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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冬提取物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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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麦冬来源于百合科植物麦冬Ophiopogon japonicus的干燥块根，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麦冬的化学成分

丰富，主要成分有甾体皂苷类、高异黄酮类、多糖类等，具有保护心血管、保护消化系统、抗肿瘤、保护神经系统、改善

肝、肺损伤、抗炎抗氧化、降糖、抗衰老、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主要对麦冬皂苷B、麦冬皂苷D、麦冬多糖、麦冬水提

物及醇提物的药理作用进行全面综述，以期为麦冬的深度开发以及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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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extracts and active components 

of Ophiopogon japonicus

WAN Meixu1, 2, YUAN Jing1, 2, ZHANG Yanxin1, 2, LI Zhi1, 2, JU Aichun1, 2, LI Dekun1, 2, WANG Yunhua1, 2

1. Tianjin Tasly Pride Pharmaceutical Co., Ltd., Tianjin 300410, China 

2.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Safety Evaluation Enterpri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Tianjin 300410, China

Abstract: Radix Ophiopogonis is the dried root of Ophiopogon japonicus, its character is slightly cold, has nourishing Yin and 

promoting production of fluid, moistening the lung and clearing the heart effect. Ophiopogon japonicus is rich in chemical 

components, the main components are steroid saponins, high isoflavones and polysaccharides, which hav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protection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protection of digestive system, anti-tumor, protection of nervous system, improvement 

of liver and lung injury,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hypoglycemic, anti-aging and immune regulation.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ophiopogonin B, ophiopogonin D, ophiopogon polysaccharide and the water extracts and alcohol extracts of Ophiopogon 

japonicus in recent years were roundly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phiopogon japonicus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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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冬 来 源 于 合 科 植 物 麦 冬 Ophiopogon 

japonicus （L.f） Ker-Gawl.的干燥块根，有养阴生津、

润肺清心的功效，用于肺燥干咳、阴虚痨嗽、喉痹咽

痛、津伤口渴、内热消渴、心烦失眠、肠燥便秘［1］。麦

冬通常以复方的形式应用于临床，且常联合化学

药，以起到提高药效和降低不良反应的作用，如沙

参麦冬汤、麦门冬汤等复方以及现代研发的新剂型

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注射用益气复脉等［2］。

采用回流提取法、酶提取法、超声提取法、动态

逆流提取法等技术对麦冬的有效化学成分进行了

研究，分离得到甾体皂苷类、高异黄酮类、多糖类、

挥发油等化学成分［3-4］。药理研究显示麦冬提取物

及其有效成分具有延缓衰老、改善学习记忆障碍、

抗心脑血管疾病、抗肿瘤、降血糖、抗炎抗氧化、抗

菌抗病毒、保护外分泌腺和免疫调节等作用［5］。此

前发表的文献主要基于麦冬的某一类主要成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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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药理作用进行总结，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对麦冬提

取物及化学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进行全面综述，以

期为麦冬的深度开发以及新药研发提供参考，并有

利于该药用植物资源的综合利用。

1　抗心衰、保护心肌

麦冬皂苷 D（OP-D）是多种参麦类制剂的主要

有效成分之一，如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和注射

用益气复脉（冻干）等，被广泛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治

疗［6］。林毅［7］建立异丙肾上腺素致大鼠心衰模型，

然后 ip OP-D 20 mg·kg−1·d−1，连续治疗7 d，结果发现

OP-D 对连续皮下注射引起的大鼠心力衰竭，具有

降低血清中心衰标志物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

proBNP）的水平、降低心肌损伤的心肌标志物指标

心肌肌钙蛋白T（CTn-T）、肌酸激酶（CK）、肌酸激酶

同工酶（CK-MB）、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乳

酸脱氢酶（LDH）的含量 ，提高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水平，降低Bax及胱天蛋白酶（Caspase）-3

