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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月季花化学成分丰富多样 ，主要包括黄酮类 、黄酮苷类 、酚酸类化合物 、芳香油 、鞣质和色素等成分 ，其提取物或

某些化学成分在抗肿瘤 、抗真菌 、抗病毒 、抗氧化等方面显示了较好的生物活性 。本文综述了月季花植物中化学成分及药理

作用的研究进展 ，并对今后月季花的应用前景做了展望 。

　 　 ［关键词］ 　月季花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中图分类号］ 　 R２８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唱０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３唱０１９８唱０４

［DOI］ 　 １０ ．３９６９／j ．issn ．１００６唱０１１１ ．２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２

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Rosa
chinensis
LIU Mouzhi１ ，２

，SONG Xia２ ，３
，JIANG Yuanying２ ，CAO Yongbing２ ，YAN Tianhua１ （１ ．School of Pharmacy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２１０００９ ，China ；２ ．School of Pharmac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２００４３３ ，China ；３ ．

School of Pharmacy ，Fujian University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３５０１０８ ，China）

［Abstract］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Rosa chinensis Jacq were diverse ，mainly including flavonoids ，flavonoid glyco唱
sides ，phenolic acids ，aromatic oils ，tannins and pigments ．Its extract and some chemical constituents had shown multiple phar唱
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tumor ，antifungal ，anti唱viral ，anti唱oxidation etc ．．The advances in the study on chemical com唱
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of Rosa chinensis Jacq were reviewed and its application prospect was prosp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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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季花是一种常见的蔷薇科蔷薇属中草药 ，又

名月月红 、四季花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种植 。中

医认为其性味甘温 ，有活血调经 、消肿解毒的功效 ，

主治月经不调 、痛经 、痈疮肿毒 、淋巴结核等［１］
。研

究表明月季花的主要成分包括黄酮 、黄酮苷 、酚酸类

化合物 ，以及芳香油 、鞣质和色素等［２］
。它的提取物

或某些成分在抗肿瘤［３唱７］
、抗真菌［７］

、抗病毒［８］
、抗氧

化［９］
、抗衰老等方面显示了较好的生物活性 。笔者

对近 １０年来报道的蔷薇属植物月季花的化学成分

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行综述 ，为进一步研究开发该

植物资源提供依据 。

1 　化学成分

徐文昭［１０］分离得到的总黄酮中 ，一共有 ４种黄

酮类物质 ，经鉴别为槲皮苷 、山柰素唱３唱O唱鼠李糖苷 、

槲皮素及山柰黄素 ，其含量分别为 ７３ ．６１％ 、

２２畅５％ 、０ ．４５％ 、１ ．５６％ 。 天津大学张宏武［１１］从月

季花的 ３０％ 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２０ 个化合物 ，

鉴定出了 １７个化合物的结构 ，分别为琥珀酸 、琥珀

酸甲酯 、没食子酸 、没食子酸乙酯 、原儿茶酸 、香草

酸 、莽草酸 、没食子酸甲酯唱３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苯甲

基 ６′唱O唱没食子酸基唱β 唱D唱葡萄糖苷 、苯乙基 ６′唱O唱没
食子酸基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邻苯二酚 、槲皮素 、山柰

酚 、金丝桃苷 、山柰酚唱３唱O唱α唱L唱阿拉伯糖苷 、山柰酚唱

３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乔松素唱７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它们

主要为有机酸 、酚类和黄酮类化合物 。赵倩等［１２］也

从月季花的 ９５％ 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琥珀酸 、琥

珀酸甲酯 、没食子酸乙酯 、原儿茶酸 、香草酸 、莽草

酸 、没食子酸甲酯唱３唱O唱β唱D唱葡萄糖苷等 １４ 个化合

物 。另外 ，月季花中黄酮类化合物还有槲皮素唱３唱O唱
α唱L唱鼠李糖苷 、胡桃苷 、槲皮素唱３唱O唱β唱D唱半乳糖苷 、

萹蓄苷 、山柰酚唱３唱O唱６″唱反式唱香豆酰基唱β唱D唱葡萄糖
苷 、槲皮素唱３唱O唱６″唱反式唱香豆酰基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山

