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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质量控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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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药材茯苓是真菌茯苓［Poria cocos（Schw）Wolf］的干燥菌核，来源于多孔菌科，是药食两用类中

药，其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较多，现已在临床应用广泛。现对茯苓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质量控制

研究进行综述。发现茯苓主要化学成分为三萜类、二萜类、甾醇类、多糖类以及其他类化合物，其中研究

最多的是三萜和多糖类化合物。茯苓的药理作用体现在机体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泌尿系统、消化系

统、中枢神经、免疫系统等，具有利尿、抗炎、镇静催眠、抗衰老等多种药理作用。质量控制方面，大部分

文献报道主要集中于茯苓的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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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茯苓是真菌茯苓［Poria cocos（Schw）Wolf］
的干燥菌核，来源于多孔菌科［1］，具有很强的寄生性，

常寄生于松科植物赤松和马尾松等植物的根上，性味

甘、淡、平，主入心、肾、肺、脾，可利水消肿、健脾宁心，

临床主要治疗水肿、痰饮、心悸等［2］，因其用药部位不

同，将加工后的茯苓分为赤茯苓、白茯苓、茯苓皮以及

茯神四种，炮制后的茯苓分为茯苓皮、茯苓块、茯苓粉、

赤茯苓、朱茯苓、炒茯苓和茯苓片。宋代《开宝本草》

《图经本草》对茯苓记载为赤和白两种［3-4］，《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中则为白茯苓、赤茯苓、茯神、茯苓皮，《绍兴

本草》中将茯苓和茯神分列为两药［5］。明代《本草集

要》在“白色者补，赤色者利”基础又加上了“赤者破结

气，如小便多及汗多、阴虚者不宜服”［6］。《神农本草经》

把茯苓也叫“茯菟”，这个别称来源于“上有菟丝，下有

茯苓”。在《史记·龟策列传》也把茯苓称作“伏灵”。明

清以前，茯苓就被广泛使用和记载，《本草图经》载茯苓

可以经常服用，“补益殊胜”，但此书没有记载调中止泻

和敷疮毒的作用，而在《本草拾遗》中则增加了这两个

功用。明清时期，《滇南本草》指出茯苓可以祛风湿、通

利关节，《本草纲目》中记载“治拘挛骨痛”，《万病回春》

中载有茯苓的养血汤药方，茯苓可与肉桂、当归等同

用。另外许多民间偏方中也有茯苓，以《浙江常用民间

草药》为例，将茯苓刮去外皮并称取半斤，加上猪肉一

起炖烂，分多次服用，可以治疗风湿骨痛。现代研究发

现茯苓可用于银屑病、抗肿瘤等，茯苓与天冬、麦冬等

药材配伍后可以制成扶正养阴汤，对原发性支气管癌

有很好的疗效［7］。

1 化学成分

1. 1 萜类化合物

现在从茯苓中分离得到的三萜类化合物共有

50余种，多数为四环三萜类化合物［8］。有 6种基本物

质骨架，分别是羊毛甾－7，9（11）－二烯型、7，8－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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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甾烷型、开环羊毛甾烷型、羊毛甾烷型、齿孔甾烷

型和开环齿孔甾烷型。其中报道具有活性的共有

18个，主要分为 7种［9-10］，包括羊毛甾－7，9（11）－二烯

型三萜、齐墩果烷型三萜、羊毛甾－8－烯型三萜、三环

二萜类、3，4－开环－羊毛甾－8，11－烯型三萜、3，4－
开环－羊毛甾－8－烯型三萜和羊毛甾－8－烯型三

萜。董远文［11］利用柱层析薄层以及高效液相方法分离

纯化茯苓得到去氢土莫酸等 7种化合物；易中宏［12］通

过分离茯苓三萜化合物得到茯苓酸和猪苓酸 C；王利

亚等［13］通过乙醚、乙醇萃取茯苓并经光谱分析找到了

β－香树脂醇乙酸酯，目前该物质为首次发现；杨鹏飞

等［14］经发现茯苓中存在一些新的化学成分，例如齐墩

果酸以及齐墩果酸乙酸酯等。

目前从茯苓中得到的二萜类化合物为数不多，包

括去氢松香酸甲酯［15］以及 7－oxo－15－hydroxydehy－
droabietic acid、dehydroabietic acid methylester［15-17］。
1. 2 多糖类

