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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玉米的副产物玉米须，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它的化学成分非常丰富，且具有良好的药理作

用和保健功能。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开始对玉米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各种实验都

证明了：玉米须具有多种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本文通过总结近年来有关学者对玉米须的化学成

分及药理作用所做的研究，继而对玉米须的开发利用前景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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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须（Ｓｔｉｇｍａ　Ｍａｙｄｉｓ，ＳＭ或Ｃｏｒｎ　Ｓｉｌｋ）———
禾本科植 物 玉 米 宿 存 的 花 柱（须 毛），别 名：玉 蜀 系

顶，玉茭子顶，棒子须，玉子缨。作为我国传统的中

草药，其最早药用记载见于１４７６年的《滇南草本》，

后为１９７７年的《中国药典》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药材标准》１９８５版（一部）将其收录为常用药

材。近年来研究发现：玉米须中的化学物质非常丰

富，比如糖类、皂苷、黄酮类、无机元素、氨基酸、生物

碱、挥发性化 学 成 分 及 有 机 酸 等，均 对 人 体 健 康 有

利，可用于治疗小便不利、糖尿病、高血压、胆结石、
高血脂等多种疾病。玉米须对家畜有利尿作用，可

增加氯化物排出量，其水浸膏甲醇不溶部分对透析

患者利尿作用最强，无论口服、皮下或静脉注射均有

显著效果，该药物在奶牛疾病治疗中有很大应用前

景。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约三亿亩，年产量居全球第

二位，玉米也是奶牛及其它家畜的主要饲料，玉米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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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易于收集、价格低廉，利用前景相当广阔。

但由于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玉米须的价值，在

玉米收获的季节，玉米须都被当作垃圾丢弃掉了，这
就造成有效资源的浪费。所以，现在十分有必要让

人们意识到玉米须的价值，使其得到有效利用。

１　玉米须的化学成分

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 起，国 内 外 学 者 对 玉 米 须 做 了

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玉米须的化学成分很丰富，含有

无机元素、糖类、氨基酸、黄酮类、挥发性化学成分、

有机酸、甾醇、生物碱、皂苷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化

学成分。

１．１　无机元素的种类和含量

玉米须中含有１８种以上的无机元素。王 宝 珍

等利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首次对玉米须中的１８
种无机元素的含量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这１８种

元素中有１２种为人体所必需的元素，其中有四种为

人体内的大 量 元 素，它 们 的 含 量 最 高，Ｋ：１３５４５ｕｇ／

ｇ、Ｃａ：１１６２ｕｇ／ｇ、Ｍｇ：５１６ｕｇ／ｇ、Ｎａ：１５１ｕｇ／ｇ；微量元

素的含量 为：Ｆｅ：１０６ｕｇ／ｇ、Ｚｎ：５０．００ｕｇ／ｇ、Ｍｎ：

１７．２ｕｇ／ｇ、Ｃｕ：６．６０ｕｇ／ｇ、Ｎｉ：１．００ｕｇ／ｇ、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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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６ｕｇ／ｇ、Ｃｒ：０．１６ｕｇ／ｇ、Ｃｏ：０．０２ｕｇ／ｇ。尽 管

