮液

滴 背（20 g/L，14 d），再 用 2，4- 二 硝 基 氯 苯 乙

醇（0.1%，0.25 mL）联合醋酸灌肠法建立的 SD大鼠

UC模型，给予黄芪多糖（质量分数 90%，10 mL/kg）

和 SASP（0.2 g/kg）ig 治疗 14 d，结果表明黄芪多糖

通过影响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的表达，参与DNA修复、复制过程，

调节细胞的增生及组织修复，对UC起到治疗作用，

其疗效与柳氮磺吡啶相近［15］。

有研究显示，给小鼠连续饮用 5% 葡聚糖硫酸

钠（DSS）溶液 7 d，再饮用不含DSS的蒸馏水 14 d建

立小鼠慢性 UC模型，给予黄芪多糖（100 mg/kg）ig

治疗 7 d，结果表明黄芪多糖通过抑制骨髓中、脾脏

中、外周血中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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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ressor cells，MDSC）的表达，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有效治疗UC［16］。

以上研究表明黄芪多糖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抗氧化抗炎、改善肠黏膜功能和调节机体免疫发挥

治疗UC作用，其功效优于双歧杆菌活菌胶囊，与柳

氮磺吡啶相当。因此，黄芪多糖具有进一步开发为

治疗UC有效药物的潜力。

2 当归多糖

当归能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当归多

糖是从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的干燥根

中提取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保肝护肝、抗血栓、抗

炎、促进造血、调节免疫和抗肿瘤等作用［17］。不同

剂量的当归多糖（250、500、1 000 mg/kg）灌肠 7 d可

以显著降低 80 mL/L醋酸（2 mL）灌肠诱导的UC大

鼠结肠中MDA、一氧化氮（NO）含量，MPO活性，升

高SOD活性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EGF水平，

通过抗氧化、促生长因子表达和促进肠黏膜屏障修

复再生缓解 UC 大鼠肠道损伤，其抗炎作用弱于

100 mg/kg的 5-氨基水杨酸（5-ASA），但其组织修复

再生作用优于5-ASA［18］。

在 TNBS（100 mg/kg）和乙醇诱导的免疫性结

肠炎大鼠模型中，当归多糖（250、500、1 000 mg/kg）

灌肠 21 d可显著降低 UC 大鼠结肠中 MDA、NO 含

量，MPO活性及 IL-2、TNF-α水平，升高 SOD、IL-10

和 TGF-β水平，同时上调外周血 T淋巴细胞 CD3+、

CD4+、CD8+，降低 CD4/CD8 比值，通过抗氧化、抗

炎、改善T细胞免疫功能缓解免疫性结肠炎大鼠炎

症反应，减轻结肠损伤［19-20］。此外，当归多糖（质量

分数 95%，0.5、1 g/kg）和SASP（60 mg/kg）ig给药 7 d

还可通过下调 TNBS（100 mg/kg）和乙醇复合法建

立 的 UC 小 鼠 结 肠 派 尔 集 合 淋 巴 结（peyer’s

patches）中CD4+、CD8+ T细胞水平，降低CD4+/CD8+

比值，改善肠黏膜免疫功能紊乱进而缓解结肠黏膜

损伤［21］。

以上结果提示当归多糖可通过抗炎、促进肠黏

膜屏障修复、改善免疫功能发挥抗 UC功效。对醋

酸诱导的UC，当归多糖的抗炎作用弱于 5-ASA，但

其组织修复再生作用优于 5-ASA。因此，当归多糖

