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８１２７４１８８）
通信作者：肖培根，Ｔｅｌ：（０１０）５７８３３１６６，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ｐｇ＠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中国别样茶与慢病防治

许利嘉１，２　姜保平１，２　何春年１，２　肖　伟１，２　彭　勇１，２　肖培根１，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９４；２教育部中草药物质基础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摘要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饱受慢性疾患的困扰，同时，随着现代理念的提升，人们的健康意识也在逐
步加强。近年来，除超级水果和蔬菜之外，茶饮在慢病防治方面不仅开始被广大群众接受，也倍受科学家们的关注。对民

间长期饮茶经验的调查发现，茶饮在调整机体代谢不平衡、保持身心健康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往往对某些慢性疾患产生较

好的预防甚至治疗的作用。文章针对中国别样茶与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防治作用结合课题组的研究进展作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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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２０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和生活方

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患病率急剧

上升。因此，寻找经济有效的方法用于慢性疾病的

预防及控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针对中国别样茶在

防治慢病的前景进行综述。

１　在慢病防治过程中，别样茶是一类很好的研究对象
影响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常见慢性病主要

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等。慢性病发生和流行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伴随工业

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

快速上升，且逐步年轻化，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慢性病病程长、流行广、费用贵、致残致死率高。慢

性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我国总死亡的８５％，导致
的疾病负担已占总疾病负担的７０％，是群众因病致
贫返贫的重要原因，若不及时有效控制，将带来严重

的社会经济问题［１］。

随着现代人理念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注重养

生问题，即通过调整饮食的方式来预防疾病的发生。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饮是颇受欢迎的一种方式，

不少人通过日常饮茶来达到防三高的目的，已有科

学报道证实，茶多酚能够预防高脂饮食引起的代谢

紊乱和体重增加，也能够有效调节肝脏的糖脂代谢。

在我国，习俗上茶是指山茶科的植物（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位居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而在我国民间
尚有许多不属于山茶属的植物，在当地作为“茶”来

饮用，饮用历史悠久并且沿用至今，我们称其为别样

茶（Ｎｏ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Ｔｅａ）。别样茶是我国茶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

别样茶富含多酚类化合物，包括黄酮、酚酸、鞣质等，

在抗氧化、抗衰老，调节糖脂代谢，抑制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肿瘤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效果［２５］。因

此，别样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防治慢性代谢性

疾病的有利武器，比如民间常饮用苦丁茶降压减脂，

饮用青钱柳降低血糖，喝苦津茶治疗肿瘤等［６９］。

２　中国别样茶改善代谢综合征的初步进展
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是以糖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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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损、高血压、血脂异常、腹型肥胖为主要内涵，以

胰岛素抵抗（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Ｒ）为共同基础，以
代谢性疾病集结为临床特点的一组严重影响人类健

康的临床症候群。事实上自 Ｒｅａｖｅｎ在１９８８年美国
糖尿病学会上的特别讲演中启用“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Ｘ”命名
以来，ＭＳ的观点被正式引入医学领域。Ｒｅａｖｅｎ清
楚指出：“数种危险因素即血脂异常、高血压和高血

糖常集簇存在，将它们称之为‘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Ｘ’，被认为
是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其基本病理生理机制为

胰岛素抵抗”［１０］，强调了胰岛素抵抗的作用。１９９８
年ＷＨＯ专家报告提出以“代谢综合征”命名的工作
定义，在其诊断要求中也强调了 ＩＲ的核心作用［１１］，

即要求有糖调节损害或糖尿病。ＩＲ是胰岛素作用
的主要靶器官组织对一定剂量的胰岛素所产生的生

理效应低于正常水平的一种状态，是 ＭＳ的核心，可
诱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血糖异常、血脂紊乱

等疾病或生理紊乱状态，是人类健康的重大杀手。

ＩＲ是多因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引起的胰岛素受体
及受体后缺陷所致。

近年来由于对胰岛素抵抗的病理生理认识的深

化，特别是对与胰岛素抵抗相关联的心血管并发症

多种危险因素的认识，使人们对胰岛素抵抗防治的

认识发生了从以降糖治疗为主到全面防治心血管病

危险因素的策略性更新。目前对胰岛素抵抗的防治

是以胰岛素抵抗为靶点的综合治疗，认为从防治胰

岛素抵抗及其派生出的糖脂代谢紊乱入手，可防治

多种疾病。综合治疗方式是较为有效的治疗模式，

饮食治疗、运动治疗、减肥、降血糖、降血压及纠正脂

代谢紊乱等，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药物疗法。本课题

组前期对别样茶进行文献检索，整理后发现，其中具

有改善代谢综合征潜力的别样茶主要有以下１７种
（表１）。

表１　具有调节糖脂代谢功能的别样茶

茶名 植物拉丁名 主要成分类型 主要功效

藤茶［７４７６］ Ａｍｐｅｌｏｐｓｉｓｇｒｏ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ｔａ 黄酮 降糖降脂

