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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仙人掌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微量元素、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可作为蔬菜食用，还可加工成多种医

药保健品；仙人掌在临床上具有降血脂、降血糖和抗肿瘤等作用，但其作用成分、药理机制等尚未得到很好的

阐明。今后应该加强仙人掌的成分、药理、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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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study about the chemotrophy and pharmacy

activity of Opuntia dillenii．Opuntia dillenii，which contains affluent amino，trace element，

protein，vitamin，mineral matter and SO on，can be used as greens and medicine．Opuntia dillenii

has the effect of lowering the blood fat，blood sugar and resisting tumor，but the function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y mechanism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yet．

Key words：Opuntia dillenii，reducing blood lipid，hypoglyeemic activity，antitumor efficiency，

nutritive composition

仙人掌(Opuntia dillenii)，别名仙巴掌、观音

掌、霸王树、龙舌等，为仙人掌科仙人掌属植物，世界

约有70～110个属，2000余种，主要分布在南美、非

洲、东南亚等热带、亚热带的干旱地区[1]。我国仙人

掌主要分布于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

地，多为野生。仙人掌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植

物，无论是贫瘠的荒原，还是酷热的沙漠，只要有一

片绿色仙人掌跌到地面，它都会“落地生根”。仙人掌

不仅是一种观赏性植物，而且仙人掌的药用价值和

营养保健功能也日益被人们所重视。自古以来我国

许多中医药书籍都详细记载了仙人掌的功效与应

用，仙人掌在我国作为药用植物首载于清代赵学敏

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据该书记载：“仙人掌味淡

性寒，功能行气活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健脾止

泻，安神利尿，可内服外用治疗多种疾病。”在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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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仙人掌和仙人掌果实多用于主治心胃气痛、痢

疾、咳嗽、喉痛、乳痈、疔疮、腮腺炎等等乜]，还可作为

滋补强身保健之用￡3]。另外，食用仙人掌还可治心

悸、失眠等症[4]。近年来，动物实验及人体试验证明，

仙人掌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抗癌等药理作用，本文

简要综述了仙人掌的化学营养成分以及药理活性方

面的降血脂、降血糖和抗肿瘤方面的研究进展。

1仙人掌化学营养成分

仙人掌属于高钙、高黄酮、多糖、低钠、无草酸的

新型蔬菜，被誉为21世纪绿色天然食品。其茎含有

槲皮素一3、葡萄糖、苹果酸、琥珀酸、树脂、蛋白质、多

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花含异鼠李素和槲皮素一3；果

实含蛋白质、糖；种子含脂肪油[1]。据测定，每1009

仙人掌含矿物质0．99，蛋白质1．39，纤维素6．79，

铁2．6mg，钙20．4mg，磷17．0mg，维生素A(VitA)

0．22mg，维生素C(VitC)15．9mg，维生素B2(VitB2)

0．04mg，维生素B1(VitBl)0．03mg，热量30kcalL5j。

仙人掌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表1)、维生素

和矿物质(表2)成分，不仅可作蔬菜直接食用，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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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成多种医药保健品，还是制作罐头、饮料、酿酒

的上等原料Ⅲ。

表1米邦塔食用仙人掌氨基酸含量Ⅲ(单位：mg／1009)

表2米邦塔食用仙人掌微量元素含量Ⅲ(单位：mg／1009)

磷 钾 钙 镁 铜 锌 锰 铁 硅 硼

2仙人掌药理活性的研究

食用仙人掌的药用价值在几千年前就被印地安

人认识和利用，关于它的药理作用、营养保健功能及

使用方法，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1]。近代医

学研究发现，仙人掌有降低血脂和血糖的作用[6]，常

饮仙人掌汁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还具

有抗癌作用等[7]。

2．1 降血脂

在现代生活水平中，随着人们饮食中脂肪摄入

的增多与运动量的减少，高脂血症的发病率正在不

断增加。高脂血症是老年人的常见多发病，会导致冠

心病、动脉硬化、脑血管等疾病口]。因此，开发安全高

效降脂药物是当前的迫切需要。研究发现，仙人掌粉

高、中、低三剂量组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的总胆固

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动脉硬化

指数(AI)(P<0．01)、甘油三酯(TG)(P<o．05)

