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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斛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具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等功效。古语有言“民以食为天”，肠胃健康是人体

机能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石斛“厚肠胃”功效不仅应用于传统中医药学，在现代医学实验研究方面也得到科学论证，其中

石斛在胃肠道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的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综述了近年来石斛在胃肠道疾病中的应

用，探讨了石斛肠胃保护的作用机制，发现胃黏膜损伤、胃溃疡、胃炎、胃癌、消化不良等模型常用于石斛的肠胃保护功能

评价体系，其作用机制与调节肠道菌群、促进胃酸分泌、改善肠胃蠕动及抑制胃黏膜损伤等相关。但这些生物模型仍存在模

型单一、药理研究不深入、药理机制不清等问题。因此，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将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分子

生物学前沿技术和手段运用到石斛的研究当中，为石斛在临床及功能食品方面的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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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hu (Dendrobii Caulis), known as the first of the “Chinese immortal herb”, has the effects of producing saliva, nourishing yin 

and clearing heat in stomach. As the old saying goes, “Food is the first necessity of the people”, and gastrointestinal healt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the human body. The strengthening enterogastric function of Dendrobii Caulis has not only been 

applied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been scientifically demonstrated in modern medical 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which 

Dendrobii Cauli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such as ulcerative colitis an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Dendrobii Caulis in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in recent years, and discusses the mechanism of its 

gastrointestinal protection. The models, such as gastric mucosal injury model, gastric ulcer model, gastritis model, gastric cancer model, 

dyspepsia model, and others are usually used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prote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Dendrobii Caulis. The mechanism is 

reg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promoting gastric acid secretion, improving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inhibiting gastric mucosal damage, etc. 

However, these biological models still have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model simplification, lack of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es, and 

unclear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Therefore, transcriptomics, proteomics, and metabolomics are suggested to be applied to the future 

studies,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s of Dendrobii Caulis in the fields of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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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 Dendrobium Sw.为兰科（Orchidaceae）

植物第 2 大属，原产地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

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岛屿，全世界有 1500 多种石斛

品种，在我国有 76 种，大多分布于西南、华南、台

湾等地[1-2]。《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录品种有兰科

植物金钗石斛 D. nobile Lindi.、霍山石斛 D.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鼓榄石斛 D. 

chrysotoxum Lindi.或流苏石斛 D. fimbriatum Hook.。

石斛在医学及植物观赏领域极具经济价值，因而科

研人员对广泛分布的石斛不断进行研究。石斛作为

名贵中药材，被《道藏》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

首，同灵芝、人参、冬虫夏草等列为上品中草药。

据《神农本草经》[3]叙述，石斛“味甘，平。治伤中，

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厚肠胃，

轻身延年”。基于石斛的药用及食用功效，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在 2018 年将石斛列入“药食同源”名单[4]。

