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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精是一种传统滋补中药，其主要活性成分是黄

精多糖(Polygonatum polysaccharide)，由于其具有

多种药效作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1]。研究发现黄

精多糖主要由 5 种成分组成：属于酸性多糖的 PSW

1A- 1 和 PSW 3A- 1； 属 于 中 性 半 乳 糖 的 PSW

1B- b；属于糖蛋白的 PSW 4A 和 PSW 5B。黄精多

糖成分中的酸性多糖和糖蛋白具有显著的人体免疫活

性[2]。已知的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对人体发挥着多种

有益的生理调节作用：其具有的抗肿瘤作用，可以

有效地抑制肿瘤发生与发展；具有的抗衰老作用，

可作为人体一种有效的抗衰老制剂使用；具有的免

疫调节作用，可以有效地增强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

此外还具有抗菌、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节血糖血脂等

作用[3~10]。由于近年来关于黄精多糖的研究报道较多，

笔者就黄精多糖的药理功效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抗肿瘤作用

肿瘤作为一个人类健康的大敌，世界各国的研究

者均在探寻其有效的治疗方法。近年研究发现，黄精

多糖具有多种抗肿瘤的作用。Wang Z 和 Cai J 等[11~12]

首先研究发现：从黄精中分离出的一种甾体皂苷，可

以在体外试验中对肿瘤细胞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此

研究结果引发了人们对黄精多糖抗肿瘤作用的研究兴

趣。后续的体外试验结果表明：黄精多糖对人宫颈

癌 Hela 细胞、人乳腺癌 MDA- MB- 435 细胞、人

白血病 HL- 60 细胞及人肺癌 H14 细胞，均具有显

著的抑制作用，而且表现出良好的药物剂量依赖关

系[13]。黄精多糖可以在体外诱导 Hela 和 HL- 60 细胞

发生分化和凋亡，导致其肿瘤相关基因 Bcl- 2 表达

发生显著下调，Caspase- 9 的酶活性显著增强。在

体内实验方面，张峰等 [3]通过黄精多糖对 H22 实体

瘤、S180 腹水瘤的生长抑制研究，证实了黄精多糖

的抗肿瘤作用。该试验首先在小鼠体内接种 H22 实

体瘤和 S180 腹水瘤，而后分别采用低、中、高剂量

的黄精多糖进行治疗，观察黄精多糖对小鼠 H22 实

体瘤生长的抑制率，以及 S180 腹水瘤小鼠的存活时

间。该试验结果表明：低、中、高剂量的黄精多糖对

H22 实 体 瘤 的 抑 瘤 率 分 别 是 34.93％、43.44％、
56.25％，表现出明显的药物剂量依赖关系；中、高

剂量的黄精多糖对延长 S180 腹水瘤小鼠的存活时

间，有着显著的效果。
2 抗衰老作用

近年研究发现黄精多糖具有抗衰老作用。抗衰老

一直是人类健康关注的重点，研究已经证实端粒作为

人类染色体末端的一段碱基对，其脱失的严重程度大

大决定了人体的衰老程度。李友元等[14]通过衰老小鼠

的实验模型，研究黄精多糖对其组织内端粒酶表达的

干预作用。该项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对衰老小鼠脑及性

腺组织内端粒酶的活性，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而

提示黄精多糖具有抗衰老的作用。赵红霞等[15]研究发

现，黄精多糖对老龄大鼠心脏过氧化脂质(LPO)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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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晶体核、晶体皮质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

性和脑中 B 型单胺氧化酶(MAO- B)活性均具有显著

的改善作用，该项研究再次证明黄精多糖具有良好的

抗衰老作用。此外夏晓凯等[6]在体外试验中发现，黄

精多糖可以在体外直接清除氧自由基，并且能够对脂

质过氧化产物 MDA 产生抑制作用。薛春苗和任汉阳

等[16~17]还在阴虚小鼠实验模型中发现，黄精多糖可以

提高其体重增长率和痛阈，降低其血浆中的 cAMP

含量及 cAMP/cGMP 的比值，试验表明黄精多糖具

有明显的滋阴抗衰老作用。
3 增强免疫功能

许多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

作用。任汉阳等[18]在进一步的阴虚小鼠实验研究中发

现，黄精多糖可以有效地增强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

增大胸腺、脾脏指数，提高血清中 IL- 2 含量，进而

达到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效。王红玲等[5]在研究中发

现，黄精多糖能够有效地与红细胞膜上存在的多糖受

体结合，进而导致细胞膜上的 C3b 受体发生集簇分

布，从而大大增强了受体活性。此外实验表明黄精多

糖还可以增强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并且在一定浓度

范围内存在量效关系。沈建利等[19]发现黄精多糖可以

有效地改善由肿瘤化疗药物环磷酰胺所导致的免疫抑

制。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为今后黄精多糖的临床应用

提供了理论依据。
4 降低血糖

吴粲荣等[20]实验证实，黄精多糖可以有效地调节

老年糖尿病小鼠脑组织糖基化终产物受体 mRNA

(RAGE mRNA)的表达，进而提示其具有降低血糖的

作用。李友元等[21]再次证实了，黄精多糖具有显著调

节糖代谢和治疗实验性糖尿病的作用。因为在其研究

中发现，黄精多糖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鼠的血糖和血

清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显著升高血浆中的胰岛素

及肽水平含量。王红玲等[7]进一步研究了黄精多糖的

降血糖作用机理：黄精多糖首先通过降低 cAMP 作

用，阻碍了磷酸化酶的激活以及导致糖原合成酶的

失活，最终达到加速糖原合成、减慢糖原分解，降

低血糖的作用。杨胜坤 [22]发现高剂量黄精多糖具有

显著降低四氧嘧啶导致的糖尿病大鼠模型血糖水平的

作用。
5 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在降低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方面，黄精多糖也

