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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L． 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林树种之一。作为一种药食同源植物，沙棘常用

于生产多种保健食品、饮品和治疗多种疾病。现主要综述沙棘在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以期为沙棘资源后

续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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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ppophae rhamnoides L．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cological forest species in western China． As a kind of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ous plant，it is often used to produce a variety of health － care foods，beverages and cure diseases of

human body．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researchs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H． rhamnoides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H． rhamno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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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 Hippophae rhamnoides L． 为胡颓子科沙

棘属多年生灌木或乔木，又名酸醋柳、黑刺、酸

刺、其察日嘎纳( 蒙名) 、达尔布( 藏名) 、吉汗( 维

吾尔名) 等［1 － 2］。沙棘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芬

兰及蒙古等国家均有分布。1983 年出版的《中国

植物志》收录了国产沙棘 4 个种 5 个亚种，具体

为中国沙棘、云南沙棘、蒙古沙棘、中亚沙棘、江

孜沙棘［3］，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北、东北、西南、

华北等地区，全国分布约有 130 万公顷，占世界

总面积的 95% 以上，素有“沙棘王国”之称［3］。

沙棘早在中国古代就是藏医、蒙医的常用药材，

公元 8 世纪的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 沙棘具

有健脾养胃、破淤止血、祛痰、利肺、化湿、壮阴、

升阳的作用，还记载了沙棘的汤、散、丸、膏、酥、

灰、酒等 7 种制剂与 84 种沙棘处方。唐代藏医药

著《月王药珍》、清代药学经典《晶珠本草》和 19

世纪著名蒙药名著《无误蒙药鉴》中均记载了沙

棘具有利肺止咳、活血化淤、利心脏血脉、消痰

浊、增强体阳、开胃舒胸、饮食爽口、容易消化等

功效。1977 年，沙棘被首次载入《中国药典》，此

后各版药典均有收录［4］。现对近年来国内外对

沙棘的化学成分及功效方面的研究进行简要综

述，为沙棘药用资源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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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沙棘的化学成分

1. 1 黄酮类成分

目前已从沙棘属植物中分离出近 50 个黄酮

类化合物，主要以槲皮素、山奈酚、异鼠李素、芦

丁、儿茶素、芹菜素和杨梅素等为母核，糖原为葡

萄糖、鼠李糖、槐糖、芸香糖等［5 － 7］。沙棘各部位

的黄酮种类、含量因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存在很

大的差异。对不同品种沙棘叶中所含总黄酮的

含量对比研究，发现雄性沙棘 ＞ 大果沙棘 ＞ 中果

沙棘 ＞ 小果沙棘。枝叶混合所含黄酮含量的大

小依次为大果沙棘 ＞ 雄性沙棘 ＞ 中果沙棘 ＞ 小

果沙棘［8］。对同一品种沙棘不同部位黄酮的含

量研究发现: 干浆果 ＞ 叶子 ＞ 果渣 ＞ 鲜果汁 ＞ 鲜

浆果［9］。对芬兰产海滨沙棘、俄罗斯产蒙古沙棘

和中国沙棘的黄酮醇苷的含量研究发现: 海滨沙

棘 ＞ 中国沙棘 ＞ 蒙古沙棘［10］。采用了分光光度

法测定沙棘不同部位总黄酮的含量，对比发现:

叶 ＞ 果肉 ＞ 全果渣 ＞ 果皮 ＞ 籽［11］。从沙棘各部

位中分离并且已被鉴定的黄酮类成分有: 异鼠李

素、槲皮素、芦丁、异鼠李素 － 3 － O － β － D －
( 6 － O － 反式芥子酰基) 槐二糖 － 7 － O － α － L －
鼠李糖苷、山萘素 － 3 － O － β － D － ( 6 － O － 反式

芥子酰基) 槐二糖 － 7 － O － α － L － 鼠李糖苷、槲
皮素 － 3 － O － β － D － ( 6 － O － 反式芥子酰基) 槐

二糖 － 7 － O － α － L － 鼠李糖苷、山奈酚、山奈

酚 － 3 － O － 芸香糖苷、表儿茶素、儿茶素、6，9 －
dihydroxy －4，7 － megastigmadien － 3 － one、表没食

子儿茶素、没食子儿茶素、山萘素 － 3 － β － D －
( 6″ －对羟基桂皮酰基) 葡萄糖苷、异鼠李素 － 7 －
O －鼠李糖 － 3 － O － 葡萄糖苷、槲皮素 － 3 － O －
β － D － 槐二糖 － 7 － O － α － L － 鼠李糖苷、山奈

