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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线莲是兰科开唇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于广西、福建、浙江等地,又称之为金耳环、
金线虎头蕉、金丝线等,外观呈小巧金黄色叶片,网状叶脉。金线莲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而

广泛地应用于中国民间,该研究对金线莲活性成分的提取方法以及药理作用进行综述,结果发现金线

莲提取物中主要含有黄酮类、多糖类、挥发油类、生物碱类、甾体类化合物等成分,这些成分的提取方

法多种多样。金线莲主要药理作用包括抗感染、降血糖、心血管保护、抑瘤、降脂、抗氧化、保肝脏和免

疫调节作用等。对金线莲活性成分提取方式及生物活性进行了总结,为金线莲的进一步开发和推广

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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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oectochilusroxburghiiisaperennialherbfromAnoectochilus,Orchidaceae,whichmainlygrowsinGuan-
gxi,Fujian,Zhejiangandotherplaces.ItisalsocalledJinerhuan,Jinxianhutoujiao,Jinsirongandothers,withsmall
goldenyellowleavesandreticularveins.Anoectochilusroxburghii,asaherbaceousplantwithmedicinefoodhomology,
iswidelyusedinChinesefolk.Inthisstudy,theextractionmethodsandpharmacologicaleffectsoftheactivecompo-
nentsfromAnoectochilusroxburghiiwerereview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extractsofAnoectochilusroxburghii
mainlycontainedflavonoids,polysaccharides,volatileoils,alkaloids,steroidsandothercomponents,andtherewerevari-
ousextractionmethodsofthesecomponents.ThemainpharmacologicaleffectsofAnoectochilusroxburghiiincludean-
ti-infection,hypoglycemicactivity,cardiovascularprotection,tumorinhibition,lipid-lowering,antioxidation,liverprotec-
tionandimmuneregulation.Inthispaper,theextractionmethodsandbiologicalactivitiesofactivecomponentsfrom
Anoectochilusroxburghiiweresummarized,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furtherdevelopmentandpopularizationof
Anoectochilusroxburghii.
Keywords:AnoectochilusRoxburghii;Chemical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Effect;ResearchProgress

  金线莲(Anoectochilusroxburghii)属于兰科植
物,又称为乌人参、金线兰、金蚕、树草莲等[1-2],主要
生长在南洋各地和中国的福建、台湾、广东、云南等
地,具有清热除湿、凉血解毒等作用,有较高的药用
和经济价值。金线莲富含生物碱、多糖、挥发油、黄
酮、甾醇、有机酸、微量元素及氨基酸等成分[3]。相
关药理学研究成果表明,金线莲可用于治疗类风湿
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肝癌、肾炎、膀胱炎、肺结核、糖

尿病、化脓性骨髓炎等疾病[4-6]。本文将从金线莲活
性成分的提取方法和药理作用等方面进行综述,以
期为金线莲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1 主要活性成分及提取方法

目前已知金线莲中所含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核苷
类、生物碱类、多糖类、挥发油类、黄酮类、甾体类、微
量元素及氨基酸等,具体物质见表1。

表1 金线莲中主要化学成分

分类 主要化学成分

核苷类成分Nucleosides 胞嘧啶、尿嘧啶、胞苷、鸟嘌呤、尿苷、腺嘌呤、肌苷、鸟苷、2'脱氧鸟苷、β-胸苷、腺苷和2'-脱氧腺苷

生物碱类成分Alkaloids 乌头碱、石杉碱甲和异亮石松碱

多糖类成分polysaccharides 葡萄糖、甘露糖、鼠李糖、半乳糖、岩 藻糖、阿拉伯糖和木糖

挥发油类成分volatileoils 脂肪酸、亚油酸、1-辛烯-3-醇、棕榈酸、亚麻酸、十六羧酸甲酯、2-十二酮、正十六烷酸、(Z,Z)-9,12-十八碳

二烯酸、(Z,Z)-9,12-十八碳二烯酸甲酯、(Z,Z,Z)-9,12,15-十八碳三烯酸甲酯

黄酮类成分flavonoids 芦丁、异槲皮苷、水仙苷、槲皮素、异槲皮素、山柰酚、异鼠李素、槲皮素-7-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β-D
葡萄糖苷、槲皮素-3,4'-二甲醚、槲皮素-3'-O-β-D'-芸香糖苷、鼠李秦素、异鼠李素-3-O-新橙皮糖苷、异鼠