蛋白表达，提高 Bcl-2 蛋白表达量，说明 OP-D 可改

善肾上腺素引起的心肌凋亡，从而保护心肌，达到

抗心衰的作用。

细胞色素 P450 酶 2J（CYP2J）具有广泛的心血

管保护作用，汤响林等［8］研究OP-D体外对人源心肌

细胞 AC-16 中主要脂肪酸代谢酶的影响，利用

CCK-8试剂检测不同浓度的OP-D对心肌细胞的活

力影响，同时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同浓度 OP-D 对心

肌细胞形态和数量的影响，并应用实时荧光定量多

聚核苷酸链式反应（RT-PCR）技术检测OP-D对心肌

细胞中脂肪酸代谢酶CYP2J2、CYP4F3、CYP4A11、

CYP4A22、CYP4F2 mRNA表达的影响，蛋白免疫印

迹（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不同浓度 OP-D 孵育下

CYP4F3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表明，OP-D 高于

20 μmol·L−1能促进细胞存活率，显微镜下观察到低

于 100 μmol·L−1 OP-D 对心肌细胞形态和数量均未

产生明显影响。RT-PCR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

5 μmol·L−1 OP-D 能引起 CYP2J2 和 CYP4F3 mRNA

的轻度上调 ，10、20 μmol·L−1 OP-D 能显著诱导

CYP2J2 和 CYP4F3 mRNA 表达，且呈剂量相关。

Western blotting结果表明，20 μmol·L−1 OP-D能显著

诱导CYP4F3的蛋白表达，且呈现剂量相关。说明

OP-D 能够选择性诱导 CYP2J2和 CYP4F3的表达，

调控脂肪酸信号分子的代谢途径，从而起到保护心

血管系统的作用。

赵玲琳等［9］通过氧糖剥夺构建 H9c2心肌缺氧

复氧模型，考察OP-D体外对心肌细胞的缺氧/复氧

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6 μmol·L−1 OP-D可提

高缺氧/复氧损伤的心肌细胞存活率，提高心肌细胞

SOD 活力，降低心肌细胞中 CK-MB、肿瘤坏死因

子（TNF-α）、白细胞介素 -1β（IL-1β）、LDH 和丙二

醛（MDA）含量，OP-D能够逆转缺氧/复氧引发的心

肌细胞中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的表达升高，说

明OP-D对心肌细胞缺氧/复氧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抑制PI3K基因的表达可能是其作用机制。