素 －3 －O － β － D － 槐二糖 － 7 － O － α － L － 鼠李

糖苷、异鼠李素 －3 － O － β － D － 槐二糖 － 7 － O －
α － L －鼠李糖苷、异鼠李素 － 3 － O － β － D － 槐二

糖 －7 －O － α － L － 异鼠李糖苷、槲皮素 － 3 － O －
β － D －芸香糖苷、槲皮素 －3 － O － β － D － 葡萄糖

苷、异鼠李素 －3 －O － β － D －芸香糖苷、丁香亭 －
3 －O － β － D － 芸香糖苷、异鼠李素 － 3 － O － β －
D －葡萄糖苷、山奈素 － 7 － O － α － L － 鼠李糖苷

等［12 － 15］。
1. 2 萜类和甾体类化合物

文献先后测定出沙棘中含有的三萜类化合

物主要有: 熊果酸、齐墩果酸、科罗索酸、桦木酸、
路路通酸、2α － 羟基乌苏酸等三萜酸类［16 － 17］。
沙棘不同部位所含三萜类化合物的含量不同，采

用 HPLC 测定沙棘不同部位所含三萜类化合物的

含量，大小依次为: 沙棘叶 ＞ 沙棘果实 ＞ 沙棘茎。
采用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 － 荧光检测 /质谱联

用( HPLC － FLD － APCI /MS) 法对青藏高原不同

产地沙棘中三萜酸的含量进行分析，不同地方产

沙棘三萜酸的含量依次为: 湟中 ＞ 大通 ＞ 互助 ＞
平安［17］。对青海沙棘总三萜含量与树龄和部位

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成年沙棘中总三萜

的含量依次为根 ＞ 茎 ＞ 叶，而沙棘幼苗中总三萜

的含量依次为叶 ＞ 茎 ＞ 根［18］。对沙棘种子、鲜果

浆和全果浆的总甾醇量进行了分析，其含量大小

分别为种子 ＞ 全果浆 ＞ 鲜果浆［19］。从沙棘中分

离鉴定出甾体类化合物，如 β － 谷甾醇、β － 豆甾

醇、不饱和醛类、α － 香树精、β － 香树精、高二根

醇、熊果醇、胆固醇、α － 香树酯醇、β － 香树酯醇、
酰化 β － 谷甾醇、环 － 羊毛甾 － 二醇，豆甾二烯

酮，麦角甾烯醇、β － 谷甾醇乙酸酯、△7 － 豆甾烯

醇乙酸酯、△5 － 麦角甾烯醇乙酸酯等［21 － 23］。
1. 3 有机酸类及酚类

沙棘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如苹果酸、柠檬酸、
琥珀酸、奎尼酸、酒石酸、乳酸、抗坏血酸、丁二酸、
草酸、没食子酸、芥子酸、龙胆酸、水杨酸、咖啡酸、
肉桂酸等，其中，以奎尼酸和苹果酸为主，有机酸的

总量为 3． 86% ～ 4． 52%［19，24 － 27］。沙棘果实中含

有苹果酸、柠檬酸、酒石酸、奎宁酸、草酸和琥珀

酸，除叶子外，根茎和其他器官内均含有琥珀酸、
酸模酸［1，18］。沙棘中的多酚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

沙棘叶、果实、根及种子中［28］，其中，主要以没食

子酸、儿茶素为母核的多酚类化合物有近 30 多

种［5］，主要包括乌索酸、β － 香豆素及原儿茶酸、
没食子酸、咖啡酸、对香豆酸、阿魏酸、芥子酸、龙
胆酸、水 杨 酸、肉 桂 酸、绿 原 酸、香 草 酸 等 酚

酸［19，29］。
1. 4 油和脂肪酸类

沙棘不同部位中均含有丰富的脂肪油、脂肪

酸及挥发油类成分，通常沙棘油是指种子油和果

肉油，其中，沙棘种子的含油量高达 9% ～ 18%，

果实中的含油量为 2% ～ 5%，果肉中的含油量为

3% ～9%［30］，其中，脂肪酸种类主要有月桂酸、肉
豆蔻酸、棕榈酸、十六稀酸、硬脂酸等［5］。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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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果油和籽油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如

