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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菲类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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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菲类化合物是石斛属植物的特征成分之一，可分为简单菲、二氢菲、双菲及菲醌（酮）等菲衍生物 4种类型。综

述了金钗石斛、铁皮石斛、束花石斛、细茎石斛、流苏石斛、密花石斛、鼓槌石斛、曲轴石斛、石斛兰和绒毛石斛 10种石

斛属植物中毛兰菲、鼓槌菲、杓兰素等 20个菲类活性成分，并介绍其抗肝纤维化、抗肿瘤、抗炎、抗氧化、降血糖等药理

活性，希望为该属植物的新药研发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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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enanthrene compounds are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s of Dendrobium,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phenanthrene derivatives such as simple phenanthrene, dihydrophenanthrene, diphenanthrene and phenanthrenequinone (ketone). 

In this paper, we reviewed 20 phenanthrene components (such as confusarin, chrysotoxene, cypripedin, and so on) in 10 species of 

Dendrobium, including D. nobile, D. officinale, D. chrysanthum, D. moniliforme, D. fimbriatum, D. densiflorum, D. chrysotoxum, D. 

gibsonii, D. formosum and D. senile, and introduced thei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in anti-liver fibrosis, anti-tumor, anti-

inflammation, anti-oxidation and hypoglycemic,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g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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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是传统名贵中药材，《中国药典》2020年版

收录的石斛来源植物为金钗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Lindl.、霍山石斛D.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鼓槌石斛 D. chrysotoxum Lindl.或流苏

石斛D. fimbriatum Hook.的栽培品及同属植物近似

种的新鲜或干燥茎［1］。石斛属植物广泛分布于亚洲

和太平洋岛屿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我国已发现的

石斛有 74种及 2个变种，主要分布于海南、广西、广

东及西南地区［2-4］。石斛属植物观赏价值高，且具有

很好的药用价值，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5］。国

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已从石斛中分离鉴定出多种具

有药理活性的成分，主要包括菲类、联苄类、多糖、

生物碱、黄酮、酚类以及萜类等［6-7］。目前报道的菲

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石斛属、毛兰属和石豆兰属等

兰科植物中，石斛属植物是天然菲类的重要来源［8］。

因此，本文综述了金钗石斛、铁皮石斛 D.offic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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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ura et Migo、束花石斛D. chrysanthum Lindl.、细

茎石斛 D. moniliforme （L.） Sw.、流苏石斛、密花石

斛 D. densiflorum Lindl.、鼓槌石斛、曲轴石斛 D. 

gibsonii Lindl.、石斛兰 D. formosum Roxb. ex Lindl.

