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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两用中药降血脂作用研究进展 

颜腾龙, 易有金*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长沙  410128) 

摘  要: 药食两用中药既能作为药品又能作为食品, 可以长期服用, 并对某些慢性疾病有预防和控制作用, 故其

已广泛应用于医药与保健行业。本文主要介绍了山楂、葛根、薏苡仁、决明子、百合、山药、白扁豆、莱菔子八

种常用药食两用中药的临床应用情况及其降血脂有效成分, 并综述了其降血脂作用机制, 为降血脂中药的开发和

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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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the lowering blood lipid effect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medicine 

LONG Teng-Long, YI You-Jin*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s can be used as a medicine or food for long-term. They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food industries because of the effect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8 common Chinese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s (Hawthorn, Kud-
zu, Yiyiren, cassia, lily, yams, white beans, radish seed), and reviews their active ingredients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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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脂症是中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疾病,可导致许
多老化疾病, 如动脉硬化、心脑血管梗塞,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饮食中脂肪摄入比例过高与运动量
减少, 不仅高血脂症的发病率在不断增加, 发病人群
也愈趋年轻化。因此, 安全高效防治高血脂症, 降低
相关疾病发病率, 保障人民生活健康, 提高人们生活
质量水平, 成为当前社会的迫切需求。 

目前, 药食两用中药研制成的降血脂产品, 在
实验及临床上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其对机
体降血脂作用具有多途径、安全、副作用少等优点。

本文从高血脂症的发病机制出发, 主要阐述八种具
有良好降脂作用的药食两用中药及其有效成分, 并

对药食两用中药降血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1  高血脂症的发病机制 

高血脂症(hyperlipidemia, HLP)指由于血脂代谢
或转运异常使血浆一种或多种脂质过高, 血清总胆
固醇(TC)、甘油三酯(TG)或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过高和
(或)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的病症。脂质由
于不溶或难溶于水, 需要与蛋白质结合成脂蛋白, 才
能在血液循环中运转。脂蛋白包括极低密度脂蛋白

(VLDL)、低密度脂蛋白(LDL)、高密度脂蛋白(HDL)。
VLDL 在肝脏合成, 其化学成分主要是甘油三酯, 所
以当 VLDL 升高时, 甘油三酯也必然升高。LD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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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内运送胆固醇的工具, 其胆固醇及其酯占 44%, 
甘油三酯仅占 12%, 因而胆固醇总量会随着 LDL 的
增加而升高。HDL中蛋白质比重最高, 因为能够自由
地进出动脉, 可把黏附在动脉壁上的胆固醇逆向转
运到肝脏中进行代谢后排出体外, 进而能够减少胆
固醇在动脉壁上的沉积, 而随着高密度脂蛋白减少, 
其胆固醇总量明显增高。 

对于治疗高血脂症, 西医治疗效率快且疗效显
著, 但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 其治疗过程中会
引起血糖升高、恶心、腹泻及肝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 
而中药在治疗高血脂症方面有着疗效肯定、多途径、

多靶点、安全无副作用等优点, 特别是在辨证论治方
面, 中医有着灵活组方、标本同治的治疗优势。 

高血脂症是现代医学病名 , 在中医学上来说 , 
高血脂症属正虚邪实之症, 正虚即脏腑气血衰弱, 主
要表现部位在脾脏、肝脏及肾脏, 邪实主要是痰浊和
淤血。就中医认识来讲, 老年人高血脂症患者有不同
程度的正气虚弱象征, 多表现为头晕头重、肝肾亏
虚、肾精不足、气滞血瘀。中青年高血脂症患者则多

体现为脾虚痰浊、痰湿内停。依据高血脂症产生的原

因和特点, 可以将其归纳为中医学中的饮食失节、脾
失健运、肝疏肾衰、痰浊血瘀。那么在治疗时需辨证

论治, 方证相合, 药物大多主治以肝肾两虚、健脾益
气为本, 痰瘀互结、活血化瘀为标, 标本同治。 

2  药食两用中药的种类 

我国应用药食两用植物有着悠久历史, 许多古
文献中便有利用药食两用植物充饥、调味、解毒、美

容及保健身体等。2002 年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进一
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列有中药名单有

