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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恶性肿瘤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中草药因“简、便、廉、验”，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多通

路”发挥抗肿瘤作用成为研究热点。该文总结近年来茯苓主要活性成分三萜类、多糖类等化合物抗肿瘤的研究进展并加以述

评，以期为茯苓抗肿瘤提供客观且全面的研究参考。方法：对 PubMed、谷歌学术和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搜索，

搜索时间跨度为 1995 至 2022 年，关键词定义为茯苓和恶性肿瘤，文献包括基础研究、临床观察和综述。结果：检索结果显示茯

苓主要活性成分以茯苓酸为代表的三萜类、以茯苓多糖为代表的多糖类等化合物在抑制恶性肿瘤增殖与诱导凋亡、抑制侵袭

转移、调节患者免疫功能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表现出广泛的药理作用。另外，茯苓的栽培方式、用药部位、生长环境、采收周

期、用药剂型、加工方式等均影响茯苓不同有效成分的含量。结论：茯苓多糖及三萜类成分在抗肿瘤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但

仍面临着创新性不足和缺乏高质量临床试验的问题。中药茯苓各方面质控标准化的缺失可能会影响茯苓发挥其最大程度的

抗肿瘤作用，亟待个性化、标准化的质控标准出台。茯苓抗肿瘤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良好的应用前景，但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

用的转化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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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alignant tumor has become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reatening 

human health.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as it is "simple， convenient， inexpensive， 

and effective" and exerts anti-tumor effect through "multiple components， multiple targets， and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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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triterpenes， polysaccharides and other compounds in 

Poria， whi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Poria. Method：： Basic 

research， 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reviews were retrieved from PubMed， Google Scholar，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1995—2022） with the keywords of Poria and malignant tumor. Result：：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of Poria such as triterpenes represented by pachymic acid and polysaccharides 

represented by pachyman had extensiv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inhibi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malignant 

tumors， inducing apoptosis， suppressing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regulating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the cultivation method， medicinal part， growth environment， and 

harvest cycle of the medicinal plant， and dosage form and processing method of Poria affected the content of 

different active components. Conclusion：： The active components of pachymic acid and triterpenoids have great 

potential in antitumor， which， however， face the challenges in innovation and quality clinical trials. The lack of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of Poria may affect the anti-tumor effect， a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formulate 

specific standard for quality control. The antitumor of Poria is science-based and thus it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Nevertheless，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bef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words］］ Poria； triterpenes； polysaccharides； antitumor； theory convergence； influencing factor

据 2019 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恶性肿瘤占我国居民死亡原因的 23.91%［1］。近

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大力发展癌症早筛和恶性肿瘤

诊疗规范，仍面临着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严峻事

实，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研究表明，中药通过多成分 -多靶点 -

多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具有“简、便、廉、验”的特

点［2］。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 Poria cocos 的干

燥菌核，首载于《神农本草经》［3］。茯苓被称为“四时

神药”，有“十方九苓”之说［4］，数据统计显示《中国药

典》和《中药成方制剂》中含茯苓的中成药处方高达

320 个［5］。市场上流通的茯苓主要为茯苓、茯苓皮和

茯神。中医认为，茯苓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之功。

茯苓皮是茯苓的干燥皮，功效偏于利水消肿。茯神

为茯苓的松根部分，功效偏于养心安神。茯苓富含

多种活性成分，包括三萜、多糖、甾醇、挥发油、蛋白

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其中三萜和多糖是发挥

主要作用的有效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抑郁和

利尿等广泛的药理活性［6］。本研究以茯苓三萜类和

多糖类成分为视角，对其抗肿瘤的药理作用和影响

成分的相关因素进行总结，并对该成分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加以述评，以期为茯苓抗肿瘤提供客观且全

面的研究参考。

1 茯苓三萜类物质抗肿瘤药理作用

当前，国内外学者已从茯苓中分离鉴定出 80 多

种三萜类物质，但由于其分离鉴定的成本较高，限

制了大部分物质的应用与科研进程［7］。其中，茯苓

酸、茯苓新酸、齐墩果酸、常春藤皂苷元等三萜类物

质价格适中，易于获得，便于研究。

1.1　茯苓酸     细胞增殖受细胞周期蛋白（Cyclin）、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的调控。CyclinD1

