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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桑寄生Taxillus chinensis（DC.） Danser是一种半寄生灌
木，又称桑上寄生、桑树寄生，根据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记录，其药用部分主要指桑寄生科植物桑寄生的干
燥茎叶[1]。桑寄生味苦、辛，性平，归肝、肾经，可补肝益肾、祛
除风湿、强健筋骨、安胎固元等，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现代
药理学研究发现，桑寄生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抑菌等
多种功效。随着近年来中药领域对桑寄生的深入研究，从桑
寄生中分离出多种与其功效相关的活性物质，并推测其可能
具有较高的药物价值[2]。为充分开发利用桑寄生的植物资源，
笔者对近年来桑寄生的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的相关研究进行
归纳整理，以期为后续的中药研究、药用资源传承和临床使
用提供参考。
1 桑寄生的化学成分

桑寄生的化学成分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目前已经
从其乙酸乙酯、正丁醇、石油醚等溶剂分离出多种物质，主要
包括黄酮类、维生素类、挥发油类、微量元素等。
1.1 黄酮类 黄酮类物质广泛存在于桑寄生科植物中，是桑
寄生主要化学成分，同时也是其主要药效物质。目前已经从
北桑寄生、四川桑寄生、毛叶桑寄生等植物中分离得到了多
种黄酮类化合物，如：有学者[3]从北桑寄生中分离出鼠李素/鼠
李柠檬素/山奈酚/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还有报道[4]从
毛叶桑寄生中分离出儿茶素、异槲皮苷、半乳糖苷、葡萄糖苷等；
有国外研究[5]从桑寄生茎叶乙酸乙酯中分离出槲皮素-3-O-
β-吡喃葡萄糖苷、儿茶素、儿茶素-3-O-没食子酸酯；还有学
者[6]从桑寄生二氯甲烷（CH2Cl2）提取物中分离出2',4',6-三甲
氧基黄酮、3',4',5'-三羟基-6,7,8-三甲氧基黄酮。还有学者[7]

发现不同寄主的桑寄生中黄酮类物质槲皮素含量差异较大，
其中寄主为桑树、两面针的桑寄生茎叶中能测到槲皮素，而寄
主为马尾松、肉桂、八角、阴香、樟树、枫香叶的桑寄生中均未

检测到槲皮素，提示寄主植物对桑寄生的化学成分会产生一
定影响。
1.2 维生素类 桑寄生中发现的维生素主要为维生素C。维生
素C广泛存在于植物中，不仅是人体代谢必需物质，也是评价
桑寄生药物价值和品质的重要内容。有学者[8]检测了桑寄生
科植物的叶片维生素C含量为33.37~311.98 mg/100 g FW，但在
不同品种及不同寄生植物中存在差异。还有学者[9]从离瓣桑
寄生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出了维生素E。
1.3 挥发油类 目前主要从椆树桑寄生和广寄生中检测出
挥发油类物质，众多研究认为，不同的寄主植物可能影响桑
寄生挥发油的组成和含量。有国外研究[10]发现，从广寄生中分
离得到挥发油类物质中主要有苯甲醇、苯乙烯、桉树脑、姜黄
烯等；还有学者[11]分别采用水蒸气蒸馏法和超临界CO2流体萃
取法对桑寄生提取物进行分离鉴定，前者测出含量较高的物
质主要为桉叶醇、4，11-桉叶二烯，后者主要测出苯甲醇、苯
乙烯、姜黄烯等挥发性物质。
1.4 微量元素 在桑寄生中发现的微量元素以钾为主。有学
者[12]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桑寄生茎叶
单煎液中存在的微量元素主要为钾（溶出率>50%），其次为
磷、镁、钠，还存在少量氮、钙、铁、锰、锌、铜。
1.5 其他 还有许多研究发现桑寄生中存在萜类、甾醇类、
苯丙素类、姜黄素类、酚酸类、多糖、生物碱等多种化合物。目
前已经在北桑寄生、油茶桑寄生、椆树桑寄生中检测到多糖，
其中北桑寄生多糖主要有果糖、葡萄糖、阿拉伯糖，油茶桑寄
生多糖主要有核糖、鼠李糖、甘露糖等。有学者[13]从桑寄生中
分离出了多种萜类、甾醇类物质，包括半萜、三萜等，其中以
五环三萜最多，主要甾醇类化合物为β-谷甾醇、豆甾醇。还有
学者[14]比较了不同宿主的桑寄生提取物，发现其槲皮素-3-O-
β-D-葡萄糖醛酸苷、槲皮苷和金丝桃苷水平存在差异。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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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具有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抑制肿瘤转移、抗病毒等功效。有
学者[15]发现以桑树为寄主的桑寄生中可检测到生物碱1-脱氧
野尻霉素（DNJ），但寄主为非桑科植物的桑寄生上检测不到
DNJ。
2 桑寄生的药理活性