大叶苦丁茶［７２，７７８３］ Ｉｌｅｘ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Ｉｌｅｘｋａｕｓｈｕｅ 黄酮、三萜、皂苷 降糖降脂

小叶苦丁茶［７３］ 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ｒｏｂｕｓｔｕｍ 萜类、苯丙素、黄酮 降脂

老鹰茶［８４８７］ Ｌｉｔｓｅａｃｏｒｅａｎａ 黄酮 降糖降脂

多穗柯甜茶［８８，８９］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ｌｉｔｓｅｉｆｏｌｉｕｓ 黄酮、萜类 降糖

青钱柳［９０９２］ Ｃｙｃｌｏｃａｒｙａｐａｌｉｕｒｕｓ 萜类、多糖、黄酮 降糖降脂

黄芩茶［１１，９３］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 黄酮 降糖降脂

虫茶［９４，９５］ ／ 氨基酸、黄酮 降糖降脂

罗布麻茶［９６，９７］ Ａｐｏｃｙｎｕｍｖｅｎｅｔｕｍ 黄酮、黄烷类 降脂

广西甜茶［９８］ Ｒｕｂｕｓｓｕａｖｉｓｓｉｍｕｓ 甜茶素、黄酮、酚酸 降糖降脂

菊花茶［９９，１００］ Ｄｅｎｄｒａｎｔｈｅｍａｍｏｒｉｆｏｌｉｕｍ 黄酮、挥发油 降脂

连翘叶茶［１０１］ 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 苯乙醇及其苷类 降糖降脂

湖北海棠［１０２］ Ｍａｌｕｓｈｕｐｅｈｅｎｓｉｓ 黄酮 降糖

食凉茶［１０３］ Ｃｈｉｍｏｎａｎｔｈ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ｓ 黄酮、挥发油 降脂

枸杞叶茶［１０４１０６］ Ｌｙｃｉ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黄酮 降糖降脂

山绿茶［１０７］ Ｉｌｅｘｈａｉ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黄酮、萜类 降脂

金银花茶［１０８，１０９］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黄酮、萜类 降脂

　　本节在文献调查结合课题组工作的基础上，重
点对以下几种中国别样茶改善代谢综合征作用进行

总结。

２１　藤茶　藤茶总黄酮对链脲佐菌素致糖尿病大
鼠有降糖作用，提高血清中ＳＯＤ活性，降低ＭＤＡ含
量，对血脂（ＴＣ、ＴＧ）也有降低趋势，并可提高血清
中胰岛素水平［２，１２］。藤茶主要成分的二氢杨梅素在

一定剂量范围内能降低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的血

糖，对葡萄糖、肾上腺素引起的高糖模型小鼠也有明

显的降糖效果，能减轻链霉素糖尿病大鼠的高血糖

反应，增加血清中胰岛素水平［１３１４］。藤茶中茶多糖

可通过清除自由基起到保护和恢复胰岛 β细胞的

功能，从而降低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大鼠的血糖水

平［１５］。藤茶多糖 ＡＳＰＳ可与 α葡萄糖苷酶结合而
起到降血糖的作用［１６］。藤茶总黄酮及二氢杨梅素

能减低小鼠血脂，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减轻高脂对

肝细胞的损伤作用［１７］。本课题组的体外细胞研究

表明，不同浓度藤茶提取物能够明显改善 ＨｅｐＧ２细
胞的胰岛素抵抗状态，显著降低胰岛素抵抗细胞内

ＭＤＡ及 ＬＡ水平，提高 ＳＯＤ及 ＣＡＴ活性，没食子
酸、二氢槲皮素和杨梅苷能显著降低细胞内的 ＲＯＳ
水平，二氢杨梅素、没食子酸、二氢槲皮素、杨梅素和

杨梅苷均能明显增加胰岛素抵抗 ＨｅｐＧ２细胞 ＳＯＤ、
ＣＡＴ的活性，降低 ＭＤＡ水平。提示藤茶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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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及提