辛颖等［10］通过盲肠结扎穿孔法构建脓毒症大

鼠模型 12 h后，ip给予 OP-D 20 mg·kg−1·d−1，每 12 h

重复给药 1次，连续 6 d，探讨OP-D对脓毒症大鼠心

肌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OP-D可提高左心室

射血分数（LVEF）、左心室收缩压（LVSP）和左心室

短轴缩短率（FS）水平，降低大鼠血清中心肌损伤和

炎症因子 CK-MB、CTn-T、TNF- α、白细胞介素 -6

（IL-6）和 IL-1β水平，可升高心肌组织中自噬相关蛋

白兔源自噬微管相关蛋白轻链 3（LC3II/LC3I）、自

噬蛋白 Beclin-1、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物诱导激

酶 1（PINK1）和帕金蛋白（parkin）的表达水平，说明

OP-D 可减轻脓毒症大鼠的心肌损伤和炎症反应，

从而改善心功能，其发挥心肌保护作用可能与其通

过激活PINK1/parkin通路调节心肌细胞自噬有关。

油文亭［11］通过检测OP-D对大鼠心肌细胞H9c2

胞内 Ca2+稳态及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发现 100、

200、500 nmol·L−1 OP-D 可以诱导细胞色素 P450酶

2J3（CYP2J3）的表达及其代谢产物环氧二十碳三烯

酸（EETs）的含量，且能调节心肌细胞内的 Ca2+稳

态，同时可有效抑制血管紧张素 II（AngII）、毒胡萝

卜素和衣霉素诱导的内质网应激及相关凋亡分子

的表达，并减轻细胞凋亡程度。王佳［12］证实了OP-

D 可 通 过 诱 导 CYP2J3 促 进 肌 浆 网 Ca2+ATP

酶（SERCA2a）和受磷蛋白（PLB）的相互作用，提高

SERCA2a活性，保护心肌细胞。

2　调节胃肠平滑肌和肠道菌群

麦冬有效成分对消化系统的保护作用主要体

现在可以抑制胃酸过度分泌、增强胃蛋白酶原合

成、拮抗胃黏膜电位差值从而保护胃黏膜，起到保

护消化系统的作用［5］。

张建武等［13］研究 0.65×10−6、1.3×10−6、1.95×

10−6 mol·L−1OP-D对家兔离体十二指肠平滑肌的舒

张作用及其机制，采用经典的家兔离体十二指肠平

滑肌试验，应用BL-420F生物机能实验系统，累积加

入 OP-D 溶液作用于家兔离体十二指肠平滑肌，观

察记录离体十二指肠平滑肌的平均收缩力、收缩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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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和收缩频率。应用工具药钌红、肝素、左旋硝基