桑寄生作为中医药学中治疗风湿痹痛、四肢无力等病症
用药，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被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以药材
桑寄生制成中药制剂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祛风湿效
果为主的独活寄生丸、寄生追风液等；二是以安胎调经为主
的保胎丸、补肾活血促卵方等；三是以补肝益肾为主的舒筋
活血丸、壮腰健肾片丸等；四是以降血压血脂为主的决明降
脂片、复方桑钩颗粒等。现代药理学发现，桑寄生提取物及单
体化合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包括抗炎、抗氧化、抑菌抗病
毒、抗肿瘤、降低血糖、降压、降脂等，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
炎、心脑血管疾病、基础代谢疾病等，而黄酮类物质是主要的
活性有效的成分。
2.1 抗炎 桑寄生具有祛风湿、补肝益肾的效果，对类风湿
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相关研究[16]认
为，桑寄生能通过调控HMGB1/TLR4、MAPK、ERK1/2、NF-κB等
信号通路或IL-1β、IL-8、TNF-α等炎症因子参与炎症疾病的
调控。有报道[17]显示，桑寄生中槲皮素能通过上调沉默信息调
节因子相关酶1（SIRT1）表达，改善软骨细胞合成代谢，减轻
胶原诱导的小鼠关节炎。还有研究[18]发现桑寄生能通过抑制
IL-6分泌保护碘乙酸钠所致骨关节炎及尿酸钠诱导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大鼠关节滑膜组织及软骨。一项国外研究[19]从橡
胶树上的桑寄生提取出多酚类植物，能通过抑制诱导型一氧
化氮（NO）和促炎因子发挥抗炎作用。
2.2 抗氧化 有学者[20]检测了红花桑寄生的甲醇、水及丙酮
提取物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发现，丙酮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最
高（EC50=0.247 mg/mL）。还有研究[21]分析了桑寄生乙醚、乙酸
乙酯、正丁醇及水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其均能刺激活
性氧和过氧化物酶释放，且此功能与黄酮及酚类化合物有
关。还有国外研究[22]检测与风湿性关节炎相关药物植物的抗
氧化能力，发现红花寄生中总酚和抗氧化能力最高，可作为
潜在的抗氧化剂来源。
2.3 抑菌、抗病毒 有研究[23]从欧亚桑寄生中分离得到对金
色葡萄球菌具有杀菌作用的纯化蛋白。还有学者[24]通过空斑
减数实验从毛叶桑寄生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部位提取出抗
柯萨奇病毒的新药潜在开发目标。有学者[25]从南方桑寄生分
离出的黄酮类化合物[山奈酚-3,7-双鼠李糖苷]和二芳基庚烷
类化合物[（3S）-3-羟基-1,7-双（4-羟基-苯基）-6E-庚烯-5-酮]，
可抑制丙肝病毒（HCV）NS3蛋白酶活性从而起到抗病毒作用。
2.4 抗肿瘤 具有抗肿瘤活性的主要为黄酮和凝集素。有学
者[26]提取北桑寄生的黄酮糖苷发现其对非小细胞肺癌、卵巢
癌、黑色素瘤、中枢神经瘤、结肠癌等肿瘤细胞及抗癌Vγ9Vδ2
T细胞生物学行为产生影响。
2.5 降压、降糖及降脂 有学者[27]发现200 g/L浓度的桑寄生
水提取物对改善肾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水平效果较好。有研
究[28]发现桑寄生科通过降低血压和促进血管舒张活性来发挥
心脏保护作用，从而改善心衰大鼠的左心室射血分数；还有研

