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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药理作用及其化学成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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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桑黄”作为一种珍贵的食药用大型真菌，有着很高的价值。其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

糖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又与桑黄中的多糖、黄酮、萜类等活性物质相关联。因此，本文对近些年来桑黄中

主要活性物质鉴定及其药理作用的发现进行了研究阐述，并对目前桑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

方向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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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precious edible and medicinal large fungus, "Sanghuang" has a high value. It has 
anti-tumor, anti-oxidation, and hypoglycemic effects, and these effects are related to active substances such as 
polysaccharides, flavonoids, and terpenes in Phellinus igniarius. In this pap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main active 
substances in Phellinus igniariu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i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are describ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esearch of Phellinus igniarius and future researchdirection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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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中，食药用菌的物种资源十分丰富，多

达千种。据统计，中国食用菌有 966 种（2010 年），

药用真菌 473 种（2008 年），大型菌物 1819 种（2
015 年），数目还在不断的增加[1]。而桑黄，作为

一种食药用大型真菌，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理

活性。 
目前，所说的桑黄是一类大型多孔菌的统称，

是常寄生于桑属、杨属、忍冬属等以及其他阔叶树

上的真菌的统称。桑黄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

国等东亚地区以及非洲、中美洲等地区；中国主要

分布于东北、华北、西南等地[2]。桑黄是属于担子

菌门(Basidiomycota)蘑菇纲(Agaricomycetes)锈革菌

目(Hymenochaetales)锈革菌科(Hymenochaetaceae)
一类的大型多孔菌[3]。但是对其属种的划分认知却

不尽相同。主要是针层孔菌属[3](Phellinus)，包括鲍

氏针层孔菌(P.baumii)、火木针层孔菌(P.igniarius)
和裂蹄针层孔菌(P.linteus)等；纤孔菌属(Inonotus)
[4]，包括桑黄纤孔菌(Inonotus sanghuang)、小孔忍

冬纤孔菌(Inonotus lonicericola)等；桑黄孔菌属(Sa
nghuangporus)[5]，包括桑树桑黄(Sanghuangporus s
anghuang)、栎树桑黄(Sanghuangporus quercicola)
等三类属种。本文将这类真菌统称为桑黄。 

桑黄，在古代的医疗典籍中也有记载。汉代的

《神农本草经》、唐代的《药性论》、明代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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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纲目》等等，其描述的桑耳、桑臣等就是指桑黄，

记载中可用于止痛活血、补虚、清热解毒、崩漏带

下、脾虚泄泻、症瘕积聚、内脏下垂、气虚血虚等
[6]。 

现代以来，人们发现桑黄还具有抗肿瘤、抗氧

化、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

段发现，桑黄含有多糖、黄酮、萜类、酚类等多种

功能活性成分。本文对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

桑黄的药理活性以及主要活性成分的分析研究进展

进行叙述，以期能够对桑黄的深度开发研究提供参

考。 
1 桑黄主要的活性成分 
桑黄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有黄酮类、多糖、

萜类、酚类、香豆素、脂肪酸、吡喃酮、甾体、脂

肪酸、氨基酸等等。但起主要作用的为多糖、黄酮、

萜类、多酚类等化合物。 
1.1 多糖类化合物 
多糖是一类由多个酮糖或醛糖经过糖苷键连接

而成的多分子聚合物，其是桑黄发挥药理作用的最

主要的成分之一。石光[7]等人，利用水提醇沉等方

法得到桑黄酸性多糖(PIP-A)，测定后发现，其主要

是由葡萄糖和甘露糖组成，其糖含量为 64.64%，糖

醛酸的含量为 30.3%。从桑黄的不同部位中，也能

提取鉴定出多糖类成分。从桑黄子实体中得到一种

水溶性多糖 PBF6，发现其只含有葡萄糖，并以 1,6
和 1,3 连接的 2 种形式存在，摩尔比为 1:2，主链结

构为→3)-β-D-Glcp-(1→3)-β-D-Glcp-(1→6)-β-D-
Glcp-(1→[8]；从桑黄菌丝体中得到水溶性胞内多糖

IPS，通过纯化得到 IPSW-1、IPSW-2、IPSW-3 与 I
PSW-4，分析发现前三种均仅含有葡萄糖，而 IPS
W-4 是由鼠李糖、木糖、甘露糖、葡萄糖和半乳糖