李素-7-O-β-D-葡萄糖苷、异鼠李素-3,4'-O-β-D-二葡萄糖苷、7-甲氧基3',4',5-三羟基黄酮醇3-O-β-D-葡

萄糖苷、5-羟基3',4',7-三甲氧基黄酮醇3-O-β-D-芸香糖苷、山柰酚-3-O-β-D-葡糖糖苷、山柰酚-7-O-β-D-
葡糖糖苷、3',4'-二甲氧基木犀草素-7-O-D-葡萄糖苷

甾体类成分steroids 2,4-异丙烯基胆甾醇、开唇兰甾醇、β-谷甾醇、麦角甾醇、豆甾醇、菜油甾醇、羊毛甾醇2-十八碳二烯酸甲酯

微量元素Traceelement 铁、钙、镁、锰、锌、铜、钼、铬、钴、硒、磷、钾、硫、钠
有机酸类成分Organicacidcomponents 琥珀酸、阿魏酸、棕榈酸、双棕榈酸和香豆酸

三萜类成分Triterpenoids 果酸、齐墩果酸、sorghumol和木栓酮

1.1 生物碱类

采用室温冷浸法和超声波振荡法提取生物碱

类。林丽清等[7]通过正交试验法对2种提取方法进

行比较,发现超声振荡法比室温下冷浸法好,对生物

碱的萃取效率更高且容易操作。
1.2 多糖类

多糖的提取方法主要有水浴和热水回流提取

法、稀碱法、稀酸法、酶法、超声波辅助法、半仿生-

微波组合技术及超高压提取法。经实验发现,在最

优提取工艺条件下,用水浴浸提方法提取得率为

26.68%,值得使用[8]。用热水回流提取法提取多糖

的优势在于温度高可增加药材与溶剂的接触[9]。利

用稀碱法提取多糖,能有较高的产量,这是由于蛋白

质与多糖的共价结合,细胞壁结构被碱性条件破坏

而释放出多糖,加速了多糖的溶解[10]。崔仕超[11]用

甲酸提取金线莲中的多糖,并与水提法和稀碱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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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发现其虽然能提高多糖的纯度,但会损伤设备。
通过酶法萃取多糖可以降低提取条件、缩短提取时

间,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12]。黄丽华等[13]通过超声

波辅助法提取多糖,以此得出了组培苗比栽培苗多

糖含量高的结论。梅少苹等[14]认为,运用半仿生-
微波联合提取法提取多糖,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

提取量。研究发现,在操作压力为300MPa时,可使

多糖提取率达12.19%[15]。
1.3 挥发油类

利用水蒸气蒸馏、索氏萃取、微波辅助萃取等方

法提取金线莲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水蒸气蒸馏法

是指将金线莲的挥发性成分和水蒸气共同馏出,再
经过共冷凝而获得挥发性成分的技术方法,该方法

的优点为用时少、溶剂用量少[16]。韩美华等[17]根据

水蒸气蒸馏提取法提取出挥发油中的化学成分。索

氏提取法是指用索氏提取器的一种提取方法。微波

辅助萃取法是在微波协同萃取仪中放置药物并运用

超声及微波萃取化学成分的方法。林碧霞等[18]实验

表明,以上3种提取方法的挥发油提取率以微波辅

助萃取法为最高。
1.4 黄酮类

响应面法、紫外分光光度法、超声波辅助溶剂

法、NaNO2-AL(NO3)-NaNO分光光度法及高效液相

色谱法是提取黄酮类化合物的主要方法。李锐[19]证

实了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广金钱草总黄酮含量的

方法,该方法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超声时间与超

声功率影响运用超声波辅助溶剂法时黄酮类化合物

的提 取 率[20]。李 荣 峰 等[21]以 NaNO2-AL(NO3)-
NaNO分光光度法提取金线莲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提取率为25.426mg/mL。关憬等[22]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测定黄酮类化学成分,并比较了福建金线莲和