87种, 这些中药既能作为药品, 又能作为食品。本文
主要介绍山楂、葛根、薏苡仁、决明子、百合、山药、

白扁豆、莱菔子八种常用药食两用中药的临床应用情

况及其降血脂有效成分, 并探讨其降血脂作用机制, 
为降血脂中药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3  八种药食两用中药及临床研究 

3.1  山  楂 

在我国保健食品中较常用的 30种药食两用原料
中, 使用频次最高是山楂。山楂又名山里红, 属于蔷
薇科植物, 山楂果实可生吃或干燥入药, 具有消食化

滞、活血化瘀的功能, 可用于食滞不化、胃脘胀满、
高血脂淤血经闭、淤阻腹痛、疝气疼痛等症。杨方才
[1]用山楂降脂汤治疗 86 例高脂血症, 总共服用二个
疗程, 每 30d 为一个疗程, 结果起显著疗效的为 51
例, 有效 30例, 无效 5例, 有效率达到 94.1%。由红
曲、山楂组成的脂必妥复方药剂[2], 可明显降低血清
中 TC、TG、LDL 含量,能够促进和提高脂质代谢水
平, 起到有效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3.2  葛  根 

葛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为豆科植物野葛的
根部, 含有约 12％的黄酮类化合物, 包括大豆(黄豆)
苷、大豆苷元、葛根素等 10 余种成分。具有解肌退
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感发热
头痛、高血压颈项强痛、口渴、消渴、麻疹不透、热

痢、泄泻。黄翠立[3]用不同剂量的葛根煎剂对 30 例
高脂血症患者血脂的影响研究发现, 大剂量组总有
效率高达 93.33％; 中剂量组总有效率 90.0％; 小剂
量组总有效率 83.33％。由野葛根、西洋参、荷叶、
草决明等组成的复方野葛根胶囊治疗高血脂症 50 例
患者, 显效 16例, 有效 28例, 无效 6例, 总有效率占
88%[4]。 

3.3  薏苡仁 

薏苡, 为禾本科薏苡属草本植物, 其干燥成熟
的种仁称为薏苡仁, 具有健脾利湿、除痹止泻、清热
排脓的功效, 可用于水肿、小便不利、湿痹拘挛、脾
虚泄泻、脚气、肠痈、扁平疣等的治疗。Yun等[5]用

薏苡仁提取物口服给 40例吸烟和不吸烟高血脂病人, 
口服 4周后, 发现薏苡仁提取物能降低吸烟和不吸烟
高血脂病人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

平。付海燕[6]采用降脂汤治疗高脂血症 100例, 药物
组成包括生黄芪、生何首乌、山楂、白术、酒大黄、

当归、丹参、茯苓、姜黄、薏苡仁, 结果显效 32例, 有
效 24例, 无效 8例, 总有效率 92%。 

3.4  决明子 

决明子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决明或小决明的

干燥成熟种子。具有清肝明目、缓泻作用, 可适用于
高血压、高血脂、便秘、赤眼、青盲、肝硬化等症[7]。

研究发现[8], 决明子能够降低血清胆固醇和抑制主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率和死亡率。陆宗良[9]用决明子散剂调节 114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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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症患者 , 临床发现 , 与服用前比较 , 患者血清
TC、TG、LDL-C 显著下降, 并升高 HDL-C 含量。
于效力[10]用明楂首乌降脂汤治疗高血脂症患者 64例, 
复方由草决明、山楂、何首乌、益母草等组成, 结果
显效 39 例, 有效 21 例, 无效 4 例, 总有效率高达
93.7%。 

3.5  百  合 

百合, 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 属多年生草
本球根植物, 其花、鳞状茎均可入药, 中医认为百合
性微寒平, 具有润肺、清火、安神的功效, 用于阴虚
久合、口舌生疮、慢性咳嗽、虚烦失眠等症。百合芦

笋汤作为降血脂常用的食疗已经广泛被人们所接受。

刘美荷[11]用复方散(包括人参、扁豆、白术、茯苓等)
治疗肺虚久咳, 辨证为久病阴虚肺燥, 肺脾两虚, 加
用百合、天花粉、玉竹、沙参等 6剂后, 其症状明显
好转。 

3.6  山  药 

山药, 原名薯蓣, 为薯蓣科植物薯蓣的干燥根
茎。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称其主伤中、
补虚赢, 除寒热邪气, 补中益气力, 长肌肉, 久服耳
目聪明。具有生津益肺、补脾养胃、补肾涩精的作用, 
用于脾虚食少、便溏腹泻、白带过少、糖尿病等症。

