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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研究表明桑枝具有抗氧化、抗炎、降脂、降糖、抗癌、降压等作用。笔者就当前桑枝化学成分、
成分提取、药理作用作一综述，为桑树资源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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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枝是桑科植物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的干燥嫩枝，
性平，味微苦。归肝经。桑枝的药理作用在我国很

早就有医书记载，如 《本草撮要》记载： “桑枝，

功专去风湿拘挛”，《本草图经》记载：“桑枝疗遍

体风痒干燥，兼疗口干”。目前桑枝在临床多应用于

关节肿痛、手足麻木等疾病。现代研究表明桑枝具

有抗氧化、抗炎、降脂、降糖等作用［１２］。笔者就桑

枝化学成分、成分提取、药理作用作一综述，为桑

树资源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１　桑枝的化学成分

桑枝所含化学成分种类较多，主要有黄酮类化

合物、多糖类化合物、生物碱和氨基酸，此外还有

一些挥发油、鞣质、琥珀酸、腺嘌呤、多种维生素

等［３］。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桑素、桑色烯、环桑

素、环桑色烯等；多糖类化合物主要包括鼠李糖、

阿拉伯糖、葡萄糖、半乳糖［４］；生物碱和氨基酸类

包括１脱氧野尻霉素（１ｄ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ＤＮＪ）、Ｎ
ｍｅｔｈｙｌｌｅｏｘｙｎｏｊｉｒｉｍｙｃｉｎ、ｆａｇｏｍｉｎｅ、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
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ｆａｇｏｍｉｎｅ、γ氨基丁酸和Ｌ天门冬氨酸［５］。

２　桑枝中主要活性成分的提取

２１黄酮类化合物
陈建明等［６］以分光光度法测定桑枝总黄酮，正

交试验法对桑枝总黄酮超声提取工艺进行研究，确

定最佳工艺条件为乙醇浓度８０％，料液比１∶８，超
声提取３次，每次提取时间２０ｍｉｎ，桑枝总黄酮平
均含量为０７１９％。而在对桑枝皮的黄酮提取研究
中，确定桑枝皮总黄酮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提取

温度为８０℃，原料质量浓度为３３ｇ·Ｌ－１，乙醇体积
分数为７０％，提取时间为１２０ｍｉｎ，在此条件下，桑
枝皮总黄酮的提取率可达１０１％［７］。

２２桑枝多糖
王佩香等［４］研究了桑枝多糖的提取，将桑枝烘

·７５９·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第１６卷　第１１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ｖ２０１４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１

干，粉碎成末，加１０倍的蒸馏水，９０℃提取３次，
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后，加入４倍体积的９５％乙
醇，静置过夜，离心、过滤，即得桑枝粗多糖。三

氯乙酸法脱蛋白、透析、冷冻干燥，经 ＤＥＡＥ５２纤
维素柱层析，依次用水、００２～０５ｍｏｌ·Ｌ－１的氯化
钠（ＮａＣｌ）溶液洗脱，分别收集洗脱液，以改良的苯
酚－硫酸法跟踪检测，根据洗脱曲线收集尖峰部分，
分别取００６ｍｏｌ·Ｌ－１和０２ｍｏｌ·Ｌ－１的 ＮａＣｌ溶液洗
脱部分，蒸馏水透析２ｄ，冷冻干燥，再经Ｓｅｐｈａｄｅｘ
Ｇ１００柱层析，０１ｍｏｌ·Ｌ－１的ＮａＣｌ洗脱，以改良的
苯酚－硫酸法跟踪检测，根据洗脱曲线收集尖峰部
分，透析，冷冻干燥，得到精制桑枝多糖。

２３生物碱和氨基酸
周炎等［８］研究了桑枝中脱氧野尻霉素（ＤＮＪ）的

提取，将桑枝粉碎，８０％乙醇作为提取剂，６０℃提
取２ｈ，提取液通过阳离子交换树脂，以 ０２５
ｍｏｌ·Ｌ－１的氨水洗脱，流速控制在１～２ｍＬ·ｍｉｎ－１，
洗脱液经正丁醇萃取，浓缩、干燥后得到成品。此

