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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s and achievements in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germplasm classi�cation,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hoping to provide scienti�c basis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ynostemma pentaphy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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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股蓝因具有多种药理活性而颇受关注，论文综述了绞股蓝种质分类、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面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期望
为绞股蓝的进一步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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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绞股蓝（ ）是

葫芦科、绞股蓝属草质藤本植物。又被称之为七叶胆、五叶参、

罗公草，在日本将这一种植物称之为甘蔓茶。该种植物味微

甘、性凉、没有毒性，归肺、脾、肾经，对机体具有益气健脾、

化痰止咳、清热解毒的治疗效果。中国关于绞股蓝的介绍最

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到明代时收录于《救荒本草》，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对于该种植物具有明确的记载，作为药

食同源类植物。在日本、印度、东南亚地带该植物广泛的存在，

在中国在秦岭和长江以南等区域，特别是陕西、广西、云南、

湖南等区域范围内。该种植物内部包含很多的化学物质，其

中有皂苷类、多糖类、黄酮类、氨基酸类等。不仅能够降低

血糖、血脂，也能够抗氧化、肿瘤、炎症，还能够发挥护肝、

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临床作用 [1]。绞股蓝是非五加科类植物中

唯一含有人参皂苷类成分的植物，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论

文对其种属分类主要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作一综述。

2 种属分类

该种植物喜欢阴湿温和的环境，主要存在与林下、小

溪边等有遮挡的位置，常年攀援草本。该种植物茎细弱，具

有分枝，纵棱和槽，没有毛或疏被短柔毛。叶互生，卵状长

圆形或长圆状披针形，侧生小叶较小，边缘具波状齿或圆齿

状牙齿，上面深绿色，背面淡绿色，两面均被短硬毛；雌雄

异株，雄花为圆锥花序，雌花为圆锥花序，较雄花小。果实

球形，成熟后为黑色，光滑无毛 [2]。绞股蓝生育期一般分为

出苗期、放蔓开花分枝期、旺盛生长期、开花结果期、缓慢

生长期和受冻枯萎期。不同产地的绞股蓝类群，其小叶形状、

大小及数目存在差异 [3]。绞股蓝按植物学分类隶属于被子植

物门（Magnoliophyta）双子叶植物纲（Magnoliopsida）葫芦

目（Cucurbitales）葫芦科（Gucurbitceae）翅子瓜亚科（Subfam.

Zanonioideae）翅子瓜族（ ）锥形果亚族（

Comphogyninae）绞股蓝属（Gynostemma）。从绞股蓝体细

胞染色体数目上分类，有 22、44、66、88条 4种类型。绞

股蓝亚属和喙果藤亚属绞股蓝的染色体基数均为 11，是一

个自然类群。依据遗传一致度与亲缘关系分为两类：一类包

括绞股蓝、五柱绞股蓝、长梗绞股蓝；另一类包括心籽绞股

蓝、喙果绞股蓝、疏花绞股蓝。其他分类方法。从叶片数分

类有：五叶绞股蓝和七叶绞股蓝；从功能分类有药用绞股蓝

和食用绞股蓝之分。

3 主要化学成分

绞股蓝主包括含皂苷、黄酮以、多糖、氨基酸、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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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等相关重要的成分。