和绒毛石斛D. senile Parish ex Rchb. F. 10种石斛属

植物中 20个菲类单体成分，并对其抗肝纤维化、抗

肿瘤、抗炎、抗氧化、降血糖等药理活性药理活性进

行了阐述，希望为该属植物菲类成分的新药研发和

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菲类成分的化学结构

依据石斛属菲类成分结构的差异，主要整理了

简单菲、二氢菲、双菲及菲醌（酮）等菲类衍生物 4种

类型、20个单体化合物。

1.1　简单菲类

简单菲类有毛兰菲（confusarin，1）［9］、2，3，5-三

羟基-4，9-二甲氧基菲（2）［10］、2，3，5-三羟基-4-甲氧

基 菲（fimbriol B，3）［10］、2，5- 二 羟 基 -4- 甲 氧 基

菲（moscatin，4）［11］、2，7- 二羟基 -3，4- 二甲氧基

菲（nudol，5）［12］、鼓槌菲（chrysotoxene，6）［13］和 2，5-

二羟基-4，9-二甲氧基菲（7）［14］。化合物 1从金钗石

斛和鼓槌石斛中分离获得［9，15］，化合物 2～～5主要从

金钗石斛中分离获得，化合物 6主要从鼓槌石斛中

分离获得。化合物 7是从绒毛石斛中分离获得，此

种石斛产自老挝、缅甸、泰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泰

国被称为“Ueang Chanee”。简单菲类取代位主要有

2、3、4、5、7、8、9位，取代基主要是羟基（-OH）和甲氧

基（-OMe），还有少部分羧基（-COOH）取代。甲氧

基以 4位取代居多，2、3位及 5位相对次之；羟基主

要在 2、5、7位取代，3、4位也有少量分布。其他取代

位的活性基团分布较少。

1.2　二氢菲类

二氢菲类有 4，5-二羟基-2-甲氧基-9，10-二氢

菲（orchinol，8）、2，7-二羟基-3，4-二甲氧基-9，10-二

氢菲（erianthridin，9）、4，7-二羟基-2-甲氧基-9，10-二

氢菲（lusianthridin，10）和4，7-二羟基-2，3-二甲氧基-9，

10-二氢菲（ephemeranthol A，11）。化合物 8分离自

铁皮石斛［16］，化合物 9是从石斛兰中提取分离获得

的［17-18］，化合物 10 和 11 从金钗石斛中分离提取获

得［19-20］。二氢菲类以 9，10-二氢菲为最多见，羟基取

代主要集中在 2、4、5、7位，甲氧基则以 2、3、4位取

代为主。

1.3　双菲类

Zhou 等［21］首次从金钗石斛中分离鉴定得到

denthyrsinol A （12）、 denthyrsinol B （13）和

denthyrsinol C（14）3个双菲类成分，结构见图1。

1.4　菲醌（酮）等菲类衍生物

菲类衍生物有流苏菲（fimbriatone，15）［22］、7-羟

基-2-甲氧基菲-1，4-二酮（densiflorol B，16）［11］、金钗

石斛菲醌（denbinobin，17）、dendrochrysanene（18）［23］、

dendrogibsol（19）［24］和杓兰素（cypripedin，20）。化

合物 15首次从流苏石斛中成功分离并鉴定；化合物

16 是从金钗石斛中分离获得的；化合物 17 来源广

泛，已从金钗石斛［10，25-26］、细茎石斛［27］和铁皮石斛［28］

等石斛属植物中成功分离；化合物 18从束花石斛中

分离获得；化合物 19从曲轴石斛中分离获得；化合

物 20目前也已在密花石斛［29-30］、金钗石斛［11］和细茎

石斛［31］等石斛属植物中提取获得。本文总结的菲

类衍生物中有菲醌（主要是 1，4-菲醌）、菲酮，还涉

及内酯结构，化学结构见图2。

2　菲类成分的药理作用

石斛属菲类成分的药理活性比较广泛，主要对

金钗石斛、铁皮石斛、束花石斛、细茎石斛、流苏石

斛、密花石斛、鼓槌石斛、曲轴石斛、石斛兰和绒毛

石斛中 20个菲类成分进行梳理，阐述其在抗肝纤维

化、抗肿瘤、抗炎、抗氧化、降糖和抗胰脂肪酶方面

的药理活性及其作用机制。

2.1　抗肝纤维化

肝纤维化会引起肝星状细胞（HSC）的增殖。

Yang 等［10］以大鼠的 HSC 细胞系 HSC-T6 为研究对

象进行体外抗纤维化活性测试。将化合物 2，3，5-

三羟基-4，9-二甲氧基菲、2，3，5-三羟基-4-甲氧基菲

和金钗石斛菲醌溶于二甲基亚砜（DMSO）中，配制

成浓度为10、20、30、40、50 μmol·L−1的溶液，将HSC-

T6 细胞暴露于以上待测液中 48 h，结果显示，

图 1　双菲类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diphenanthr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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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μmol·L−1的 3种菲类成分在该时间点下显著减少

HSC 细胞的数量；将细胞置于 30 μmol·L-1 3种菲中

处理 12、18、24、48 h，结果显示，细胞数量在 12 h时

开始减少，在 24 h时，减少非常显著。以上结果说

明，化合物 2，3，5-三羟基-4，9-二甲氧基菲、2，3，5-

三羟基-4-甲氧基菲和金钗石斛菲醌以时间及剂量

相关方式抑制 HSC-T6细胞的生长，与阳性对照药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的抑制效果