以 1.29:1.21:1:43.86:1.86 的摩尔比组成[9]；而从桑黄

的孢菌培养液中得到新型多糖 SSEPS1 与 SSEPS2，
发现前者主要由 D-葡萄糖组成，结构分析表明其糖

苷键是 1,4 连接的α-D-Glcp 组成；后者是由 1,3 与

1,2 连接的α-D-Manp 组成[10,11]。另外，在火木针层

孔菌(P.igniarius)与裂蹄针层孔菌(P.linteus)中的多

糖则主要是由葡萄糖及少量甘露糖、半乳糖、木糖、

阿拉伯糖和鼠李糖组成[12]。 
1.2 黄酮类化合物 
由两个具有酚羟基的苯环(A-与 B-环)通过中央

三碳原子相互连结而成的一系列化合物，其基本母

核为 2-苯基色原酮的化合物，可以称之为黄酮类化

合物[13]。在桑黄子实体中，已经发现柚皮素(4'，5，
7-三羟基二氢黄酮)、樱花亭(4'，5-二羟-7-甲氧基二

氢黄酮)、北美圣草素(3'，4'，5，7-四羟基二氢黄酮)、
7-甲氧基二氢莰非素(4'，5-二羟基-7-甲氧基二氢黄

酮)和二氢莰非素(4'，5，7-三羟基二氢黄酮醇)等黄

酮类物质[14]。此外，吴长生[15]又从桑黄子实体中分

离鉴定出 15 个黄酮类化合物。包括二氧山柰酚、圣

草素、7-甲基柚皮素、7-甲氧基二氧茨非素、二氢

鼠李素、鼠李素、芫花素、甲基桑黄黄酮 A 等等。

昝立峰[16]等则运用 UPLC-QTOF-MS 技术从野生和

栽培的杨树桑黄中分离鉴定二氢莰非素、橙皮素、

Phelligrin D、MethylphelligrinA 或 B 等 9 个黄酮类

化合物。 
1.3 萜类化合物 
桑黄中的萜类成分包括倍半萜、二萜和三萜类

等成分。其中三萜类是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主要

有软木三烯酮、β-乳香酸、熊果酸、蒲公英赛醇等
[15]。Wu 等[17]从桑黄的子实体中分离鉴定出 9 种倍

半萜，发现其中三种[(-)-(2S,3S,6S,7S,9R)-tremul-1(1
0)-ene-11,12,14-triol、(-)-(2S,3S,6S,7S,9S)- tremul-1
(10)-ene-11,12,15-triol、(+)-(1R,6S,7S)-tremul-2-ene-
12(11)-lactone)]对肾上腺素诱导的血管收缩具有良

好的血管松弛活性；在桑黄子实体中还发现了可以

抑制脂多糖激活的巨噬细胞的一氧化氮合成的四种

羊毛甾类三萜 igniarens A-D[18]。此外，桑黄中新发

现的四种倍半萜 phellinignins A‒D 中，A、B 与 D
对一些人类癌细胞系表现出一定的毒性[19]。Feng T
ao[20]等则分离鉴定出 10 种羊毛甾类三萜，其中包

括 3 种新发现的三萜类物质(Phellibarins A-C)。 
1.4 多酚类化合物 
多酚类化合物是指一类芳香族衍生物化合物的

总称，也是桑黄子实体中主要的色素类成分。Hwa
ng 等[21]从桑黄中提取鉴定出五种多酚类化合物，分

别为 hispidin、hypholomine B、inoscavin A、daval
lialactone 和 phelligridin D。吡喃酮类化合物也是桑