精氨酸甲酯（L-NAME）、维拉帕米研究OP-D舒张十

二指肠平滑肌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加药后与加

药前比较，OP-D 低、中、高浓度组平均收缩力，中、

高浓度组振幅均显著降低，浓度 1.30×10−6、1.95×

10−6 mol·L−1时，与对照药 L-NAME 组比较，平滑肌

收缩力均显著升高；OP-D 浓度为 6.5×10−7、1.30×

10−6、1.95×10−6 mol·L−1时，与对照药维拉帕米组比

较，平滑肌收缩力显著降低。说明 OP-D 可浓度相

关地抑制家兔离体十二指肠平滑肌的收缩，其机制

可能与抑制外钙内流和增加十二指肠平滑肌的NO

浓度有关，但对肌浆网 Ryanodine 受体途径和三磷

酸肌醇受体途径介导的内钙释放无明显影响。

贾燚鑫等［14］探究麦冬多糖调控胰高血糖素样

肽-1（GLP-1）对妊娠期糖尿病大鼠肠道菌群及糖代

谢的影响。将 80只孕鼠随机分为 8组：空白组，模

型组，麦冬多糖低、中、高剂量（100、200、400 mg·kg−1）

组，阳性对照组，肠促胰岛素类似物-4（Exendin-4）

组和高剂量＋Exendin-4组，干预 2周后比较各组大

鼠空腹血糖（FBG）和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

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血清 GLP-1

水平；对各组大鼠进行 16S DNA肠道菌群测序；RT-

PCR 法检测大鼠肝脏组织葡萄糖激酶（GCK）

mRNA 及脂肪组织葡萄糖转运体（GLUT4）mRNA

表达。结果发现与模型组比较，麦冬多糖低、中、高

剂量组、阳性对照组和 Exendin-4 组大鼠 FBG、

HOMA-IR、拟杆菌门丰度、普氏菌属丰度、瘤胃球菌

属丰度明显降低 ，血清 GCK、GLUT4 mRNA 及

GLP1表达水平，厚壁菌门丰度、厚壁菌门/拟杆菌门

比值、乳酸开菌属丰度、密螺旋体属主度明显升高。

说明麦冬多糖可通过调控 GLP-1 水平改善妊娠期

糖尿病大鼠肠道菌群失调和糖代谢。

3　抗肿瘤

麦冬提取物的抗肿瘤作用比较广泛，主要体现

在对非小细胞肺癌 A549、H460 及其顺铂耐药株

A549/DDP、紫杉醇耐药株 H460/PTX、胃癌 MGC-

803细胞、人骨肉瘤 143B细胞等肿瘤细胞的抗肿瘤

作用。

3.1　抗肺腺癌

范修琦等［15］选择人肺腺癌A549细胞株考察麦

冬乙醇提取物的影响 ，结果发现 50、100、200、

400 mg·L−1 麦冬乙醇提取物可以浓度相关地抑制

A549细胞活性，显著提高A549细胞的凋亡水平，显

著降低还原性谷胱甘肽（GSH）水平，上调铁蛋白重

链蛋白和mRNA及环氧合酶mRNA的表达水平，显

著抑制 Kelch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

说明麦冬乙醇提取物可以抑制肺腺癌A549细胞中

的GSH水平，调控铁死亡进程，抑制核转录因子E2

途径，促进肿瘤细胞凋亡从而抑制A549肿瘤。

程子昱［16］考察了麦冬皂苷 B（OP-B）对非小细

胞肺癌 A549、H460 及其耐药株 A549/DDP、H460/

PTX 4种人肺癌细胞的抑制作用，通过考察荷瘤小

鼠的脏器系数、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AST）和肌酐的酶活性进行评价。结果

发现 1.5、3.0 mg·kg−1 OP-B 可以显著抑制 H460、

A549、A549/DDP耐药细胞和荷瘤小鼠瘤体的生长，

诱导上述 3 种细胞发生焦亡，且诱导 A549/DDP 细

胞发生焦亡的程度更显著。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

激活 A549/DDP 细胞中胱天蛋白酶 -1（Caspase-1）/

成孔效应家族蛋白（GSDMD）的经典焦亡通路有

关，说明通过诱导细胞焦亡达到抑制肺癌的作用。

李丽秋等［17］以肺腺癌细胞A549为体外实验对

象，以 2.5、5 μmol·L−1OP-B处理A549肺腺癌细胞24 h

后，通过 EdU 荧光染色和克隆形成实验证实 miR-

432-5p的增殖抑制作用，划痕和Transwell实验证实

了其对癌细胞迁移、侵袭的抑制作用。通过蛋白印

迹 法（Western blotting）检 测 E- 钙 黏 蛋 白（E-

cadherin）、基质金属蛋白酶 2（MMP-2）、转录因子

Snail 等蛋白，发现 miR-432-5p 对上皮间充质转

化（EMT）通路的抑制，且 OP-B 协同 miR-432-5p 的

抑制效应尤为显著。证实OP-B通过调控miR-432-

5p发挥抗A549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部分机制。

3.2　抗胃癌

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肿瘤细胞侵袭

转移是影响胃癌治疗成功的主要原因［18］。杨婧

等［19］通过体外细胞侵袭实验和划痕实验观察了OP-

B对人胃癌MGC-803细胞侵袭和迁移的影响，结果

发现 5、10、15 μmol·L−1 OP-B可以抑制MGC-803细

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其作用机制与抑制

MMP-2和MMP-9蛋白的表达有关。

3.3　抗骨肉瘤

骨肉瘤是常见的恶性骨肿瘤，病情凶险，且易

发生肺转移［20］。陆建红等［21］以人骨肉瘤 143B细胞

为考察对象，探讨0、1、5、10、20、30、40 µmol·L−1 OP-B

体外抗肿瘤作用。结果发现，OP-B能抑制人骨肉瘤

143B细胞的增殖与迁移，并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裸

鼠皮下成瘤，且效应与药物剂量和作用时间正相

关。作用机制可能与激活凋亡蛋白与 p38 信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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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抑制Bcl-2表达有关。