为潜在的促进肠黏膜屏障修复的药物。

3 马齿苋多糖

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 L.具有清热解毒、凉

血止血的功效，常用来治疗热毒血痢，便血，痔血。

马齿苋多糖提取自马齿苋的干燥地上部分，具有增

强免疫、降糖降脂、抗氧化、抗肿瘤、改善菌群平衡

等作用［22］。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马齿苋中对UC有

治疗作用的主要是马齿苋多糖［23］。张涛等［24］采用

TNBS/乙醇灌肠建立大鼠 UC 模型，然后 ig 给予马

齿苋多糖 1 g/kg治疗 7 d，阳性组给予美沙拉秦缓释

颗粒 0.125 g/kg，观察结肠黏膜组织形态变化。结果

表明马齿苋多糖可能通过抑制结肠黏膜中中性粒

细胞趋化因子 CNC-1 及其受体 CXCR2 的表达，从

而影响中性粒细胞向炎症区域的趋化，达到缓解

TNBS诱导的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效应，其疗效与阳

性药相当。

范文涛等［25］研究发现马齿苋多糖 10 mL/kg 连

续 ig 给药 3 周，还能通过降低 UC 大鼠血清 IL-6、

sIL-6Rα、gp130 含量及肠组织 MPO、核转录因子 -

κB（NF-κB）水平，减轻 sIL-6Rα与 IL-6 形成复合物

所致的炎症反应；并经 IL-6/STAT3信号通路下调大

鼠肠组织 STAT3 和 IL-6 的 mRNA 水平，从而抑制

TNBS诱导的大鼠UC的炎症发生。

另有研究显示马齿苋多糖（200 mg/0.33 mL）ig

给药 7 d可通过下调结肠黏膜上皮细胞凋亡关键调

控酶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3、caspase-8的表达，

延缓肠上皮细胞凋亡，促进肠黏膜屏障修复，对

TNBS/50%乙醇诱导的大鼠UC也能发挥治疗作用，

其效果与对照组美沙拉嗪（22 mg/0.33 mL）相当［26］。

冯澜等［22］、周正等［27］采用 DSS 蒸馏水诱导小鼠 UC

模型，0.5 g/mL马齿苋多糖0.3 mL治疗后，发现小鼠

肠道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数量显著上升，肠杆菌、

肠球菌的数量和外周血内毒素含量明显下降；同时

马齿苋多糖可提高 UC 小鼠肠黏膜抗炎细胞因子

IL-10的水平并降低致炎细胞因子TNF-α、IL-6的含

量，减轻结肠组织病理改变。

以上研究表明马齿苋多糖可以通过抗炎、促进

肠黏膜屏障修复改善 TNBS/乙醇诱导的 UC，其疗

效与美沙拉嗪相当。此外，马齿苋多糖还可以改善

肠道菌群失调状态有效治疗DSS诱导的UC。

4 枸杞多糖

枸杞是中国传统药食两用中药材，首载于《神

农本草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枸杞

多糖提取自宁夏枸杞 Lycium barbarum L.的干燥成

熟果实，是枸杞中重要的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

氧化、抗炎、降血糖血脂、保肝和免疫调节等作

用［28］。近年来研究发现枸杞多糖对UC也有一定治

疗作用。枸杞多糖（100、200、300 mg/kg）ig给药50 d

能够增强美沙拉嗪（220 mg/kg）对DSS诱导的慢性

实验性结肠炎小鼠的治疗作用，改善 UC小鼠肠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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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结构完整性，降低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增加