玉米须里有对 人 体 有 害 的 元 素：Ｃｄ、Ｐｂ、Ａｓ、Ｈｇ，但

他们的含量在０．００３２～２．６７００％，都在药物致毒允

许的 范 围 内。同 时，在 该 实 验 中，王 宝 珍 等 提 出 问

题：已有实验证明玉米须可以降血压，那么这是否与

它能提升患者体内钾／钠值而降低镉／锌值 有 关 呢？

对此设想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实验予以证明。

１．２　糖类的种类和含量

玉米须中 的 糖 类 主 要 有 单 糖，多 糖 和 低 聚 糖。

１９９５年，汤鲁宏等对玉米须挥发性化学成分经过系

统 的 分 离 和 纯 化，得 到 了 多 糖 类 化 合 物：（１）

ＣＳＰＳ１ａ－１Ａ：葡萄糖、半 乳 糖、甘 露 糖（１：１：３），分 子

量２．１６×１０６；（２）ＣＳＰＳ１ａ－２Ａ：木 糖、阿 拉 伯 糖、甘

露聚糖（１∶４∶５），分子量１．３７×１０６；（３）ＣＳＰＳ１ａ－
１Ｂ：葡萄糖、半乳糖、甘露聚 糖、木 糖、阿 拉 伯 糖、鼠

李糖（２０∶１４∶３∶１∶１∶１），分 子 量９．９５×１０５；
（４）ＣＳＰＳ１ａ－Ｂ：葡 萄 糖、半 乳 糖、甘 露 聚 糖、木 糖、阿

拉伯糖、鼠李糖（２０∶６∶４∶１∶２∶２），分子量１．２５
×１０４。李波等研究了玉米须多糖的制备方法和化

学组成，结果显示：玉米须多糖主要有葡萄糖、半乳

糖、阿 拉 伯 糖、半 乳 糖 醛 酸 和 木 糖，它 们 的 比 例 是：

１∶０．８９∶０．４８∶０．３９∶０．３４∶０．２６。除 此 之

外，还有少量的葡萄糖醛酸和鼠李糖。

１．３　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

王宝珍等应用日立８３５－５０型氨基酸自动分析

仪对玉米须中氨基酸的含量做了测定，结果发现玉

米须中有１６种氨基酸，占玉米须总质量的１３．３％，
它们 是：苏 氨 酸（Ｔｈｒ）：０．８４８％、缬 氨 酸（Ｖａｌ）：

０．７４％、蛋 氨 酸（Ｍｅｔ）：０．２４％、异 亮 氨 酸（Ｉｌｅ）：

０．６７３％、亮 氨 酸（Ｌｅｕ）：１．２８１％等，含 量 最 高 的 是

谷氨酸（Ｇｌｕ）和天 冬 氨 酸（Ａｓｐ）。其 中 七 种 为 人 体

必需的氨基酸，占氨基酸总量的三分之一。

１．４　黄酮的种类

张慧恩，徐德平将玉米须水提取物进行了分离

和提纯，得到了三个黄酮类化合物，它们是刺芒柄花

素（７－羟基－４′－甲氧基异黄酮）（Ⅰ），２－″Ｏ－α－Ｌ－鼠李糖

基－６－Ｃ－（３－脱氧葡萄糖基）－３′－甲氧基木犀草素（Ⅱ），

２－″Ｏ－α－Ｌ－鼠李糖基－６－Ｃ－（６－脱氧－ａｘ－５－甲基－木－己－４－
羰基）－３′－甲氧基木犀草素（Ⅲ）。（Ⅰ）和（Ⅱ）化合物

是在玉米须中首次分得的。徐燕，梁敬玉等在研究

玉米须化学成分时，从中也分离得到一个新黄酮：６－
乙酰基－木犀草素，并用波谱学方法确定了它的化学

结构。到目前为止，国内对玉米须中黄酮的提取研

究还较少，玉米须中还有没有其他类黄酮还需要通

过实验作进一步的求证。

１．５　挥发性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量

李静等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对玉米

须中挥发性化学成分进行了分离和鉴定，最后从５７
个色谱峰中鉴定出了４２个成分，其中主要有β－谷甾

醇 （７．８９％）、二 十 九 烷 （１０．７０％）、二 十 一 烷

（６．５０％）、豆 甾－７－烯－３－醇（６．８２％）、豆 甾－５－烯－３－醇

（６．６６％）、三十六烷（４．１１％）。

１．６　有机酸的种类和含量

任顺成、丁霄霖为了对玉米须活性成分做系统

地研究，采 用 气 相 色 谱－质 谱（ＧＣ－ＭＳ）联 用 技 术 分

析了玉米须中有机酸的组成和含量。结果显示：短