根据其多糖结构，茯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

链为 β－（1→3），附属结构为 β－（1→6）的葡聚糖支

链，另一类是以甲基戊糖、五碳醛糖、甘露糖、半乳糖等

多种糖类构成［18］。目前报道的 11个多糖成分中，有

D－Glucan类均多糖和杂多糖，杂多糖成分中含有果

糖等成分，多为1→3连接［19］。

1. 3 其他类化合物

包括麦角甾醇［20］、麦角甾醇过氧化物（1）［21］等。还

有 L－尿苷、柠檬酸三甲酯、胡萝卜苷［22］。金属元素

钙、镁、铜等和挥发油如苯甲醛、戊基呋喃等以及氨基

酸、脂肪等其他成分。

2 药理作用

2. 1 利尿作用

茯苓的利尿作用具有特异性。所谓特异性，其原

理是收集体内多余的水分通过肾脏代谢排出体外［23］。

茯苓利尿的有效成分是茯苓素，是一种四环三萜类化

合物。宁康健等［24］通过对家兔注射不同剂量的茯苓水

煎醇沉液，发现茯苓对家兔有正向的利尿作用。

2. 2 保肝作用

通过文献查阅发现，茯苓中起保肝作用的成分是

羧甲基茯苓多糖［25］。段会平等［26］研究羧甲基茯苓多糖

在 2. 2. 15细胞株培养中抗乙型肝炎病毒的作用，发现

此成分疗效高于临床的抗病毒的阿昔洛韦，证实了羧

甲基茯苓多糖具有保肝的作用。陈春霞［27］通过小鼠实

验也证实了茯苓中的羧甲基茯苓多糖具有保肝作用。

张先淑等［28］通过研究茯苓三萜对小鼠的肝损伤的作

用，发现与模型组相比茯苓三萜治疗组能够显著降低

小鼠血清中天冬氨酸转氨酶（AST）、丙氨酸转氨酶

（ALT）活性，这表明茯苓三萜也是茯苓保肝的有效成

分之一。

2. 3 抗炎作用

茯苓可以治疗不同动物模型下的急性或慢性炎

症，其抗炎效果认可度极高。汪电雷等［29］研究茯苓总

三萜对急慢性炎症的抑制作用，发现茯苓总三萜对二

甲苯诱导的小鼠肿胀等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侯安继

等［30］发现，茯苓多糖对二甲苯引发的小鼠急性炎症和

无菌棉球引发的大鼠慢性炎症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表明茯苓多糖也是茯苓的抗炎作用成分之一。

