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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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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叶最早出现于《本经》，作为现代临床的常用

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具

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的功效，主治风

热感冒，肺热燥咳，头晕眼花，目赤昏花 [1]。现代

研究表明，桑叶中含有多类型的活性成分，具有多

重药理作用。本文进行了以下归纳总结。

一、桑叶的化学成分研究

（一）黄酮及黄酮苷类

黄酮及黄酮苷类成分是桑叶的主要活性成分 [2]。

现代研究表明，桑叶中黄酮及黄酮苷类成分的含量

多少与采收时间、加工方法的不同有一定相关性，

总体是以桑叶的成熟程度呈现先降后升的曲线趋势
[3]。梅喜全等 [4] 研究了桑叶经霜前后芸香苷含量的

变化，结果表明，桑叶中芸香苷的含量从 8月逐渐

上升，10 月 15 日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杨普香等

研究发现桑多酚含量增加到最高值时，正是桑叶经

霜之后，并且其黄酮中的芸香苷、芦丁、槲皮素苷

等成分在初霜后含量上升且达到高值，成分积累量

与气候、温度呈负相关 [2]。 

（二）生物碱类

桑叶除黄酮及黄酮苷类成分外，其主要活性成

分还有生物碱。其临床表现为降糖作用，原理是抑

制了糖原分解的活性。现代研究已分离出多达几十

种生物碱 ,其中 1- 脱氧野尻霉素（1-DNJ）是桑叶

独有的，对糖苷酶具有高效的抑制作用，在延缓糖

尿病肾病发病进程上具有重要意义 [5-8]。

（三）有机酸类

桑叶中含有绿原酸、新绿原酸、芦丁、草酸等

多种有机酸。研究报道绿原酸具有清除自由基、抗

菌等多种作用 [9]，王龙虎与其他研究成果共同证明

了桑叶中的芦丁及绿原酸的含量在桑叶经霜后含量

升高，后期呈降低趋势，可见低温有利于芦丁及绿

原酸的含量积累 [10-12]。

（四）多糖类

桑叶多糖含有单糖（果糖，葡萄糖等）、低聚糖 

（蔗糖等）、多糖（MPA-1、PMP-11、PMP-12 等）有

研究报道桑叶多糖与生物碱表现的效果类似，均有

显著降糖的功效 [13-14]。俞燕芳等通过实验发现桑叶

经霜后可溶性总糖含量升高，后期呈降低趋势 [15]。

二、桑叶的药理作用研究

（一）降血糖作用

桑叶具有显著降血糖作用，也是维吾尔族用于

降血糖治疗的特色民间植物药 [16-18]。通过文献搜集

整理可知，桑叶中的多糖类、黄酮类、生物碱类成

分都有显著的降糖作用。

有研究报道桑叶多糖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的血

糖血脂能有明显的抑制，并促进胰岛素的提升 [19-20]，

对Ⅱ型糖尿病大鼠也具有显著作用 [13-14、19]。桑叶黄

酮类成分的降糖作用则是通过抑制胰岛 β-细胞凋亡

来校准血糖，同时还能调节肠道内菌群，改善由糖

尿病引起的并发症 [21-22]。桑叶的多种生物碱类成分

可以使 α- 糖苷酶一半的活性受到阻碍，并在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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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小鼠小肠中与 α- 糖苷酶结合，起到显著的降糖

作用 [23]。

（二）降血脂作用

李向荣、汪正菊等研究发现桑叶总黄酮如异槲

皮苷、东莨菪苷等对高脂诱导大鼠高血脂症的早期

防护作用，强化血管，降低血液的黏稠度，从而减

轻或预防心肌梗死和脑出血，对急性高脂血症小鼠

的降血脂作用，呈现剂量依赖性 [23-25]。王玲、胡雪芹、

叶甜等多个研究学者发现桑叶生物碱降血脂机制是

多个途径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以调解胆固醇代谢

的方式来有效减低血脂。桑叶生物碱粗提液可有效

改善肝损伤炎症反应，抑制肝细胞凋亡，使肝功能

恢复正常水平 [26-28]。

（三）抗炎

研究报道，桑叶中的隐绿原酸具有抗炎作用，

并且隐绿原酸可以降低炎症反应中的氧化应激 [29]。

冯淦熠 [30] 通过测定不同浓度的乙醇桑叶多酚提取

液的 1，1- 二苯基 -2- 三硝基苯肼 ( DPPH) 自由基

清除率综合评价桑叶多酚具有较强的体外抗氧化能

力，结果表明 60% 乙醇提取组的桑叶多酚绝对量和

含量最高，随着桑叶多酚含量的降低，各组中自由

基清除率也逐渐降低，说明了桑叶多酚具有良好的

抗炎作用与体外抗氧化性。

（四）抗肿瘤、抗病毒

桑叶中的黄酮类成分、生物碱类等成分、不同

提取物、γ- 氨基丁酸及维生素等均有抗肿瘤作用
[31-32]。有研究报道桑叶中分离纯化的类黄酮能抑制

人早幼粒白血病细胞系的生长，诱导人体早幼粒白

血病（HL-60）细胞分化 [33]。也有研究报道桑叶提

取物可以在体外通过抑制 MMP-2 的活性和表达，进

而抑制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的侵袭力，建议桑叶提取

物可以作为顺铂等抗肿瘤药物的辅助药 [31]。桑叶中

的生物碱 N- 甲基 -1- 脱氧野尻霉素与 1- 脱氧野尻

霉素及其衍生物、桑叶水提液有抗病毒效果，1-脱

氧野尻霉素（1-DNJ）具有高效的广谱抗病毒活性，

能显著抑制逆转录酶病毒活性，尤其对艾滋病病毒、

肝炎病毒、流感病毒等也具有抵抗作用 [34-35]。

（五）其他

桑叶除了上述药理作用外，其中的芸香苷、槲

皮素等活性成分能增加心肌收缩力与心脏输出能

力，减少血管紧张 [36]。酚类化合物、维生素 C，绿

原酸等成分能抑制氧化损伤 [37]。桑叶还具有润肠通

便、护肠粘膜等功效 [38]。

三、结语

临床和应实践用证明了桑叶及其制品是需要通

过组方配伍或者通过工艺提取活性有效成分来应用

的，并且是有最佳有效剂量范围的。所以提取桑叶

中的黄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类等的活性有效成分

工艺需要进一步探索改进和精益。而有关桑叶发挥

抗肿瘤作用机制的活性有效成分的组成及结构的研

究还尚不完善，等待着更多学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与验证。本文浅述了近年来桑叶的活性成分与药理

研究进展，也期望为后续开展桑叶研究的相关工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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