链有机酸主要有乙酸（４．３５％）、甲酸（４．２６％）、乳酸

（４．２１％）、丁 二 酸（０．５１％）；长 链 有 机 酸 有 软 脂 酸

（３１．１６％）、亚油酸（１７．３１％）、硬脂酸（１３．３２％）、山
嵛酸（９．４１％）、油酸（７．８２％）。

１．７　甾醇类的种类和含量

甾醇是由环戊烷全氢菲形成的一种化合物，它

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已有实验表明玉米须

中含有甾醇化合物。李静在分离和鉴定玉米须中挥

发性化学成分时，发现了豆 甾５－烯－３－醇、β－谷 甾 醇、
豆甾７－烯－３－醇三 个 主 要 成 分。其 中β－谷 甾 醇 在 日

常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主要可以用来降血

脂，只是它的 作 用 机 制 还 不 清 楚，需 要 再 作 进 一 步

研究。

２　玉米须的药理作用

２．１　利尿作用

窦传斌等研究玉米须多糖（ＳＭＰＳ）的利尿作用

时，采用代谢 笼 法，检 测ＳＭＰＳ对 大 鼠 水 负 荷 排 尿

的影响，结果 发 现：当ＳＭＰＳ在 高、中 剂 量 时，对 大

鼠尿量的增加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而且可以增加

尿液中钾离 子（Ｋ＋）、氯 离 子（Ｃｌ－）的 含 量，对 钠 离

子（Ｎａ＋）的 量 没 有 明 显 的 影 响。他 们 用 滤 纸 称 重

法研究ＳＭＰＳ对小鼠尿量的影响时发现：ＳＭＰＳ的

利尿作用时间比“速尿”久。同时，该研究也测定了

ＳＭＰＳ对 甘 油 致 肾 衰 竭 大 鼠 排 尿 的 影 响，同 样，

ＳＭＰＳ可 增 加 该 大 鼠 的 排 尿 量。该 研 究 表 明：

ＳＭＰＳ具有明显的利 尿 功 能，并 且 它 具 有 毒 性 反 应

低的特点，对家畜尤其是牛只几乎没有负面影响，所
以可作为奶牛的利尿药。

２．２　抗肿瘤作用

玉米须提取物（ＥＳＭ）没有毒性，具有抗肿瘤作

用。昌有权等六人探究了ＥＳＭ 的抗肿瘤作用。他

们给 小 鼠 接 种 了 肉 瘤（Ｓ１８０）、肝 癌（Ｈｅｐ）、胃 癌

（ＭＦＣ）细胞，然 后 给 予 了 小 鼠ＥＳＭ。最 后 结 果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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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ＥＳＭ 对 Ｈｅｐ、ＭＦＣ和Ｓ１８０肿 瘤 的 生 长 均 有 抑

制功效，能够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命，并能增加该小鼠

的免疫器官重量和吞噬能力，而且，对荷瘤小鼠的白

细胞有保护作用。马虹和高凌利用人肿瘤细胞株体

外排染试验探究玉米须提取物的抗癌功能，结果显

示：ＥＳＭ能够降低 癌 细 胞 的 体 外 存 活 率，对 白 血 病

细胞的抑 制 率 为６３．３％，对 胃 癌 细 胞 的 抑 制 率 为

９０．７％。吕冬 霞 等 探 究 了 玉 米 须 多 糖 对 肝 癌 细 胞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的 影 响。他 们 用 不 同 浓 度 的 多 糖 以

不同的时间作用于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细胞，结果表明，玉

米须多糖通 过 剂 量 依 赖 和 时 间 依 赖 的 方 式 抑 制 了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细 胞 的 生 长，对 细 胞 的 凋 亡 起 诱 导