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总含量高达 66. 92%、
86． 52%，沙棘籽中不饱和脂肪酸高达 80%。其

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分别为 53． 71%、26． 05%，多

不饱和脂肪酸分别为 13． 21%、60． 47%［11，31］。
早在 20 世纪初，人们就已经在沙棘果中发

现了 200 多种沙棘挥发油成分。利用 GC － MS
联用技术，从沙棘果实中分离得到 77 种挥发油

成分，以分子量较小的烷烃类如壬烷、辛烷等为

主要成分，同时，还有 3 － 甲基 － 2 － 丁醇、糠醛及

棕榈酸等醇类、醛类、低级脂肪酸类［32 － 33］。通过

GC － MS 联用技术，从沙棘果实中分离得到 46 个

挥发油成分，其中，包括糠醛、苯甲醛、苯甲酸乙

酯、8 － 十七烷烯、2 － 十三烷酮、十二碳烯醇、香

叶基丙酮、白苏酮、4，5 － 二甲基壬烷、苯甲酸异

戊酯、十八碳醛、法尼基丙酮、十六烷醛、二十二

烷、二十五烷、二十八烷、肉豆蔻酸、十五烷酸、棕
榈酸、岩芹酸等［34］。
1. 5 生物碱

沙棘果实中除了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

等较为特征的化合物之外，还含有一定量的生物

碱［24，35］。通过生物碱碘 － 碘化钾试剂显色方法

得知沙棘籽粕中含有生物碱成分。对沙棘进行

分离纯化，得到了一种生物碱成分，但未能准确

鉴定其结构。使用乙醇对沙棘籽粕进行提取，并

使用萃取、柱层析手段从乙醇提取液中分离出总

生物碱。通过分离纯化沙棘籽粕生物碱，得到生

物 碱 5，11 － 二 羟 基 色 胺、5 － 羟 色 胺 和

Shepherdine。从沙棘籽粕中分离出了两种新型有

机酰胺生物碱 4 － ［( E) － p － 连翘基氨基］－ 1 －
丁醇( 1) 、4 － ［( Z) － p － 香豆酰氨基］－ 1 － 丁醇

( 2) 和一种吡啶并吲哚类生物碱［36］。
1. 6 多糖类

沙棘中含有大量的多糖类成分，其中，含可

溶性糖 8% ～ 15%，葡萄糖和果 糖 占 总 糖 量 的

80%。其不同部位含有的多糖量不同，顺序依次

为: 沙棘果 ＞ 沙棘果皮 ＞ 沙棘叶，沙棘果实中含

有的多糖多以阿拉伯糖、木糖、半乳糖、甘露糖、
鼠李糖、葡萄糖、果糖等单糖构成［37 － 40］; 沙棘叶

中的多糖则以鼠李糖、阿拉伯糖、甘露糖、葡萄糖

和半乳糖等 5 种单糖构成［41］。
1. 7 维生素类及微量元素

沙棘成熟鲜果和枝叶中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其中，维生素类主要有 Vit A、Vit C、Vit E、Vit F、
Vit K1、Vit P、Vit B1、Vit B2、Vit B12等［5，42］。此外，

沙棘成熟鲜果中含有糖类、果胶、鞣质、脂肪、总

类胡萝卜素、蛋白质、果胶质、水溶性糖类、灰分;

沙棘茎叶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特别是一些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铁、硒、钾、钠、钙、镁等元素的含

量很高［43 － 44］。对俄罗斯大果沙棘叶中的营养成

分进行分析并发现其中含粗灰分、粗脂肪、粗蛋

白、粗纤维、磷、无氮浸出物［39］。
1. 8 其他成分

沙棘果和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种

类丰富的氨基酸，如赖氨酸、色氨酸、苯丙氨酸、
甲硫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 8
种必需氨基酸，以及其他一些如天门冬氨酸、脯