为桑枝中ＤＮＪ的最佳提取条件，提取率达０１７６％。
陈震等［５］研究了桑枝水提取物化学成分，将桑

枝切片，用去离子水回流提取３次，提取液合并后
浓缩，加入等体积乙醇，离心除去沉淀，上清液通

过７３２离子交换树脂、０５ｍｏｌ·Ｌ－１氨水洗脱，收集
Ｄｒａｇｅｎｄｏｒｆｆ试验阳性部分，浓缩干燥得浸膏。浸膏
经ＡｍｂｅｒｌｉｔｅＣＧ５０离子交换树脂柱分离，水洗脱部
分分为４部分，每部分分别选用 Ｄｏｗｅｘ１×２离子交
换树脂、Ｄｏｗｅｘ５０Ｗ×８离子交换树脂及 ＣＭ
ＳｅｐｈａｄｅｘＣ２５柱层析分离纯化，得４种多羟基生物
碱及２个氨基酸。

３　桑枝药理作用

３１抗氧化作用
章丹丹等［９］通过对桑枝总黄酮的直接抗氧化能

力测定以及其对２种细胞炎症模型抗氧化活性的研
究，明确桑枝总黄酮于体外直接测定或干预细胞后

均显示出抗氧化活性，其作用机制侧重于自由基的

清除。廖森泰等［１０］研究表明桑枝总黄酮含量越高，

抗氧化能力越强。张作法等［１１］通过液相色谱 －电喷
雾质谱联用法鉴定桑枝的主要抗氧化活性物质是氧

化芪三酚，定量分析显示桑枝中氧化芪三酚含量丰

富。此外，桑枝多糖可显著升高糖尿病模型小鼠的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量，具有

清除自由基和抗脂质过氧化的能力［１２］。由此可见，

桑枝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如桑枝的水提醇沉液

对糖尿病小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即

为其抗氧化作用的结果［１３］。

３２抗炎、镇痛作用
章丹丹等［１４１５］采用有机溶剂萃取和大孔吸附树

脂富集的方法，制备桑枝乙醇提取物不同萃取部位

Ⅰ～Ⅳ，将各提取部位及不同部位组合分别作用于
细胞后，通过测定细胞亚硝酸盐的量、细胞活力、

细胞抗氧化能力、炎症介质基因的表达、炎症介质

蛋白的表达等指标，对桑枝的抗炎有效部位及其组

合的抗炎作用进行评价。确定桑枝提取部位Ⅰ（总黄
酮）和Ⅱ（总皂苷）是其抗炎的活性部位，通过下调
致炎系统中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环氧合酶２、炎
性介质白细胞介素１β和白细胞介素６的表达上调抗
炎系统中血红素加氧酶和过氧化物酶增殖体受体的

表达，使细胞内环境趋向致炎和抗炎体系的平衡。

部位Ⅰ和Ⅱ等比配比组合对炎症中多个靶点均有较
好的协同调控作用，进而发挥更佳抗炎效果。

Ｇｕｏ等［１６］研究表明，应用桑枝多糖对小鼠进行

灌胃治疗后，肾组织中白细胞介素６、干扰素γ和
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下降，病理切片显示小鼠肾损
伤有效减轻，白细胞介素１的蛋白质水平和白介素
１受体表达在肾组织中出现了明显下降，ＮＦκＢ被
抑制，认为桑枝多糖的肾脏保护功能与阻断 ＩＬ１／
ＮＦκＢ通路从而减轻肾内炎症反应有关。

此外，研究人员从桑枝中分离出一种桑皮苷 Ａ，
证明了该化合物能抑制细胞炎症模型中一氧化氮的

产生和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同时对角叉菜

胶所致小鼠足浮肿具有显著的抗炎活性，还能有效

地缓解由福尔马林所引起的小鼠疼痛反应，说明桑

枝具有很好的抗炎、止痛作用［１７］。

３３降血脂作用
刘先明等［１８］用桑枝皮水醇提取物灌胃治疗急性

高血脂症模型小鼠，１８ｈ后小鼠血清中的三酰甘油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ＴＧ）含量水平得到显著抑制，其中高
剂量组（６００ｍｇ·ｋｇ－１）小鼠血清中的 ＴＧ含量下降
３６６％，胆固醇（Ｔｏｔａ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ＴＣ）、低密度脂
蛋白（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ＤＬＣ）含量分别下降
８３％、１８３％，高 密 度 脂 蛋 白 （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ＨＤＬＣ）含量升高 ９３％，同
时小鼠血清的动脉粥样硬化指数的值、ＬＤＬＣ与
ＨＤＬＣ的比值也明显下降。何雪梅等［１９］用桑枝６０％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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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提取物对脂肪乳制备的高脂血症大鼠干预治疗