3.4　抗食管鳞状细胞癌

食管癌是中国的主要恶性肿瘤之一，其中食管

鳞状细胞癌是最常见的食管癌类型［22］。钟鸣等［23］

探讨 5、10、15 µmol·L−1 OP-B 体外对食管鳞状细胞

癌细胞系EC9706细胞增殖、迁移和凋亡的影响，结

果发现OP-B处理后降低了EC9706细胞活力、集落

形成数、迁移距离和细胞黏附分子反义 1（DSCAM-

AS1）表达量，增加细胞凋亡率和 miR-199a-3p表达

量，且呈剂量相关，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下调

DSCAM-AS1/miR-199a-3p途径实现的。

4　调节神经系统

4.1　抗焦虑

罗晓婉等［24］应用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玄参-麦

冬药对治疗焦虑症的作用机制，共筛选出相关靶

点，分析出玄参-麦冬药对治疗焦虑症主要涉及的分

子功能，证明玄参-麦冬药对可能通过 5-羟色胺（5-

HT）、γ-氨基丁酸（GABA）、多巴胺（DA）等分子靶点

及相关化学通路调节神经细胞活动，并通过抗氧

化、保护及促进神经细胞再生等机制治疗焦虑症。

4.2　改善认知功能

李倩等［25］研究了 10、20、40 mg·kg−1 OP-D、对照

药为 0.9 mg·kg−1 盐酸多奈哌齐对阿尔茨海默

病（AD）模型大鼠认知功能障碍的作用及其机制。

建立AD大鼠模型，ig给药，每日 1次，持续 4周。利

用水迷宫试验检测大鼠认知能力；HE 染色检测海

马组织病理变化；尼氏染色检测海马组织尼氏体变

化，评估神经元功能；检测海马组织氧化应激指标

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结

果发现 20、40 mg·kg−1 OP-D组大鼠逃跑潜伏期均缩

短，穿越目标象限次数增加，在目标象限停留时间

延长；改善海马组织神经元排列紊乱、海马组织空

洞增多，尼氏体数量减少等病理改变，麦冬皂苷及

盐酸多奈哌齐治疗后大鼠海马组织 MDA、乙酰胆

碱酯酶（AChE）水平降低，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乙酰胆碱转移酶（ChAT）、乙酰胆

碱（Ach）水 平 均 升 高 ，脑 源 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BDNF）、酪氨酸激酶受体 B（TrkB）蛋白表达水

平均上调。说明OP-D可改善AD大鼠认知功能障

碍，减轻氧化应激，调节神经递质平衡，作用机制可

能与调控BDNF/TrkB信号通路相关。

5　抗疲劳

尹菲等［26］通过小鼠爬杆试验、转棒试验和负重

游泳及疲劳试验，考察 25、50、150 mg·kg−1·d−1麦冬

水提物对小鼠耐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麦冬水提物

可以显著性延长小鼠的游泳时间、爬杆时长、转棒

时间和致疲劳不动时的时间和奔跑距离，说明麦冬

水提物具有明显的抗运动疲劳作用。

沈宁宁等［27］通过力竭游泳构建小鼠疲劳模型，

观察 OP-D 剂量为 20、40、60 mg·kg−1时的抗疲劳作

用。连续 ig给予受试药物 1周后，第 7天通过负重

游泳实验评价抗疲劳活性，次日通过非负重游泳实

验测定血清CK、三酰甘油（TG）和尿素氮，采用血乳

酸检测等技术手段，分析OP-D对小鼠体质量、血乳

酸、肝糖原的影响。结果发现给药 OP-D 的小鼠负

重游泳时间延长、肝糖原含量升高、血清CK水平下

降、血清TG含量升高、游泳后血乳酸曲线下面积下

降。说明 OP-D 能明显增强小鼠运动耐力，并显著

减少小鼠体内乳酸堆积，增加肝糖原储备。

6　改善脏器损伤

6.1　改善肝损伤

陈光宇等［28］给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大鼠分

别 ig 给予 450.30、498.60、67.35、0.27、0.25 mg·mL−1

麦冬水提冻干粉及麦冬多糖、麦冬果糖、麦冬酚酸

提取物，3-O-对香豆酰奎宁酸溶液 10 mL·kg−1，根据

血清ALT、AST、LDH、TG、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

水平结合肝组织病理学变化，分析麦冬亲水性提取

物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发

现给药后能降低大鼠血清 ALT、AST、LDH、TG、

VLDL 水平，改善大鼠肝组织的结构模糊、肝索紊

乱、炎性细胞浸润等肝组织病理学变化。说明麦冬

提取物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药

效从强到弱依次为麦冬酚酸提取物＝麦冬果糖提

取物＝3-O-对香豆酰奎宁酸＞麦冬水提冻干粉＞麦

冬多糖提取物，提示麦冬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

保护作用的有效部位或单体有麦冬酚酸提取物、麦

冬果糖提取物、3-O-对香豆酰奎宁酸。

6.2　改善肺损伤

徐玲文等［29］研究 10 mg·kg−1·d−1 OP-D 对脂多

糖（LPS）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

制。小鼠通过气管滴入LPS（2 mg·kg−1、30 μL）制作

急性肺损伤模型，通过测定小鼠肺组织质量，评估

肺水肿程度；通过苏木素伊红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

变化；通过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肺组织中

IL-6、IL-10、IL-17的mRNA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

测外周血中Th17及Treg细胞占比变化。结果发现

OP-D 治疗可能通过调节 Th17/Treg 细胞平衡而对

LPS致急性肺损伤小鼠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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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抗炎、抗氧化

