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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果为葫芦科植物罗汉果 Siraitia grosvenorii 

(Swingle) C. Jeffrey ex A. M. Lu et Z. Y. Zhang 的干

燥果实，性凉、味甘，归肺、大肠经，具有清热润

肺、利咽开音、润肠通便的功效，用于治疗肺热燥

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罗汉果是我国著名的道

地药材，主产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龙江乡和龙胜

县，种植历史长达二三百年。现代研究证实其具有

降血糖、调血脂、保肝、抗肿瘤等多种生理活性，

这与其含有的化学成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

国药典》2020 年版中仅以罗汉果苷 V 这一单一成

分作为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

不够全面。本文将对罗汉果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

用进行概括总结和比较分析，探讨其性效与化学

成分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分析预测其 Q-Marker，

为完善罗汉果基于 Q-Marker 理论的质量标准研究

提供基础。 

1  化学成分 

1.1  葫芦烷型四环三萜类 

自 1975年Lee等[1]从罗汉果中分离出三萜苷类

开始，国内外学者对罗汉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从中分离并鉴定出多种罗汉果苷，这类成

分是罗汉果的主要化学成分，也是有效成分，大多

具有甜味，其中罗汉果苷Ⅳ、Ⅴ及赛门苷 I 甜度较高，

分别相当于蔗糖的 392、425、563 倍。见表 1。

表 1  罗汉果中的葫芦烷型四环三萜类成分 

Table 1  Cucurbitane type tetracyclic triterpenoids in Siraitiae Fructus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1 赛门苷Ⅰ（siamenoside Ⅰ） 2 19 罗汉果苷ⅠA（mogroside ⅠA） 10 

 2 罗汉果苷ⅡE（mogroside ⅡE） 2 20 罗汉果苷ⅠE（mogroside ⅠE） 10 

 3 罗汉果苷Ⅲ（mogroside Ⅲ） 2 21 罗汉果苷ⅠE1（mogroside ⅠE1） 10 

 4 罗汉果苷Ⅳ（mogroside Ⅳ） 2 22 罗汉果苷ⅡA1（mogroside ⅡA1） 10 

 5 罗汉果苷Ⅴ（mogroside Ⅴ） 2 23 罗汉果苷ⅡA2（mogroside ⅡA2） 10 

 6 11-氧化-罗汉果苷Ⅴ（11-oxo-mogroside Ⅴ） 2 24 罗汉果苷ⅢA1（mogroside ⅢA1） 10 

 7 罗汉果苷ⅢE（mogroside ⅢE） 2 25 罗汉果苷ⅢA2（mogroside ⅢA2） 10 

 8 罗汉果二醇苯甲酸酯（mogroester） 3 26 罗汉果苷ⅣE（mogroside ⅣE） 10 

 9 光果木鳖皂苷 I（grosmomoside I） 4 27 罗汉果苷ⅡB（mogroside ⅡB） 10 

10 罗汉果苷 VI（mogroside VI） 5 28 11-氧化-罗汉果苷 IA1（11-oxo-mogroside IA1） 10 

11 罗汉果苦苷 A（mogroside A） 6 29 11-氧化-罗汉果苷ⅠE1（11-oxo-mogroside ⅠE1） 10 

12 异罗汉果苷 V（iso-mogroside Ⅴ） 7 30 11-氧化-罗汉果苷ⅡA1（11-oxo-mogroside ⅡA1） 10 

13 罗汉果新苷（neomogroside） 8 31 11-氧化-罗汉果苷 IVA（11-oxo-mogroside IVA） 10 

14 罗汉果苷 IVA（mogroside IVA） 8 32 11-氧化-罗汉果苷 V（11-oxo-mogroside V） 10 

15 11-氧化-罗汉果苷Ⅲ（11-oxo-mogroside Ⅲ） 8 33 7-氧化-罗汉果苷ⅡE（7-oxo-mogroside ⅡE） 10 

16 11-氧化-罗汉果苷ⅡE（11-oxo-mogroside ⅡE） 9 34 7-氧化-罗汉果苷 V（7-oxo-mogroside V） 10 

17 20-羟基-11-氧化罗汉果苷 IA1（20-hydroxy-11-oxomogroside 9 35 11-脱氧-罗汉果苷Ⅲ（11-deoxy-mogroside Ⅲ） 10 

 IA1）  36 11-氧化-罗汉果醇（11-oxomogrol） 10 

18 11-去羟基氧化罗汉果苷Ⅲ（11-dehydroxymogroside Ⅲ） 9 37 5α,6α-环氧-罗汉果苷 IE（5α,6α-epoxy-mogroside IE） 11 

 

1.2  黄酮类 

目前为止对罗汉果中的黄酮类成分研究尚浅，

其基本单元以槲皮素和山柰酚为主，已发现的黄酮

类成分有山柰酚-3-O-α-L-鼠李糖-7-O-[β-D-葡萄糖

基-(1-2)-α-L-鼠李糖苷]（罗汉果黄素）、山柰酚-3,7-

α-L-二鼠李糖苷[12]、山柰酚[13]、山柰苷[14]。陈全斌

等[15]还从罗汉果鲜果中分离出了黄酮苷元槲皮素，

并以槲皮素和山柰酚为对照品，采用 RP-HPLC 测

定 1 个鲜罗汉果中总黄酮的含量为 5～10 mg。 

1.3  多糖类 

植物多糖具有抗肿瘤、增强免疫、抗病毒、降血

糖、调血脂等多种功效，因此具有研发价值。目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