４周，高、中、低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
鼠的ＴＣ、ＴＧ含量，其中高剂量组ＴＣ含量与正常对
照组差异不显著，高、中、低剂量组桑枝提取物均

能显著升高ＨＤＬＣ含量，桑枝提取物高剂量组和中
剂量组能显著降低血清中ＬＤＬＣ含量。
３４降血糖作用

吴志平等［１，２０］用链脲佐菌素复制糖尿病小鼠模

型，分别用桑叶、桑枝、桑白皮和桑皮的乙醇提取

液灌胃治疗１５ｄ，发现桑枝的降血糖作用最为显著，
并且进行了桑枝总黄酮类化合物的降血糖药效学试

验研究，认为桑枝总黄酮是桑枝降血糖作用的有效

部位。

还有研究显示［１２，２１］，桑枝多糖能显著降低链脲

佐菌素＋高脂高糖喂养制备的糖尿病模型小鼠的血
糖浓度，与给药前相比，给药 ４周后桑枝多糖 ４００
ｍｇ·ｋｇ－１和６００ｍｇ·ｋｇ－１组血糖浓度分别下降３３３％
和２９９％；与模型组相比，桑枝多糖 ４００ｍｇ·ｋｇ－１

和６００ｍｇ·ｋｇ－１组血糖浓度分别下降了 ４０４％和
３８８％。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增强机体清除自由基
和抗脂质过氧化能力、调节脂类物质代谢、增加肝

糖原存储量、改善机体的胰岛素分泌及对胰岛素的

增敏性等有关。

此外，桑枝中含有的 ＤＮＪ可作为 α葡萄糖苷酶
抑制剂治疗糖尿病，桑枝皮层是桑树中 ＤＮＪ含量最
高部位之一［２２］。ＤＮＪ在小肠内能与 α葡萄糖苷酶结
合，且亲和性明显比麦芽糖、蔗糖等双糖高，因而

可抑制双糖的分解，使糖分在肠道内的吸收量明显

降低，可抑制餐后血糖升高，达到预防和治疗糖尿

病的目的，其降糖机制是减缓小肠对多糖的消化及

对葡萄糖的吸收［２３２４］。

３５抗病毒、抗肿瘤作用
在培养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ｃｖｉｒｕｓ，ＨＣＶ）感

染细胞的培养基中加入 ＤＮＪ后，ＨＣＶ被迅速杀灭，
表明ＤＮＪ及其衍生物是潜在的用于治疗病毒性丙型
肝炎的药物［２５］。此外，Ｗａｎｇ等［２６］以小鼠Ｂ１６肺黑
色细胞肿瘤为模型，研究 ＤＮＪ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
转移活性，结果表明 ＤＮＪ能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的入
侵、迁移和黏附，其机理可能与抑制基质金属蛋白

酶２和基质金属蛋白酶９的活性以及增强金属蛋白
酶组织抑制剂２的核糖核酸表达有关。
３６免疫调节作用

通过二硝基氟苯诱导的迟发性超敏反应研究桑

枝多糖对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同时通过溶血

素生成试验研究桑枝多糖对小鼠体液免疫功能的影

响。实验结果显示，桑枝多糖能显著抑制迟发性超

敏反应小鼠的耳肿胀程度［２７］。另有实验通过给小鼠

灌胃治疗７ｄ，观察桑枝多糖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淋巴细胞转化率、血清溶

血素含量、溶血空斑的影响，结果显示桑枝多糖可

显著提高小鼠胸腺指数、脾脏指数、腹腔巨噬细胞

吞噬鸡红细胞的吞噬率与吞噬指数，显著促进淋巴

细胞的转化以及血清溶血素和溶血空斑的形成［２８］。

由此说明桑枝多糖具有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体液免

疫功能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作用。

３７降血压作用
桑枝或桑根的皮煎剂口服有较好的降压效果，

其降压成分可能为乙酞胆碱样物质。有研究认为［３］，

这种降压成分为 ｋｕｗａｎｏｎＧ、Ｈ，ｓａｎｇｇｅｎｏｎＣ、Ｄ和
桑吠喃Ｃ、Ｆ、Ｇ。

４　小结

桑枝药用历史悠久，近年来对其成分、提取工

艺、药理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但天然活

性成分中的部分组成和结构还不是十分明确。我国

桑枝年产量巨大，但大都被作为废弃物烧掉，若能

将其作为药材资源进行广泛研究、开发，对其合理

利用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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