2. 4 胃肠功能作用

茯苓的水浸剂可以防止大鼠实验性胃溃疡，可以

松弛家兔的离体肠肌，研究表明茯苓三萜及其衍生物

可抑制无水硫酸铜导致的呕吐［31］。茯苓配伍甘草，可

以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动物实验表明其体内 5－羟

色胺含量增加，胃肠蠕动明显加快，改善了大鼠的功能

性消化不良［32］。

2. 5 免疫功能作用

邓媛媛等［33］发现茯苓调节免疫功能的有效成分为

三萜类、水溶性多糖以及酸性多糖，课题组发现无论是

茯苓醇提物质还是水溶性或者碱溶性部位，这些部位

对小鼠内腹腔吞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和指数均有促进

作用，血清内含有的免疫因子 IL－2和TNF－α也有所

增加。张秀军等［34］通过实验发现，小鼠脾淋巴细胞增

殖可通过羧甲基茯苓多糖静脉注射和体外给药实现，

该方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巩固淋巴和巨噬细

胞功能，以提高免疫作用。另外，茯苓中三萜、水溶性

多糖以及酸性多糖成分都可以改善免疫功能，使小鼠

血清中免疫因子增加［35］。

2. 6 镇静作用

李明玉等［36］发现，高剂量茯苓水提液能明显增加

小鼠睡眠时间和小鼠入睡天数，具有明显镇静催眠作

用。游秋云等［37］发现，茯苓、茯神等无直接催眠作用，

但其水煎液具有协同戊巴比妥钠的中枢抑制作用，进

一步验证了茯苓水煎液的镇静催眠作用。赵天国［38］通

过设立空白对照、阳性对照以及茯苓多糖高、中、低三

个剂量组来观察茯苓多糖对小鼠的镇静催眠作用，结

果发现茯苓多糖高、中、低三个剂量组协同本巴比妥作

用后均不同程度增加了小鼠的睡眠持续时间，抗惊厥

率也不同程度地增加，可见茯苓多糖对小鼠有明显的

镇静催眠作用。

2. 7 抗肿瘤作用

恶性肿瘤作为当今危害人体健康的疾病之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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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防治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了关键问题。中医学认为，

肿瘤的成因是机体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所致。茯

苓药性温和，功能利水渗湿、宁心安神，又可扶正祛邪。

研究表明，硫酸化茯苓多糖能增强对NK细胞的杀伤

活力，增殖淋巴细胞，增强机体特异性免疫功能，达到

抗肿瘤的效果［39］。蒋瑜［40］经过实验发现，茯苓中茯苓

醇可以抗乳腺癌，药理实验验证了小鼠的肿瘤在茯苓

醇的作用下增长变缓，最终降低了肿瘤的重量，对肿瘤

小鼠肝肾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林嘉［41］通过对茯苓总

三萜诱导人结肠癌RKO细胞凋亡的研究，发现茯苓可

以抑制细胞的增殖反应（代谢活力），其机制大概与诱

导肿瘤细胞凋亡有联系，其途径主要是线粒体凋亡途

径，表明茯苓三萜在结肠癌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宋波等［42］研究茯苓多糖和修饰的羧甲基茯苓多糖

的抗肿瘤活性，并采用MTT法测定茯苓多糖和羧甲基

茯苓多糖对人肝癌细胞HepG－2的毒性反应，结果发

现两种成分均对肝癌细胞有抑制作用，其中羧甲基多

糖对肝癌细胞抑制作用更强，证明了茯苓中羧甲基茯

苓多糖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

2. 8 抗衰老作用

侯安继等［30］观察茯苓多糖对正常小鼠与老龄小鼠

抗寒和抗疲劳实验的影响，结果证明了茯苓多糖可以

减缓小鼠衰老。天然的茯苓酸是一种三萜类化合物，

中草药茯苓、灵芝等中均含有此成分，可升高肺成纤维

细胞的细胞毒性，增加自噬相关蛋白表达能力，可以减

慢衰老［43］。

2. 9 降血脂作用

李景辉等［44］研究茯苓和维生素对单纯性肥胖大鼠

体重及血脂影响，发现肥胖大鼠体质量在茯苓的作用

下明显降低，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其体内甘油三酯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指标看出，给药后均有所下

降，这一发现证明了茯苓具有减肥和降脂的作用，今后

可以进行相关减肥和降脂的药物研发。郑彩云［45］给四

氧嘧啶诱导糖尿病模型大鼠灌胃茯苓多糖，观察灌胃

后 5、15、30 d后血糖浓度以及肝脏中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的含量，结果发现茯苓多糖可减缓实验大鼠体质量

负增长，丙二醛含量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升高，

和模型组差异较大，可以降低大鼠的血糖，与处理浓度

时间呈正相关，几乎不影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含

量，说明茯苓多糖有降血糖和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杨

瑾等［46］用验证茯苓胞外多糖在一定浓度下可促进高胰

岛素抵抗HepG2细胞葡萄糖消耗速率，并对此浓度具

有依赖性，其团队还发现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优于单

独使用茯苓胞外多糖。

2. 10 其他作用

茯苓还具有抗病毒抗抑郁、抑菌作用等作用，羟甲

基化多糖对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等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47］。陈可琢等［48］以慢性不可预