云南金线莲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区别。
1.5 甾体类

甾醇是以环戊烷全氢菲为基础的一类生物活性

元素,具有降血脂、减轻前列腺炎、抗癌等功能。常

用半仿生-微波组合技术提取以保证甾醇化学成分

的有效提取[23-24]。
1.6 微量元素及氨基酸

为对比中国云南省的文山人工栽培金线莲和

野生金线莲微量元素含量,胡国海等[25]运用火焰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含量,并指出该法简单快捷。
为了确定不同金线莲微量元素浓度,可用原子吸收

光谱法测定[26]。综上,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与原

子吸收光谱法是提取微量元素的准确有效的方法。

而氨 基 酸 的 提 取 主 要 是 应 用 氨 基 酸 自 动 分 析

仪[27]。

2 药理作用

2.1 抗炎作用
金线莲富含多糖及苷类物质,具有非常强的抗

炎作用。GUOY等[28]实验发现,多糖可抑制I-κB
和p65的磷酸化,下调IL-6、IL-10、IL-1κ、IL-1β、IL-6
mRNA的表达,从而实现抗炎的作用,减轻CIA大
鼠关节炎症及滑膜增生。许艳等[29]证实金线莲中的
小分子化合物金线莲苷可通过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1、MMP-3、MMP-13的表达,保护滑膜细胞并
能降低促炎因子IL-6、IL-1β、IL-8的分泌,控制炎症。
2.2 抗感染作用

金线莲具有抗乙型肝炎病毒(HBV)活性的作

用。郑玲等[30]在动物实验中选择了金线莲鲜汁作为
试验物质,并使之作用在具有 HBV基因的细胞株
上,发现在金线莲含量≥200mg/mL时,金线莲能明
显地降低HBeAg和HBsAg的水平。金线莲可抑制
鸡新城疫病毒的增殖。何玉琴等[31]发现金线莲水提

取物的3种不同方法(先病毒后药物组、先药物后病
毒组、病毒与药物混合组)均可影响病毒感染活性,
先病毒后用药组的抑制效果最低,用药与病毒混合
组的抑制效果最高,说明了金线莲水提取物并没有
杀灭病毒,但能够发挥对该病毒的防治效果。金线
莲具有抗菌活性,金线莲乙醇提取物能够拮抗金黄
色葡萄球菌,并能影响细菌对蛋白质和复原糖的新
陈代谢,从而得出金线莲抗菌的机理很可能是通过
降低对蛋白质和复原糖的吸收来控制病菌生长速
度[32]。
2.3 降血糖作用

金线莲可从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机体的抗
氧化能力、降低血脂水平、保护肝脏细胞或促进受损
组织修复等多途径发挥其抗血糖作用。有研究证
实,给予实验小鼠低剂量的金线莲石油醚提取物可
导致实验小鼠肝糖原浓度增加,另外,对饲养嘧啶诱
导形成的糖尿病小鼠来说,金线莲石油醚提取物对
小鼠有显著降血糖作用,其降血糖机理与葡萄糖代
谢过程的调控和机体抗氧化水平的提高有关[33]。
2.4 血管保护作用

金线莲可通过降低血压起到防止血管内皮损伤

的作用。李葆华等[34]发现金线莲提取物ARL可使
血浆中Ang、ET的含量减少,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
皮功能。刘青等[35]实验表明金线莲对细胞活力有显
著改善作用,可抑制损伤细胞产生一氧化氮(NO),
能下调活性氧的产生,减少AGE受体表达,减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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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功能障碍,保护血管。
2.5 抗肿瘤作用

金线莲具有金线莲多糖、甾体、三萜类等抗癌活
性成分。经证实,抑制癌细胞生长周期、促进癌细胞
解体凋亡、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等是金线莲抗癌的作
用机制[36]。YUX等[37]实验结果显示,金线莲的多
糖成分能干扰食道癌OE19细胞的成长周期,使该
细胞G2/M期停滞。翁秀华等[38]实验表明,金线莲
多糖可直接促进Caspase-3表达,从而抑制前列腺癌