相当。

2.2　抗肿瘤

2.2.1　抗白血病 白血病是血液系统的一种恶性

肿瘤，王天山等［15］体外培养肿瘤细胞株慢性髓性白

血病细胞K562的实验结果表明菲类化合物毛兰菲

和鼓槌菲具有体外抗肿瘤作用。精密称取毛兰菲

和鼓槌菲各 10 mg，用四蒸水加DMSO配制成浓度

分别为 0.02、0.2、2.0、20 μg·mL−1的溶液，与肿瘤细

胞株 K562共同培养 72 h，以等剂量 5-氟尿嘧啶［5-

FU，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 0.006 5 μg·mL−1］为阳性

对照。结果表明，2个化合物在低浓度时可抑制细

胞株增殖，随着给药浓度增加，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20 μg·mL−1 时，鼓槌菲对该细胞增殖抑制率可达

97.8%（IC50＝0.32 μg·mL−1）。

        Sánchez-Duffhues 等［27］发现核转录因子（NF-

κB）和活性氧物质（ROS）在白血病的发生中起关键

作用。用 KBF-Luc 质粒瞬时转染人白血病细胞株

Jurkat细胞 24 h，将转染后的 Jurkat细胞与 1.0、2.5、

5.0 μmol·L−1 金钗石斛菲醌和 50 ng·mL−1 佛波醇

酯（PMA）处理 6 h，测定裂解细胞的荧光素酶活性。

结果表明，与单独 PMA 处理（荧光素酶活性为

100%）相比，金钗石斛菲醌＋PMA处理组有效抑制

含有 NF-κB 结合位点的启动子活性，且呈剂量相

关。Jurkat细胞用荧光染料二氢乙锭（DHE）处理后产

生红色荧光，再以 5 μmol·L−1金钗石斛菲醌处理 6 h

后测定荧光细胞百分比。结果显示，与未处理细胞

相比，金钗石斛菲醌处理组细胞内ROS的累积量明

显增加。

        Zhao等［16］从铁皮石斛中分离出多种菲类化合

物，经体外细胞活性初筛，发现 4，5-二羟基-2-甲氧

基-9，10-二氢菲对人白血病细胞系 HI-60 和 THP-1

的抑制活性最为显著，对 2 个细胞系的 IC50 可达

11.96、8.92 μmol·L−1，阳性对照 5-FU 的 IC50 分别为

6.38、5.82 μmol·L−1。

2.2.2　抗胃癌 毕志明等［22］首次从流苏石斛干燥

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单体流苏菲，药理实验

表明其对人胃癌细胞BGC株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

用。Song 等［25］利用 Transwell 体外侵袭实验表明，

SNU-484 人胃癌细胞侵袭表型与不同浓度（0、1、

2.5、5.0、10.0、20.0 μmol·L−1）金钗石斛菲醌共同处理

17 h 后，SNU-484 细胞的侵袭能力呈现下降趋势，

2.5 μmol·L−1时可抑制细胞 50% 的侵袭力。进一步

探究金钗石斛菲醌的作用机制，将 SNU-484细胞与

金钗石斛菲醌 10 μmol·L−1共同培养 24 h后，结果显

示抗凋亡蛋白Bcl-2（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蛋白）

显著降低，而促凋亡蛋白Bax显著增加，表明金钗石

斛菲醌可通过下调Bcl-2以及上调Bax来诱导胃癌

细胞凋亡。

2.2.3　抗肺癌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中

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类型，癌细胞的转移和侵袭是

图 2　菲醌（酮）等菲类衍生物化学结构

Fig. 2　Phenanthrene derivative chemical structures of phenanthrenequinone （ke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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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致死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四甲基偶氮