究[29]发现桑寄生的正丁醇提取物能降低小鼠总胆固醇和上调
NO，从而起到抗高血压作用；有学者[30]发现桑寄生的正丁醇
部位提取物能通过刺激毒覃碱受体，促进前列环素释放，延
长NO半衰期来促进血管舒张。还有研究[31]发现桑寄生能通过
促进外周组织糖代谢从而提高干细胞的胰岛素敏感性。有
学者 [32]通过建立高血脂大鼠模型，发现复方桑寄生钩藤颗
粒具有改善大鼠血压和血脂作用；有研究 [33]发现桑寄生可
抑制小鼠脂肪合成和减轻体质量，可能对肥胖具有一定的治
疗效果。
2.6 其他 近年来多项研究发现，桑寄生还具有抗骨质疏松
（OP）、免疫调节、保肝、抗疟等作用。OP属于中医学上的“骨
痿”，多为肝肾脾等脏腑功能失调所引发，其中以肝肾亏虚最
为常见。目前已经发现广寄生具有良好的补肝益肾功效，能
通过上调护骨素蛋白和降低IL-1表达来改善OP大鼠症状[34]。
还有学者[35]通过病证-效应-生物样本分析方式对广寄生中强
健筋骨功效物质进行分析发现，其水提取物和黄酮提取物（主
要活性物质为槲皮苷、萹蓄苷）均对OP大鼠有明显治疗效果。
还有研究[36]发现桑寄生能通过抑制核转录因子受体激活因子
NF-κB配体表达，从而影响破骨细胞分化及骨重建过程，这
可能也是其能改善骨关节炎的原因。有国外研究[37]报道，五蕊
桑寄生的茎叶提取物能改善肝毒性大鼠的肝功能，且具有
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有研究[38]发现离瓣寄生中提取的黄酮
类化合物具有抗疟功能。还有学者[39]采用桑寄生提取物测定
对2型糖尿病小鼠肝肾并发症具有改善作用。还有研究[40]提取
了桑寄生和灰毛桑寄生中萹蓄苷，发现其具有利尿功能。
3 毒理作用

桑寄生本身无毒，但作为一种半寄生植物，寄主种类的
复杂多样无法完全保障桑寄生用药安全。有学者[41]采用急性
毒性实验证实普通果木类上桑寄生无明显毒性，而在夹竹桃
上桑寄生存在一定毒性。还有研究[42]比较了桑树、柳树、漆树、
夹竹桃上桑寄生毒性反应，发现毒木类（漆树、夹竹桃）上桑
寄生毒性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提示要对桑寄生中强
心苷进行检测，以此来控制其药材质量。因此为保障桑寄生
用药安全，需加强对市售药材质量监测，同时加大对不同寄
主、基原桑寄生的药理学及植物资源学研究，探究其寄生机
制，为实施人工种植提供参考。
4 小 结

桑寄生植物资源丰富，分布较为广泛，其化学组分复杂、
药理活性多样，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而不同寄主也可影响
桑寄生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桑寄生主要表现为显著的抗
炎及降压作用，在治疗高血压、心律失常、流产或其他炎性反
应疾病方面具有良好疗效，这与其含有的黄酮、生物碱等成
分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对桑寄生化学组成及药物活性的研
究深入，从中分离出来许多活性成分并发现了其对应药理作
用，但目前对很多单体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机制研究还不够
深入。应加强对桑寄生药物活性成分和功效的研究，进一步
分析化学组成和药物功效之间的关联，从而为充分开发桑寄
生的药物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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