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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nnamon has a wide range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anti-inflammatory, antipyretic and 
analgesic, anti-tumor, anti-bacterial, anti-obesity, hypoglycemic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the hy-
poglycemic research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of Cinnamomum cassia were reviewed,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were prospe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innamomum ca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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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肉桂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如抗炎、解热镇痛、抗肿瘤、抗菌、抗肥胖、降血糖等。本文对肉桂的降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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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以期对肉桂的深入研究和开发提供一定的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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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肉桂为樟科樟属植物肉桂的干燥树皮，主要的产地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肉桂剥取的季节一

般在秋季，刮去栓皮、阴干。肉桂是一种常用中药，有着十分悠久的药用历史，并且具有“肉桂为百药之

长”的说法。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肉桂的桂皮醛和桂皮酸成分，发现它们具有抗菌、抗溃疡、扩

张血管、降低血小板黏度、抗炎等活性，但对其它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中药肉桂中多酚类成分

的降血糖活性的作用机制得以明确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治疗效果，从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2. 动物药理学实验 

国内外早期做过一些药理方面的研究，中药肉桂治疗糖尿病作用已通过临床实践及现代药理研究证

明，明确了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 
李唯佳[1]以链脲佐菌素结合高脂饲料建立糖尿病大鼠模型，对实验进行分组，分成正常组、模型组、

糖脉康对照组、肉桂挥发油高、低剂量组，每组都通过灌胃的方式给予相应药物，共 2 周，然后统计相

关的参数，并进行急性毒性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大剂量肉桂挥发油组血糖明显比模型对照组低，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1)；肉桂挥发油能够抑制高脂饮食雄性模型大鼠体重的增加；血脂、肝功能、肝指数

各组间比较无差异性。从而得出结论，肉桂挥发油具有一定降低血糖作用，并且具有剂量依赖性，能够

减少肝细胞脂肪沉积，对血脂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的观察，当下未见明显毒副作用。 
李宗孝[2]在对从肉桂中分离出的甲基羟基查耳酮聚合体和胰岛素的实验过程中，利用磷酯酰基纤维

醇-3-致活酶(PI-3-K)，进行葡萄糖的吸收，糖原合成，使糖原合酶和糖原合酶致活酶比较活跃，同时，也

对胰岛素受体的磷酸化状态进行研究，证明甲基羟基查儿酮具有类似胰岛素作用。通过实验得出结论，

甲基羟基查耳酮(MHCP)能够有效调节多种细胞反应，这与胰岛素具有类似的作用。虽然这些反应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异，但 MHCP 有完全模仿胰岛素的能力，因而 MHCP 可被开拓成用来研究葡萄糖摄取和糖原

合成过程的另一种工具。因为 MHCP 能够单独发挥作用，所以它可以起到治疗剂的作用。此项研究的一

个重要发现是 MHCP 和胰岛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加效应的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胰岛素信号路径和

葡萄糖摄取的选择方法。 
Kim [3]通过对血糖水平、血清胰岛素和脂联素水平、血清和肝脏脂质、肝脏 PPARαmRNA 表达进行

测定来评价肉桂提取物对抗高血糖和抗高脂血症的作用。PPARγmRNA 在脂肪组织中表达。实验将雄性

C57BIKs db/db 小鼠分成糖尿病组和肉桂提取物治疗组，并检查 12 周(200 mg/kg, p.o)。肉桂治疗组空腹

血糖和餐后 2 h 血糖水平显着低于对照组(p < 0.01)，而肉桂治疗组血清胰岛素和脂联素水平显着比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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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高(p < 0.05)。实验显示，血清脂质和肝脏脂质在肉桂给药组中有所改善。此外，肉桂治疗组的

PPARαmRNA(肝脏)和 PPARγmRNA(脂肪组织)表达水平显着增加(p < 0.05)。因此实验表明肉桂提取物具

有显着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能够降低血清和肝脏脂质，并且可能通过调节 PPAR 药物的葡萄糖和

脂质代谢来改善高血糖和高脂血症。 
Karine Couturier [4]通过胰岛素抵抗、高脂肪/高果糖(HF/HFr)饮食的动物模型确定肉桂对糖原合成、

相关基因表达和肌肉和肝脏蛋白质水平的影响。对老鼠加以诱导胰岛素抵抗，喂养含有肉桂的 HF/HFr
饮食，然后进行饮食对照。在肝脏中，添加到 HF/HFr 饮食中的肉桂导致肝糖原的显著增加，食用对照饮

食加肉桂的动物没有显著变化。实验表明，在胰岛素抵抗大鼠中，肉桂对胰岛素信号传导和糖原合成加

以调节从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并增强肝糖原。具有正常胰岛素敏感性的对照动物中由肉桂引起的变化不