唑蓝（MTT）法体外测定2，7-二羟基-3，4-二甲氧基-9，

10-二氢菲的细胞毒性，将其溶解于 DMSO 中并用

培养基稀释成实验所需浓度。用过氧化氢（H2O2，

100 μmol·L−1）作阳性对照，50 μmol·L−12，7-二羟

基-3，4-二甲氧基-9，10-二氢菲处理人肺癌H460和

A549细胞 48 h。结果显示，两种癌细胞的活力分别

降至 74% 和 65%，2，7-二羟基-3，4-二甲氧基-9，10-

二 氢 菲 对 两 种 癌 细 胞 的 IC50 分 别 为（150.9±

3.5）、（161.9±5.6）μmol·L−1［17］。Pothongsrisit等［18］证

实 2，7-二羟基-3，4-二甲氧基-9，10-二氢菲可降低体

内肺癌细胞的转移。用 50 μmol·L−1 2，7-二羟基-3，

4-二甲氧基-9，10-二氢菲预处理人 A549-荧光素酶

细胞 24 h，给小鼠尾 iv，3 d后收集肺组织，用活体光

学 IVIS成像系统检测转移的癌细胞，结果显示，2，

7-二羟基-3，4-二甲氧基-9，10-二氢菲处理组相较于

未 处 理 对 照 组 ，癌 细 胞 转 移 灶 显 著 减 少 。

以人源NSCLC H460细胞为体外模型，将杓兰

素溶解于 DMSO中，加培养基稀释成 5、10、20、50、

100 μmol·L−1的溶液后分别与 H460细胞处理 48 h。

MTT实验检测结果显示，与未处理的对照组比较，

当 杓 兰 素 浓 度 大 于 50 μmol·L−1 时 ，能 够 诱 导

25%H460细胞死亡。同时对凋亡标记物多聚 ADP

核糖聚合酶（PARP）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

白 酶 -3（caspase-3）进 行 了 研 究 ，蛋 白 质 印

迹（Western blotting）分析结果显示，50、100 μmol·L−1

杓兰素可显著诱导 PARP和 caspase-3裂解（与未处

理对照组相比）。以上结果表明，杓兰素可通过诱

导癌细胞凋亡及诱导凋亡标志物裂解，以遏制癌症

进展［29-30］。

2.2.4　抗乳腺癌 周威等［11］从金钗石斛的醋酸乙

酯提取部位获得了菲类活性成分 2，5-二羟基-4-甲

氧基菲、7-羟基-2-甲氧基菲-1，4-二酮、杓兰素，其中

2，5-二羟基-4-甲氧基菲可溶于甲醇，其余二者可溶

于DMSO。针对 3个菲类成分设立不同浓度待测化

合物组（1.5、12.5、50.0、100.0 μmol·L−1），分别与人乳

腺癌细胞 MCF-7 作用 24 h，进行 MTT 法检测。结

果显示 3 个化合物能够显著抑制乳腺癌细胞的

增殖，IC50 分别为 72.68、2.99、5.01 μmol·L−1。

2.2.5　抗骨肉瘤 Zhang等［12］首次证实了 2，7-二羟

基-3，4-二甲氧基菲在体外对人骨肉瘤U2OS细胞的

作用效果及分子机制。将 2，7-二羟基-3，4-二甲氧

基菲溶于DMSO中制备成20 mmol·L−1储备液，再以

培养基稀释成所需浓度。以 20 μmol·L−1盐酸阿霉

素（DOX）为阳性对照药，MTT实验结果显示， 2，7-

二羟基-3，4-二甲氧基菲 20 μmol·L−1处理 U2OS 细

胞 24 h，可显著抑制 U2OS细胞活力。流式细胞术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浓度（5、10、20 μmol·L−1）2，7-二

羟基-3，4-二甲氧基菲作用于U2OS细胞 48 h，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G2/M期细胞数明显增加。以上结果

证明 2，7-二羟基-3，4-二甲氧基菲可通过将U2OS细

胞周期阻滞于G2/M期达到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作用。

2.2.6　抗其他肿瘤 马国祥等［13］从鼓槌石斛中首

次分离出鼓槌菲，将艾氏腹水癌荷瘤小鼠体内瘤块

取出，制得肿瘤细胞混悬液，sc至小鼠体内建立病

理 模 型 ，24 h 后 模 型 组 ig 给 予 剂 量 为

10 mg·kg−1鼓槌菲（鼓槌菲单体与聚山梨酯-80研磨

后加蒸馏水稀释而成），连续 8 d后处死小鼠并取出

瘤块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鼓槌菲对艾氏腹水癌的

抑制率可达到 62.25%，阳性对照 5-FU（10 mg·kg−1）

的抑瘤率为 65.20%。体外细胞培养实验表明［19］，4，

7-二羟基 -2-甲氧基 -9，10-二氢菲对人肺癌细胞

A549、人卵巢腺癌细胞SK-OV-3以及人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细胞 HL-60细胞系均具有细胞毒性，对 3个