柰酚唱３唱O唱２″唱没食子酰基唱β唱D唱葡萄糖苷 、槲皮素唱３唱

O唱２″唱没食子酰基唱β唱D唱葡萄糖苷［１３］
、山柰酚唱３唱O唱β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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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唱槐糖苷 、槲皮素唱３唱O唱β唱D槐糖苷 、槲皮素 ７唱O唱β唱龙
胆二糖苷 、银椴苷 、芹菜素唱７唱O唱（ ６″唱O唱对羟基苯甲
酰基）唱β唱D唱葡萄糖苷［１４］

。

王晓燕等［１４］从月季花中还分离得到 β唱谷甾醇 、

菜油甾醇 、环桉烯醇 、齐墩果酸 、熊果酸 、２α ，３α ，１９α ，

２３唱四羟基唱１２唱烯唱２８唱乌苏酸 、２α ，３α ，１９α唱三羟基乌

苏唱１２唱烯唱２８唱酸等甾体化合物 。挥发油中主要有效

成分为没食子酸［１５］
，色素主要是花青素类［１６ ，１７］

，鞣

质是一类复杂的具有沉淀蛋白质性质的水溶性多元

酚类化合物［１８］
，其成分尚未见研究报道 。

2 　药理作用

2 ．1 　抗肿瘤作用 　月季花中富含黄酮类化合物 ，而

黄酮类化合物的抗癌抗肿瘤作用研究由来已久 ，研

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主要通过 ３ 种途径来达到抗

癌 、抗肿瘤作用 ，即抗自由基作用 、直接抑制癌细胞

生长和抗致癌因子等［１９］
。 槲皮素在毫摩尔浓度时

就具有抗癌作用 ，是有效的自由基捕获剂和抗氧化

剂 ，它对人卵巢癌［２０］
、乳腺癌［２１］

、白血病细胞［２２］
、胃

肠道肿瘤细胞［２３ ，２４］均有增殖抑制作用 。例如 ，槲皮

素体外对白血病细胞 HL唱６０的抑制作用 ，且浓度在

１０ ～ ８０ mol／L 之间表现出剂量相关的抑制作用 ，同

时也发现槲皮素对白血病细胞 HL唱６０ 的细胞周期
有影响 ，使 G２唱M 期细胞数目增多 ，G０唱G１ 期细胞减

少［２５］
。芹菜苷配基具有诱导 ３０８ 小鼠皮肤细胞和

人白血病 HL唱６０细胞周期停止于 G２ ／M 期的作用 ，

从而起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此作用在除去

芹菜苷配基 ２４ h 后可被逆转［２６］
。 此外 ，黄酮及黄

酮衍生物对一些致癌因子有抑制作用或拮抗作用 ，

研究结果证明 ，槲皮素能有效诱导微粒体芳烃羟化

酶 、环氧化物水解酶 ，使多环芳烃和苯并芘等致癌物

质通过羟基化 ，水解失去致癌活性 ，起到抗癌的效

果［１９］
。另有研究表明没食子酸也有一定的抗肿瘤

作用［３］
。 李文等［４］ 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

（MTr）测定没食子酸单独作用及没食子酸与顺铂 、

丁酸钠联合用药后卵巢癌细胞株 SKOV３的生长抑
制率 ，发现没食子酸对卵巢癌 SKOV３ 细胞具有较
强的生长抑制作用 ，并具有诱导细胞凋亡的活性特

征 ；也有研究表明没食子酸可以抑制肥大细胞瘤的

转移 ，从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６］
。而槲皮素 、芹菜苷

和没食子酸等均能从月季花中分离得到 。

2 ．2 　抗真菌和抗病毒作用 　 近年来临床真菌耐药

现象严重 ，研发新的抗真菌药的成本比较大 ，且研究

进展缓慢 ，越来越满足不了临床对真菌感染的治疗 ，

因此中草药及中草药成分在抗真菌活性方面的研究

成为抗真菌药研发的热点 。在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４年的 １０

年间 ，研究学者对 １８７ 味中草药进行了抗真菌活性

的筛选 ，发现有 １６２味具有肯定的抗真菌活性 ，但是

没有选用月季花 。研究表明酚类物质没食子酸体外

抗菌作用的抑菌浓度为 ５ mg／ml ，具有很强的抗真
菌作用 ；山柰黄素也是目前短缺的广谱抗菌中草

药［７］
。所以 ，研究月季花的抗真菌活性是非常必

要的 。

