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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百合的开发利用和深加工提供参考。方法：综述近年来与百合多糖的药理作用相关文献资料。结果与结论：百

合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疲劳、清除自由基、调节免疫、降血糖、抗氧化、抑菌等药理作用。尽管有关其药理作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

却因提取方法不同且无明确的多糖化学结构信息，致使其研究结果无法深入分析，对百合多糖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因此受到制约。

从应用研究的角度看，开展百合多糖的药理作用研究对百合的深加工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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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为百合科植物卷丹 Lilium lancifolium Thunb.、百合

Lilium brownii F.E.Brown var.viridulum Baker 或 细 叶 百 合

Lilium pumilum DC.的干燥肉质鳞叶，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欧

洲、北美洲等北半球温带地区，全球已发现有100多个品种，我

国是其最主要的起源地，甘肃省更是国内主要的百合产地。

百合既是高营养的蔬菜，也是药用价值极高的中草药，其味

甘，性寒，归肺、心经，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

百合作为常用的中草药，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本

草述》中记载：“百合之功，在益气而兼之利气。在养正而更能

去邪，故李氏谓其为渗利和中之类药也”。《本草纲目拾遗》曰：

“百合清痰火，补虚损”。《中国药典》（2010年版）中所载百合的

功效是养阴润肺、清心宁神。百合是甘肃省的特色资源和道

地药材，其药用价值极高，1988年被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

所印发的（88）食监检字第23号文件列入《关于“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名单”》。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百合的化学成分主要有：

水分、粗蛋白、淀粉[1]、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胡萝卜素[2]、

钙、镁、铁[3]、天冬氨酸、苏氨酸[1]、卷丹皂苷A[4]、磷脂胆碱、双磷

脂酰甘油[5]、B-谷甾醇、豆甾醇[6]、水溶性多糖（BHP）[7]、百合多

糖（LP）1、LP2[8]、秋水仙碱[9]等。随着对百合化学成分及提取

工艺研究的开展，其药理作用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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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药理实验的研究结果表明，LP具有抗肿瘤、抗疲劳、清除自

由基、调节免疫、降血糖、抗氧化、抑菌等作用。现就近年来与

LP药理作用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综述，以期能为百合的开发

利用及深加工提供参考。

1 抗肿瘤
赵国华等[10]用水提取的百合粗多糖经脱蛋白、透析、纯化

后，得到百合纯多糖（LBPS-I）。在鼠移植性实体瘤实验中，根

据用药前、后B16黑色素瘤细胞或Lewis肺癌细胞瘤块质量计

算体内肿瘤抑制率。结果表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50 mg/

kg剂量的LBPS-I对B16黑色素瘤和Lewis肺癌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P＜0.05）。李汾等[11]采用H22移植肿瘤模型，观察到纯

化LP1对小鼠H22肿瘤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给药组瘤重与模型组瘤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但该文献并无 LP 抑制肿瘤生长相关机制的实验

研究。张典等[12]以脂多糖（LPS）诱导的HePG2细胞为模型,观

察LP对其增殖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LP大剂量（1 g/L）、中

剂量（0.5 g/L）能明显抑制细胞增殖（P＜0.01）；LPS 刺激 8 h

后，与对照组比较，细胞周期蛋白 D1（CyclinD1）、环氧合酶 2

（Cox-2）的表达均显著增高（P＜0.01，P＜0.05）；与LPS刺激组

比较，给予大、中、小（0.25 g/L）剂量的LP处理后，CyclinD1表

达明显减弱（P＜0.01，P＜0.05，P＜0.05），而Cox-2表达无明显

改变（P＞0.05），提示LP可能是通过下调CyclinD1表达，促进

细胞凋亡发挥抗肿瘤作用。

2 抗疲劳
何纯莲等[13]测定了小鼠负重游泳实验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丙二醛（MDA）血清指标。结果表明，LP高、中、低剂