促使细胞周期由 G1 向 S 期转变，加速细胞增殖。

CDK2与相应 Cyclin 结合后被激活，加速细胞周期向

S 期累积。抗凋亡蛋白 B 细胞淋巴瘤-2（Bcl-2）与促

凋亡蛋白 Bcl-2 相关 X 蛋白（Bax）比值增加，强化了

起线粒体膜通透性，随着得细胞色素 C 含量累积，其

与胱天蛋白酶（Caspases）结合形成凋亡体含量也增

加 ，Caspase 家 族 被 激 活 ，凋 亡 通 路 上 游 蛋 白

Caspase-3/8/9 合成增加，最后激活 Caspase-3 形成剪

切的（cleaved） Caspase-3，发生不可逆转的凋亡。同

时，聚 ADP 核糖聚合酶（PARP）是 Caspase 的切割底

物，PARP 的上调可使细胞能量消耗，诱导凋亡。茯

苓酸是茯苓三萜类物质中最具抗肿瘤活性的化合

物，可通过调控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细胞凋亡相关

蛋白发挥抑制增殖、诱导凋亡、阻滞细胞周期、抑制

侵袭与迁移的作用，在乳腺癌、胃癌、宫颈癌、肺癌

等癌种均有发挥，见表 1。最新研究发现，茯苓酸可

通过升高 Caspase-9、β -catenin，降低 CyclinD1、糖原

合成酶激酶 -3β（GSK-3β）、细胞 -骨髓细胞瘤病病毒

癌基因（c-Myc）蛋白的表达发挥对宫颈癌 Caski 细

胞增殖抑制、诱导凋亡作用，使用转染技术沉默、过

表达三基序蛋白（TRIM9）可分别加剧、逆转上述效

应［8］。茯苓酸还可通过降低 CyclinD1、CDK2 表达，

阻滞细胞周期，增加 cleaved Caspase-3、PARP 蛋白

表达，诱导舌鳞癌 CAL-27 细胞凋亡，抑制侵袭与转

移，过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4（CXCR4）可拮抗上述

··258



第 29 卷第  5 期
2023 年 3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29，No. 5

Mar. ，2023

效应［9］。

1.2　其他三萜类物质     茯苓新酸 A 是一种三环三

萜类化合物，可抑制肺腺癌 A549 细胞活性［21］。齐

墩果酸是一种五环三帖类化合物，可抑制宫颈癌

HeLa 细 胞 增 殖 ，诱 导 凋 亡［22］；可 抑 制 人 白 血 病

HL-60 细胞增殖［23］，降低细胞端粒酶活性［24］；可通过

调 控 核 转 录 因 子 - κB（NF- κB）/肝 再 生 磷 酸 酶 -3

（PRL-3）信号通路抑制人卵巢癌细胞 SKOV3 的增

殖、侵袭与转移［25］。常春藤皂苷元是 A 环第 4 位上

有 羟 甲 基 的 三 萜 类 化 合 物 ，对 人 结 肠 癌 细 胞

HT29［26］、SW480［27］、LoVo［28］、前 列 腺 癌 DU145 细

胞［29］、人胃癌 MGC-803［30］细胞等具有抑制增殖和抗

侵袭、迁移作用，但常春藤皂苷元水溶性差、生物利

用度低，可能还需对其结构进一步修饰［31］。

2 茯苓多糖类物质抗肿瘤药理作用

      多糖类物质是茯苓的主要成分，约占 70%。根

据结构，可以分为 β-茯苓聚糖和杂多糖两类。茯苓

多糖的活性多糖主要以水溶性多糖为主，总多糖含

量 90% 以上为酸性多糖［32］。茯苓多糖可抑制肿瘤

细胞增殖、侵袭与迁移，诱导凋亡，并在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上有较好的发挥。

2.1 抑制增殖与诱导凋亡     邓卓霞等［33］发现茯苓多

糖可能通过线粒体途径升高 cleaved Caspase-3/8/9、

Bax/Bcl-2 蛋白的表达诱导宫颈癌 HeLa 细胞凋亡，

并使 S 期细胞减少且阻滞于 G2/M 期；可能通过降低

MMP-9 蛋白的表达减少迁移的能力；这些效应可能

与下调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1/2（ERK1/2）信号通路

的磷酸化有关。另外，茯苓多糖可下调酪氨酸蛋白

激酶 1（JAK1）/信号转导子与转录激活子 3（STAT3）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p-JAK1 和 p-STAT3，抑制高糖诱