氨酸、谷氨酸等含量较高的氨基酸，还有其它各

种痕量氨基酸［35，38］。此外，沙棘中含有大量的超

氧化物岐化酶( SOD) 、卵磷脂、脑磷脂等磷脂类

化合物［45］。

2 沙棘的药理作用

2. 1 增强免疫功能

沙棘果实和叶片提取物对免疫系统具有不

同程度的调节能力。通过研究沙棘粉对辐射损

伤小鼠的保护及免疫功能作用，证明了沙棘粉对

X 射线辐射损伤小鼠具有一定的增强免疫及保护

作用，特别对于体液免疫有明显的调节作用［46］。
沙棘叶和果实的乙醇提取物能够抑制铬诱导的

氧化损伤，且具有显著的细胞保护特性，证明了

沙棘对机体具有抗氧化和免疫调节功效［47］。将

沙棘叶片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物先后在由内毒

素诱导引起的败血症及对破伤风和白喉类毒素

引起的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方面的作用进行

了研究，证明了其提取物可用于治疗败血症，且

对由破伤风和白喉类毒素引起的体液免疫和细

胞免疫有增强作用［48］。通过建立佐剂诱导的关

节炎大鼠模型，来评估沙棘叶提取物的免疫调节

活性，结果证明: 沙棘叶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炎

活性且具有治疗关节炎的潜力［49］。应用乙酸引

起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亢进炎性模型，研究

并证明了五味沙棘散具有免疫调节和抗感染作

用［50］。
2. 2 抗氧化

沙棘中所富含的维生素类、黄酮类及多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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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均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也

是很有效的活性氧清除剂和脂质抗氧化剂。对

沙棘种子水提取物、沙棘种子油、沙棘叶提取物

中富含酚的部分及沙棘果实醇提物、水提物及沙

棘膏进行体外抗氧化活性测定试验，结果表明:

沙棘不同部位的提取物对 DPPH 自由基都具有一

定的清除能力，同时证明了沙棘不同部位提取物

具有 一 定 的 抗 氧 化 活 性 及 抗 脂 质 过 氧 化 作

用［51 － 53］。沙棘叶和果实的乙醇提取物对硝普钠

诱导的 J － 774 巨噬细胞细胞毒性的抗氧化活性，

后续对沙棘叶和果实乙醇提取物对铬诱导的氧

化应激的保护作用进行了研究。证明沙棘叶和

果实乙醇提取物对硝普钠诱导的氧化应激具有

显著的保护作用，且可保护大鼠免受铬诱导的氧

化损伤［54 － 55］。

2. 3 抗衰老

沙棘黄酮对 D － 半乳糖致衰老大鼠具有抗衰

老和提高机体非特异型免疫的功能［56］。柳叶沙

棘籽油对竭力运动后小鼠组织的衰老具有一定

的延缓作用，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57］。沙棘籽粕

醇提物对 D － 半乳糖诱导致衰老小鼠具有一定的

抗氧化功效，并在细胞水平上证明了沙棘籽粕醇

提物具有自由基清除能力及抗衰老功效［58］。

2. 4 治疗心血管疾病

肝脏和脂肪组织是沙棘黄酮调节糖、脂代谢

的主要靶组织，其通过调节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相

关基因的表达、改善肝脏和脂肪组织功能来实现

的［59］。沙棘籽粕中提取的总黄酮通过改善胰岛

素敏感性和阻断血管紧张素信号途径发挥其抗

高血压作用，证明了沙棘籽粕可用于治疗心血管

疾病非糖尿病患者的高胰岛素血症［60］。沙棘籽

油还具有减少血脂异常、心血管危险因素和高血

压方面的功效［61］，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沙棘油中存

在 ω － 3，6 和 9 脂肪酸。通过建立大鼠急性心肌

梗塞模型，研究并证明了沙棘抗心肌缺血作用较

为明显的部位为非黄酮部位，并且其抗心肌缺血

作用是多部位、多组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沙棘乙

醇提取物对大鼠离体心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且揭示了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自

噬相关［62］。通过建立高脂血症大鼠模型，研究并

证明了沙棘叶提取物具有调节实验性高脂血症

大鼠血脂和控制体重的作用［63］。

2. 5 降血糖

文献采用小鼠高血糖模型降糖实验方法证

明沙棘果渣总黄酮可明显降低高血糖小鼠的空

腹血糖［60，64］。文献研究并考察了沙棘叶多酚提

取物的体外降糖能力，证明了沙棘叶多酚提取物

B 对猪胰 α － 淀粉酶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65］。
对沙棘叶粗多糖通过体外酶动力学研究、体内小