此外，中医学自古就有“肠道乃百病之源”的说法，

因而肠胃保护对人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

价值及实际指导意义。目前，随着社会环境和人类

生活习惯的变化，现代肠胃疾病病因及发病机制均

与古代不同。古代人大多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脾胃

虚弱，现代人则是由于多食久坐等不良生活习惯导

致肠胃病人群数量逐年激增[5]。因此，充分利用石

斛的“厚肠胃”作用，将其开发成预防或治疗现代

人常见肠胃疾病的药物、保健品或功能性食品，是

我国传统中草药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国家“健康

中国 2030”战略的重要支持。因此，本文对近年来

石斛肠胃保护作用研究中生物模型的应用进行了综

述，为石斛临床应用以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奠定了

基础。 

1  石斛活性成分在胃肠道疾病种的保护作用 

石斛化学成分类型多样，其营养成分包括蛋白

质、脂肪、粗纤维、氨基酸、微量元素等，功能成

分则包括多糖、生物碱、多酚、联苄、菲类、黄酮、

蒽酮、木脂素、酚酸等。其中，能够发挥肠胃保护

作用的成分主要为石斛多糖。研究发现乙酰基、相

对分子质量以及糖苷键是石斛多糖发挥抗胃黏膜损

伤活性的关键化学结构因素，使其在与胃黏膜损伤

相关的肠胃疾病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

肠易激综合征等的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6-7]。但石斛

中多酚等小分子类成分在石斛肠胃保护中发挥的作

用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8]。这

些石斛活性成分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代谢、

促进胃酸分泌、改善肠胃蠕动、抑制胃黏膜损伤等

机制发挥其“厚肠胃”功效。 

1.1  调节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能够调节肠道的运动及分泌，与肠道

屏障及其免疫息息相关，因此被认为是肠胃系统中

的重要组成成分[9]。许多研究者认为石斛是刺激肠

道有益菌生长并抑制有害细菌途径而影响肠道菌群

的特性中草药[10-11]。石斛中的多糖成分作为一类影

响肠道黏膜屏障的有益营养素可以不同程度地影响

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代谢。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口服

一定剂量的石斛多糖后，不可消化的多糖（如 β-葡

聚糖、阿拉伯半乳聚糖、阿拉伯木聚糖等）可被识

别为肠道菌群可利用的潜在益生元，进而调节肠道

菌群失衡，使肠道微生物恢复到正常水平以及改变

微生物代谢及肠道腔内环境，从而改善肠胃健康。

Zhang 等[12]在最近研究铁皮石斛多糖时发现其特定

的 β-内生 β-1,4-甘露聚糖酶的线性结构能够恢复肠

道菌群的多样性从而发挥保护葡聚糖硫酸钠诱发小

鼠结肠炎的作用。 

1.2  促进胃酸分泌 

石斛除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发挥肠胃保护作用

外，还可以通过调节肠胃黏膜结构和上调紧密连接

蛋白的表达和分泌来改善肠胃的物理屏障功能并增

强肠道的生化屏障功能[13]。如石斛可直接刺激 G 细

胞，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血清胃泌素浓度增高，而

胃泌素能够刺激壁细胞，使胃酸分泌增加并对消化

酶活性和营养素吸收产生有益影响，从而达到协调

肠胃功能的作用。 

1.3  改善肠胃蠕动 

徐国钧等[14]研究了 11 种石斛对豚鼠离体肠管

和小鼠肠胃蠕动的影响，金钗石斛、细叶石斛、重

唇石斛多糖对肠管有兴奋作用，可使收缩幅度增加；

铁皮石斛、黑毛石斛、细茎石斛、叠鞘石斛、流苏

石斛则先使肠管活动抑制，几分钟后就可恢复到给

药前的水平；钩状石斛的收缩幅度稍降低；束花石

斛使肠管自发活动的紧张性明显降低，节律消失，

肠管处于完全麻痹状态，并可拮抗乙酰胆碱对肠管

的兴奋作用。这是因为石斛中的多糖成分包括 D-葡

萄糖、甘露糖、半乳糖、D-木糖、L-阿拉伯糖、半

乳糖等单糖组分可以不同程度地促进不同细胞因子

的分泌，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

和一氧化氮（oxide nitric，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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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抑制肠黏膜损伤 