高细胞内抗氧化酶的活性来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

伤，增加细胞的抗氧化功能，减轻细胞的氧化应激，

从而预防胰岛素抵抗［１８１９］。

２２　苦丁茶　海南苦丁茶水提物能显著降低四氧
嘧啶糖尿病小鼠的血糖值［２０２１］。苦丁茶中含有的

萜类化合物能通过抑制乙酰辅酶 Ａ胆固醇酰基转
移酶（ＡＣＴＣ）的活性从而抑制胆固醇的肠道吸
收［２２］，苦丁茶冬青皂苷能显著降低血浆总胆固醇，

效果与阿托伐他汀组药效相似［２３］。大叶冬青茶及

苦丁茶老叶水煎剂能降低高血脂小鼠 ＴＣ、ＴＧ和
ＨＤＬＣ水平［２０，２４２９］。小叶苦丁茶提取物有降低高

脂血症大鼠血脂水平及肝 ＭＤＡ的作用；降血脂特
点表现在可明显降低血清 ＴＧ含量。小叶苦丁茶能
明显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和肝脂水平，可使异常

升高的血清三酰甘油（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肝 ＴＧ分别下降 ５７％、
３６％、２４％和３７％，对血液 ＴＧ水平的降低尤其明
显［３０］。小叶苦丁茶还可明显减轻Ｃ５７ＢＬ／６Ｊ肥胖小
鼠体重、脂肪重量、Ｌｅｅｓ指数，减小脂肪细胞体积，
并可明显改善由肥胖导致的胆固醇代谢紊乱，脂肪

组织 ＤＧＡＴ、Ｌｅｐｔｉｎ、肝脏 ＣＹＰ７Ａ１表达的改变是
ＬＲＴＧ减肥和降脂作用的主要机制［３１］。小叶苦丁茶

的主要有效成分 Ａｃｔ可改善脂肪细胞内脂质堆积，
明显抑制成熟脂肪细胞 ＴＧ合成及其代谢过程，并
具有量效关系。我们认为Ａｃｔ通过调节体脂水平改
善血脂代谢，可能是其发挥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的

环节之一。

２３　老鹰茶　老鹰茶总黄酮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
用，可降低正常小鼠的血糖值，显著对抗由肾上腺素

引起的小鼠血糖升高，显著降低链脲佐菌素致糖尿

病大鼠模型的血糖和血清ＴＣ、ＴＧ、ＬＤＬＣ，同时升高
血清ＨＤＬＣ，其机制与促进胰岛素分泌和调节脂质
代谢紊乱有关［３２］。进一步研究发现，老鹰茶总黄酮

具有较好的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的

作用，其机制与调节脂质代谢、显著降低血清 Ｌｅｐｔｉｎ
水平及降低２型糖尿病大鼠肝脏中的蛋白酪氨酸磷
酸１Ｂ（ＰＴＰ１Ｂ）的表达，增强胰岛素信号通路有
关［３３３５］。

２４　多穗柯甜茶　多穗柯总黄酮能显著降低链脲
佐菌素或四氧嘧啶致高血糖大小鼠模型的空腹血

糖，提高大鼠和小鼠的糖耐量［３６］，调节Ⅱ型糖尿病
老鼠的血糖、糖基化血清蛋白、ＴＣ、ＴＧ、ＭＤＡ和 ＳＯＤ
的水平并有效干预肝功能衰减。多穗柯不同提取部

位对ＨｅｐＧ２细胞糖消耗无显著影响，除氯仿部位、
乙酸乙酯部位及水部位低浓度组（６２５及１２５μｇ／
ｍＬ）外，其余各部位均能提高胰岛素抵抗的 ＨｅｐＧ２
细胞的葡萄糖消耗，改善 ＨｅｐＧ２细胞的胰岛素抵
抗［３７］。多穗柯黄酮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包括调节血