导的乳腺癌 MCF-7 细胞增殖，诱导凋亡［34］。动物实

验显示，茯苓多糖对裸鼠胃癌原位移植瘤具有抑制

作用，可升高 Bax/Bcl-2 蛋白表达的比例［35］。

2.2　抑制侵袭与转移     张密霞等［36］通过尾静脉注

射制作 B16 黑色素瘤肺转移小鼠模型，发现茯苓多

糖可明显降低肺表面转移灶个数。该课题组通过

皮下注射制作 Lewis 肺癌小鼠自发肺转移模型，发

现尽管茯苓多糖对 Lewis 肺癌小鼠实体瘤无明显抑

制作用，但可抑制其自发性肺转移，同时可增加外

周血白细胞 CD11b、CD18 mRNA 表达［37］。另外，

TIAN 等［38］发现茯苓多糖可减少肺癌 A549 小鼠移

植瘤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分布与 mRNA

的表达，表现出茯苓可能具有通过抑制血管生成抗

肿瘤转移的潜力。

2.3　调节免疫系统功能     肿瘤的进程与机体的免

疫功能密切相关，茯苓多糖可从特异性免疫和非特

异性免疫 2 个方面对免疫系统进行调节，表现出较

大的抗肿瘤潜力。非特异性免疫，是机体对多种抗

原非特异性识别和清除的能力。巨噬细胞表面的

多种受体，可识别并清除病原体、细胞碎片、肿瘤细

胞等异物。巨噬细胞通过氧依赖途经产生一氧化

氮（NO），可杀伤肿瘤细胞等异物，同时分泌白细胞

介素（IL）、干扰素（IFN）、肿瘤坏死因子（TNF）、粒细

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细胞因子

调节免疫功能。魏科等［39］通过皮下注射法制作肺

癌 A549 小鼠移植瘤模型，发现茯苓多糖联合长顺

瑞滨+顺铂（NP 方案）与单纯化疗组比较，抑瘤率、

脾脏指数、TNF-α、IL-2 表达水平均升高。茯苓多糖

还可通过 NO、IL、IFN、TNF 等细胞因子增强生物体

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表现出抗肿瘤潜质。见表 1。

特异性免疫，由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组成，抗

原经巨噬细胞处理和递呈后，促使 T/B 淋巴细胞增

殖分化成记忆细胞，从而通过效应 T 细胞、抗体和淋

巴因子调节免疫功能。胃癌患者 XELOX 化疗方案

（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联合茯苓多糖口服液治疗

后，与单纯化疗组比较，T 细胞淋巴亚群 CD3+ 、

表 1　茯苓酸抗肿瘤作用效应与机制

Table 1　Anti-tumor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pachymic acid