现在临床使用的组方如消渴丸、六味地黄丸等均有山

药。杨林等[12]采用六味地黄汤煎剂 10 mL/kg(2次/d)
喂食高血脂大鼠, 能明显降低其总胆固醇和脂肪含
量, 还能升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及
(HDL-C)/TC比值。 

3.7  白扁豆 

白扁豆系豆科、蝶形花亚科、扁豆属, 一年生或
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 白扁豆的嫩荚可食用, 花、种
子、种皮均可入药。白扁豆具有健胃化湿、清肝明目、

利尿消肿等作用, 临床常用于脾胃虚弱, 食欲不振, 
暑湿泄泻, 白带过多, 胸闷腹胀等症状。邓小琴[13]用

参茯白术散(包括人参、白术、茯苓、白扁豆等)治疗
体虚感冒、肺不张, 证属脾肺气虚、慢性鼻炎、痰湿
咳盛, 治宜培土生金, 扶正祛邪, 连续治疗 2 个月, 
症状明显改善。 

3.8  莱菔子 

莱菔子始载于《日华子本草》, 是十字花科植物
萝卜的干燥成熟种子, 性味辛甘平, 归肺脾胃经。作

为临床常用中药, 具有止咳平喘, 下气消食, 降气化
痰, 消食除胀之功效, 可用于咳嗽痰喘, 食积气滞, 
胸闷腹胀, 下痢后重等症。曾救凡[14]实验中用炒莱菔

子口服治疗高血脂症患者 38 例, 甘油三脂下降率为
50%; 胆固醇下降率为 38%, 其中 6 例血压偏高患者
治疗后均有下降。钟燕华等[15]用药物组成包括炒莱

菔子、制半夏、茯苓、炒山楂、炒麦芽、陈皮、连翘、

神曲的保和丸加减治疗高脂血症 98 例, 结果药效显
著, 总有效率高达 92%。 

4  八种药食两用中药降血脂有效成分 

4.1  山  楂 

山楂作为药食两用常用降血脂中药材, 主要含
金丝桃苷为主的黄酮类有机酸。梁伟伟等[16]研究不

同剂量的山楂叶总黄酮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脂代

谢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一定剂量的山楂叶总黄酮能
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清以及肝脏 TG、TC含量, 并能
有效地改善脂肪的积累, 从而证明山楂叶总黄酮具
有降血脂的作用, 对高脂饮食引起的高脂血症和脂
肪肝具有防治作用。杨华等[17]实验研究发现, 山楂叶
总黄酮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鼠 TC、TG、LDL-C水
平, 并升高 HDL-C 含量, 表明山楂叶总黄酮对高脂
血症大鼠的脂质代谢紊乱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4.2  葛  根 

葛根降血脂有效成分主要是异黄酮类化合物 , 
其中葛根素是其特殊成分之一 , 为 4′-OH 异黄酮
-8-C-葡萄糖苷, 此外还有黄豆苷及黄豆苷元。葛根素
有着显著的降血脂作用, 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动脉
粥样硬化的发生[18]。邓祖跃等[19]建立大鼠的高脂血

症模型, 同时连续腹腔注射给予葛根素(50 mg/kg), 
结果表明葛根素能降低高脂血症大鼠血浆 TC、TG、
LDL-C, 并升高 HDL-C 含量以及减少脂质过氧化产
物丙二醛含量, 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 
从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指数。刘剑[20]观察饮食中添

加葛根素对肥胖型高血压大鼠的心血管代谢指标的

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长期葛根素喂养可有效防止高
脂饮食导致的高血压大鼠的血脂水平升高, 并显著
改善肥胖型高血压大鼠的血管舒张功能及降低血压。 

4.3  薏苡仁 

薏苡仁多糖是薏苡仁降血脂活性主要成分。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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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1]用薏苡仁多糖对小鼠抗氧化作用研究发现, 薏
苡仁多糖可明显增强小鼠 SOD、GSH-Px活性, 有效
防止 CCl4 对肝脏组织的伤害, 抑制 MDA 含量的异
常上升, 从而达到降血脂的目的。Yeh等[22]发现薏苡

