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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gonati rhizom is kind of traditional and tonic Chinese herbs which has complicated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abundant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on Polygonati rhizome. In the paper,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
cal effects of Polygonati rhizom were analyzed and described, which could provide much informa-
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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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精为传统的滋补中药材，其化学成分复杂、药理作用丰富。近年来关于黄精的研究越来越多，该文对

黄精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的分析和阐述，为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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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精为百合科(Liliaceae)黄精属(Polygonatum mill)多年生草本植物，药用其根茎。别名有鸡头参、囊

丝黄精、玉竹黄精、姜形黄精、鸡头黄精、野仙姜、山生姜、鹿竹、仙人余粮、救荒草等。在全球范围

广泛分布，有 60 余种，主要于北亚热带与北温带地区居多；我国约有 31 种，广泛分布于除南方热带以

外广大地区[1]。多花黄精(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 et Hemsl.)、
黄精(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 3 种作为原生药被《中国药典》所收载。 

黄精味干、性平，入肺、脾、肾经，具有益气养阴；润肺补脾，滋肾填精之功效。主治阴虚劳嗽；

肺燥咳嗽；脾虚乏力；食少口干；肾亏腰膝酸软；阳痿遗精；耳鸣目暗；须发早白；体虚赢瘦；风癞癣

疾等。目前经黄精药理学研究表明，其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炎抗菌、延缓衰老、调节免疫力、抗肿

瘤等多种药理作用[2]。通过对黄精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进行研究，对黄精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黄精的化学成分 

2.1. 糖类 

糖类是黄精化学组成中含量最多的重要活性部分，主要有黄精多糖、黄精低聚糖、淀粉，黄精多糖

含量最大，约占 11.74%。杨明河[3]等从中得到黄精多糖有甲、乙、丙 3 种类型，并证明三种类型的多糖

均由葡萄糖、甘露醇、半乳糖醛酸以相同比例(6:26:1)缩合而成[4]，但其分子量不同(均大于 20 万)。另还

含有由果糖和葡萄糖以不同摩尔比组成的多种黄精低聚糖，按其结构可分为甲、乙、丙 3 种类型，对应

的分子量分别为 1630、862、474，以及其果糖和葡萄糖摩尔比分别为 8:1、2:1、4:1 [3]。 
吴群绒等[5]首次从滇黄精中提取并分离得到的一种相对分子质量(Mw)为 8100，约由 50 个萄糖单元

组成的多糖称滇黄精多糖 I，它主要是以 α-(1 → 4)糖苷键链接，且在 6-O 上连有少量短支链。 
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具有抗衰老，延长动物寿命作用[6]；有降血糖[7]；抗肿瘤作用[8]；黄精多糖还

具有增强免疫功能[9]，抗病毒[10]，抑菌和抗炎[11]，抗疲劳[12]等多种功效。 

2.2. 甾体皂苷 

甾体皂苷是黄精属植物的主要成分之一，为中性皂苷，于黄精和滇黄精中有较多种[13] [14]，目前国

内外研究者已从黄精属的 10 种植物中分离得到 83 种甾体皂苷[15]。杨崇仁[14]、孙隆儒等[16]分别从滇

黄精和黄精中分离得到 20 多种甾体皂苷单体化合物，如呋喃甾烷类皂苷(黄精皂苷 A，Sibiricoside A)、
螺旋甾烷类皂苷(黄精皂苷 B，Sibiricosde B)、以及新巴拉次薯蓣 2 皂苷元 A-3-O-β-石蒜四糖苷以及它的

甲基原形同系物[17]。杨庆雄[18]经过分析研究，认为螺甾皂苷元类型主要有 11 种，糖基主要有葡萄糖、

半乳糖、海藻糖及葡萄糖醛酸等。螺甾皂苷元包括螺甾烷醇和异螺甾烷醇型苷元，这两种类型是衍生其

它苷元的前体苷元[19]。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br.2017.650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小沛 等 
 

 

DOI: 10.12677/br.2017.65033 257 植物学研究 
 

甾体皂苷具有调血糖，调节免疫，抗肿瘤，改善学习记忆作用[20]，还具有去痰止咳之功效。 

2.3. 黄酮类物质 

黄酮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并且为黄精属植物的活性成分之一，主要从其茎和叶中分离得到。Jean 
Chopin 等[21]从多花黄精新鲜叶子中首次分离得到两个碳苷类黄酮：8-C-芹菜素吡喃半乳糖苷及 6-C-吡
喃半乳糖 8-C-芹菜素吡喃阿拉伯糖苷，同时从该植物还得到 6-O-β-D-glu-cosylrhaminoside-5,7,4’-trihy- 
doxyflavone 和 6-O-β-D-glucosylrhaminoside-7-O-glucoside-5, 4’-dihydoxyflvaone。王易芬等[22]从滇黄精根