表现出显著的功效。张萍等[23]首次研究了黄精多糖对

动脉粥样硬化家兔血清白细胞介素 - 6 和 C 反应蛋白

的影响。其研究表明，黄精多糖可以显著地降低动脉

粥样硬化家兔血清白细胞介素 - 6 和 C 反应蛋白的水

平，提示黄精多糖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有效地阻止血

管内皮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

化的作用。另一方面，李友元等[24]研究发现，黄精多

糖 同 样 可 以 通 过 降 低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血 管 内 膜

VCAM- 1 的高表达，有效地降低炎性细胞对内皮细

胞的黏附作用，再次通过有效地阻止血管内皮炎症反

应的发生发展，达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最终目的。此

外，吴粲荣等[25]研究认为黄精多糖还可以通过抑制肝

细胞 HepG2 产生 C 反应蛋白，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

的作用。在降血脂方面，张庭廷等[26]研究证明黄精多

糖可以有效地降低小鼠血中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

(TG)含量，发挥预防和治疗高脂血症的作用。
6 抗缺氧性神经细胞坏死和凋亡作用

文珠等[27]研究发现不同浓度的黄精多糖对体外培

养的缺氧性神经细胞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浓度的黄

精多糖具有抗缺氧性神经细胞坏死的作用，而高浓度

的黄精多糖可以有效地降低缺氧性神经细胞发生凋

亡。此 外 黄 精 多 糖 还 具 有 下 调 Bax 表 达、提 高

Bcl- 2/Bax 比值和上调缺氧神经细胞 Bcl- 2 表达的作

用[28]。在对黄精多糖神经毒性研究方面，晏为力等[29]

认为黄精多糖的神经毒性其实来源于混合的杂质，与

其本身并无关联。
7 抗骨质疏松作用

近年研究发现黄精多糖还具有显著的抗骨质疏松

作用[30~31]。实验采用不同浓度的黄精多糖对实验动物

进行药物干预，观察其对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骨代谢

因子的影响。实验表明高剂量的黄精多糖可以降低骨

钙素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的阳性表达，从而提示高

剂量黄精多糖具有抗骨质疏松，促进骨折愈合的作

用。
8 其他作用

药理研究表明，黄精多糖还具有抗菌作用：黄精

多糖可以有效地抑制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

门氏菌以及蜡样芽孢杆菌的生长[32]。在抗病毒方面，黄

精多糖能显著提高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 Vero 细胞的活

力，对细胞发挥保护作用[33]。此外黄精多糖还具有治

疗家兔干眼症结膜的作用，且疗效优于无环鸟苷[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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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展望

在我国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今天，健康和长

寿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低糖、低脂肪、高

营养食品的健康理念和文化已经被大众广泛接受。黄

精多糖作为一种药食性食物，由于具有保持健康和延

缓衰老的功效，已经越来越受广大消费者所推崇。我

们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用黄精多糖的抗肿瘤、抗病毒以

及增强免疫功能等作用，生产出一系列营养保健口服

液推向市场。我们还可以发挥其抗衰老、降血脂血糖

和抗骨质疏松等作用，开发生产其相关功能食品，满

足当今大众对健康食品的追求。由于我国黄精资源丰

富，黄精多糖的药用价值相当可观，其具有很好的社

会和经济价值，为其开发利用提供了广阔前景。但由

于目前对黄精多糖确切的药物作用机制还不够完善，

研究还不够充分，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黄精多糖在整

体动物及人体的生物学作用，将会对人类健康发挥重

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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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又称震颤麻痹，是一种中老年人常见

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静止性震颤、肌强

直、运动迟缓和姿势步态异常等。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我国 65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约为 1.7%。全国每年

新发患者数达 10 万以上，我国现有帕金森病患者人数

约 200 万[1]。目前临床上西医的治疗方法虽都有一定的

疗效，但存在有明显的不足。而临床研究证实以“整体

观，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药治疗本病有着其明显的

优势。现将近十余年来中医中药的治疗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

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热瞀瘛，皆属于

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阐明本病病因为风、
火、湿，病机为肝、脾生理功能失常； 《灵枢·邪

客》：“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则伤筋络骨机

关，不得屈伸，故拘挛矣”，指出瘀血为本病的病理

因素；《华氏中藏经·论筋痹第三十七》认为寒邪客

筋，故发“行步奔急”之帕金森慌张步态；明·孙一

奎发现本病“壮年鲜有，中年以后乃有之，老年尤

多”，并指出“夫老年阴血不足”；至现代，邹忆怀[2]

总结王永炎治疗帕金森病经验，认为本病属本虚标

实，本虚为发病之本，主要为肝肾不足，涉及脾、
胃、心等脏腑，并与顽痰等病理因素相关；根据本病

的发病特点，结合古今医家对本病的研究总结，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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