杨志远等[15]研究发现，铁皮石斛多糖能明显减

轻模型小鼠肠黏膜的病理损伤和超微结构改变；显著

降低模型小鼠血浆中二胺氧化酶、D-乳酸、TNF-α 及

IL-6 水平而增加回肠组织中密封蛋白-1 和闭合蛋白

的表达以及下调空肠组织中 Toll 样受体 4 重组蛋白

和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

通路蛋白的表达，表明铁皮石斛能明显减轻肠黏膜

损伤从而保护肠胃病变。除此之外，谷仿丽等[16]在

探究霍山石斛多糖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的抗炎作用

时发现，霍山石斛多糖可通过下调 TNF-α、IL-6、

IL-1β 及其相关 mRNA 的表达减轻溃疡性结肠炎小

鼠的临床症状，恢复短链脂肪酸的水平，激活 G 蛋

白偶联受体并调节肠道菌群，因而在减轻结肠黏膜

损伤的基础上改善结肠病理组织学使其发挥抗炎作

用而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小鼠。 

2  石斛肠胃保护作用研究中的生物模型 

石斛在抑制胃黏膜损伤、促进胃肠运动、影响

消化液及消化酶分泌、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免疫等

方面均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现代医学研究中，多采

用胃黏膜损伤模型、胃溃疡模型、胃癌模型、功能

性消化不良模型、胃炎模型等生物模型对石斛进行

肠胃保护作用研究。 

2.1  胃黏膜损伤模型或胃溃疡模型 

研究石斛的胃黏膜保护作用，受试动物一般是

大鼠或小鼠，常用乙醇、乙酸、非甾体抗炎药等诱

导或冷水浸泡刺激构建疾病模型。目前，对石斛保

护胃黏膜损伤机制的解释包括以下几种：下调炎症

细胞因子和 mRNA 表达水平；减少或增多胃酸分

泌；降低或升高胃蛋白酶活性；增加血流量以及石

斛抗氧化作用等。相应的测量指标也有所差异，如

胃黏膜损伤指数、胃液量、胃泌素、胃液 pH、炎症

细胞因子如 TNF-α、IL-6、IL-1β 等、通路相关蛋白、

氧自由基、丙二醛、血清中 NO、胃组织中超氧化物

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及前列腺素 E2

（prostaglandin E2，PGE2）等。实验性胃黏膜损伤模

型主要有非甾体类抗炎药致病型、幽门结扎型、乙

醇型、胃热证模型、乙酸型以及应激型等。 

2.1.1  非甾体类抗炎药致病型  阿司匹林作为一种

临床上常见的非甾体类抗炎药，可损伤人的胃黏膜

上皮 GES-1 细胞，从而释放出诱导肠胃炎症发生的

炎症细胞因子如 TNF-α、IL-6 等。对于这种类型的

研究过程，一般是利用石斛预处理 GES-1 细胞后，

再用阿司匹林诱导损伤细胞，观察 NF-κB 信号传导

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吴耽等[17]研究发现，在

阿司匹林诱导 GES-1 细胞损伤模型中，铁皮石斛多

糖 50～300 ng/L 可以降低炎症细胞因子及 mRNA

的表达，同时增加 IκBα、p65 的蛋白表达量，起到

抗阿司匹林损伤作用，从而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杨传玉等[18]同样使用阿司匹林建立大鼠急性胃黏

膜损伤模型，建模成功后立即对大鼠 ig 铁皮石斛活

性组分。研究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铁皮石斛

多糖组分 50～300 g/mL 能显著降低胃溃疡模型大

鼠的胃溃疡指数，抑制胃液分泌并且降低胃蛋白酶

的活性；同时铁皮石斛多糖可使大鼠血清中 NO 含

量明显升高，TNF-α、IL-6 显著降低；相反，铁皮石

斛醇溶液组分则无显著性差异。以上研究结果与其

他石斛种类对阿司匹林诱导损伤的胃黏膜保护作用

的结果一致，表明石斛中的多糖组分可显著抵抗非

甾体类抗炎药诱导的胃黏膜损伤。 

2.1.2  幽门结扎型  胃黏膜受损一般被认为是胃黏

膜攻击因子和防御因子的失衡现象[19]。其中，胃黏

膜攻击因子主要有幽门螺旋杆菌，其失衡后可能导

致胃酸、胃蛋白酶失活、应激和胃动力失常等症状；

而发挥胃黏膜保护作用的防御因子则包括胃黏膜/

黏液屏障、黏液分泌与黏膜再生、黏膜血流量、热

休克蛋白等。幽门螺旋杆菌作为主要的黏膜攻击因

子，其致病性与自身是否携带某种毒素有关。目前，

治疗因幽门螺旋杆菌所致的疾病往往比较复杂，西

医治疗通常采用联合用药，如阿莫西林、甲硝唑等

药的组合方案。在传统中医治疗中，则利用能够有

效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中草药，如石斛、黄连、白

芍、黄芪以及半夏等改善胃黏膜损伤状况，其中石

斛主要是石斛多糖组分发挥作用，且金钗石斛抑菌

作用比较明显[20]。缺点在于石斛只能发挥一定程度

的抑制作用，不能彻底灭菌，且石斛抑菌的研究多

为体外滤纸片法，体内抑菌研究较为少见。 

2.1.3  乙醇型  过多摄入乙醇容易引起消化性疾

病，如酒精性胃炎、消化道肿瘤和胃溃疡等，因此

乙醇诱导的胃黏膜损伤模型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类肠

胃研究模型。石斛多糖组分则能够通过抑制氧自由

基的释放、促进表皮生长因子的分泌和促进PGE2的

合成等机制保护胃黏膜，同时其可抑制细胞外信号

调节激酶信号通路的激活、抑制 c-Jun 氨基末端蛋

白激酶磷酸化、减少各类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如 MMP-2、MMP-9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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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以减轻乙醇造成的胃黏膜损伤[21]。 