3.1 皂苷类

绞股蓝皂苷是绞股蓝的主要成分，其主要存在于营养

器官的同化组织和韧皮部薄壁细胞中，只有少数在厚角组

织、表皮和周皮的栓内层当中存在，皂苷的含量各个器官的

比例为：叶＞茎＞根。由于季节的不断更迭，该物质的含量

在各位置会产生重大的改变，通常来说在８月份以后采摘该

之物含量是最大的，６月份前采摘的该植物含量是最少的。

不同品种之间，绞股蓝皂苷组分和含量均有所不同。

绞股蓝皂苷（GPS）的化学结构为达玛烷型四环三萜

类，已经有研究证实该物质中包含 200余种皂苷成分，将其

称之为绞股蓝总皂苷。与人参有相似结构的主要是 20（S）-

原人参醇（Ia）和 2α-羟基 20（S）-原人参二醇（Va），

79种命名为 GPSⅠ -LXXⅨ，其中绞股蓝皂甙Ⅲ、Ⅳ、Ⅷ、

Ⅻ分别与人参皂苷 Rbl、Rb3、Rd和 F2完全相同，为同物

异名，同一结构。

3.2 多糖类

绞股蓝多糖（

GPP）在绞股蓝中含量也较多，随着对多糖的不断研究，

绞股蓝多糖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绞股蓝叶中多糖含量为

2.51%左右，茎中为 2.07%左右，根中为 0.56%左右。绞股

蓝茎、叶中均含有果糖、葡萄糖、半乳糖和低聚糖。茎、叶

多糖的水解产物中均含有鼠李糖、木糖、阿拉伯糖、葡萄糖

和半乳糖成分。

绞股蓝多糖有着改变机体血糖血脂等临床效果，且对

机体没有毒害和副作用。同皂苷类成分是一致的，不同产地、

位置该植物中的多糖含量是不一致的。吴秀丽等研究人员对

８个不同地区的该植物含量情况进行检测，其数据证实不同

地区中该植物含量不一致，陕西区域的该植物中的多糖含量

最大的。习南等研究人员在对该植物进行研究时发现，以醇

碱提取法将该植物糖含量以及质量分数提取是指标是最大

的；该植物超微粉中的多糖浓度显著大于绞股蓝饮片。宋淑

亮研究人员从该植物中分离纯化获得了２个均一多糖 GPS-2

和 GPS-3，并对 GPS-3进行了进一步的结构研究，其结果

证实 GPS-3的糖含量是 78%。

3.3 黄酮类

黄酮广泛在自然界一些植物以及浆果中，数目有四千

多种，其分子构造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在绞股蓝中发现的黄

酮含量较少，仅占 2%~5%左右。绞股蓝黄酮类成分包括芦

丁、商陆素和商陆苷等。相关数据证实，不同时间段的该物

质中的黄酮类成分的含量是不一样的，通常情况下 7月份是

最大的，11月份的时候是最小的。彭亮等相关研究人员在

研究该物质成分含量时发现，不同地区的该物种中的总黄酮

的含量有一定的区别，五叶绞股蓝的总黄酮含量大于七叶绞

股蓝。马赟等研究人员使用聚类研究以及主成分分析法探究

甜味绞股蓝黄酮类成分，其数据结果证实，样品地域能够分

成３大类别。李朝阳等对发现野生型五柱绞股蓝的黄酮含量

大于家种型五柱绞股蓝。

3.4 氨基酸类

在绞股蓝中现已检出 18种氨基酸，包括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胱氨

酸、组氨酸、缬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氨酸、

苯丙氨酸、赖氨酸、鸟氨酸、精氨酸，总氨基酸很高，其中

异亮氨酸、缬氨酸等 8种氨基酸为机体必需氨基酸，其所含

氨基酸的营养价值和食疗作用完全符合医学药典要求，应该

作为新型的食疗药源加以充分利用。

3.5 其他类

绞股蓝中还含有维生素、生物碱、挥发油、有机酸等

成分。研究表明，绞股蓝中还包含着对人身体有着重要作用

的无机元素高达 23种。

4 主要药理活性

4.1 抗肿瘤

绞股蓝中的多种成分在抗肿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胡

春华等人研究发现，绞股蓝中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可通过下

调MTA1mmRNA的表达，从而发挥抑制乳腺肿瘤MCF-７

细胞株转移与抗乳腺肿瘤作用。魏依兰等相关研究证实绞股

蓝总苷能够有效地抑制 U87细胞生长和减少癌细胞迁移能

力，特别是剂量为 10mg/L的绞股蓝总苷效果是最好的，这

一情况可能是和减少 IL-6蛋白表达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

Xing等研究发现一种来自绞股蓝的达玛烷型皂苷 DamuinB

可通过在 GO/G1期早期阻断细胞周期并抑制迁移从而诱导

细胞凋亡，且对人肺癌 S549细胞具有最强的活性。Zhang

等还发现一种新型的达玛烷型二赌 GypensapogeninH能显著

抑制人乳腺癌细胞MDA-MB-231的生长。谭先胜等人的研

究结果表明，XLIX可以促进 NSCLC细胞的 sTim-3的释放，

并通过调节 sTim-3/Tim-3比率改善 NSCLC的免疫逃逸。

4.2 降血脂

研究表明，绞股蓝皂苷在降血脂方面，及预防心脑血

管疾病有着重要的作用。杨佳鑫等人研究结果表明 TLR4/

MyD88/NF-κB炎症通路的表达在 GPS抗 AS过程中受到干

扰，GPS可能通过抑制 TLR4及其下游信号分子减轻血管炎

症反应，而 GypenosideXLIX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着重要的