量组[2.25、1.5、0.75 g/（kg·d）]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能明显延

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P＜0.05）；血清指标实验则显示出LP有

提高 SOD 活力（P＜0.05）、降低 MDA 含量的作用（P＜0.05），

说明LP具有抗疲劳的药理效应，推测LP可减少自由基的堆

积，加速体内脂质过氧化物的及时清除，从而提高小鼠游泳耐

力和发挥抗疲劳作用。曾明等[14]将兰州百合粗多糖分为高、

中、低[15、10、5 g/（kg·d）]剂量组给小鼠灌胃，7 d后小鼠进行

常压耐缺氧及抗疲劳实验。结果显示，兰州百合粗多糖3个剂

量组常压耐缺氧实验效果虽不显著（P＞0.05），但均能延长小

鼠的游泳时间、增强小鼠的抗疲劳能力（P＜0.05），血红蛋白和

血清乳酸脱氢酶活性均显著升高，乳酸和尿素氮含量则显著

降低（P＜0.01）[15]。

3 清除自由基
王多宁等[16]用Fe2+/邻二氮菲氧化比色法测定了LP对羟自

由基的清除能力。结果显示，对照品苯甲酸钠对羟自由基

50％抑制所对应的质量浓度为 3.95 mg/ml，LP为 1.04 mg/ml，

说明LP的作用效果大于对照品苯甲酸钠，故有较强的清除羟

自由基的能力。胡敏敏等 [17]研究了 LP 对小鼠血清中 SOD、

MDA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LP中剂量（200 mg/kg）、高剂量

组（400 mg/kg）均可升高小鼠血清 SOD 活力（P＜0.05，P＜

0.01）、提高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高剂量组还可降低小鼠血清

中MDA的含量（P＜0.05）。

4 调节免疫
李新华等[18]用环磷酰胺复制免疫抑制模型，实验结果显示

LP可提高免疫抑制模型小鼠的免疫器官指数，促进正常及免

疫抑制小鼠碳粒廓清率，提高其血清溶血素含量，促进小鼠脾

细胞的增殖（P＜0.01），即LP能增强正常及免疫抑制小鼠的非

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功能。胡敏敏等[17]研究了LP对小鼠网状

内皮系统的碳粒廓清速度及免疫器官重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LP中、高剂量组均可升高小鼠廓清指数、吞噬指数及免疫

器官的重量指数（P＜0.05），提示LP能促进小鼠网状内皮系统

的吞噬功能，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苗明三等[19]用环磷酰胺

复制小鼠免疫低下模型，发现LP可显著提高免疫低下小鼠腹

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促进溶血素及溶血空

斑形成，促进淋巴细胞转化（P＜0.01）。李汾等[11]采用H22移

植肿瘤模型，观察到纯化LP1可增加小鼠的胸腺重量和脾脏重

量（分别为P＜0.01、P＜0.05），能明显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

吞噬率与吞噬指数（P＜0.01），溶血素生成能力均明显降低（P＜

0.01），该结果提示LP能增强机体的特异性体液免疫功能。

5 降血糖
刘成梅等[8]用分离纯化所得到的LP1、LP2对四氧嘧啶引

起的高血糖小白鼠灌胃，用邻甲苯胺法测血糖含量，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结果发现，以100、200 mg/kg LP1灌胃的小白鼠血

糖浓度分别下降了 22.8％、29.3％，LP2血糖浓度分别下降了

23.7％、32.2％，而以150 mg/kg盐酸苯乙双胍片（降糖灵）灌胃

的小白鼠血糖浓度下降了28％，提示LP具有明显的降血糖功

能且与浓度呈正相关性，LP2降血糖作用强于LP1。因四氧嘧

啶可损伤胰岛B细胞，使其功能紊乱，胰岛素分泌减少，引起高

血糖，诱发糖尿病，故推测LP降血糖作用与修复胰岛B细胞、

增强胰岛素分泌功能有关。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属口服降糖药，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