结肠长度，同时抑制MPO活性［29］。枸杞多糖协同美

沙拉嗪治疗慢性实验性结肠炎的机制与抑制小鼠

的炎症细胞活化有关［29］。

枸杞多糖（200 mg/kg）单独 ig治疗DSS诱导的

小鼠结肠炎，可减少肠壁内炎症细胞浸润，下调小

鼠结肠组织中干扰素-γ（IFN-γ）表达，增加结肠组织

Th1比例，降低 Th2，进而恢复 Th1/Th2平衡而缓解

UC［30-31］。研究表明枸杞多糖可通过抗炎作用治疗

UC，且联用美沙拉嗪能增加美沙拉嗪的抗 UC

功效。

5 香菇多糖

香菇是世界名贵药食两用菌，《本草纲目》中记

载香菇“甘平、无毒”，《日用本草》称其“益气、不饥、

养胃、治风破血”，符合中医采用“益气健脾，清热解

毒”方治疗UC的特点。香菇多糖（lentinan）是从香

菇 Lentinus edodes（Berk.）Sing 中提取的主要活性

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病毒、免疫调节等作用［32］。香

菇多糖（质量分数≥98%）0.2、0.4、0.8 mg/kg ig 给药

15 d作用于 2，4-二硝基氯苯丙酮（2%，14 d）滴背和

2，4-二硝基氯苯乙醇（1%，4 d）诱导的 UC 大鼠，外

周血淋巴细胞中CD3+、CD4+、CD8+水平，CD4+/CD8+

比值明显升高，其改善作用较阳性组SASP（300 mg/kg）

明显。同时，香菇多糖可显著升高结肠组织中 IL-4、

IL-10 水平，降低 TNF-α、IL-2 水平（P＜0.05），明显

减轻结肠组织炎症和溃疡［33］。

此外，香菇多糖和双歧杆菌活菌胶囊 ig给药 14 d

均可显著升高醋酸溶液灌肠诱导的UC大鼠肠道双

歧杆菌、乳酸杆菌的数量和肠内挥发性脂肪酸含

量，降低大肠埃希菌、肠球菌的数量和血中内毒素

含量，通过调整菌群失调，提高机体免疫力，防治

UC，且香菇多糖与双歧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应用效果

更优［34］。

目前香菇多糖在临床主要作为抗肿瘤的辅助

药物，以提高机体免疫力。以上研究表明香菇多糖

还可能通过调节UC大鼠免疫功能、减轻炎症反应、

调整菌群失调来缓解 UC，其改善作用较 SASP 显

著，且香菇多糖与双歧杆菌活菌胶囊联合应用疗效

更佳。因此，今后有望进一步扩大香菇多糖的临床

适应症，或采取联合用药方式治疗UC。

6 猴头菌多糖

猴头菌又称猴头菇，是药食同源的名贵菌类，

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方面显示出独特的药用价值。

猴 头 菌 多 糖 提 取 自 猴 头 菌 Hericium

erinaceus（Bull. ex Fr.）Pers. 的子实体，可通过抗

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发挥治疗 UC作用［35］。杨永

刚等［35-36］在探讨猴头菌多糖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

鼠治疗作用机制中发现，猴头菌多糖溶液低、高剂

量（0.5、1 g/kg）连续 ig给药 10 d能有效改善醋酸溶

液灌肠诱导的 UC模型大鼠的肠黏膜病变损伤，降

低血清中 IL-1、IL-6 含量，提高 SOD 活性和结肠内

容物中短链脂肪酸（SCFAs）总含量。其抗UC机制

与调节大鼠肠道内容物中 SCFAs 含量（尤其是醋

酸、丁酸）及提高结肠组织的细胞线粒体膜电位

有关。

另外，在体外双氧水（H2O2）诱导人肠黏膜上皮

细胞（Caco-2）的UC细胞模型中，采用低、高剂量猴

头菌多糖（0.1、0.5 mg/mL）培养基干预能明显增加

H2O2诱导的 Caco-2 细胞增殖、明显降低细胞凋亡

率，且细胞中MDA含量明显降低，SOD及乳酸脱氢

酶（LDH）含量明显提高［37］。

以上研究提示猴头菌多糖缓解UC的作用可能

与抗炎、调节肠道菌群、抗氧化应激有关。

7 其他药食同源植物多糖

石斛是名贵中药材，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

之功效。石斛多糖提取自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m et Migo、金 钗 石 斛 D. nobile

Lindl.、鼓槌石斛 D. chrysotoxum Lindl. 或流苏石斛

D. fimbriatum Hook. 的干燥茎，是石斛的主要活性

成分，具有降糖降脂、抗炎、抗氧化等作用［38］。不同

剂量（50、100、200 mg/kg）铁皮石斛多糖（质量分数

95%）连续 ig给药 14 d可通过抑制NF-κB炎症通路，

降低炎症因子 TNF-α、IL-1β的表达水平，减少结肠

炎性细胞浸润，减缓组织炎症，进而缓解 DSS诱导

的小鼠UC症状［39］。

采用DSS水溶液 5 d建立小鼠UC模型，给予霍

山 石 斛 多 糖（50、100、200 mg/kg）和 阳 性 药

SASP（300 mg/kg）ig给药 14 d均可显著降低炎性细

胞因子 IL-1、TNF-α水平，降低DAI评分，减轻结肠

黏膜损伤，促进溃疡愈合，表明霍山石斛多糖可通

过抗炎作用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其作用与 SASP

相当［40］。

党参具有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之效，临床常用

于气血不足、内热消渴之症。党参多糖提取自党参

Codonopsis pilosula（Franch.）Nannf.、素花党参 C.

pilosula Nannf. var. modesta（Nannf.）L. T. Shen 或

川党参 C. tangshen Oliv.的干燥根，具有抗氧化、抗

肿瘤、增强免疫、抗溃疡、降血糖等作用［41］。板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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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从湖北恩施道地药材党参中提取的活性多糖，