张怡[22]研究发现 ig 高剂量（300 mg/kg）金钗

石斛多糖对乙醇诱导的胃黏膜损伤模型大鼠的胃黏

膜损伤疾病有一定预防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还表

明石斛多糖主要通过抑制氧自由基的释放、促进表

皮生长因子的分泌及促进 PGE2 的合成等机制保护

胃黏膜。同时，石斛多糖还可减少由乙醇诱导的

MMP-2 的分泌及降低 MMP-9 的表达量来使胃黏膜

抵抗乙醇损伤。张冰洁[23]利用乙醇诱导的大鼠胃黏

膜损伤模型发现复方金钗石斛口服液［金钗石斛提

取物-枸杞提取物-葛根提取物（5∶3∶3）］能使损伤

部位发生充血条带、出血范围、炎症细胞数目均减

少以及溃疡面积变小、上皮黏膜层脱落情况减轻。

这是因为该口服液能有效保持 SOD 的活性水平，

同时降低丙二醛水平，抑制胃黏膜攻击因子氧自由

基的大量释放，并降低炎症因子 TNF-α 和 IL-1β 水

平，提高表皮生长因子和 PGE2 含量，从而达到对乙

醇诱导胃黏膜损伤的辅助保护作用。朱丽娜等[24]采

用乙醇致小鼠胃溃疡模型，研究金钗、铁皮、马鞭、

叠鞘和鼓槌石斛 5 种石斛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同

样采取先给药后建模的方式，在处死小鼠后计算溃

疡面积作为损伤指数。结果表明，鼓槌石斛和铁皮

石斛明显比叠鞘石斛、金钗石斛和马鞭石斛的保护

作用要好，且保护作用具有剂量相关性。 

2.1.4  胃热证模型  胃热证的一种重要临床表现

是胃黏膜受损，实验上一般通过观察胃黏膜病理组

织形态变化探究石斛对胃热证的治疗作用。黄雪群

等[25]建模后采用干姜水煎剂 ig 给药后观察到空白

组大鼠的胃黏膜光滑有弹性，色泽淡红，黏膜皱襞

完整；模型组（石斛水煎剂 1.5、0.75 g/kg）黏膜则

呈潮红充血状态，皱襞受损且呈斑点糜烂状；给药

组状态与空白组相似。结果表明，石斛能减轻炎细

胞浸润，改善胃黏膜屏障，从而有效修复受损黏膜。

此外，本课题组还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胃热证大

鼠血液中相关生化指标，发现石斛能使 IL-8、IL-4、

血栓素 B2（thromboxane B2，TXB2）水平降低，而

使 6-酮-前列腺素水平升高，从而发挥改善胃热证大

鼠全身体征的功效[26]。 

石斛研究中常用实验性胃黏膜损伤模型及其作

用机制见表 1。 

表 1  石斛研究中常用实验性胃黏膜损伤模型及其作用机制 

Table 1  Experimental gastric mucosal injury models and mechanisms of Dendrobii Caulis 

生物模型 石斛组分 作用机制 文献 

非甾体类抗炎

药致病型 

铁皮石斛多糖 降低炎症细胞因子及 mRNA 的表达，增加 NF-κB 通路中 IκBα、p65 蛋白表

达；并降低胃溃疡指数、胃蛋白酶的活性，抑制胃液分泌 

3-5,16-17 

幽门结扎型 金钗石斛多糖 一定程度上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改善胃黏膜损伤 20 

乙醇型 金钗石斛多糖 抑制由乙醇诱导的 MMP-2、MMP-9 的表达，减少炎症细胞的产生 22-23 

胃热证模型 石斛 改善胃黏膜受损状况，降低 IL-8、IL-4、TXB2 水平，升高 6-酮-前列腺素水平 25-26 

 