徐玲文等［30］探讨OP-D预处理对LPS介导的人

肺上皮 Beas-2B细胞炎性反应及氧化应激的作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ELISA 法检测 TNF-α

和 IL-6 浓度；流式检测细胞活性氧（ROS）水平；比

色 法 检 测 细 胞 内 MDA 浓 度 及 髓 过 氧 化 物

酶（MPO）、总抗氧化能力（T-AOC）活性；实时荧光

定量 PCR（qRT-PCR）检测细胞中 IL-6、IL-10 和 IL-

17 mRNA表达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中核

因子-κB p65（NF-κB p65）及 p-NF-κB p65蛋白表达

水平。结果发现与模型组比较，1 μmol·L−1OP-D预

治疗组 Beas-2B 细胞的 SOD 和 T-AOC 活性、IL-10 

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而MDA浓度、MPO活

性、IL-6 和 IL-17 mRNA 表达以及 NF-κB p65 和 p-

NF-κB p65蛋白表达显著降低，说明OP-D预处理可

缓解LPS介导人肺上皮Beas-2B细胞的炎性反应与

氧化应激。

周梦玲等［31］采用LPS诱导巨噬细胞损伤，给予

麦冬多糖 50、100、500 μg·mL−1处理后，检测炎症因

子 IL-1β、IL-6、TNF-α 的含量，SOD 活力和 MDA 含

量，Western blotting检测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

路的相关蛋白表达。结果发现麦冬多糖各剂量组

能够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激活，降低氧化应激反

应，从而减轻巨噬细胞损伤，减少炎性因子的分泌。

为探究 OP-D 对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潜在机制，

赵玲琳等［9］通过缺氧/复氧处理心肌细胞模拟心肌

缺血再灌注损伤，结果显示缺氧/复氧后心肌细胞损

伤标志物 CK-MB 的含量明显升高，细胞存活率降

低，凋亡率升高，提示缺氧/复氧可致心肌细胞损伤。

6 μmol·L−1OP-D 能够降低 LDH 和 MDA 的含量，提

高 SOD活力，表明OP-D通过抗氧化应激对缺氧/复

氧诱发的心肌细胞损伤起保护作用。

8　降血糖

席啸虎［32］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麦冬及其

不同配伍治疗糖尿病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结

果显示麦冬单味药有 22个化学成分可直接作用于

20 种糖尿病相关靶点，主要靶点包括蛋白激酶

B1（Akt1）、大麻素受体 1（CNR1）、多巴胺受体

D2（DRD2），主要成分为麦冬甲基高异黄酮A和麦

冬甲基高异黄酮B；麦冬单味药靶标基因主要富集

在 58 个生物学过程、19 种细胞组分和 6 种分子功

能，具有显著意义的通路 14 条，包括 Rap1、环磷腺

苷（cAMP）、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通

路等。

张杰等［33］通过 ip链脲佐菌素（STZ）构建糖尿病

小鼠模型，以 α-葡萄糖苷酶和 α-淀粉酶（糖代谢的 2

种关键酶）的抑制作用为考察指标，考察麦冬不同

极性部位提取物的降血糖作用。结果发现抑制 α-

葡萄糖苷酶活性由大到小依次为：麦冬水提物＞

70% 乙醇提取物＞正丁醇部位＞石油醚部位＞二

氯甲烷部位＞醋酸乙酯部位；抑制 α-淀粉酶活性由

大到小依次为：麦冬水提物＞醋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

位＞二氯甲烷部位＞70% 乙醇提取物＞石油醚部

位，说明麦冬水提物对 α-葡萄糖苷酶和 α-淀粉酶活

性的抑制作用最强，并具有显著的体内降血糖作

用，并推测降血糖的有效成分为麦冬多糖。

方佳［34］研究麦冬寡糖对实验性 2型糖尿病大鼠

的影响，采用高脂、高糖饲料联合小剂量 STZ建立

糖尿病大鼠模型，以空腹血糖（FBG）＞16.7 mmoL·L−1

为成模标准。造模成功后，给予麦冬寡糖 11.2、

22.5、45 mg·mL−1共 4周，期间每周记录大鼠的 FBG

和体质量；４周后进行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检

测大鼠血清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血清

胰岛素（FINS）水平，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综合评

价麦冬寡糖对糖尿病大鼠的治疗效果。结果发现

给予麦冬寡糖后，各项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麦冬寡糖可以控制糖尿病大鼠的体质量下降，高剂