癌细胞系的半数有效剂量（ED50）分别为 7.7、9.4、

9.8 μg·mL−1，阳性对照为 5-FU（ED50分别为 1.4、3.9、

0.21 μg·mL−1）。

        郑秋平等［28］对铁皮石斛中的抗肿瘤活性成分

进行了特异性分离，得到了具有较强抗肿瘤活性的

金钗石斛菲醌。通过体外抑制癌细胞增殖活性评

价，发现金钗石斛菲醌对肝癌细胞HepG-2、胃癌细

胞SGC-7901和乳腺癌细胞MCF-7均显示很好的抗

肿瘤活性，IC50分别为 0.45、0.36、0.34 μg·mL−1，而且

效果比 5-FU（IC50分别为 6.19、16.00、3.50 μg·mL−1）

显著。Lu等［26］利用体外细胞培养实验表明金钗石

斛菲醌具有抗前列腺癌的作用，其机制与抑制Ras

相关的C3肉毒素底物 1（Rac1）蛋白活性有关，将前

列腺癌 PC3 细胞分别与浓度为 1、5、10 μmol·L−1金

钗石斛菲醌置于 20% 胎牛血清（FBS）中共同孵育

16 h，再加 100 ng·mL−1 趋化因子 CXCL12 处理

15 min后测定Rac1抗体印迹。结果显示，金钗石斛

菲醌呈剂量相关方式抑制Rac1活性。

2.3　抗炎

化合物 dendrochrysanene是带有螺内酯环的菲

衍生物，Yang等［23］首次从束花石斛中分离鉴定得到

该化合物，并以小鼠腹膜巨噬细胞 RAW 264.7为体

外细胞模型，分别用浓度0.11、1.1、11.2 μg·mL−1化合

物 dendrochrysanene和 0.2 μg·mL−1 脂多糖（LPS）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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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处理 1 h，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

PCR）检 测 结 果 显 示 ，11.2 μg·mL−1 化 合 物

dendrochrysanene可显著抑制细胞中血清肿瘤坏死

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8（IL-8）、白细胞介素-10

（IL-10）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的mRNA水

平。以质量浓度为 0、6.25、12.5、25、50 μg·mL−1的 4，

7- 二羟基 -2，3-二甲氧基 -9，10- 二氢菲体外处理

RAW264.7细胞 1 h，再加 1 μg·mL−1LPS反应 24 h，诱

导炎症介质（NO）产生。结果显示，6.25 μg·mL−1的

4，7-二羟基-2，3-二甲氧基-9，10-二氢菲对NO生成显

示抑制活性，12.5 μg·mL−1时，NO 生成量降低至未

处理细胞水平［20］。

2.4　抗氧化

张雪等［9］首次从金钗石斛中分离出菲类化合物

毛兰菲，并利用 1，1-二苯基-2-苦基苯肼（DPPH）自

由基清除法证明其具有抗氧化活性，IC50为（12.90±

0.35）μmol·L−1，活性明显高于阳性对照药维生素C，

后者的 IC50为（17.95±0.25）μmol·L−1。

2.5　其他药理活性

Kim 等［31］发现杓兰素对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1B（PTP1B）具有很强的抑制活性（IC50＝12.0 μmol·L−1），