茎分离得到 4 个黄酮类化合物即异甘草素、甘草素、4’,7-二羟基-3’-甲氧基异黄酮和(6Ra，11Ra)-10-羟基

-3,9-二甲氧基紫檀烷。 
生物类黄酮具有消除疲劳、降血脂、降血糖、保护血管、防动脉粥样硬化、扩张毛细血管、抗衰老

和抗菌作用、活化大脑细胞和其他脏器细胞的功能等多种功效[23]。 

2.4. 木脂素 

孙隆儒等[24]首次发现并从黄精中分离出木脂素类成分，得到的 6 个化合物中有 4 个木脂素成分，分

别为：1) (+)-syringaresinol、2) (+)-syringaresinol-/-B-D-吡喃葡萄糖苷、3) liriodendrin、4) (+)-pinoresinol-/ 
-B-D-吡喃葡萄糖基(1 → 6)-B-D-吡喃葡萄糖苷。结构式见图 1。 

研究发现，木脂素具有显著的自由基清除和抗脂质过氧化作用，酚羟基的存在可使抗氧化活性大为

增强，某些木脂素还具有 cAMP 磷酸二脂酶抑制活性、增强免疫力、促进糖原和蛋白质的合成等多种作

用[25]。木脂素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有抗肿瘤、抗病毒作用，还具有肝保护和抗氧化作用[26]。 

2.5. 含氮类化合物 

含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氨基酸、生物碱和其它的含氮化合物。黄精中含有多种氨基酸，苏氨酸和丙

氨酸为其游离氨基酸中含量较丰富的氨基酸[27]。研究发现，天门冬氨酸、高丝氨酸和二氨基丁酸等 6
种氨基酸存在于多花黄精中[28]。孙隆儒等[29]从黄精中分离得到一种类型鲜见的新生物碱：3-乙氧甲基

-5,6,7,8-四氢-8-吲哚里嗪酮。其它含氮化合物，比如尿囊素、神经鞘苷类成分等。 
 

 
Figure 1. Lignans in the Polygonatum plant 
图 1. 黄精属植物中木脂素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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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强心苷 

强心苷(cardiac glycosides)是一类具有显著心肌兴奋作用的甾体苷类化合物，也可以说是强心作用，

是目前治疗心房颤动和心力衰竭的常用药物。林琳等[30]曾选择了两种强心苷(铃兰苦苷和洋地黄苷)作为

评价黄精品质的重要指标进行测定。植物体中含有的强心苷比较复杂，大多含量较低[31]。近年来研究发

现，强心苷能够抑制人类肿瘤细胞的增殖以及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具有抗肿瘤治疗的潜能[32]。 

2.7. 挥发油 

挥发油又称精油，具有挥发性，多含有香气，是一类可随水蒸气蒸馏出来又不与水相混溶的油状液

体的总称。叶红翠等[33]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长梗黄精水溶性挥发物成分进行分析，鉴定出挥发

油的 17 种成分，主要有酯类化合物、烷烃和萜类等；王进等[34]采用水蒸气蒸馏–气质联用方法从多花

黄精中鉴定出 51 种挥发油的化合物成分，主要包括酸类、烯烃、烷烃等；余红等[35]采用水蒸汽蒸馏法

(SD)提取多花黄精挥发性成分，并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联用技术分析其化学成分，共鉴定出挥发

油的 16 种成分，主要有烷烃、酯类、烯烃等。挥发油具有抑菌和抗肿瘤生物活性[35]。 

2.8. 其他化合物 

黄精属植物中还含有许多其他类化合物包括短链脂肪酸、酚酸、萜苷、甾醇、蛋白等，一些研究人

员从黄精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5-羟甲基糠醛、琥珀酸、玉竹素、甚至还证明了含有 Ca、Mg、Zn、Mn 等多

种无机元素等[36]。 

3. 药理活性 

3.1. 降血糖 

近年来发现黄精能够调节糖代谢的活性并且对糖尿病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研究证明，黄精

提取物能显著降低由四氧嘧啶导致的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还能降低由肾上腺素或外源性葡萄糖所引起

的高血糖水平[37]。黄精多糖对 α-葡萄糖苷酶活性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研究显示，单一葡萄糖形成的黄