作用。

２．３　降血糖作用

刘娟等通过对小鼠注射四氧嘧啶，使小鼠快速

得糖尿病，然后探究了玉米须多糖对糖尿病小鼠血

糖和糖代谢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小鼠血糖明显

降低，这说明，玉米须多糖能够治疗糖尿病和调节糖

尿病小鼠的糖代谢。同时他们还研究了玉米须多糖

对正常小鼠的影响，结果该正常小鼠的血糖也降低

了。通过该实验证明了玉米须多糖有治疗糖尿病和

降低 血 糖 的 作 用。张 艳 等 通 过 给 小 鼠 皮 下 注 射

０．１％肾上腺素，致小鼠高血糖，观察玉米须多糖对

肾上腺素所致高血糖小鼠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中

剂量的玉米须多糖在对抗肾上腺素所致血糖上升方

面起着明显的作用。苗明三等通过研究玉米须总皂

苷对病因性糖尿病模型小鼠的降糖效应，分析玉米

须总皂苷的降糖特性。结果显示：玉米须总皂苷具

有明显的降糖活性。随后，苗明三等又研究出玉米

须总皂苷对奶牛生化指标有影响，他们发现玉米须

总皂苷对小牛的血糖、血肌酐、尿肌酐、肾指数、血尿

素氮（ＢＵＮ）和微量白蛋白尿（ＭＡＵ）水平有明显的

降低功能。

２．４　抗菌作用

玉米须具有抗菌功效，钟有添等探究了玉米须

对常见致病菌和条件致病菌的抗菌活性，结果发现

玉米须５０％乙醇提取液对大肠埃希菌、伤寒沙门氏

菌、福氏志贺 氏 菌、铜 绿 假 单 胞 菌 没 有 体 现 抗 菌 活

性，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显现出

很强的抗菌活性。王元清等用滤纸法对不同溶剂的

玉米须提取物的抑菌作用作了探究，同时测了玉米

须提取物的耐热耐压稳定性。结果表明：玉米须提

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黑曲霉菌、大肠杆菌和枯草

芽孢杆菌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菌功效，且它的抑

菌活性具有耐热耐压稳定性。纪丽莲，范怡梅首次

探究了玉米须提取物对七种常见的食品腐败菌和致

病菌的抑菌功能，结果显示：９５％的乙醇提取物的抑

菌效果最为明显，抑菌浓度为３．０ｇ／１００ｇ，结果也

证明：玉米须提取物适用于酸性或中酸性食品。由

于玉米须提取物的防腐特性，可以用于奶制品食物

的防腐。

２．５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郑鸿雁等研究了ＳＭＰＳ对免疫系统的作用，结

果显示：玉米须多糖对小鼠体液免疫系统具有较强

的调节功能，同时，对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也有

调节作用。贾 亚 敏 等 探 究 了 玉 米 须 多 糖 的 免 疫 活

性，实验结果表明：玉米须粗多糖（ＣＳＣＰ）可以很明

显的刺激小鼠脾细胞的增殖且随着剂量的增加，效

果越明显。玉米须制剂能促进胆汁排泄，降低其粘

度，减少其胆色素含量，因而可作为利胆药用于无并

发症的慢性 胆 囊 炎、胆 汁 排 出 障 碍 的 胆 管 炎 患 者。
它还能加速血液凝固过程，增加血中凝血酶元含量，
提高血小板数，故可作为止血药兼利尿药应用于膀

胱及尿路结石。对奶牛的胆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和

治疗效果。

２．６　抗氧化作用

舒孝和等在从玉米须中提取黄酮的实验中，比

较了玉米须不同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结果证明：玉
米须黄酮类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较强。牛鹏飞，段