细胞来源

鼻咽癌

乳腺癌

宫颈癌

肺腺癌

胰腺癌

膀胱癌

舌鳞癌

骨肉瘤

肾细胞癌

胆囊癌

卵巢癌

胃癌

细胞品系

CNE2

    MDA-MB-

231

Caski

    NCI-H23、

NCI-H460

PANC-1

MIA-PaCa-2

EJ

CAL-27

HOS

786-0

GBC-SD

HO-8910

    MKN-49P、

SGC-7901

机制

下调 Survivin、XIAP、PCNA［10-11］

    上调 cleaved Caspase-3/8/9、PARP，下调

Bcl-2/Bax［12］

下调 CyclinD1、GSK-3β、c-Myc、TRIM9［8］

上调 ROS、JNK、ER［13］

    上 调 XBP-1s、ATF4、Hsp70、CHOP、

p-eIF2α［14］

    上 调 Caspase-3/8/9、PARP、ROS、DR5，

降低 Bcl-2/Bax［15］

    上 调 cleaved Caspase-3、PARP，下 调

CyclinD1、CDK2、CXCR4［9］

上调 Caspase-3、PTEN，降低 p-Akt［16］

下调 Wnt、β-catenin、CyclinD1
［17］

    下 调 PCNA、ICAM-1、 RhoA、p-Akt、

p-ERK1/2［18］

上调 E-cadherin，下调 β-catenin、COX-2［19］

    上调 PPAR、cleaved Caspase-3，下调 Bcl-2/

Bax、JAK2、STAT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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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CD8+含量下降的幅度明显降低［40］。因此，茯