精多糖对其抑制作用及降糖活性均为最强[38]。有实验证实：黄精水提液能够增强 II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

抗大鼠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基因表达，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39]。 

3.2. 降血脂 

100%黄精煎剂灌服高血脂兔，每天 5 mL 2 次，共 30 d，与对照组相比，在给药后 10、20、30 d 甘

油三酯、B-脂蛋白、血胆固醇均有明显下降[40]，所以，黄精具有显著的降血脂的作用。 

3.3. 延缓衰老 

黄精和黄精多糖以及其含有的黄酮类物质都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黄精延缓衰老的作用机理：黄精

成分能够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同时减少细胞内像脂褐质类的代谢废物的含量，进而使抗脂质过氧化能力

增强，增强 SOD 活性；清除自由基，减少体内因自由基反应引起的对机体的损伤[9] [28]。 

3.4. 调节免疫力 

黄精的免疫激发和免疫促进程度适机体的健康状况而定，对正常机体是中度激发，而对免疫力低下

机体则是高度激发[9]。黄精可以使由环磷酰胺处理小鼠的骨髓造血机能的提升，并且能增加机体白细胞

的数量和脾脏重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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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抗病毒 

黄精具有抗病毒活性。研究证明，提取自多花黄精的活性粗多糖 PD 的多糖硫酸酯 PDS 与提取自滇

黄精的活性粗多糖 PP 的多糖硫酸酯 PPS 的抗病毒活性相同。而 PDS 的最低抗病毒有效浓度比多糖 PD，

及其纯化产物 RPD 低 10 倍；多糖硫酸酯 PPS 抗病毒活性较强而 PP 纯化产物 RPP 抗病毒活性较弱[10]。 

3.6. 抗肿瘤 

张峰等[8]研究表明，黄精多糖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被灌胃黄精多糖的荷瘤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

指数均显著增加；低、中、高剂量的黄精多糖对 H22 实体瘤的抑瘤率分别是 34.93%、43.44%、56.25%；

中、高剂量的黄精多糖可以显著延长 S180腹水型荷瘤小鼠的存活时间。 

3.7. 抗炎、抗菌 

黄精多糖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副伤寒杆菌、大肠杆菌以及白葡萄球菌等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

能抑制由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肿胀，与对照组比较有明显差异，所以，黄精多糖具有一定的抑菌抗炎作

用[11]。 

3.8. 改善记忆力 

研究证明[42]，1.0 g/kg 黄精的乙醇提取物能够明显改善东莨菪碱所导致小鼠记忆获得障碍，改善记

忆能力随其乙醇提取物浓度的降低会有所减弱，0.25 g/kg 也可以减少小鼠避暗错误次数；0.4 g/kg 黄精总

皂苷也能够明显改善东莨菪碱所致小鼠记忆获得障碍。总之，黄精能够提高和改善记忆力。 

3.9. 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 

黄精中的强心苷是有强心作用的甾体皂苷类化合物，并且黄精的甲醇提取物 A 经处理得到的甲醇洗

脱部分也具有强心作用，强心机理为：能够抑制 Na+-K+-ATP 酶以及心肌细胞膜的磷酸酯酶的活性[43]。
0.35%黄精水浸膏灌流能显著增加离体兔心冠脉流量，1.5 g/kg 黄精溶液静脉注射家兔，能够对抗由垂体

后叶素引起的急性心肌缺血症状。12 g/kg 的黄精溶液给小鼠腹腔注射能显著提高其耐缺氧能力[17]。 

4.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对黄精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深入研究，人们对黄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为天然药物，

黄精在临床上主要用来治疗糖尿病、白细胞减少、高脂血症、冠心病、淋巴结核、肺结核、腹泻等多种

病症[41]。如消糖灵胶囊、消渴降糖片、参黄冲剂、黄精注射液等以黄精为主要原料的许多中药复方制剂，

已广泛地应用于中医临床。但黄精临床药理研究还不够充分，生黄精还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对咽喉有刺

激作用，久闻其生味，有刺目之感。试验研究表明[44]，炮制黄精可以消除其对咽喉的刺激作用，但目前

还没有文献能明确的表明是具体哪种成分引起的刺激作用和毒副作用。需要进一步的黄精炮制研究及炮

制前后化学成分分析并且结合急性毒性试验研究，进而确定其药效部位和毒性部位并对其进行化学成

分分析研究，及确定其炮制后减毒增效机制。从而能为黄精新型药物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进而促进黄精新型药物开发、保健功能食品、保健功能饮料开发以及保健化妆品开发等黄精产业的蓬

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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