脂和抗氧化途径，达到治疗糖尿病的作用。多穗柯

甜茶叶中的黄酮主要成分根皮苷可以促进葡萄糖的

外排分泌、降低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使糖尿病动物

的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恢复，而不发生低血糖不良反

应，同时，对正常动物的胰岛素作用没有影响［３８４０］。

此外，多穗柯中的另一个黄酮类成分三叶苷对 α葡
萄糖苷酶有强的抑制效果，而对 α淀粉酶的抑制效
果比较弱，说明在处理餐后高血糖上，三叶苷是一个

有效的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４１］。

２５　青钱柳　青钱柳不同萃取部位能够增加胰岛
素抵抗ＨｅｐＧ２细胞的糖消耗，改善胰岛素抵抗［４２］。

青钱柳水提取物能够降低糖尿病小鼠空腹血糖，降

低ＴＧ水平，推测其可通过抑制胰脂肪酶的活性从
而达到控制脂质吸收的目的［４３４４］。青钱柳多糖对

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有降血糖作用［４５］。青钱柳

黄酮类成分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的空腹血糖，具

有很强的降血糖活性且可以非竞争性抑制的方式迅

速与酶结合［４６］。

２６　其他　湖北海棠叶水煎剂对肾上腺及四氧嘧
啶致高血糖模型小鼠的血糖有显著降低作用［４７］。

枸杞叶茶水煎剂可显著降低四氧嘧啶致糖尿病小鼠

血糖［４８］，黑果枸杞叶对高血脂症小鼠的 ＴＧ、ＴＣ和
ＬＤＬ均有明显降低作用，并能升高ＬＤＬ［４９］。

另外，本课题组在研究两色金鸡菊茶饮对高糖

高脂饮食（ＨＦＤ）诱导的大鼠胰岛素抵抗的预防作
用，发现两色金鸡菊茶饮具有预防 ＨＦＤ诱导 ＩＲ的
效果，并分别从血清生物化学、组织病理学和肝脏代

谢水平进行证实。首次利用 ＬＣＭＳ技术，从代谢方
面阐释了ＨＦＤ对大鼠肝脏中代谢底物的影响及两
色金鸡菊茶饮对 ＨＦＤ饮食大鼠相关代谢底物变化
的干预作用。同时使用识别模式和路径分析的方法

预测了两色金鸡菊茶饮预防ＨＦＤ大鼠ＩＲ的主要代
谢网络，这些网络不仅有助于揭示ＩＲ的复杂发病机
理，而且能为目前的干预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同

时，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和 ｑＰＣＲ分别揭示两色金鸡菊
茶饮通过调节糖异生和三羧酸循环关键酶的ｍＲＮＡ
或蛋白水平而维持肝脏糖代谢平衡。此外，我们在

实验中发现大鼠肝脏中有许多未知代谢物的上调或

下调，对这些未知代谢底物进行分析和鉴定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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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ＩＲ或２型糖尿病相关的新的代谢通路，为 ＩＲ
及与之相关的代谢综合征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５０］。

３　中国别样茶防治肿瘤的主要进展
几千年来，传统医药和饮食疗法一直被广泛用

于癌症治疗［５１］。在长期民间实践中，大量的抗癌草

药和许多相关处方已经被筛选用于治疗和预防各种

癌症［５２］。有超过 ４００种传统中草药与抗癌有
关［５１］。其中绿茶、红茶和普洱茶等一批茶饮植物近

年来颇受关注，大量研究表明其中的茶多酚、黄酮和

酚酸等成分对多种癌症有明确的预防和治疗效果。

作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调查整理发现［５３］，中国别样

茶大多含有植物多酚类成分，特别是黄酮、鞣质和酚

酸等成分含量较高。这些成分已经或多或少有抗肿

瘤的活性报道，黄芩苷、二氢杨梅素、没食子酸和迷

迭香酸等成分的抗肿瘤作用研究较多，而其他很多

成分的活性尚未深入研究。目前已经挖掘和整理的

３０多种别样茶中，大部分具有抗肿瘤作用，其中菊
花茶、野菊花茶、决明子茶、大（小）叶苦丁茶、金银

花茶、绞股蓝茶和罗布麻茶等７种别样茶为常见品
种，文献多有报道［５３］。而近年来研究发现，黄芩茶、

藤茶、九节茶、石崖茶、悬钩子甜茶、黄杞甜茶、香风

茶、药王茶、青钱柳茶、山绿茶和连翘叶茶均有很好

的抗肿瘤效果。我们团队在研究中也发现，苦津茶

对直肠癌具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已有报道显

示苦津茶主要成分化合物 ＧｉｎｎａｌｉｎｓＡＣ对对人类
结肠癌（ＨＣＴ１１６）和乳腺癌细胞（ＭＣＦ７）具有抑制
增生作用，其机制可能是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