苓多糖与化疗方案可能具有协同效应，通过增强免

疫力，发挥抗肿瘤作用。CD19+作为 B 淋巴细胞标

志物，茯苓多糖可使环磷酰胺导致的免疫缺陷小鼠

肠道淋巴组织 CD19+升高［41］，提示茯苓多糖可以拮

抗鼠体液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以

茯 苓 多 糖 为 主 的 复 合 多 糖 制 剂 只 有 在 175~

350 mg·kg-1 内才能对荷瘤小鼠达到最佳的抗肿瘤

效果，过大的剂量可能会出现免疫抑制［42］。茯苓多

糖还可通过调整 T 细胞淋巴亚群，动员 B 淋巴细胞

合成抗体，产生免疫球蛋白（Ig），增强生物体特异性

免疫功能。

另 外 ，茯 苓 多 糖 可 通 过 激 活 Toll 样 受 体 4

（TLR4）/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6（TRAF-6）/ 

NF-κB 信号通路增强机体免疫，激活 Ca2+/蛋白激酶

C（PKC）/p38/ NF-κB 信号通路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见表 2。

2.4　茯苓其他物质抗肿瘤药理作用     茯苓中还含

有少量的植物甾醇、挥发油、蛋白质、氨基酸和微量

元素。相关研究表明，以麦角甾醇为主的植物甾醇

类 化 合 物 麦 对 人 结 肠 癌 HT-29 细 胞 、人 乳 腺 癌

MCF-7 细胞均有增殖抑制作用，但其具体作用机制

尚不明确［49］。DE STEFANI 等［50］选取 120 位胃癌患

者，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植物甾醇的摄入量增

加与胃癌发生率呈负相关。胡朝暾等［51］对茯苓发

酵液中的蛋白质进行分离和鉴定，得到了 51 种蛋白

质，其丰富的蛋白质为药食同源理论提供了依据，

这些研究可能对肿瘤恶病质的治疗具有一定的

意义。

3 茯苓三萜与多糖类成分含量的影响因素

3.1　栽培方式与用药部位对含量的影响     茯苓的

中药饮片主要来自于人工栽培和天然野生，市场上

流通的茯苓包括茯苓、茯苓皮、茯神等。不同栽培

方式、用药部位的茯苓，其有效活性成分差异较

大［52］。彭灿等［5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人工栽培、

天然野生茯苓中去氢土莫酸、去氢茯苓酸、茯苓酸

和松苓新酸的成分进行测定，结果示茯苓酸含量高

达 0.40~1.17 mg·g-1，松苓新酸仅有 0.02~0.44 mg·

g-1，天然野生茯苓中三萜类成分更多。中医认为茯

苓饮片的功效偏于“渗湿”，茯苓皮偏于“利尿”，“利

尿”比“渗湿”对水液代谢的作用更大。茯苓酸在茯

苓 的 不 同 部 位 ，其 含 量 具 有 差 别 ，其 中 茯 苓 皮

（0.56%~0.81%）> 茯 神（0.20%~0.37%）> 茯 苓

（0.20%~0.33%）［54］，这与中医茯苓皮偏于利尿的理

论不谋而合。

3.2　生长环境对含量的影响     由于中草药的自身

属性等差异性，不同生长环境和采收时间可能直接

影响有效成分的含量。如茯苓中茯苓多糖的含量，

贵州省>云南省>湖南省，贵州省黎平县（74.86%）>

贵 州 省 榕 江 县（70.59%）> 贵 州 省 威 宁 县

（39.42%）［55］。经历不同生长期的茯苓，其有效活性

成分含量不同。第三生长期（约 9 个月）的茯苓多糖

（73.76%）及总三萜（1.80%）含量最高，余生长期随

着茯苓生长时间的增加，其有效活性成分含量不断

增加，但生长期 12 个月之后，茯苓的有效成分有所

下降［56］，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

称《中国药典》）尚未对茯苓的采收期进行限定。

3.3　用药剂型对含量的影响     茯苓饮片的传统汤

剂和配方颗粒中三萜类成分差异较大。岳佑凇

等［57］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发现茯苓传统汤剂中未

检测到三萜类成分，来自不同厂家配方颗粒的三萜

类成分种类、含量、稳定性不尽相同。茯苓经过蒸

制后，茯苓酸含量降低，可能与茯苓酸对热不稳定

有关［57］。《中国药典》中茯苓的质量标准仅规定性

状、鉴别（理化、显微和薄层鉴别）、检查（水分、总灰

分）和浸出物，尚未有指标成分的鉴定，因此，当前

缺乏有效地控制茯苓饮片及其相关制剂质量的

标准。

3.4　加工方式对含量的影响     不同的炮制方式，对

茯苓中有效活性成分的含量会产生较大影响［58］。

研究表明，在茯苓加工“去皮 -切丁 -干燥”的流程前

添加“蒸制”“发汗”“先发汗后蒸制”的炮制方法，茯

苓中的有效活性成分存在差异。蒸制的茯苓和先

表 2　茯苓多糖免疫调节机制

Table 2　Immunomodulatory effect of pachyman

研究对象

RAW 264.7 巨噬细胞

    C57BL/10J（TLR4

（+/+）野生型）小鼠

RAW 264.7 巨噬细胞

人血淋巴细胞

小鼠肠系膜淋巴结

小鼠外周血清

脾脏 T/B 细胞淋巴

作用机制

    上 调 NO、IL-2、IL-6、IL-17A、TNF 和

IFN-γ［43］

    上调 TLR4、MyD88、TRAF-6、p-NF-κB 和

p-c-JUN［43］

    上调 TNF-α、IL-1β、IL-6、Ca2+、PKC、p38、

NF-κB［44］

    上调 IFN-α、IFN-γ、IL-2、IL-6、TNF-2、GM-

CSF、TCGF ［45］

下调 CD3+/CD19+细胞比例［46］

上调 IgA、IgM、IgG［47］

    调整 T 细胞亚群比值，同时激活 B 淋巴细

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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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汗后蒸制的茯苓中，水溶性多糖、三萜类物质含