月季花中的黄酮类物质主要是槲皮素 、山柰黄

素［１０］
。王艳芳等［８］研究发现槲皮素可明显抑制流

感病毒 A１和 A３引起的小鼠肺炎 ；Shi 等［２７］在对银

翘散抗流感病毒作用的物质基础进行研究时 ，从银

翘散抗流感病毒有效部位群中分离得到金丝桃苷 ；

同时 ，山柰酚也具有抗病毒作用［１８］
。

2 ．3 　抗氧化作用
2 ．3 ．1 　月季花提取物的抗氧化作用 　 近年的大量

医学研究表明 ，人体的多种疾病和过早衰老 ，是由于

体内过多的氧自由基（游离基）将正常细胞氧化破坏

造成 。抗氧化剂能够消除这些氧自由基 ，阻缓氧化

反应 ，因而有良好的保健 、防衰老和减少疾病的作

用［２８ ，２９］
。李春和等［３０］研究发现月季花粗提物的乙

酸乙酯相有较强的清除二苯代苦酰肼自由基

（DPPH · ）的能力 ，当样品质量浓度达到 ２ ．５ g／ml
时 ，清除率达到 ８９ ．７１％ 。对乙酸乙酯相用硅胶柱

层析 ，氯仿和甲醇梯度洗脱进一步分离得到 ５ 个分

离片段 ，都具有不同程度的 DPPH ·清除能力 ，以片

段 ５（V甲醇 砄 V氯仿 ＝ １ 砄 １０）及片段 １（V甲醇 砄 V氯仿 ＝

１ 砄 １）时的洗脱剂所得到的分离成分抗氧化性最强 。

另一方面 ，刘英发等［３１］研究发现给与不同质量浓度

（１ 、０ ．１ 、０ ．０１ g ／L ）的月季花水提物可减少 NO 、丙

二醛 （MDA ）释放 ，提高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水平 ，显著提高细胞存活率 ，并可以提高胰岛

素的分泌量 ，且对由外源性 NO 导致的 DNA 含量
降低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说明月季花水提物能

够提高胰岛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

2 ．3 ．2 　月季花色素的抗氧化作用 　 月季花中含有

大量的色素 ，主要为花青素类 ，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

力 。常丽新等［３２］研究发现月季花色素对亚硝酸盐

有清除作用 ，而且色素浓度不同 、反应时间不同 ，对

亚硝酸盐的清除能力也不一样 ；同时还发现月季花

色素能降低大豆色拉油的过氧化值和 MDA 含量 ，

具有一定的抗油脂过氧化能力 ，且当色素的添加量

为大豆色拉油的 ０ ．０２％ 和 ０ ．０４％ 时效果最好 ，另

外 ，在加入柠檬酸后 ，月季花色素的抗氧化性能明显

增强［３３］
。袁克星等［３４］研究发现相对于对照组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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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月季花色素组显著延长了小鼠运动至力竭的

时间 ：对照组为 ７３ ．００ min ，色素组为 （８６ ．８８ ±

６ ．６４） min ；也显著降低了小鼠血清和骨骼肌中血乳

酸含量和 MDA 含量 ；并显著提高小鼠骨骼肌中血

清乳酸脱氢酶 （LDH ） 、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唱PX）和过氧化氢酶（CAT ）活性 。 由此可知 ，

月季花色素可显著增强小鼠体内多种抗氧化酶的活

性 ，延迟运动性疲劳的产生 ，提高运动能力 。

闻剑飞等［３５］在研究月季花色素对运动大鼠骨

骼肌氧化应激损伤的影响时发现 ，相比于对照组

（CG组）而言 ，运动后即刻组（EG ０ h 组）中肌酸激

酶（CK） 、LDH 的活性和 MDA 含量显著升高 ，分别

升高了 ３３畅２％ 、２７畅６％ 和 １１畅６％ ，而月季花色素即

刻组（ER ０ h组）使运动组中各指标的升高程度分

别下降了约 ６畅４％ 、１２畅４％ 和 ４畅４％ ；而 EG ０ h组中
SOD活性显著降低 ，降低了 １６畅７％ ，ERG ０ h 组降
低了 １２畅２％ ，相比于 EG ０ h 组提高了 ４畅５％ ，这说

