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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糖尿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四大致死疾病之一。据统计

目前全球有 2 型糖尿病患者 1 .3 亿 ,我国达 4 000 万人 ,预测

到 2025 年 ,全球将增至 3 亿人 , 目前尚无根治办法。近年

来 ,医药界在降血糖药用植物研究方面做了诸多工作 , 现作

一概述。

1  具有降血糖作用的药用植物

1 .1  天南星科  魔芋 : 其块茎入药 , 含有多种魔芋多糖 , 主

要为葡萄甘露聚糖 ,可水解为不同的低聚糖。魔芋低聚糖属

于功能性低聚糖 , 是一种优良的水溶性膳食纤维 [ 1 ] , 有一定

甜度 ,能替代蔗糖和葡萄糖 , 不升高血糖 , 能增强机体抗氧化

的能力 , 适合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

1 .2  五加科  人参 : 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 , 人参多糖是其主

要降糖活性成分 ,有学者分离到了 21 种人参多糖 ,对四氧嘧

啶糖尿病小鼠有明显降糖作用 , 其中以 Panaxan- U 最强 [2 ] 。

太白楤木 : 为五加科楤木属植物 , 其干燥根茎水煎剂有明显

降血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 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有显著

降血糖作用 , 同时降低血浆甘油三酯 [ 3] 。

1 .3  百合科  知母 : 药用根茎 , 知母水提物能降低家兔的血

糖 ,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兔的降糖作用更明显 [4 ] 。芦荟 : 据台

湾学者报道 , 食疗配合芦荟可在短期内治疗严重的糖尿病 ,

因此 ,服用芦荟对糖尿病是有效的 [5 ] 。黄精 : 其成分具有抗

脂肪肝、降血糖、降压、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等作用 [6 ] 。

1 .4  葫芦科  苦瓜 : 其降糖活性成分主要为苦瓜苷及胰岛

素类似物———多肽-P , 可以促进人体内胰岛素的分泌 [ 5] 。同

时 ,未成熟苦瓜的新鲜汁液可提高胰岛β细胞活性 , 降低血

糖水平 , 苦瓜素中多种植物类固醇是有效的降糖物 [7 ] , 因此

苦瓜被推荐为糖尿病的理想保健食品。南瓜 : 作为一种低糖

低热蔬菜 , 营养丰富 , 能调节胃内容物的黏度 , 延缓胃肠道对

营养物的吸收 , 从而控制餐后血糖 , 同时有降血脂的作用 [5 ] 。

绞股蓝 : 其提取物对正常小鼠血糖无明显影响 , 但对四氧嘧

啶小鼠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 8] 。

1 .5  豆科  葛根 : 葛根中可能存在蛋白非酶糖基化抑制剂

成分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有治疗作用 [ 9 ] 。黄芪 : 可提高

机体免疫力 , 降低血糖。葫芦巴 : 其种子富含可溶性纤维、植

物胶和 4-羟基异亮氨酸 , 可刺激胰岛素的产生 , 其可溶性纤

维可增强机体处理血糖的能力 , 刺激细胞“燃烧”血糖 , 减慢

对食物中葡萄糖的吸收 , 从而降低餐后血糖高峰 [ 7] 。苦骨 :

其根提取物具良好降血糖作用 , 抑制进食后出现的高血糖 ,

降低空腹血糖值 [ 10] 。

1 .6  蓼科  苦荞麦 : 其根茎供药用 , 果实供食用。有报道用

苦荞麦治疗 78 例糖尿病患者 ,在原治疗的基础上 , 每日食物

热量保持不变 ,再给予 200 g/ d 苦荞麦面条 , 可使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有明显下降 [11 ] 。大黄 : 具有改善糖、脂代谢障