均有显著降低作用，对正常大鼠血脂无显著降低作

用，可见仙人掌粉对高脂血症大鼠血脂具有调节作

用，并且其降脂作用与给药剂量有关[9]。

目前根据对仙人掌的化学成分及含量的了解，

分析仙人掌阻止血脂升高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

仙人掌富含的粘液质是一种酸性多糖，其中既含有

由葡聚糖和糖蛋白组成的中性成分，又有由阿拉伯

糖、半乳糖、鼠李糖、木糖、半乳糖醛酸构成的酸性部

分，多糖类物质具有抗氧化、降血脂、延缓衰老的作

用[1叼；(2)仙人掌中脂溶性维生素E含量高，每100

g叶片中含有23 mg，维生素E作为抗氧化剂能够

清除体内自由基，还可以协助亚油酸将胆固醇清除

掉[1妇；(3)仙人掌中含的三萜皂甙能够调节人体分

泌机能和调节脂肪酶的活性，促进多余脂肪分解，并

且能有效地阻止脂肪在肠道吸收口21；(4)每100 g仙

人掌叶片中含有6．7 mg纤维素，它能加速胆固醇

的降解，同时增加肠蠕动防止便秘，有利于人体的新

陈代谢凹1；(5)仙人掌中含有含量很高的Ca2+和维

生素，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而钙显著降

低肠道脂质的吸收，增加粪脂的排泄，从而能够降低

人和动物的血清脂质水平[1 3。。

2．2降血糖

据估计，目前全国糖尿病患者总数已逾4000

万，糖尿病已成为人类的第5位死亡杀手n 4|。I晦床

药理研究表明，仙人掌提取物具有明显的降血糖作

用，能有效地改善Ⅱ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1 5|，还

有报告称在ir型糖尿病患者的慢性高血糖时存在着

脂质代谢紊乱及脂质过氧化作用增强，而给予仙人

掌浸膏片未观察到对血脂和过氧化脂质的影响[1 6|。

有资料显示正常对照组小鼠血糖(108．1土23．3)

mg／dl，而给予仙人掌提取物200mg／(kg·d)×6d

血糖值为(74．8士23．3)mg／dl，给予400mg／(kg·

d)×6d为(66．3±23．3)mg／dl；四氧嘧啶高血糖小

鼠空白对照组小鼠血糖为(208．38±54．06)mg／dl，

给予仙人掌提取物200rag／(kg·d)×5d为(196．85

±28．75)mg／dl，给予400mg／(kg·d)×5d则为

(141．95士72．20)mg／dl，说明仙人掌水提取物腹腔

注射对正常小白鼠和四氧嘧啶高血糖小鼠皆有明显

降血糖作用，且其降血糖作用强度与给药剂量有

关口川，提示了仙人掌水提取物中含有能降低血糖的

活性物质，可用于治疗糖尿病，至于仙人掌提取物降

血糖作用的有效成分，尚未见有相关报道。仙人掌提

取物除能有效地改善Ⅱ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外，

对糖尿病肾病早期肾功能的损害也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16]，对缓解小鼠的烦渴、饥饿症状有显著功效[1引。

2．3抗肿瘤

肿瘤是危害人类生命的恶性疾病，死亡率很高。

最新资料表明，仙人掌果实的汁液有以下作用：(1)

阻止宫颈癌、卵巢癌、膀胱癌细胞的扩散，(2)抑制患

卵巢癌裸鼠模型的肿瘤生长；这些实验都是在实验

室中对培养的癌细胞进行的，癌细胞随着凋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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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G1期的阻滞而得到控制[1 9|。在老鼠腹膜内注

入仙人掌果实的汁液并未影响到动物的体重，这表

明仙人掌对动物没有毒副作用[19。。更重要的是，它

对肿瘤生长的抑制作用可以和目前在卵巢癌中作为

化学预防剂的合成物视黄醛衍生物N一(4一羟苯基)

维甲酰胺(4一HPR)相媲美[2⋯。在接受仙人掌果汁治

疗的动物体内发现，肿瘤组织中膜联蛋白Ⅳ(即内联

蛋白Ⅱ或锚定蛋白)增加了，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则减少了n引，仙人掌果汁起作用的成分、结

构和机制尚未阐明，但是，通过使细胞膜死亡受体活

化的外在作用(女nJ10瘤坏死因子，核因子KappaB、血

管紧张素原(Fas)或经由线粒体起的内在作用被认

为是最可能起作用的机制，其中线粒体在诱发凋亡

释放若干分子(如BAX、凋亡诱导因子(AIF)、色素

C、负离子超氧化物)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1|，但

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以确定仙人掌中起抗癌

作用的内在成分和机制。仙人掌提取物，特别是从根

部提取出来的“角蒂仙”等成分有防止癌细胞扩散和

转移的作用；海内外有关以仙人掌为主要成分防治

癌症的临床报告和方剂已有不少，涉及癌症种类达

10余种‘7{。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仙人掌是天然植物，具有良好的观赏

价值、食用价值、保健价值和药用价值，并且药源丰

富，无毒无异味，开发产品安全方便。在食用方面，可

作为水果和各种口味的菜肴；在保健方面，可开发各

种类型的饮料和糖果以及各种类型的护肤护发化妆

品；在药用方面，可开发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

菌、消炎等药物。仙人掌综合利用价值高，开发应用

前景广阔，应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加强仙人掌的成

分、药理、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充分挖掘仙

人掌的食用、药用等各方面的潜力，让仙人掌为人类

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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