明月季花色素可降低由运动引起的脂质过氧化反

应 ，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接着他又研究了月季

花色素对递增负荷训练大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递

增负荷运动可导致机体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 ，氧化唱

抗氧化系统失衡 ，但补充了月季花色素后可观察到

类似的结果［３６］
。

2 ．4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作用 　 月季花具有抗氧化

的作用 ，同时它也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

含有具免疫调节作用的成分 ———槲皮素 。槲皮素对

机体细胞免疫机能有正向调节作用 ，能够增强细胞

免疫功能 。已有研究发现槲皮素可显著促进 T 、B
淋巴细胞的转化 ，同时也增强白介素 Ⅱ （IL唱２）的产
生［３７］

。 Wang等［３８］发现槲皮素可以促进脾淋巴细

胞增殖 ，腹腔注射 ５０ 、１００ mg／kg 槲皮素能显著提
高 IL唱２ 的产生和活性 ，提高自然杀伤细胞（NK 细
胞）的杀伤效应 ，对抗泼尼松龙的免疫抑制作用 ，并

使红细胞膜表面 C３b受体活化 。 另外 ，也有研究表

明槲皮素可抑制蛋白激酶 C（PKC）的转运和活性 ，

强烈抑制钙离子内流 ，从而抑制组胺 、白三烯 、前列

腺素 D等介质释放［３９］
。

2 ．5 　其他作用 　除此之外 ，月季花还有多种药理作

用 ，如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４０］
、降低血管通透性［４１］

、

利尿作用等 。

3 　展望

综上所述 ，月季花在抗菌 、抗病毒 、抗氧化 、抗肿

瘤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对月季花的开发具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然而 ，目前月季花的化学成分

与药理作用研究的结合还不够紧密 ，药理作用的研

究深度不够 ，临床验证也很薄弱 。随着提取工艺的

不断改进 ，月季花的化学成分不断地被分离出来 ，其

药理活性也不断地被发掘 ，这使得对月季花的研究

更加透彻 ，也为其他中药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表明了

中药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 。另外 ，中药由于其低

毒 、高效的药理活性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

也对我国的中药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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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 ，单萜类成分 β唱蒎烯 、α唱蒎烯 、β唱月桂烯有

镇咳祛痰 、抗真菌作用 ；D唱柠檬烯有抗癌作用且能
抑制胆固醇合成［４］

；倍半萜类成分 β唱榄香烯有抗肿

瘤作用［５］
；石竹素具抗肿瘤 、解痉 、抗疟疾 、抗菌等作

用 ；α唱石竹烯 、α唱细辛脑具有平喘作用 ，后者又能止

咳 、祛痰 、镇静 、解痉 、抗惊厥 、抗癫痫［６］
；单环不饱和

倍半萜醇类红没药醇具有消炎作用 。鸭儿芹具特殊

香气 ，其诺卡酮 、β唱石竹烯 、β唱蒎烯 、α唱蒎烯 、β唱月桂

烯 、金合欢烯 、反式唱橙花叔醇等是其主要香气成分 ，

常作为香料和香料中间体 。

3 ．3 　将本实验研究用鸭儿芹与广西产鸭儿芹及湖
北恩施产鸭儿芹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比较［２ ，３］

，发现 ３

个产地鸭儿芹挥发油成分种类及含量有较大差异 ，

如瞿万云等对湖北恩施鸭儿芹根 、茎 、叶挥发性化学

成分的研究鉴定出 １７种化合物 ，李娟等对广西鸭儿

芹根 、茎 、叶挥发油的化学成分分析鉴定出根 １１种 、

茎 ２５种 、叶 １８种化合物 ，根 、叶主要成分为倍半萜 ，

单萜含量很低 ，茎中主要成分为单萜 。分析可能有

以下原因 ：首先 ，采收季节不同 ；其次产地不同 ，生长

环境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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