空腹血糖。为了解LP对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制作用，李玉

萍等[20]用 4-硝基酚-α-D呋喃葡萄糖苷（pNPG）作为底物，以α-

葡萄糖苷酶抑制剂阿卡波糖为参照药，测定LP对α-葡萄糖苷

酶活性的抑制及不同浓度的 LP 对叙利亚仓鼠胰岛 B 细胞

（HIT-T15 cell）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酶反应体系中，阿卡

波糖对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率随其浓度递增而增加（9.92％～

39.96％）；而LP1、LP2各浓度抑制率均低于 8％，虽然随着浓

度的递增抑制率有增大的趋势，但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LP1、LP2在一定浓度范围（0.5～10、0.1～10 mg/

ml）内能明显促进胰岛 B 细胞增殖（P＜0.05），浓度过低（＜

0.1、0.01 mg/ml）时，各组细胞的增殖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当葡萄糖浓度为5.6 mmol/L、LP1浓度为1～10 mg/

ml时，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量均高于对照组（P＜0.05）；当

葡萄糖浓度为 16.7mmol/L、LP1浓度分别为 1、10 mg/ml时，胰

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量高于对照组（P＜0.05，P＜0.01）。在实

验中，LP2也有同样的效果，该实验证实LP的降血糖作用与促

进胰岛B细胞增殖和胰岛素分泌功能有关，对α-葡萄糖苷酶活

··3346



中国药房 2013年第24卷第35期 China Pharmacy 2013 Vol. 24 No. 35

性的抑制作用很小。

6 抗氧化
苗明三[21]用LP 200、400mg/kg的剂量给D-半乳糖致衰老

小鼠用药后，发现LP可明显提高衰老小鼠血SOD、过氧化氢

酶（CAT）及谷胱甘肽酶（GSH-Px）活性（P＜0.01），降低血浆、

肝匀浆及脑匀浆中过氧化脂质（LPO）水平（P＜0.05），因此认

为LP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且LP是百合的主要补益成分。李

利华[22]采用热水浸提法提取LP后，在不同的抗氧化体系中检

测其抗氧化活性。结果表明，LP均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并且

抗氧化活性与浓度呈一定的量效关系，与维生素 C 比较，对

O2
-·和·OH的清除能力与维生素C相当，对NO2

-·的清除能力

约为维生素C的1/5，还原能力约为维生素C的1/25。曾明等[23]采

用力竭游泳大鼠疲劳模型，给大鼠连续灌胃兰州百合粗多糖

后发现，其运动能力明显提高，血清 SOD 的活性有显著性升

高，血清MDA、血清CAT含量均有显著性降低（P＜0.01）。

7 抑菌活性
唐明[24]以抑菌圈大小与抑菌最小浓度（MIC）为考核目标，

考察了LP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啤酒

酵母、黑曲霉、中华根霉等6种不同菌的抑菌活性。结果表明，

LP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最强，MIC为25 μg/ml；对啤

酒酵母和黑曲霉的抑制作用一致，MIC为 50 μg/ml；对中华根

霉的抑制作用较小，MIC为100 μg/ml；对枯草芽孢杆菌和大肠

杆菌没有抑制作用，但并无LP抑菌机制的相关研究。LP是否

具有抗病原微生物的生理活性物质、LP可能的抑菌途径和机

制还有待于更深入的实验验证，若能阐明LP的抑菌机制，将为

临床抑菌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方向，更可为百合的开发利用

提供新的思路。

8 展望
由于对百合相关的研究近些年才逐步开展，且因研究方

向、方法的不同使其化学结构、成分及作用的研究结果大不相

同。其主要成分LP的药理作用研究涉及虽广，却因提取方法

不同且无明确的多糖化学结构信息，致使研究结果无法进行

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因此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实验研究补充

验证。同时，对LP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受此制约，依然有待更系

统的实验研究的开展。但是，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来看，LP具有

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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