2.2  胃癌模型 

2.2.1  胃癌大/小鼠模型  胃癌是一种发生在人的

胃黏膜上皮细胞中的恶性肿瘤，在研究石斛肠胃保

护作用中，大量研究均建立大鼠或小鼠胃癌模型来

评价石斛对癌症的治疗作用。Zhao 等[27]用 N-甲基-

N′- 硝 基 -N- 亚 硝 基 胍 （ N-methyl-N′-nitro-N-

nitrosoguanidine，MNNG）诱导建立大鼠胃癌模型，

并研究了铁皮石斛提取物对胃癌的影响，研究发现

铁皮石斛提取物高剂量（4.8 g/kg）组大鼠未见癌前

病变或肿瘤，而对照组大鼠的胃癌发生率高达 41%，

结果表明铁皮石斛提取物能有效降低胃癌的癌变能

力。为进一步探讨铁皮石斛多糖对人胃癌 SGC-7901

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抑制作用，Zhang 等[28]将接种

SGC-7901 胃癌细胞移植物的裸鼠随机分成模型组，

5-氟尿嘧啶（400 mg/kg）组，铁皮石斛多糖低、中、

高剂量（100、200、400 mg/kg）组，治疗 20 d 后发

现高剂量铁皮石斛多糖组的肿瘤抑制率与 5-氟尿嘧

啶组相当，且与 5-氟尿嘧啶相比，铁皮石斛多糖对

裸鼠的脾脏或胸腺指数、常规血液指标或肝肾功能

无明显毒副作用。这表明铁皮石斛多糖可以抑制裸

鼠体内 SGC-7901 细胞异种移植物的生长，其机制

与血清 TNF-α 和 IL-2 水平的升高、B 淋巴细胞瘤-

2 基因（B-cell lymphoma-2，Bcl-2）蛋白表达的下

调及兔抗人单克隆蛋白（Bcl-2-associated X，Bax）

表达的上调有关。此外，针对石斛发挥抗胃癌作用

的机制，Zhao 等[29]用 MNNG 诱导大鼠胃癌的发生

来探讨铁皮石斛多糖对胃癌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高剂量（9.6 g/kg）铁皮石斛多糖通过调节 DNA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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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及与氧化应激和癌症有关的细胞因子并诱导细胞

凋亡等抑制癌变速率，使得实验组大鼠在 7 个月后

表现出明显的体质量增加且非典型增生保持中度或

轻度，从而达到预防胃癌发生的目的。此外，结果

显示铁皮石斛多糖能显著降低 8-羟基-2′-脱氧鸟苷

的表达并促进转录因子 NF-E2 相关因子 2

（transcription factor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related 

factor 2，Nrf2）的表达，同时上调抗氧化酶血红素

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和醌氧化还原

酶（quinine oxidoreductase 1，NQO-1）的蛋白和基

因表达。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多糖的胃癌预防作用

与血清中 8-羟基-2′-脱氧鸟苷水平的降低、Nrf2 途

径及其相关抗氧化酶 HO-1 和 NQO-1 的活化有关。 

2.2.2  胃癌细胞模型  Song 等[30]研究了金钗石斛

中的 5-羟基-3,7-二甲氧基-1,4-菲醌对人胃癌 SNU-

484 细胞的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研究发现其可以下

调 Bcl-2 表达和上调 Bax 表达，相对肝癌 SK-Hep-1

细胞和子宫颈癌 HeLa 细胞，5-羟基-3,7-二甲氧基- 

1,4-菲醌诱导 SNU-484 细胞凋亡的效果最好。此外，

霍山石斛多糖对人胃癌 SGC-7901 细胞也具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这与下调原癌基因 c-myc 的表达及上