停滞［５４］。

４　小结与展望
别样茶作为一种天然饮品，是介于药用和食用

的一个独特的范畴，历史悠久，长期的饮用历史已显

示其可靠的安全性和确切的有效性。现代研究结果

证明别样茶有很好的调节糖脂代谢的功效，别样茶

所含有的植物多酚具有的抗氧化和抗肿瘤作用表明

中国别样茶在癌症防治方面具有良好的潜力，这些

都符合慢性代谢性疾病主要通过饮食来预防和调节

的特点，在预防和辅助治疗慢性代谢疾病上具有较

好开发潜力，值得深入开发和系统地研究。

别样茶中的黄酮及多酚类成分调节糖代谢的作

用基本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认可，但目前还有相

当多的别样茶种类尚未做过相关研究，已有的文献

报道大多没有系统的化学成分研究，研究主要停留

在粗提物上，对于有效成分的探索还比较缺乏。此

外，各种别样茶调节糖脂代谢，改善代谢综合征以及

预防肿瘤的机制尚不清楚。现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

体外细胞筛选以及体内实验初级阶段，通过建立动

物模型、给药、检测相关指标初步探究别样茶调节糖

脂代谢的活性，而体外大多通过 α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和ＰＴＰ１Ｂ抑制剂高通量筛选模型作为初步探究
的靶点，少有细胞水平及分子水平的研究。因此，对

于别样茶防治慢病还有很广阔的未知空间等待我们

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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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郑姣，黄薇，刘国庆，等．苦丁茶冬青皂苷对ＡｐｏＥ基因缺陷小鼠

高胆固醇血症致肾脏损害的保护作用［Ｊ］．中国新药杂志，

２００９，１８（５）：４２９４３３，４６３．

［２４］王亚楠，唐丽，洗勋德，等．苦丁茶总苷明显降低高胆固醇血症

载脂蛋白Ｅ基因敲除小鼠胆固醇水平［Ａ］．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第八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论文集［Ｃ］．中国病理生

理学会，２００５：１．

［２５］屠鹏飞，唐丽，刘国庆，等．苦丁茶冬青的化学成分及其降血脂

作用研究［Ａ］．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五届学术年会论

文摘要集（下册）［Ｃ］．中国化学会，２００６：２．

［２６］宋成武．苦丁茶的降血糖活性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Ｄ］．

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

［２７］潘慧娟，廖志银，应奇才，等．苦丁茶大叶冬青的降脂作用研究

［Ｊ］．茶叶科学，２００４，２４（１）１：４９５２．

［２８］符翠莉，蒙大平，荣延平，等．苦丁茶老叶水提取物降血脂作用

实验研究［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５）：２４４２４５．

［２９］周志文，宋成武，王松笛，等．海南苦丁茶的降血糖作用研究

［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１，２２（１０）：２３８０２３８１．

［３０］高南南，杨润梅，贺震旦，等．紫茎女贞总苷对膳食诱导大鼠高

脂血症的影响［Ｊ］．中药材，２００９，３２（７）：１１１４１１１６．

［３１］ＹａｎｇＲＭ，ＬｉｕＦ，ＨｅＺＤ，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ｂｅｓ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ｈｅｎｙｌｐｒｏ

ｐａｎｏｉｄ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ｆｒｏｍＬｉｇｕｓｔｒｕｍｒｏｂｕｓｔｕｍＢｌｕｍｅｉｎｆａｔｔｙｄｉｅｔｆｅｄ

ｍｉｃｅｖｉａ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ｌｅｐｔｉｎ［Ｊ］．Ｊ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６９）：

４５９４６５．

［３２］吕雄文，李俊，邹宇宏，等．老鹰茶总黄酮降血糖作用的实验研

究［Ｊ］．中国中医药科技，２００８，１５（２）：１１９１２１．

［３３］孙玉秀，鲁云霞，汪凌云，等．豹皮樟总黄酮降低２型糖尿病大

鼠血糖的可能机制研究［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０，３０

（６）：６１７６２１．

［３４］吕雄文，李俊，金涌，等．豹皮樟总黄酮对高脂血症大鼠胰岛素

抵抗的改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Ｊ］．中药材，２００９，３２（１０）：１５６８

１５７１．

［３５］ＬｕＹ，ＺｈａｎｇＱ，ＬｉＪ，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ｆｒｏｍＬｉｔｓｅａＣｏｒｅａｎａｌｅｖｅｏｎＦａｔＦｅｄ，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ｔｏｃ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ｙｐｅ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３８（４）：７１３７２５．