黄真菌的一类特征化合物，其属于多酚类色素。从

桑黄中就分离鉴定出一种新的苯乙烯吡喃酮类化合

物 baumin，此外还有已知的 hispidin、hypholomine 
B、phelligridin D 等六种[22]。而从桑树桑黄中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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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 19种多酚类物质，大多数为 hispidin 的衍生物，

杨树桑黄中除了这 19 种以外，还发现了 meshimak
obonl B、phelligridin H 和 phelligridin L[23]。从桑

黄的甲醇提取物中新分离鉴定出 Inonotusin A 与 In
onotusin B 两种多酚化合物，此外，在野生与栽培

的杨树桑黄中提取鉴定出 40 种化合物，其中有 20
个为吡喃酮类化合物，包括 Phellibaumin B 、Phel
libaumin D 、Interfungin B[24][16]等等。 

2 桑黄的药理作用 
关于桑黄药理作用的现代研究，主要起于 1968

年，日本学者首次发现桑黄具有抗肿瘤作用[25]，之

后国内外对于桑黄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近些年，

由于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桑黄抗肿瘤以及其

他药理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桑黄的药理作

用主要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降血脂、抗炎

等等。 
2.1 抗肿瘤 
肿瘤的治疗方法有多种，其中就包括中药治疗。

而桑黄作为一种珍贵中药，其子实体多糖对人肝癌

细胞、人肺癌细胞和人宫颈癌细胞的抑制作用，抑

制率 IC50 值分别为 0.34、0.65 和 0.95mg/mL，表现

出桑黄具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26]。而通过比较桑黄

三种提取物（菌丝体多糖提取物、子实体多糖提取

物与发酵液多糖提取物）的抑瘤率，发现了三种不

同提取物对于抑瘤效果呈浓度依赖性，并且子实体

多糖的抑瘤效果最明显[27]。Pei JuanJuan[28]等则从桑

黄的碱性提取物中，分离出一种新的高分子量多糖

（PL-N1），并且发现其可呈剂量依赖性的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 HepG2 细胞的生长。此外，在桑黄

提取物作用于不同的癌细胞中，发现其对于

SGC-7901 的细胞毒性最高[29]。 
2.2 抗氧化 
不同品种的桑黄，也都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

能力。在桑树桑黄、杨树桑黄与鲍姆桑黄三种桑黄

的抗氧化能力对比测试中发现，三者均具有强的抗

氧化活性，其中杨树桑黄的效果最好[30]。此外，在

桑黄的水、乙醇、乙酸乙酯、石油醚等不同的提取

物中，均表现出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其中石油

醚组分提取物表现出强的羟自由基（·OH）清除活

性，在 DPPH 自由基清除试验和 FRAP 试验中，乙

酸乙酯和正丁醇组分表现出比石油醚和水组分更高

的活性。并且探究发现，这些抗氧化活性与提取物

中总酚类和类黄酮类物质具有较好的相关性[31-33]。 
2.3 降血糖 
桑黄的降血糖作用体现在不同的生物活性物质

中。在其菌丝体多糖的降血糖研究中发现，其能降

低链脲佐霉素所导致的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浓度。高、

中、低剂量组的桑黄菌丝体多糖的降糖率分别是

0.92%，0.90%和 1.99%。这表明桑黄具有良好的降

血糖作用[34]。Cheng Junwen[10]等从桑黄中得到的多

糖 SSEPS1，也发现其具有降血糖作用。而在桑黄

菌丝体中，也有实验表明具有降血糖活性的化合物

也包括原儿茶醛与黄芩素[35]。除此之外。在桑黄的

多酚的提取物（PI-PRE）对于 2 型糖尿病的抗糖尿

病作用实验中。在体内以 KK-Ay 小鼠，体外以 L6
细胞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给药后小鼠血糖浓度与