作用。宋囡等人的研究结果提示绞股蓝皂苷调控长链非编码

Ｒ NATUG1/miＲ -26a干扰线粒体凋亡对 ApoE-/-AS小鼠

肝脏脂质沉积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杜艺玫在进行研究时，采

用搭建高胆固醇小鼠模型的方式，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基因与胆汁酸层面，绞股蓝总苷能够起到调控胆汁酸代谢

通路的作用，核受体 FXR即为其所具有的作用靶点。

4.3 降血糖

绞股蓝可以对机体的胸腺、肾上腺以及内分泌器官起

到保护作用，即使病人年龄不断增加，也不会因此而出现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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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促使内分泌系统保持良好状态，不仅可以使糖代谢得到

改善，而且也可以产生降血糖的功能。张琼等认为，应用绞

股蓝总苷能够使２型糖尿病小鼠糖脂代谢水平得到有效改

善。赵涛等的结论显示，该药物能够使２型糖尿病所产生

的胰岛素抵抗症状得到有效改善。赵璐等所得出的结论为，

通过采用绞股蓝皂苷ＸＬⅨ进行治疗，能够促使血脂与血糖

水平显著下降，肾小球功能也得到了极大程度地改善，基于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α），对肾小球组织

与 VCAM-1的表达进行下调。诸夔妞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

GPS能降低糖尿病大鼠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其机制

可能是通过调控 NF-κB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反应，进而调

控胰岛素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

4.4 抗氧化、抗衰老

通过对绞股蓝提取液进行研究后发现，可以产生抗自

然老化、延迟衰老的功效。于文会等人认为，该药物能够使

羟自由基所具有的抑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自然衰老小鼠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也得到了提升，除此之外，促使

自然老化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王彩霞研究发现，绞股蓝提

取液可以升高小鼠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过氧化氢酶的

活性，降低 H2O2含量，从而对皮肤光老化具有保护作用。

4.5 其他

除此之外，该药物还具有许多其他功效，例如对神经

系统进行调节以及保肝护肝等。卢汝梅等研究绞股蓝提取

物不同极性部位的抗阿尔茨海默病活性，发现醋酸乙酯部

位、石油醚部位和正丁醇部位均具有抗阿尔茨海默病的活

性。郑新玲等采用绞股蓝对通过电休克法造成脑损伤的大

鼠进行干预，结果发现绞股蓝在改善模型大鼠记忆力方面

有显著的作用。南瑛等人实验证明绞股蓝皂苷可通过激活

Nrf2/NF-kB信号通路有效地保护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

绞股蓝具有非常丰富的药理活性，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中药，还是一种药食同源类植物，应用广泛。研究其品种及

分布，对研究其成分很有必要，其成分的研究有直接影响着

其药理活性的研究，环环相扣，层层深入，对于绞股蓝的研

究还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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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联合应用 IGFBP-7和 TIMP-2具有一定的诊断功能，这也

促使 FDA批准了首个用于测量 IGFBP-7和 TIMP-2联合应

用的医疗点设备，用以预测 12小时内 1期 AKI的进展。

5 结论

尽管目前AKI在生物标志物的发展上落后于其他领域，

但现在世界各地仍有多种临床研究和测试在逐步推进。联合

应用 IGFBP-7和 TIMP-2已获得了 FDA的批准，用于临床

风险评估和肾毒性。此外，关于评估 AKI的发病原因，预

测结果等新问题正在被提出，新的生物标志物正在被逐步研

发。随着人类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相信更多的新型体征和标志物会被发现，对于早期诊断

AKI和预测预后将会有更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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