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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荞麦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及体内代谢研究进展

任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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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苦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Ｌ．）Ｇａｅｒｔｎ］中的化学成分因具有降血糖、降血脂以及抗氧化等药理
作用。本文通过ＣＮＫ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研
究与分析，对苦荞麦植物中黄酮类、甾体类、萜类、有机酸类等结构类型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体内代谢方面研

究进展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为进一步合理利用苦荞麦植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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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荞麦［Ｆａｇｏｐｙｒｕｍｔａｔａｒｉｃｕｍ（Ｌ．）Ｇａｅｒｔｎ］又
名鞑靼荞麦，是蓼科荞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作为

一种药食同源植物，具有降血糖、降血脂以及抗氧

化等作用［１］。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苦荞麦，性

味苦、平、寒。有益气力，续精神，利耳目，降气，宽

肠，健胃的作用”。同时苦荞麦也是一种具有丰富

营养价值的小宗杂粮，具有独特的食疗和保健功

能。苦荞麦源于我国，具有丰富的资源，我国有食

用苦荞麦的习惯，被开发成各种具有营养和保健功

能的食品。例如，苦荞麦维夫饼干、麦片、挂面、苦

荞麦茶、冲剂以及糖尿病食疗粉等。糖尿病患者使

用苦荞麦食品可以降低餐后血糖水平，使血糖保持

在正常水平。民间常用苦荞麦来治疗糖尿病，具有

较好的降血糖、降血脂作用。本文从化学成分、药

理作用和体内代谢３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１　苦荞麦中的化学成分

经文献检索，关于化学成分研究表明主要含

有：黄酮类、糖苷类、有机酸类、甾体类、萜类等成

分。

１．１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是黄酮醇及其苷类，主要成

分是芦丁［２］、槲皮素［２］、山奈酚［２］、山奈酚３Ｏ芸
香糖苷［２］、异山奈酚［３］、槲皮素３βＤ芸香糖３′
Ｏβ葡萄糖苷［４］、槲皮苷［５］、荭草素［６］、异荭草

素［６］、牡荆素［６］、异牡荆素［６］。在苦荞麦植物中共

发现１１个黄酮类化合物，其中黄酮苷元６个，黄酮
氧苷５个，黄酮碳苷４个，结构式如图１所示。
１．２　酚类化合物

目前发现苦荞麦植物中的酚类物质有４个，分
别为：表儿茶素［７８］、儿茶素［９］、矢车菊素３Ｏ葡萄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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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苷［１０］、矢车菊素３Ｏ芸香糖苷［１０］，结构式如图

２所示。

图１　苦荞麦植物中黄酮类化合物结构式

图２　苦荞麦植物中酚类化合物结构式

１．３　甾体类化合物
甾体类化合物是以环戊烷并多氢菲为母核衍

生的一类化合物，主要包括 Ｃ２１甾类、强心苷类、甾
体皂苷类、植物甾醇类、昆虫变态激素以及胆汁酸

类。目前苦荞麦中已报道的５个甾体化合物主要
是Ｃ２１甾。主要包括：β谷甾醇

［３］、过氧化麦角甾

醇［３］、胡萝卜甾醇［３］、β谷甾醇棕榈酸酯［１１］、豆甾
４烯３，６二酮［１１］，结构式如图３所示。
１．４　萜类化合物

萜类化合物是由异戊二烯或异戊烷以各种方

式连接而成的一类化合物，苦荞麦植物中目前发现

１个萜类化合物为乌苏酸［７，１２］，结构式如图 ４所
示。

图３　苦荞麦植物中甾体类化合物结构式

图４　苦荞麦植物中萜类化合物结构式

１．５　糖苷类化合物
糖苷类化合物是以蔗糖为母核取代有不同数

量的香豆酰基和阿魏酰基而形成的一类化合物，苦

荞麦植物中目前发现糖苷类化合物有９个，分别为
Ｔａｒｏｓｉｄｅ［９］、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ｄｅｓＡ［１３］、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ｄｅｓＢ［１３］、Ｔａｔａ
ｒｉｓｉｄｅｓＣ［１３］、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ｄｅｓＤ［１３］、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ｄｅｓＥ［１３］、Ｔａｔａ
ｒｉｓｉｄｅｓＦ［１３］、ＴａｔａｒｉｓｉｄｅｓＧ［１３］、ｄｉｂｏｓｉｄｅＡ［１３］，结构式
如图５所示。
１．６　有机酸类化合物

苦荞麦植物中目前发现有机酸类化合物有６
个，分别为绿原酸［６］、没食子酸［８］、阿魏酸［８］、咖啡

酸［８］、原儿茶酸［１４］、对羟基苯甲酸［１４］，结构式如图

６所示。
１．７　其他类化合物

目前苦荞麦植物中发现的其他类化合物主要

有：７羟基香豆素［７］、蔗糖［１１］、尿嘧啶［１１］、白藜芦

醇［１５］、Ｄ手性肌醇［１６］、大黄素［１７］，结构式如图６所
示。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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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苦荞麦植物中糖苷类化合物结构式