阳性对照为熊果酸（IC50＝3.4 μmol·L−1），而抑制

PTP1B 位点已被建议作为 2 型糖尿病新的治疗靶

标。从曲轴石斛中分离得到菲类化合物 4，7-二羟

基 -2- 甲氧基 -9，10- 二氢菲和 dendrogibsol，其中

dendrogibsol 为新化合物，将 2 个化合物单体溶于

50%DMSO中，稀释至 100 μg·mL−1进行体外 α-葡萄

糖苷酶抑制活性测定。结果显示，与阳性对照药阿

卡波糖［IC50为（514.4±9.2）μmol·L−1］比较，2个化合

物均表现出较强的降血糖活性，IC50分别为（185.4±

6.9）、（19.8±0.9）μmol·L−1［24］。

有研究发现［14］，绒毛石斛的醋酸乙酯提取物 2，

5-二羟基-4-甲氧基菲和 2，5-二羟基-4，9-二甲氧基

菲 具 有 显 著 的 胰 脂 肪 酶 抑 制 活 性 ，IC50 分 别

为（57.6±3.3）、（58.6±3.4）μmol·L−1，阳性对照药奥

利司他的 IC50为（0.031±0.004）μmol·L−1。

3　结语与展望

石斛在我国药用历史悠久。现已从石斛中分

离出菲类、多糖、生物碱、酚类、联苄类、黄酮以及萜

类等众多活性成分，现代药理证明其具有抗肿瘤、

抗炎、抗氧化、降糖、调脂、神经保护、免疫调节等作

用。其中，菲类成分是石斛属植物中抗肿瘤和抗炎

作用非常显著的特征单体成分之一，本文从化学结

构及药理活性两个方面阐述石斛属菲类成分的应

用和研究现状。

本文依据成分的结构差异主要概括了简单菲、

二氢菲、双菲及菲醌（酮）衍生物 4类菲类成分。其

中，简单菲类活性成分在石斛菲中占有很高的比

重。不同结构石斛菲类的药理活性可能与其活性

基团的取代位置不同有关，例如，简单菲类的羟基

主要在 2、5、7位取代，二氢菲类则以 4位取代居多。

但也看出其活性基团较少，主要以羟基、甲氧基以

及羧基等少数取代基为主，构效关系的探究也有待

进一步深入。总结中还发现，金钗石斛是石斛属植

物中菲类活性成分非常重要的品种来源，在 4种菲

类成分中均有单体成分被分离得到。石斛自然生

长缓慢，随着临床应用和实验研究的需求量增大，

野生品被过度开采，严重影响了石斛资源的天然

储备。

石斛菲类化合物的抗肿瘤作用非常显著，相关

文献报道也较多。例如，4，7-二羟基-2-甲氧基-9，

10-二氢菲在肺癌、卵巢癌、白血病方面有抑制作用，

金钗石斛菲醌对白血病、胃癌、肝癌、乳腺癌、前列

腺癌有抑制活性，药理机制涉及NF-κB、Bcl-2、Bax、

Rac1、PARP、caspase-3等因子及酶，可见4，7-二羟基-2-

甲氧基-9，10-二氢菲和金钗石斛菲醌有望成为抗肿

瘤药物研发的潜力活性单体。抗炎活性方面，菲类

化合物 4，7-二羟基-2，3-二甲氧基-9，10-二氢菲及

dendrochrysanene均被报道在体外有抗炎作用，二者

分别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NO的产生及 IL-8等炎性

因子的水平降低炎症的发生发展。但在总结中发

现，石斛属菲类成分的抗肿瘤和抗炎活性的研究及

药理机制的探索大多局限于体外细胞模型。此外，

石斛菲类化合物在抗肝纤维化、抗氧化、降糖及抑

制脂肪酶方面也具有活性作用，但关于石斛菲降

糖、抑制胰脂肪酶活性的机制尚不成熟，体内药效

的验证也有待进一步推动。

综上，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未来关于石斛属

植物的研究工作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

展：（1）石斛人工培育技术的提升，减少野生品的过

度采伐；（2）更多活性单体合成工艺的提升及工业

化制备的实施；（3）更多石斛属植物中菲类活性成

分的提取分离、结构鉴定以及构效关系的阐述；（4）

石斛属菲类活性成分数据库的建立，以供活性筛

选；（5）菲类成分药理学机制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在

降糖及抑制胰脂肪酶等方面的作用及其机制阐述。

以上问题的解决将会为石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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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临床应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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