量（45 mg·mL−1）组效果最显著，延缓糖尿病大鼠的

FBG 升高；干预４周后，低剂量（11.2 mg·mL−1）、高

剂量组大鼠FBG明显低于模型组；麦冬寡糖显著降

低糖尿病大鼠 LDL-C、TC、TG等血脂水平；还能降

低糖尿病大鼠的空腹血清胰岛素水平和胰岛素抵

抗指数，明显改善糖尿病大鼠的胰岛素抵抗和糖耐

量受损。

9　抗衰老

衰老是在细胞和机体水平发生的复杂的、渐进

的功能退化过程、也是许多常见疾病发生、发展的

主要危险因素［35］。中国传统医学在延缓衰老领域

有独特的理论和主富的实践经验，近年发现麦冬有

效成分具有抗衰老作用。杨阳等［36］给大鼠 ip

500 mg·kg−1·d−1D-半乳糖 0.9%氯化钠溶液制备衰老

模型，探讨麦冬多糖对衰老大鼠皮肤形态及5-HT表

达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麦冬多糖 150 mg·kg−1·d−1

组5-HT水平较模型组升高，皮肤匀浆组织抗氧化活

性物质 SOD、过氧化氢酶（CAT）和 GSH-Px 水平较

模型组升高，IL-6、IL-8 和 NF-κB 水平较模型组降

低。麦冬多糖组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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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水平较模

型组降低。HE染色和Masson染色结果发现麦冬多

糖组可显著缓解衰老大鼠皮肤表皮结构不完整、真

皮胶原纤维少而变细、真皮胶原纤维排列紊乱、真

皮炎症细胞浸润等病理变化。麦冬多糖组皮肤纤

维组织表达面积百分比和 I/III型胶原蛋白比值较模

型组升高。说明麦冬多糖通过发挥抗氧化活性改

善因衰老引起的 5-HT表达下降，抑制细胞凋亡，延

缓皮肤衰老。

10　结语

中药化学成分复杂，存在多途径、多靶点协同

作用的特点［37］，阐明中药的药效机制及作用靶点，

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38］。麦冬具有较高的药

用价值，其广泛的药理作用与其所含化学成分的多

样性有关。现代研究发现麦冬的化学成分主要包

括甾体皂苷类、高异黄酮类、多糖类等。结合近年

研究，对麦冬提取物及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进行综

述，发现对麦冬皂苷 D 的药理研究较多，已经证实

其具有抗心衰、保护心肌细胞、舒张十二指肠平滑

肌、抗疲劳、保护肺损伤和抗炎抗氧化等药理作用，

麦冬其他成分具有抗肿瘤、降血糖、抗衰老和免疫

调节等作用。但是对其药理作用的研究，多数限于

体外细胞水平，动物在体的药理研究相对较少，因

此以后应多开展动物在体实验以探讨其作用机制

与具体的靶点。

本文综述了麦冬有效成分及提取物的药理作

用研究进展，发现多数实验主要选择麦冬皂苷D、麦

冬皂苷B、麦冬多糖进行药理研究，且目前的研究大

多基于从麦冬提取的主要成分，未来的研究可以针

对主成分的代谢产物探究具体的代谢通路及起效

途径和作用机制，深入探讨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

制；对麦冬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研究多限于常见

病，且多为动物体内研究，模型相对单一，未来可以

选择更为多样的动物模型和细胞模型，以深入探讨

麦冬有效成分的作用靶点与通路，为进一步阐明麦

冬的作用机制提供依据，同时为新药研发提供候选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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