PC-3细胞凋亡。
2.6 降脂作用

天然的植物有效成分能抑制身体内的油脂产生
或加速脂肪的降解,从而降低体内的油脂含量。王
慧琴等[39]运用金线莲甲醇提取物治疗高脂血症大
鼠,发现金线莲可升高大鼠血浆中的 HDL-c含量,
清除血管中多余油脂,降低大鼠肝脏的相对质量,起
到良好的降血脂、降肝脂作用。用金线莲多糖对SD
大鼠进行灌肠实验,结果显示金线莲多糖对饲高脂
饲料大鼠的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均有明显的影
响,说明金线莲多糖对大鼠有降脂作用[40]。
2.7 抗氧化作用

人体内氧化反应及抗氧化机制的失衡会引发氧
化应激反应,氧化应激与机体的老化和发病有一定
的关系。许多研究都指出,心血管疾病、肿瘤、代谢
性病变、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都与抗氧化反应密
切相关,而过氧化氢酶CAT、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等抗氧化酶和药用
植物的活性成分、谷胱甘肽、维生素C和E等小分子
抗氧化剂,均能够有效抵御氧化反应[41]。有关研究
表明,使用乙醇所萃取出的福建金线莲移植苗和组
培苗提取物都具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移植苗的超
氧自由基及抗氧化功能比对照组强,据猜测这可能
与移植苗中黄酮类物质浓度偏高密切相关[42]。二者
的羟自由基水平比较,组培金线莲明显优于移栽苗,
组培清除率分别为92.48%和71.32%,据猜测其原
因可能与组培苗中含糖成分浓度高相关。唐楠楠
等[43]对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表明,金线莲多糖提取
物有明显的抗氧化效果,乙酸乙酯部位能有效清除
羟自由基及氧自由基。
2.8 保肝肾作用

金线 莲 在 防 治 CCl4 肝 损 伤、ALD、NAFLD、
AIH、CHB等方面都有明显作用,能增加肝肾组织中
消除自由基有关酶的活力,进而控制炎症,稳定细胞
膜,有效地降低肝脏细胞的损伤程度等[44]。杨晓
灵[45]探讨金线莲多糖对酒精诱导小鼠肝损伤的保护
作用,结果表明金线莲多糖可降低血清中 ALT和

AST的活性,减少NO的产生,修复因酒精损伤的肝
细胞。金线莲对肾脏的保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可减
轻肾脏的纤维化,抑制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延缓肾
组织细胞凋亡等[46]。
2.9 调节免疫作用

金线莲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增加脾脏淋巴细胞,
增强体外免疫活性,起到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许
丹妮[47]在动物实验中将金线莲多糖使用于免疫抑制
小鼠,结果表明金线莲多糖能明显提高免疫系统指
标和免疫系统的功能,能促进脾淋巴细胞的数量增
加。有学者曾对投用金线莲多糖的实验动物进行转
录因子mRNA的测定,其结果表明,金线莲多糖可
以升高或降低动物脾脏蛋白质因子的mRNA转录
能力,从而促进了相关细胞因子的分泌,调整了动物
的免疫机能[48]。
2.10 其他作用

有研究表明,金线莲中所含生物碱,其镇痛效果
比吗啡强10~40倍。林婷等[49]将金线莲组培苗萃
取物广泛应用于小鼠坐骨神经的慢性压迫模式、热
板致痛模式和醋酸导致小鼠扭体模型。结果表明,
金线莲组培苗的提纯物能有效控制因坐骨神经慢性
压迫小鼠所引起的疼痛和醋酸引起的酸痛。金线莲
喷剂用于手足口疾病的临床试验显示,与对照组相
比,金线莲喷剂可明显改善儿童的手足口疾患,缓解
患儿口腔疼痛[50]。

3 总结及展望

金线莲是一种应用历史悠久的传统珍贵药材,
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其含有
多种活性成分,且药理作用丰富。从目前的研究成
果中可以看出,金线莲活性成分较多且萃取方式相
当丰富,但仍然需进一步优化;其药理作用虽多,但
相关机理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关于该药服
用后是否有潜在副作用,其进入机体后的吸收利用
情况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期望日后能加大研究的
深度与广度,进一步证实其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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