显著。 

3. 降糖机制 

3.1. 类胰岛素作用 

现代研究[5]表明肉桂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肉桂醛、醋酸树皮酯、肉桂酸、黄酮类、羟基查耳酮类化合

物，而羟基查尔酮类化合物与胰岛素具有类似的作用。Carter [6]等认为羟基查尔酮聚合物还可以通过对

胰岛素受体底物(IRS1)加以刺激，使其酪氨酸磷酸化，进而使胰岛素信号级联得以改善，从而增加小鼠

骨骼肌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7]。Cao 等人[8]报道纯化的肉桂提取物和肉桂多酚增加了胰岛素受体 B 蛋白

和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这些蛋白分别参与胰岛素受体底物激活和胰岛素调节葡萄糖转运的胰岛素

信号转导途径。众所周知，胰岛素促进 GLUT4 从细胞内室到质膜的易位。因此，肉桂多酚增加 GLUT4
蛋白表明，这些化合物对骨骼肌和脂肪组织中葡萄糖摄取的长期调节具有积极作用，因为肉桂多酚模拟

胰岛素样活性。胰岛素抵抗可归因于抑制胰岛素受体底物酪氨酸磷酸化引起的葡萄糖转运体(GLUT4)活
性降低[9]。肉桂中的甲基羟基查尔酮聚合物也刺激胰岛素受体底物磷酸肌醇 3 激酶途径，上调葡萄糖摄

取和糖原合成活性，下调糖原合酶激酶-3b 活性[10]。糖原合酶激酶-3b 参与糖原合酶的磷酸化和失活[11]。 

3.2. 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抵抗 

2 型糖尿病的体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能力相对较低，而胰岛素主要的功能是促进机体细胞对葡萄糖

的摄入，这就造成在血液中有葡萄糖储留，从而出现机体血糖升高等不良现象。Li [12]发现肉桂多酚可

以通过修复糖尿病小鼠胰腺 β 细胞、提高其抗氧化能力以及通过抑制作用减轻细胞毒性的机制，发挥降

血糖和降血脂作用。Alam Khan [13]研究认为，肉桂提取物能激活肝糖原合成酶和胰岛素受体激酶，增加

体内葡萄糖摄取量，抑制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抑制胰岛素受体脱磷酸作用，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14]。
Qin [15]通过探讨肉桂提取物对周喂大鼠初级肠细胞的影响，采用新分离的肠上皮细胞进行免疫沉淀法检

测载脂蛋白 B48 的分泌，用定量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其基因表达，用 Western blot 和流式细胞

仪检测其蛋白和磷酸化水平。证明了肉桂提取物增加了导致胰岛素敏感性增加的基因的 mRNA 表达，包

括胰岛素敏感性、胰岛素敏感性 1、胰岛素敏感性 2、胰岛素敏感性 3K，并降低了 PTEN 基因的表达。 

3.3. 清除自由基、抗脂质过氧化 

糖尿病患者有体内过氧化脂质(LPO)水平明显升高的特征，并且清除自由基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活性下降。自由基增多可加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Dhuley 发现肉桂对高糖饮食大鼠具有抗氧化

作用[16]。桂皮醛可增强对高糖条件下生成的活性氧的抗氧化防御，从而保护胰岛 β细胞免受丢失，产生

降血糖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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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肉桂降糖应用现状及前景 

糖尿病是古今公认的疑难病症之一，并发症严重，危害严重。随着社会发展，糖尿病的发病率愈发

增高，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中药防治糖尿病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愈发受到重视。 
肉桂具有药食两用特性，近年来关于其对预防和遏制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作用的报道也逐渐增多[18]。

2003 年在著名糖尿病刊物 Diabetes Care 上发表的一项关于肉桂与糖尿病治疗的文章被广泛引用，研究者

发现服用肉桂组患者空腹血糖、甘油三酯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均得到降低，而安慰剂

各组没有发生变化[19]。2006 年，另一项关于肉桂的研究发表在 Nutrition 杂志上，实验结果显示，服用

肉桂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葡萄糖耐量和血脂均未出现显著变化。现如今，中药肉桂治疗糖尿

病作用已通过临床实践及现代药理研究的证明，明确了其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16]。肉桂对防治糖尿病，

无论在预防、治疗、改善或减轻临床症状、体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是改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

血脂、血黏、蛋白尿等实验室指标方面，都起到较好的作用[20]。但目前对肉桂降血糖作用机制研究还不

够充分，各类文献的说法不一。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用药需求的增加，深入研究肉桂多酚降糖的作用机

制，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其药理学活性和作用靶点奠定基础，为开发利用我国特有的民族药品提供科学的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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