［３６］韦宝伟，李茂，李伟芳．多穗柯总黄酮的降糖作用［Ｊ］．内科，

２００８，３（４）：５１０５１２．

［３７］潘慧敏，何春年，姜保平，等．多穗柯乙醇提取物不同萃取部位

及５个主要成分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胰岛素抵抗改善作用的研究

［Ｊ］．中南药学，２０１５，１３（６）：５７０５７４．

［３８］董华强，宁正祥，于立静，等．多穗柯黄酮根皮苷对糖尿病小鼠

的降血糖血脂效果［Ｊ］．食品科学，２００６，２７（１２）：７１４７１８．

［３９］ＲｏｓｓｅｔｔｉＬ，ＳｈｕｌｍａｎＧＩ，ＺａｗａｌｉｃｈＷ，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ｈｙｐｅｒ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ｏｎｉｎｖｉｖｏｉｎｓｕｌｉｎ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ｅｃｔｏｍｉｚｅｄ

ｒａ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４）：１０３７１０４４．

［４０］ＤｕｄａｓｈＪｒ．Ｊ，ＺｈａｎｇＸ，ＺｅｃｋＲＥ，ｅｔａｌ．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ｌ

ｃｏｎｅｓ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ｄｉｕｍ 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２

（ＳＧＬＴ２）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Ｊ］．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２０）：５１２１５１２５．

［４１］ＤｏｎｇＨ，ＬｉＭ，ＺｈｕＦ，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ｉｎｆｒｏｍ

ＬｉｔｈｏｃａｒｐｕｓｐｏｌｙｓｔａｃｈｙｕｓＲｅｈｄａｇａｉｎｓｔα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ａｎｄαａｍｙｌａｓｅ

ｌｉｎｋｅｄｔｏ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Ｊ］．Ｆｏｏ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２）：２６１２６６．

［４２］潘慧敏，许利嘉，彭勇，等．青钱柳对 ＨｅｐＧ２细胞胰岛素抵抗改

善作用的研究［Ｊ］．世界临床药物，２０１５，３６（７）：４４７．

［４３］王晓敏，舒任庚，蔡永红，等．青钱柳水提液对糖尿病小鼠胰岛

细胞的保护作用［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０，２１（１２）：３１４６３１４７．

［４４］徐明生，沈勇根，吴海龙，等．青钱柳水提物降血糖作用的研究

［Ｊ］．营养学报，２００４，２６（３）：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４．

［４５］李磊，谢明勇，易醒．青钱柳多糖降血糖作用研究［Ｊ］．中药材，

２００２，２５（１）：３９４１．

［４６］杨武英，上官新晨，徐明生，等．青钱柳黄酮对 α葡萄糖苷酶活

性及小鼠血糖的影响［Ｊ］．营养学报，２００７，２９（５）：５０７５０９．

［４７］公丕军，杨明仁，贺可娜，等．湖北海棠叶治疗２型糖尿病疗效

观察［Ｊ］．实用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１，７（４）：３４３５．

［４８］吕海英，林丽，潘云，等．黑果枸杞叶总黄酮抗氧化和降血脂成

分测定［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３

４８．

［４９］魏智清，王吉军，谈永萍．枸杞叶（芽）茶降血糖作用小鼠实验研

究［Ｊ］．农业科学研究，２０１２，３３（３）：１３．

［５０］Ｊｉａｎｇ，Ｂ．，Ｌｅ，Ｌ．，Ｗａｎ，Ｗ．，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ｌｏｗｅｒｔｅａＣｏｒｅｏｐｓｉｓｔｉｎｃｔｏｒ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ｈｅｐａｔｉｃ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ｒａｔｓ

ｆｅｄａ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５６（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５１］ＣａｉＹＺ，ＬｕｏＱ，ＳｕｎＭ，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ｌｉｃ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ｏｆ１１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Ｊ］．ＬｉｆｅＳｃｉ，２００４（７４）：２１５７２１８４．

［５２］柏巧明，吴赵云，顺庆生，等．抗肿瘤中草药精选原色图谱［Ｍ］．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３］何春年，彭勇，肖伟，等．中国别样茶防治癌症的可行性探讨

［Ｊ］．中国现代中药，２０１３，１５（１）：１８．

［５４］ＡｎｔｏｎｉｏＧＳ，ＬｉＹＬ，ＮａｃｉｎｄｒａＰ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ｐｌｅ（Ａｃｅｒ）ｐｌａｎｔｐａｒ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ｏｎ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ｔｕ

ｍｏｒｉｇｅｎｉｃａｎｄｎｏｎｔｕｍｏｒｉｇｅｎｉｃｃｏｌｏｎｃｅｌｌｓ［Ｊ］．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２

（７）：９９５１００２．

（２０１５－０６－２９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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