碍及高胰岛素血症的作用 [ 12 ] 。

1 .7  桑科  桑 : 自桑叶中提取的桑叶总多糖 , 经腹腔注射给

药 ,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具有降血糖作用 ,提高糖耐量 , 还

可促进正常大鼠胰岛素的分泌 [13 ] 。

1 .8  薯蓣科  山药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自山药中分离出的

薯蓣多糖有显著的降血糖活性 [14 ] 。

1 .9  茶科  茶 : 茶作为中国的传统饮品由来已久 , 最近据学

者报道 , 将茶叶冷浸一日 , 用其浸液口服 ,可以降低糖尿病患

者的高血糖值。茶叶中含有促进胰岛素合成的物质 ,还含有

能除去血液中糖分的多糖类物质 [5 ] 。

1 .10  十字花科  萝卜 :其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原 , 可

增加血红蛋白 ,提高血液浓度。可治疗糖尿病、口腔溃疡等。

萝卜遇高温时有效成分易遭破坏 , 服用时应细嚼慢咽 , 其有

效成分才能发挥作用 ,而且服用 30 min 内不要食其他食物 ,

会因与其他成分混合而失去作用 [5 ] 。

1 .11  蒺藜科  蒺藜 : 其干燥成熟果实入药 , 研究表明蒺藜

对正常小鼠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降血糖作用随剂量增大而增

强 ,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有明显降血糖作用 [15 ] 。

1 .12  景天科  高山红景天为景天属植物 , 其干燥全草有显

著降血糖作用 [ 16] 。

1 .13  蔷薇科  龙芽草 :又名仙鹤草 , 其中有效成分鹤草酚、

儿茶酚等有很好的止血、抗炎、抗癌及降血糖作用 , 民间常用

来防治糖尿病 [ 5 ] 。

1 .14  伞形科  芹菜 : 有水芹、药芹、旱芹几种 , 其中药芹功

效为上乘。芹菜中具有很多活性成分 , 有降血糖、降压功能 ,

是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的食疗佳品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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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  菊科  火绒草 : 又名雪绒花 , 具清热凉血、消炎益肾之

功效。对四氧嘧啶引起的糖尿病有预防及治疗作用。民间

用火绒草代替茶辅助治疗糖尿病 , 其副作用小 , 药源丰富易

得 ,临床上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 17] 。

1 .16  毛茛科  黄连 : 为黄连属植物 , 其干燥根茎、根须及叶

为药用部分 , 黄连水煎剂可以降低正常小鼠血糖的水平 [ 8 ] 。

1 .17  棕榈科  麒麟竭 :其果实中的红色树脂具有较好的抗

凝及消炎作用。据报道 , 具有较好的防治糖尿病的作用 , 现

已有云南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制成新药血竭片 , 用于

糖尿病患者的治疗 [ 5 ] 。

1 .18  禾本科  玉米 : 其干燥的花柱称玉米须 , 玉米须的水

煎剂对四氧嘧啶糖尿病有显著治疗作用 , 对葡萄糖、肾上腺

素引起的高血糖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18 ] 。

1 .19  茄科  枸杞 : 其干燥根皮 (地骨皮 )的煎剂给家兔灌

服 ,使升高的血糖持续降低 , 可缩短高血糖的持续时间 , 还对

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胰岛β细胞的形态结构损害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 [8 ] , 同时枸杞嫩叶可作为糖尿病病人的食疗中药。

1 .20  木樨科  女贞 :研究发现其果实女贞子对高血糖有预

防及治疗作用 [ 14 ] 。

2  降血糖药用植物中的有效化学成分

2 .1  多糖类  黄芪多糖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 , 可使葡

萄糖负荷后小鼠的血糖水平显著降低 ,同时能提高机体免疫

力 [19 ] 。茶叶复合多糖具有明显降血糖和增强机体免疫力的

功能 [20 ] 。桑叶总多糖具显著降血糖作用 , 提高耐糖量 , 促进

胰岛素分泌 [ 13 ] 。麦冬多糖可明显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

的血糖水平 [ 21 ] 。其他如人参多糖、高山红景天多糖、玉竹多

糖、灵芝多糖均具有降糖作用。还有一些植物中含有的多糖

具有降血糖作用 , 如天花粉、苍术、薏苡仁、麻黄、刺五加、紫

草、昆布等 [ 11 ] 。

2 .2  苷类  苦瓜皂苷对糖尿病模型兔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

用 ,与优降糖相比其降糖作用缓慢而持久 , 故有人称之为植

物胰岛素 [ 11 ] 。芍药苷为毛茛科植物芍药其根的主要成分 ,

主要有芍药苷及 8-去苯甲醚芍药苷 , 实验表明芍药苷能明显

降低血浆中葡萄糖的水平 [ 22 ] 。苦骨异黄酮苷 F 是从苦骨提

取物中分离出的活性成分 ,能非竞争性抑制肠道内α-葡萄糖

苷酶的活性 [ 10 ] 。

2 .3  生物碱  小檗碱是黄柏、黄连、三颗针的主要成分。近

年来大量临床药理研究证实 , 小檗碱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 ,

并且对糖尿病病人伴有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栓形成等有很

好的防治作用 [ 23 ] 。山莨菪碱为我国特产茄科植物山莨菪中

提取的一种生物碱。有报道在治疗糖尿病临床中 ,采用口服

或静脉注射 , 两种途径治疗有效率均高于 80 % [11 ] 。

本文共介绍了 20 科 29 种防治糖尿病的药用植物 , 其中

单子叶植物 5 科 7 种 ; 双子叶植物 15 科 22 种 , 而且这些植

物在国内分布广泛 , 资源丰富易得 , 具有广泛的开发和利用

前景。随着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 , 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

量 ,也越来越趋向于“天然”药品。糖尿病发病率愈来愈高 ,

而且日趋低龄化 ,迫切需要开发出防治糖尿病的有效中药及

中成药 , 并加强对其生物活性物质的分析和研究 , 进一步明

确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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