仁喂食的糖尿病 SD大鼠, 其总胆固醇三酰和甘油水
平明显降低。Yu 等[23]研究发现, 薏苡仁中水溶性多
糖可显著降低实验动物体内TC、TG、LDL-C水平, 从
而达到降血脂的目的。 

4.4  决明子 

决明子中含有的蒽醌类成分约为 1.2%, 蒽醌类
成分也是是决明子降血脂的主要成分之一, Yen等[24]

研究结果发现决明子乙醇提取物具有抗氧化作用 , 
通过柱层析方法分离得到的抗氧化活性物鉴定为大

黄素等蒽醌类成分。沈奇桂等[25]研究决明子对家兔

实验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影响, 证明决明子具有降低
TC、LDL-C、TG水平, 延缓和部分抑制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的形成, 从而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 其中有效成分蒽醌糖苷起主要作用。另外, 
决明子蛋白质也是决明子降血脂的成分之一。研究报

道表明决明子蛋白质和蒽醌类成分均能显著降低高

脂血症大鼠 TC、TG和 LDL-C含量[26]。 

4.5  百  合 

百合中的降血脂主要是成分是百合多糖。常银子
[27]用不同浓度的百合膳食纤维拌入普通饲料中进行

实验 , 结果表明能百合膳食纤维可显著降低大鼠
TG、TC、LDL-C水平, HDL-C含量显著升高, 具有
较好的调节血脂和减肥功能。曾明[28]研究发现, 兰州
百合粗多糖有利于增强白鼠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从
而减少自由基对其机体的损伤。 

4.6  山  药 

山药多糖是山药公认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杭
悦宇等[29]用日本薯蓣 10 g/kg的剂量灌胃小鼠实验表
明 , 薯蓣能显著降低实验小鼠血清中甘油三酯
( TG) 、总胆固醇(TC) 水平。高启禹[30]用不同剂量

的山药多糖灌胃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小鼠, 结果
表明山药多糖能显著降低小鼠血清 GLU、TC、TG
并升高HDL-C含量, 而且高剂量的山药多糖降血糖、
血脂效果更明显。 

4.7  白扁豆 

白扁豆多糖是白扁豆降血脂的主要有效成分 , 

白扁豆多糖能够清除体外的羟自由基及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 减少脂质化, 达到降血脂的目的。刘富岗等
[31]研究发现, 白扁豆多糖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羟
基自由基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弓建红[32]等实验

也发现, 白扁豆多糖能明显升高小鼠 SOD、GSH-PX
活力。 

4.8  莱菔子 

莱菔子水溶性生物碱是莱菔子降血脂的主要有

效成分, 李铁云等 [33]研究发现, 莱菔子水溶性生物
碱能显著提高大鼠血清SOD活性, 并降低MDA含量, 
从而通过抗氧化作用达到降血脂目的。张国侠等[34]

研究莱菔子水溶性生物碱对ApoE基因敲除小鼠血脂
的影响, 结果表明莱菔子水溶性生物碱具有明显降
血脂作用, 且其降脂作用呈剂量关系, 其可能机制是
莱菔子水溶性生物碱提高了 HDL-C的含量。 

5  药食两用中药降血脂作用机制 

5.1  对胆固醇吸收的抑制作用 

人和动物通过饮食吸收外界大量的外源性脂类

物质, 包括胆固醇和胆固醇转化物如胆盐等。这些外
源性脂类物质通过在小肠中消化吸收入体内。一些中

药如决明子[35]含有蒽醌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因其
有导泻作用, 能促进肠的蠕动, 减少脂类在肠道内驻
留时间, 进而减少对胆固醇的吸收, 通过反馈调节
LDL代谢, 从而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肠道胆固醇是
先溶解在微团中, 再经肠细胞吸收入血液。微团由磷
脂、脂酸、甘油一酯、胆固醇和其他物质组成, 属于
油性溶剂, 具有一定的溶解度。含植物甾醇类药食两
用中药与动物性固醇的化学本质一样, 如白扁豆[36]

莱菔子[37]等多含有谷甾醇、豆甾醇、菜油甾醇等植

物甾醇, 在肠道中可与动物性固醇竞争, 当共存肠道
时, 植物甾醇与微团的亲和力大于胆固醇, 替代部分
胆固醇溶解于微团, 降低微团胆固醇的溶解性和经
肠细胞吸收入血的量, 促进胆固醇从粪便排除。百
合、莱菔子等[38]含皂苷类物质能与胆固醇结合, 阻断
肝肠循环, 减少机体对胆固醇吸收, 达到降脂作用。 