图６　苦荞麦植物中有机酸和其他类化合物结构式

２　药理作用

２．１　降血糖、降血脂作用
糖尿病是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一种常见慢

性疾病。在我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

结构的改变、工作压力的加大以及一些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的影响，糖尿病发病率增长迅速。Ｙａｏ

等［１８］研究发现苦荞麦麸皮 ６０％乙醇提取物含有
大量的 Ｄｃｈｉｒｏ肌醇，能够降低 ＫＫＡｙ小鼠（ＩＩ型
糖尿病模型）的血糖水平。苦荞麦麸皮提取物具

有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高脂血症大鼠的胆固醇

和甘油三酯［１９］。

２．２　抗氧化作用
自由基，化学上也称为“游离基”，是化合物的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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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在光热等外界条件下，共价键发生均裂而形成

的具有不成对电子的原子或基团。过量的自由基

会对人体的脂质、核酸、蛋白质和糖类等生命大分

子造成损害，可以引发多种疾病。现代医学研究证

明，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及清除自由基等生理

功能，是天然自由基清除剂。通过对ＤＰＰＨ自由基
的清除率来分析苦荞麦中总黄酮的抗氧化活性，结

果发现丙酮提取物清除率最高［２０］。苦荞麦在萌发

过程中其抗氧化活性逐渐增强［２１２２］。另有研究表

明苦荞麦叶子经过黑曲霉发酵处理以后，其提取物

的抗氧化能力显著提高［２３］。

２．３　抗肿瘤作用
Ｇｕｏ等［２４］采用ＤＥＡＥ凝胶从苦荞麦水提取物

中，分离得到一个新的蛋白，代号为 ＴＢＷＳＰ３１。采
用ＭＴＴ法在体外人乳腺癌 Ｂｃａｐ３７模型上进行筛
选试验，作用４８ｈ和７２ｈ后，肿瘤细胞抑制率 ＩＣ５０
分别为４３．３７μｇ／ｍｌ和１９．７５μｇ／ｍｌ。

３　体内代谢研究

关于苦荞麦的药物代谢方面研究较少，Ｚｈａｏ
等［２５］研究了大鼠单次经口灌胃不同剂量苦荞麦提

取物后血浆中总槲皮素药代动力学特征，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紫外联用检测方法对血浆中总槲皮素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大鼠单次经口灌胃低、中、高３
个剂量（６０、１２０、２４０ｍｇ／ｋｇ）６０％乙醇苦荞麦提取
物后，血浆中总槲皮素的 Ｃｍａｘ值分别为（０．５５±０．
２６）、（１．１０±０．５３）、（２．０５±０．２６）μｇ／ｍｌ；Ｔｍａｘ的
值为（２．３３±１．９４）、（２．７５±３．６７）、（２．５０±１．８２）
ｈ；ＡＵＣ０～３６ｈ的值为（５．２９±１．３５）、（１０．０２±４．
４３）、（２２．５１±３．０５）μｇ／ｍｌ·ｈ。随灌胃剂量的增
加大鼠血浆中总槲皮素的ＡＵＣ呈线性增加。任强
等［２６］采用大鼠原位肝肠灌流模型对从苦荞麦中分

离得到的有效成分酰胺类、黄酮类和糖苷类３类化
学成分进行代谢产物研究。结果发现糖苷类化合

物的代谢转化反应主要包括酯水解的Ｉ相代谢，酰
胺类和黄酮类化合物的代谢反应主要为甲基化、硫

酸化和葡萄糖醛酸化的ＩＩ相代谢。

４　结论与展望

苦荞麦含有多种具有药用价值成分，大量研究

证明苦荞麦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到目前为

止，已有文献普遍认为苦荞麦中发挥降糖作用的是

黄酮类化合物。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苦荞麦中可

能存在其他活性成分，因此有必要对苦荞麦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另外关于苦荞麦的化学成分、分析

方法、药理作用以及药代动力学研究报道并不多。

今后需深入研究苦荞麦的化学成分和体内代谢产

物能够揭示其药效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为

合理用药和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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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ｅ１（Ｔｐｈ１）［Ｊ］．ＥｕｒＪＰｈａｒｍＳｃｉ，２０１５，７６：３３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ｅｊｐｓ．２０１５．０４．０２１．
［４１］ＭｅｎｇＹ，ＣａｏＪ，Ｔ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ｒｉｎｇＡｏｆＵｒｓｏｌｉｃａｃｉｄ［Ｊ］．Ｃｈｉ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１０８０．
ＤＯＩ：１０．６０２３／ｃｊｏｃ２０１５１００３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７０３）
（本文编辑：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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