调抑癌基因的表达有关[31]。因此，建立胃癌细胞模

型研究石斛的抗肿瘤活性以及充分利用石斛活性成

分作为化学预防剂来预防或减轻胃癌症状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 

2.2.3  结肠癌细胞模型  结肠癌是世界排名第 3 的

消化道恶性肿瘤，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

改变，中国人结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32]。

崔名扬等[33]通过黄基罗丹明 B 法检测从石斛中分

离得到的具有抗肿瘤活性的毛兰素对体外培养人结

肠腺癌 Caco-2 细胞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抑制率

与毛兰素浓度呈现剂量相关性；同时，当毛兰素浓

度一定时，通过延长给药时间同样能使抑制率延长，

该机制与线粒体凋亡途径诱导细胞凋亡相关。与此

同时，其他文献也报道了金钗石斛脂溶性生物碱、

铁皮石斛联苄等组分也可能通过该途径实现对人结

肠癌细胞的抑制作用[34-37]。 

2.3  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胃肠疾

病，其发病机制主要与肠胃动力不足、胃酸分泌异

常、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病理生理学机制相关[38]，大

多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精神心理状态、细菌感染

等有密切联系，目前常见研究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模

型主要为药物致小鼠消化不良模型和胃寒型消化不

良模型。 

2.3.1  药物致消化不良模型  朱丽娜等[39]将硫酸

阿托品 im 小鼠后用营养性半固体糊 ig，通过考察

胃及小肠部位的硫酸阿托品残留率研究了金钗石

斛、铁皮石斛、马鞭石斛、叠鞘石斛和鼓槌石斛 5

种石斛对肠推进和胃排空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基

原石斛的促消化作用具有明显差异，叠鞘石斛与铁

皮石斛能够促进肠推进，马鞭石斛和鼓槌石斛对胃

排空起到抑制作用，金钗石斛影响则不显著。 

2.3.2  胃寒型消化不良模型  胃寒证是指脾胃阳

气不足，这一肠胃疾病与现代人过量进食生冷食品

等使寒气滞留胃腑有较大关联。在研究胃寒型消化

不良模型时，通常认为最贴近实际临床胃寒证症状

的情况是给小鼠 ig 石斛并以冰水或其他冰冷溶剂

诱发造模。张徐雯等[40]研究发现，对于用冰水和冰

NaOH 溶液诱发的胃寒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小鼠模

型，性味寒凉的石斛会引起小鼠进食、饮水、体质

量、小肠推进率、小肠吸收功能及胃生长素水平均

呈降低趋势，进而加重小鼠胃寒证症状。 

2.4  胃炎模型 

石斛对于治疗胃炎患者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经

验。陈少夫等[41]选择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为研究对

象，经胃管注入石斛煎剂后，发现石斛能有效促进

胃酸分泌。也有许多石斛方剂，在治疗慢性萎缩性

胃炎方面具有较好的疗效，如白芍石斛汤、麦冬石

斛汤、黄芪石斛莪术汤、石斛养胃汤、石斛益胃汤

加味等[42-46]。 

3  结语 

石斛具有多种功效[47]，现代药理研究认为石斛

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病毒、抗神经毒性等应用

价值[48-52]。因此，构建合适的药理模型以及阐释石

斛传统功效的科学内涵，不仅有利于阐明石斛的药

效物质基础，更有利于其临床应用，促进石斛产业

发展，也是“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重要体现。本

文以石斛“厚肠胃”功效为出发点，综述了生物模

型在石斛胃肠道保护方面的应用，列举了几种石斛

肠胃保护作用机制。目前，石斛对胃肠道保护作用

的相关研究模型有胃黏膜损伤模型、胃溃疡模型、

胃癌模型、结肠癌模型、消化不良模型、胃炎模型

等，模型主要通过细胞、小鼠或大鼠构建，但仍不

够全面，研究也不够深入，如石斛在体内的消化吸

收、代谢途径、药效物质仍不明确[11,51]。此外，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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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胃炎等胃部疾病的病因较为复杂，仅通过某

些药物或试剂建模，不能充分模拟临床疾病，以及

实验观察性指标和生化指标因子也略显单一。在后

续的研究当中，除基础研究外，应综合采用消化系

统体外仿生模拟、细胞模型、动物模型、临床实验

和循证医学等手段，依托肠道菌群、棕色脂肪、脂

阀等新靶点或新功能区域，结合基因组序列、转录

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手段，将基因克隆、

基因编辑和分子标记等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

石斛研究中，开发标准、高效、快速、准确的筛选

及评价模型，探明石斛在体内的消化、吸收、转运、

代谢规律及调控机制，明确量效关系、构效关系及

其功能成分的组效关系，最终阐明其肠胃保护作用

机制，为其临床应用和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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