鼠耐糖量模型和糖尿病小鼠模型实验研究，证明

了沙棘叶粗多糖具有良好的降糖作用。
2. 6 保护肝脏

沙棘多糖和沙棘籽油在护肝方面有显著的

药理作用。沙棘可保护氧化胆固醇诱导的肝毒

性，可改善体重的下降和肝脏中谷胱甘肽( GSH)

等生化指标的水平，增加肝肾重量与体重比，同

时，还降低了丙氨酸转氨酶( ALT) 、天冬氨酸转氨

酶( AST) 、碱性磷酸酶 ( ALP ) 的在血浆中的含

量［66］。沙棘多糖对对乙酰氨基酚( APAP) 诱导的

肝毒性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揭示了沙棘多糖抑制

APAP 诱导的 JNK 磷酸化并增加 Bcl － 2 /Bax 的

比例，降低 Keap － 1 的表达并增加了 Nrf － 2 的核

表达［41］。同时，沙棘多糖对 APAP 诱导的小鼠急

性肝损伤引起的 AST 和 ALT 水平增加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还抑制了 TLＲ4 和 p － JNK 的表达。此

外，沙棘多糖对脂多糖( LPS) 及 D － 半乳糖( D －
Gal N) 诱导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抗氧化和抗炎活性

以及与上调 SOD2 的表达以及抑制 Bax 的表达有

关［67 － 68］。
沙棘籽油也有显著的护肝作用，可显著降低

CCl4 造模的肝纤维化大鼠血清中的 ALT、AST 水

平［69］。还可显著促进肝脏中的甘油三脂和胆固

醇向肝外转运，同时，对实验性大鼠肝纤维化肝

脏中 TIMP － 1 基 因 的 表 达 有 抑 制 作 用。使 用

CCl4 对小鼠进行诱导性肝损伤造模并使用沙棘

种子油及沙棘叶黄酮进行治疗给药，结果表明:

沙棘种子油的保肝作用与水飞蓟素的保肝作用

相当，该结论也从小鼠的肝脏组织病理学方面得

到支持，同时，也说明一定剂量的沙棘叶黄酮对

小鼠急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70 － 71］。
2. 7 治疗胃肠道疾病

利用体外模拟肠道模型，研究并揭示了沙棘

浆果汁中的多酚对结肠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具

有一定的影响［72］。沙棘原花青素可以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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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指数，提高血浆 EGF 的水平，降低血浆 NO
浓度的调节来促进大鼠细胞的增殖而抑制细胞

凋亡，实现对应激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73］。此

外，沙棘籽油能明显地抑制幽门结扎引起的胃溃

疡，使胃蛋白酶的活性、胃液量和游离酸量明显

降低，说明沙棘籽油具有显著地抑制实验性胃溃

疡的功能，并且表现为胃蛋白酶活性和游离酸的

降低［74］。
2. 8 妇科疾病

文献使用复方沙棘籽油栓与甲硝唑联合用

药，来用于临床治疗萎缩性阴道炎。同时，有研

究发现复方沙棘籽油栓对子宫 /宫颈病变行全子

宫切除术术后阴道残端息肉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且无复发［75 － 76］。
2. 9 其他作用

沙棘叶的提取物对脂多糖( LPS) 诱导的小鼠

巨噬细胞系 ＲAW 264． 7 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显著

性抑制 NO 的产生，并具有治疗炎性疾病的潜

力［77］。此外，沙棘黄酮糖苷配基和黄酮醇单糖苷

与抗流感的活性高度相关。另外，沙棘中的黄酮

类化合物有消炎及促进毛细血管血液循环的作

用，因此，沙棘对慢性咽炎、哮喘、咳嗽等呼吸系

统疾病的治疗均有很好的作用，并且能显著地增

加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有明显的抗心肌缺血

及抗心律失常作用［5］。沙棘油含有多种生理活

性物质，是天然镇痛药，具有促进组织的再生和

上皮组织的愈合，可用于治疗烧伤、烫伤、褥疮及

其他皮肤病，并且沙棘油有一定抗肿瘤、抗抑郁

及抗辐射作用，是保护人体组织损伤比较理想的

制剂［78 － 81］。

3 结论

沙棘作为一种药食同源植物，不仅含有大量

的营养成分，还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具有很好

的营养保健作用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合理地开

发和利用沙棘资源，使其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创造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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