细胞中 GLUT4 的表达情况，结果表明桑黄多酚提

取物在体内外均有良好的抗糖尿病作用[36]。 
2.4 降血脂 
桑黄的降血脂活性在其水提物与醇提物中均有

体现。Song W Y 等[37]以桑黄水提物为材料，将不

同浓度的提取物加入到高脂高胆固醇的饮食中，设

置空白组与对照组（纯高脂高胆固醇组），建立小

鼠模型。结果发现，与纯饮食组相比，加入桑黄水

提物（高低两个浓度）的饮食组的血清中 TG 与胆

固醇含量降低，高密度脂蛋白升高；在桑黄乙醇提

取物的动物实验中，也表现出抑制小鼠体重增加、

脂质浓度和脂肪细胞中脂肪积累的情况[38]。而 Lee 
Jong-Kug 等[39]也发现，桑黄子实体在 40℃，80%甲

醇提取下，能表现出最大的脂肪酶抑制活性，达到

72.8%。除此之外，何策[40]等人对桑黄乙醇提物中

的总三萜的提取工艺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发现质量

浓度为 80 mg/mL的总三萜在体外结合甘氨胆酸钠、

牛磺胆酸钠、胆酸钠的能力为阳性对照（同剂量考

来烯胺）的 50.93%、52.14%和 43.06%。这些都说

明桑黄提取物具有良好的降血脂活性。 
2.5 抗炎 
桑黄中含有多糖、酚类等可抗炎的活性物质。

桑黄多糖作为一种主要的活性成分，对于抗炎有着

显著的作用。胡涛[41]以桑黄多糖为研究对象，以脂

多糖（LPS）诱导的巨噬细胞 RAW264.7 建立体外

炎症模型，来探究桑黄多糖的抗炎功效。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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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黄多糖作用后，显著降低了相关细胞炎症因子的

表达并抑制了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途径，

以及 NF-κB 和 AP-1 的移位。同时多糖作用后，其

调节了 PPARα和 PPARβ的磷酸化，进而阻断

MAPK 的活化。因此，桑黄多糖具有良好抗炎作用，

而其分子机制可能是抑制 MAPK 和 PPAR 信号通

路，从而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此外，Kim Ee-Hwa[42]

等也测定出桑黄水提物能有效抑制 NO 与 PEG2 的

合成，降低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而对于桑黄醇提

物的抗炎作用中，张梦迪[43]探究了桑黄多酚提取物

对于脂肪组织巨噬细胞的抗炎作用，结果发现其可

剂量依赖性的抑制 NO、TNF-α、IL-6 与 MCP-1
等炎症因子的分泌，从而减轻脂肪细胞的慢性炎症。 

3 讨论与展望 
桑黄，作为我国的一味传统名贵中药，国内分

布也较为广泛。除了上述的作用以外，还具有抑菌、

抗病毒、抗疲劳、抗痛风、扩血管等作用。桑黄对

于人们来说，就像一座宝库，等着人们去不断的挖

掘。在近十年来，知网上查询的关于桑黄的研究中

发现，桑黄研究的热点主要是桑黄活性成分分析、

分离提取与功能作用等方面，其中桑黄多糖涉及文

献 291 篇，占桑黄研究发表总文献的 58.7%[13]。桑

黄的研究热并不会消退，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

桑黄的研究会越来越多。但是，目前，对于桑黄副

产品的开发、活性成分的构效关系、起具体作用的

单一组分，是否存在配伍问题等等，这些方面还都

需要研究人员去探索。 
我国对于桑黄的研究起步较晚，日本、韩国等

地在上个世纪就将桑黄列为抗肿瘤辅助药品[3]。虽

然我国也是产桑黄大国，但是由于之前的技术落后，

对于桑黄的研究就落后一步。近些年来，我国生物

技术得到飞速发展，对于桑黄的研究也不断加大。

这也让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桑黄的野生资源在

不断减少。因此，需要我们去开发桑黄菌的新培育

技术，实现桑黄人工养殖的量产。同时，由于桑黄

的研究目前还是集中于细胞、动物身上，这对于桑

黄保健产品以及医疗药品的开发来说，还是不够的。

未来对于桑黄的研究，可以偏向于临床试验，让桑

黄的研究利用能够最大程度的造福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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