量较高［59］。蒸制时间也会影响茯苓有效成分的含

量，茯苓的水溶性多糖、总三萜含量的累积随蒸制

时间呈“倒 U”状分布，3 h 左右到达峰值［60］。

4 小结与展望

茯苓是临床中应用最广泛的中草药之一，茯苓

抗肿瘤的药理作用与中医理论有融会贯通之处。

中医学认为，脾气主升，胃气主降，脾胃纳运协调，

食物运化的水谷精微可被吸收并散布全身，气血化

生有源，津液得布，若脾胃失调，津液不布，化生痰

饮水湿，周身失养，化生虚烦羸状。恶性肿瘤本虚

标实，因虚致实，因实更虚，虚虚实实，错综复杂。

茯苓味甘，甘补健脾，复中虚之本。茯苓多糖口服

液可预防非小细胞肺癌 TP 化疗方案（紫杉醇+顺

铂）所致的延迟性呕吐，改善呕吐的严重程度，尤其

是改善化疗导致的脾气亏虚相关症状有显著优

势［61］，现代临床研究佐证了茯苓味甘补虚的中医理

论。茯苓味淡，淡渗利湿，祛痰化饮。《黄帝内经·素

问·至真要大论》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恶性

肿瘤患者大多脾胃升降失调，痰湿水饮与瘀血积聚

成为有形之块，化生癌毒；亦或历经手术、放化疗后

元气大伤，脾虚湿困，更容易形成痰饮水湿困脾。

恶性肿瘤侵犯至浆膜，经常出现浆膜腔积液，临床

上常予五苓散、猪苓汤、防己茯苓汤等以茯苓为君

药、臣药的方剂。茯苓作为“四时神药”，在抗恶性

肿瘤方面崭露头角，但问题与期望并存。

4.1　基础研究需要守正创新     茯苓主要有效成分

中，以茯苓酸为代表的三萜类化合物、茯苓多糖为

代表的多糖类化合物及其他成分在胃癌、结肠癌、

肺癌、乳腺癌、宫颈癌、乳腺癌等泛癌种中均表现出

较好的抗肿瘤作用，如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迁

移、诱导凋亡等。当前茯苓抗肿瘤的基础研究尚处

于初级阶段，明确具有抗肿瘤作用的成分只有茯苓

酸、茯苓多糖、茯苓新酸 A、齐墩果酸、常春藤皂苷

元、麦角醇 6 种成分，数量较少，且研究少有创新，大

多聚焦在增殖、凋亡、侵袭迁移等常见表型。因此，

期待更多依托转录组、蛋白组等更深层次的多组学

研究平台，更多靶向 miRNA、LncRNA 等精准靶点

的研究。

“脾气亏虚”是大部分恶性肿瘤患者常见中医

证型，茯苓主要有效成分可调节肿瘤患者机体免疫

功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这与茯苓甘能补益的中

医理论不谋而和。“痰湿水饮”是患者常见的病理产

物，茯苓有效成分抗肿瘤作用是否与茯苓利水渗湿

之间存在关联，值得探索。茯苓味甘、淡、性平，长

久以来，人们使用药食同源茯苓的生活经验似乎让

人们对其安全性大有信心，茯苓及其有效成分的毒

理实验尚属空白，在临床中的不良反应未见报道，

然而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某种中药材是绝对安全的，

其毒理研究值得深入探讨。

4.2　临床应用转化道阻且长     基础研究可为临床

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但茯苓的转化探究

道 阻 且 长 。 在 全 球 最 大 临 床 试 验 注 册 库

ClinicalTrials.gov 中，暂时未见以茯苓或茯苓主要有

效成分为干预条件的临床实验。然而，同样是具有

抗癌潜力的中草药黄连提取物——小檗碱，目前全

球范围内注册的抗肿瘤临床研究有 10 个，中草药姜

黄提取物——姜黄素的抗肿瘤临床研究已高达

74 个。茯苓多糖口服液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茯苓

为主要成分上市的中成药，其在改善恶性肿瘤患者

放化疗后恶性呕吐、疲乏无力等脾胃气虚证方面效

果良好，但茯苓其他有效成分的临床制剂尚属空

白。因此，茯苓抗肿瘤的主要有效成分缺乏多中

心、单臂、双盲的临床试验以提供更高级别的临床

证据，茯苓抗肿瘤的应用转化道阻且长。

4.3　质控标准建设任重道远     茯苓栽培方式、生长

环境、采收周期、用药部位、加工方式的不同对其有

效活性成分的含量影响较大，这势必会影响茯苓发

挥作用的效果。因此，针对不同需求，为确保发挥

最大程度的抗肿瘤作用，茯苓的质控是否能将个体

化和标准化相融合任重而道远。

4.4　药食同源开发未来可期     茯苓是我国传统的

药食同源中药材，应用历史悠久，临床配伍率高达

80%，有“仙药之上品”之称赞。现代药理学奠定了

其有效成分和抗肿瘤确切活性，肯定了茯苓广阔的

开发利用价值。因此，围绕肿瘤防治、食欲改善、睡

眠改善、免疫力提高等功能的需求，开发以茯苓酸、

茯苓多糖或茯苓为成分的功能食品，在对恶性肿瘤

的放化疗协作，缓解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综上，茯苓多糖及三萜类主要成分抗肿瘤作用

确切，潜力较大，但在基础研究、临床转化，茯苓抗

肿瘤之路都漫漫而修远，仍需科研者上下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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