田先翔等［42］研究发现板党多糖低、中、高剂量（0.25、

0.5、1 g/kg）组 ig给药 3周能使TNBs/乙醇诱导的UC

大鼠结肠充血水肿、炎性细胞浸润情况和溃疡症状

得到明显改善，并可通过下调Toll样受体 4（TLR4）、

IL-6、NF-κB、TNF-α mRNA表达，上调 IL-10 mRNA

表达来发挥抗 UC功效。党参多糖 300 mg/kg ig给

药 21 d还能改善DSS溶液诱导的UC小鼠的结肠病

理状况，其机制与下调 Th17/Treg 平衡相关促炎因

子的分泌，如 IL-17A、IL-6、IL-22 和 TNF-α，上调抗

炎因子 IL-10和TGF-β表达；及调节UC小鼠肠道菌

群结构和多样性，促进肠道有益菌生长，提高SCFAs

含量有关［43］。

麦冬与黄芪复合多糖（300 mg/kg）ig 治疗 14 d

可降低TNBS（30 mg/kg）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的结肠组织DAI评分，对UC有一定治疗作用，且作

用与阳性对照药SASP（150 mg/kg）相当。麦冬与黄

芪复合多糖抗UC机制与抑制促炎细胞因子（TNF-α、

IL-2、IL-6）和刺激抗炎细胞因子 IL-10 的释放

有关［44］。

以上研究表明石斛多糖、党参多糖、麦冬与黄

芪复合多糖均能通过抗炎作用发挥抗UC活性。其

中，石斛多糖、麦冬与黄芪复合多糖治疗UC效果与

SASP 相当，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其开发为抗 UC

的新药。

8 结语

UC 病程长、易反复、难治愈，目前临床尚无根

治措施。近年来对中医药治疗 UC 进行了大量研

究［45］。中药植物多糖因具有多途径、多靶点调控、

疗效好、副作用小等特点，在预防和治疗UC方面显

示出独特的优势。植物多糖能通过调节免疫，调控

肠道菌群及微生态平衡、抗炎抗氧化、改善肠黏膜

功能、促进肠黏膜修复再生等途径有效治疗UC，明

显改善临床症状。

目前对黄芪多糖、马齿苋多糖的抗 UC作用研

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调节肠道菌群、抗炎、改善肠黏

膜功能等方面，且其疗效与 5-ASA、SASP、双歧杆菌

活菌胶囊相当或更优，因此有望将其进一步开发为

治疗 UC的有效药物。香菇多糖、枸杞多糖能分别

增加双歧杆菌活菌胶囊、美沙拉嗪的抗UC功效，后

续扩大香菇多糖的临床适应症，或采取联合给药方

式，及膳食干预提高UC的临床治疗效果，也是今后

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当归多糖对肠黏膜的组织

修复再生作用优于 5-ASA，为潜在的促进肠黏膜屏

障修复的药物。猴头菌多糖、石斛多糖、党参多糖

及复方多糖在抗 UC的机制研究方面相对较少，将

其开发为抗UC的药物或功能食品还需进一步深入

考察。

尽管植物多糖在治疗 UC 方面已取得很大进

展，但药食同源植物多糖治疗 UC的作用的实验仍

有不足，总结为以下 4个方面。（1）UC模型不统一：

目前常用DSS喂养、醋酸灌肠、TNBS/乙醇联合灌肠

造模，不同学者采用的造模方法、使用的药物剂量

和疗程及动物种属都缺乏统一的标准。如 DSS的

浓度有 1.5%和 5%，TNBS的剂量有 100、150 mg/kg，

因此很难对不同种类的中药多糖抗UC的疗效进行

比较评价。（2）疗效评价指标不统一：如 DAI评分、

结肠黏膜损伤指数（CMDI）评分、粪便性状、结肠组

织病理情况等，研究者的主观评价差异较大。（3）实

验用多糖质量分数差异大：如同一公司购买的黄芪

多糖质量分数在 50%～70%，不同来源黄芪多糖质

量分数也相差较大（50%～98%）；此外，不同提取方

法得到的多糖质量分数、性质、相对分子质量也有

差异，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4）缺少临床

研究报道：目前对植物多糖抗 UC的临床应用研究

报道较少，其抗 UC作用仅限于动物和细胞实验阶

段。植物多糖作为临床治疗UC的新药开发还需深

入研究。因此，确定多糖的纯度、相对分子质量、结

构等信息，并制定统一规范的评价模型及更科学的

药效评价标准，将为UC的临床预防和治疗、及植物

多糖的新药开发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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