玉峰通过研究发现，玉米须中不同极性的黄酮类化

合物对羟基自由基生成体系以及对Ｆｅ２＋诱发脂蛋

白多不饱和脂肪酸（ＰＵＦＡ）过氧体系的抑制作用有

很大差别，此实验证明：玉米须中不同极性黄酮类化

合物的抗氧化活性的差 别。方 敏 等 用１，１－二 苯 基－
２－三 硝 基 苯 肼 （ＤＰＰＨ）法 和 光 脱 色 恢 复 技 术

（ＦＲＡＰ）分析法探究了玉米须乙醇提取物的抗氧化

活性，结果表明：乙醇提取物的浓度不同，其抗氧化

活性不同，乙醇 提 取 物 的 浓 度 在８０％时，其 抗 氧 化

能力最强。刘平等又报道：乙醇提取物的萃取剂不

同，它的抗氧化活性也不同。但由于研究尚不完全，
玉米须抗氧化活性的机理和影响因素还不明确，需

要再做深入探究。

２．７　抗亚硝化反应

许钢在体外模拟胃液条件下，探讨了玉米须提

取物抑制亚硝化反应的情况，结果表明，玉米须各部

位提取物都 能 有 效 地 清 除 亚 硝 酸 盐 和 阻 断 强 癌 物

Ｎ－亚硝胺（ＮＤＭＡ）的合成，且随着提取物浓度的增

加，它的清除和阻断率也会升高，玉米须提取物可作

为奶 牛 家 畜 食 物 中 毒 是 的 解 毒 药 物 或 缓 释 试 剂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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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其他作用

昌有权等 探 讨 了ＳＭＰＳ对 四 氯 化 碳 致 肝 损 伤

小牛的保护作用，发现：ＳＭＰＳ可以明显的阻止四氯

化碳 引 起 的 肝 损 伤 小 牛 血 清ＳＧＰＴ，ＳＧＯＴ，ＬＤＨ
和肝脏 ＭＤＡ含量、肝脏指数的升高及肝脏ＧＳＨ含

量的降低，使肝损伤程度降低。杜娟等对ＳＭＰＳ的

清 热 利 胆 作 用 及 急 性 毒 性 作 了 探 讨，结 果 显 示：

ＳＭＰＳ不仅可以明显的清热利胆，而且它的毒性低，
可以用来治疗胆结石、胆囊炎等。

３　玉米须的开发利用前景

近年来有关玉米须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报道

相继出现，各种研究也都证明了玉米须对人的健康

有很大益处。只是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
所以目前对玉米须的利用还不充分，尤其是农民，几
乎不知道玉米须还有药理作用，因此，在玉米收获季

节，玉米须都被当作废料丢掉了，这就造成它所含的

对人体有利的成分的浪费。所以，现在十分有必要

将玉米须的开发利用前景广为宣传。
玉米须具有清利湿热、利尿通淋、降血 压、止 汗

等功效，临床上可以用它来治疗糖尿病，利胆，利尿

等多种疾病。玉米须对治疗家畜尿路结石也具有一

定效果。除 此 之 外，玉 米 须 还 可 以 起 到 保 健 作 用。
丁力等就用玉米须和绿茶为主料，将甘草、荷叶、山

楂作为辅料，研制出了玉米须保健袋泡茶。该保健

袋泡茶的操作工艺简单，而且口感好，里面既有甘草

的甘甜，绿茶的清香，又有山楂的酸甜，有着良好的

保健作用。惠秋莎想：如果把玉米须做成口感好的

中药发酵饮料，会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它的市场前景

和经济效 益 肯 定 非 常 好。但 由 于 它 的 工 艺 步 骤 繁

琐，可能在操作 时 会 有 很 多 不 便。玉 米 须 还 可 以 做

成八宝粥、玉米须精粉、玉米须浸膏，它们的保健功

效也特别好。目前，也有人开始考虑将玉米须利用

在化妆品的生产上。
现在，玉米须的开发利用只是处在探索阶段，虽

然已经知道它含有的有益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对人

体和家畜均有疗效，但对玉米须化学成分的研究还

不完全，而且它对人畜所起的药理作用的作用机制

还不太清楚，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相信在人

们的不断努力下，玉米须会为人类健康和家畜养殖

带来更多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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