5.2  影响胆固醇分泌和合成 

胆固醇的合成、分解以及转化代谢主要在肝脏中

由众多酶参与完成, 某些含甾醇类中药能通过降低
酶的活性来影响胆固醇的合成。含鞣质类[39]中药能

够降低由于肝损伤引起的肝和血清脂质过氧化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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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以及用过氧化油喂养的大鼠的胆固醇、谷丙转氨

酶和谷草转氨酶的浓度, 从而达到降血脂的作用。另
外, 三萜类化合物中药如山楂 [40], 通过抑制胆固醇
和三酰甘油的生物合成途径中一个或几个环节, 促
进脂肪分解, 加速三酰甘油的水解或影响肝脏对其
合成, 使合成胆固醇的原料减少, 达到降血脂作用, 
从而预防或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 

5.3  促进胆固醇排泄作用 

人和动物吸收的外源性物质包含丰富的胆固醇

和胆盐, 其中胆固醇被脂蛋白转运到肝脏, 主要转化
为胆汁酸排入肠腔, 大部分胆汁酸经门静脉吸收回
肝脏再利用, 只有小部分随粪便排出体外。胆盐在胆
汁酸的肝肠循环中, 能与中药中所含的纤维素、琼
脂、果胶等结合形成复合物, 不仅抑制其在肠内的吸
收, 促进降解和排泄, 还能阻断或延缓胆汁酸的肝肠
循环, 降低胆汁酸重吸收数量, 进而增加胆汁酸及其
衍生物的排泄量[41]。甚至能通过反馈调节提高胆汁

酸合成限速酶活性, 促进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 从而
达到降低胆固醇的目的。富有特殊生物活性的蛋白质

类物质, 如大豆蛋白、决明子蛋白质以及贻贝富含的
蛋白质[42]这类蛋白质中因含有与胆汁酸相结合的组

分, 能够减少肝肠循环的胆汁酸量, 阻止胆汁酸的吸
收利用, 增加排泄量, 从而抑制胆固醇的吸收和胆固
醇在体内的沉积。 

5.4  影响胆固醇运输 

血清胆固醇主要由 LDL和HDL来运输, 前者承
担来自内源性胆固醇的运输, 后者承担将肝组织外
胆固醇重新运回肝脏[43]。山楂、葛根等影响胆固醇

运输的可能机制是能够捕获细胞外液中的活性氧 , 
抑制 LDL 氧化, 表现出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活性。张
曼[44]用高脂饲料造模构建小鼠高脂模型, 结果表明
山楂能够降低 TC、TG、LDL, 升高 HDL含量, 同时
升高降脂酶的活性。 

5.5  通过抗氧化作用来降血脂 

高脂模型大鼠在生命代谢活动过程中持续产生

多种活性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以活性氧为主,它们相
互独立存在, 包含一个或多个不成对电子或分子, 易
溶于膜中损伤组织, 氧浓度高有利于脂质过氧化的
链式自由基反应, 从而造成膜脂质破坏, 脂质代谢紊
乱, 动脉硬化。含黄酮类、异黄酮类中药和少数固醇

类、萜类等化合物能够起到抗氧化作用, 它们通过清
除体内多余自由基、降低所有脂质化参数, 达到降血
脂的目的。如山楂中的黄酮[45]、葛根[46]中的葛根素

能够明显提高大鼠血清 SOD、CAT 水平, 从而降低
血清 TC、TG含量, 并升高 HDL含量。 

6  结  论 

降血脂中药在我国有着千年的历史, 长久的医
道文化积累留下了许多有降脂作用的药方, 为我们
开发降脂中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药食两用中药既是

药品又是食品, 为开发降脂功能食品创造了良好条
件。纵观降血脂药食两用中药的研究现状, 无论从临
床症状、体征改善, 还是病理指标的改变,均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但对药食两用中药血脂调节的研究, 多停
留在测定各种血脂、抗氧化等指标上, 很少涉及深层
的作用机制及长期毒性研究, 特别是不能对中药有
效化学成分的具体结构和作用机制给出明确诠释。因

此, 探讨如何结合药理实验进行降脂中药化学成分
的深入研究, 成为以后实验工作中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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