知温和应激结合孤养模式为大鼠建模，用低、中、高

（0. 1、0. 3、0. 5 g/kg）剂量的茯苓酸性多糖给大鼠灌胃

14 d，实验显示高、中、低三种剂量均可一定程度上抵

抗抑郁，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神经递质和NLRP3炎
症小体信号通路有关。别蒙等［49］探究取代度不同的

CMP的抑菌状况，结果发现，取代度越大，CMP对食源

性致病菌的抑制越好，与革兰阴性菌比较，革兰阳性菌

抑菌能力要高于革兰阴性菌。

3 质量控制研究

3. 1 茯苓药材质量控制

从目前大量的中药临床组方中来看，茯苓的配伍

率已超过 70%，茯苓药材多数依靠药农或公司人工种

植，野生茯苓因为植被破坏而大量减少，这就导致品质

出现差异，因此解决品质问题迫在眉睫［50］。《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茯苓项下只有性状、鉴

别、检查和浸出物，缺少含量测定项，缺乏对药材品质

优劣、质量高低进行判别，不能有效地控制茯苓药材、

饮片及其相关制剂的整体质量［51］。由于其所含成分较

多，影响其质量的因素较多，会影响最终的临床疗效，

因此要找到一种可以全面检测中药材有效成分的检测

方法。

3. 2 茯苓中化学成分的质量控制

万鸣等［52］确立了测定茯苓药材中 7种三萜含量方

法，还比较了不同产地茯苓的不同，结果发现差异不明

显。徐正龙［53］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了存在于

茯苓中的化学成分去氢土莫酸、去氢茯苓酸以及松苓

新酸，方便简便直接，具有很强的准确性，重复性好，可

以用于茯苓的品质管理。田双双等［7］创建了茯苓三萜

类成分包括去氢土莫酸等 10个的特征图谱，具有正相

关性。张冠华等［54］建立了基于UPLC－MS结合代谢组

学方法的同时定性和定量方法，对三萜化合物的四部

分分布进行了解释。

4 小结

茯苓在我国分布范围较广，资源丰富，将中医理

论与现代医学以及药理学相结合在一起，对茯苓的开

发利用有重大意义。而茯苓对泌尿系统、消化系统、

中枢神经、免疫系统等具有一定的药理作用，但部分

药理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需要后续进一步研究。质量

控制方面，现有研究可以从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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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控制，但由于研究指标成分和研究方法不同，导

致所获得的含量测定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下一步应

细化研究指标成分和方法，给茯苓质量控制提供参

考，通过增加含量测定及指纹图谱的方法，更加精确

地控制质量，对茯苓的提取工艺进行优化，以最大程

度提取有效成分，让茯苓镇静催眠、免疫等药理作用

发挥充分，药理学研究应加入细胞、分子或基因等现

代技术，为揭示药效物质基础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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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oria cocos

YE Qing1，LIU Dongsheng2，3，WANG Lanxia2，3*，LIU Jing1，ZHANG Maina1，GAOJiawen 1，ZHU Xujiang2，3
（1.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Lanzhou 730000，China；2. Gansu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Lanzhou 730070，China；3. State Drug Administration－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Control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Decoction Pieces，Lanzhou 730030，China）
【Abstract】Poria cocos is the dry sclerotia of Poria Cocos（Schw）Wolf，which belongs to porous fungi. It has
a dual－purpose both for medication and for diet. It has many effective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linic.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researches on chemical compon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oria coco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s of
Poria cocos include triterpenoids，diterpenes，sterols，polysaccharides and other compounds. Triterpe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are the most studied chemical components of Poria coco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oria cocos are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of the body，mainly concentrated in urinary system，digestive
system，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immune system. It has a variety of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cluding
diuresis，anti－inflammation，sedative hypnosis and anti－aging. In terms of quality control，most of the
literature report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ingerprint and content determination of Poria cocos.
【Key words】Poria cocos；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action；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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