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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研究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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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探讨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从多角度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 1994 年至今发表的 177 篇石斛属抗肿瘤研究论文进行客观而系统的

定量分析。结果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热度正在提升，但实验类研究论文较少。研究涉及到的石斛属植物有 11 种，肿瘤

细胞有 14 种，但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存在低水平、多重复的现象。结论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研究深度

及广度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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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umor Research Status Analysis of Dendrob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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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e the existing problem and its solution method in Dendrobium antitumor research by 
using bibliormetic method. METHODS  Used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through the research, namely, analysised the 177 articles 
about Dendrobium antitumor which published by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in CNKI objec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also due to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SULT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focused on Dendrobium antitumor; but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Dendrobium antitumor was less;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Dendrobium of 11 species, 14 kinds of tumor cells, but all lack of 
systematic and thorough research; the deficiency of experimental papers and systematic researching resulted in most paper had a 
repeating phenomenon and kept researching stuck in a low-level. CONCLUSION  The issues of Dendrobium antitumor 
researching should be addressed based on it’s depth and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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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属 Dendrobium 是兰科 大的一个属，中

国约有 76 种。《本草纲目》中记载：“石斛除痹下

气，补五脏虚劳赢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

补内绝不足，平胃气，长肌肉，定志除惊，轻身

延年。”石斛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多糖和生物碱，其

他成分还有菲类、联苄类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石斛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改善肝功能、治

疗白内障、增强人体免疫力、降血糖、抗血栓、

抗肿瘤、抗诱变、抗菌和促消化等作用[1]。近年来

国内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已逐渐转向天然动植

物，中医药治疗肿瘤渐渐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一

个新途径[2]。相比于西药，中药治疗肿瘤具有多个

作用靶点、多种治疗效应、疗效作用持久及不易

复发等诸多优势[3]。其中石斛属植物抗肿瘤活性研

究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本文

以“石斛抗肿瘤”和“石斛抗癌”为主题进行检

索，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 1994 年至今发表的 177 篇

石斛属抗肿瘤研究论文，从多角度进行客观而系

统的定量分析，旨在为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研究提

供参考，促进其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 

1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1.1  从时间角度解析石斛属抗肿瘤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 

以时间为轴线，统计国内学术期刊每年发表

的论文数量从而分析出石斛属抗肿瘤的研究现

状，了解这方面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特征。论文

发表的时间与数量交互统计见图 1(由于 1994—

2000 年论文数量较少，因此将其合并统计)。国内

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石斛抗肿瘤的

相关文献，1994—2002 年发表论文总计 9 篇，年

均发表论文仅 1 篇，我国对于石斛抗肿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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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直到 2003 年，有关此方面

的研究才逐渐升温，当年发表了 6 篇论文，之后，

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石斛属抗肿瘤研究中，研

究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其机制上。 
 

 
图 1  不同年份石斛属植物抗肿瘤论文篇数变化 

Fig. 1  The change of quantity in Dendrobium antitumor’s 
paper 

1.2  从类别角度解析石斛属抗肿瘤的研究现状与

发展趋势 

1.2.1  实验类与综述类文献统计  实验类研究是

指通过实验手段来研究石斛属抗肿瘤的相关问

题，而并非对已有的石斛属抗肿瘤文献整理后进

行综述。177 篇论文中综述类论文有 142 篇，占到

总数的 80%，实验类论文有 35 篇，仅占总数的

20%，其中学位论文 18 篇，大学学报论文 5 篇，

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在 35 篇实验类论文中，体

外细胞实验有 24 篇，体内小鼠实验有 5 篇，细胞、

小鼠兼具的有 6 篇。低水平的重复性综述是没有

意义的，只有实验类研究才能为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提供可靠有效数据，进而逐步推动石斛属植物

抗肿瘤研究进展。与此同时，应该增加体内小鼠

实验研究，为今后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2.2  抗肿瘤研究涉及到的石斛品种  对 177 篇

文献进行整理，统计出石斛属抗肿瘤涉及到的石

斛品种有铁皮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叠鞘(Dendrobium denneanum Kerr.)、金钗

(Dendrobium nobile Lindl.) 、 霍 山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鼓槌

(Dendrobium chrysotoxum Lindl.) 、 密 花

(Dendrobium densiflorum Lindl.)、细茎(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流苏(Dendrobium fimbriatum 

Hook.)、球花(Dendrobium thyrsiflorum Rchb.f.)、棒

节(Dendrobium findlayanum Par. et Rchb. f.)、华石

斛(Dendrobium sinense T. Tang et F. T. Wang.)11 个

品种，相关品种的论文数见图 2。 

 
图 2  抗肿瘤的石斛品种 

Fig. 2  The Dendrobium species of Dendrobium antitumor 

由图 2 可见，研究铁皮石斛抗肿瘤的论文

多，达到了 57 篇，占总数的 32%。这是因为相比

其他石斛，铁皮石斛药用价值高，商品价值高，

开发潜力大，并且其组织培养技术日趋成熟，可

以用人工试管苗代替宝贵的野生资源。叠鞘、金

钗、霍山、鼓槌石斛抗肿瘤相关研究论文为 6~12

篇，数量较少且研究不够深入。细茎、密花、流

苏、球花、棒节、华石斛抗肿瘤的研究论文分别

只有寥寥 1~3 篇。 

1.2.3  抗肿瘤研究涉及到的肿瘤类型  石斛属抗

肿瘤的研究实验分为体内小鼠实验与体外细胞实

验，其研究热点是体外细胞实验。学者研究了不

同品种石斛对人肝癌、肺癌、胃癌、白血病、乳

腺癌、结肠癌、宫颈癌、卵巢癌、人和小鼠畸胎

瘤、卵巢腺癌、鼻咽癌、肠癌、膀胱癌、前列腺

癌 14 种肿瘤细胞的抗肿瘤作用。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对肝癌、肺癌、胃癌、白血病、

乳腺癌、结肠癌的研究论文较多，其余肿瘤细胞

一般只有 1~3 篇研究报道，可见石斛属植物对多

数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但其研究分布不均 。 

2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活性物质与机制研究 

2.1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活性物质 

对已有的 35 篇实验类研究论文进行抗肿瘤的

有效成分提取部位统计，溶剂提取石斛有效成分

共计 63 次。目前研究人员已使用的提取溶剂有水、

乙醇、乙酸乙酯、石油醚、正丁醇、氯仿、丙酮、

甲醇 8 种，其中水、乙醇和乙酸乙酯提取石斛成

分比较普遍，分别被使用了 21，13 和 11 次，合

计占总数的 71%。石油醚、正丁醇分别被使用 7

次，而氯仿、丙酮、甲醇、氢氧化钠分别仅被使

用 1 次。主要有效成分石斛多糖存在于水提和乙酸

乙酯部位，尤以乙酸乙酯部位抗肿瘤作用显著，有

效成分菲类、联苄类多存在于醇提和石油醚部位。 

对 35 篇实验类研究论文进行抗肿瘤的有效成

分统计，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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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类型 

Tab. 1  The tumor types of Dendrobium anti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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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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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斛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Fig. 3  The active ingredients of Dendrobium antitumor 

图 3 表明，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主要有效成

分是多糖类化合物，相关论文有 14 篇，占总数

40%。金乐红等[4]实验证明石斛多糖能够有效抑制

小鼠肉瘤(S180)瘤体生长和离体肝肿瘤细胞生长。

其次是菲类化合物，有 8 篇，占总数 23%。研究

证实[5]，石斛属药材的抗肿瘤活性成分主要是菲类

和联苄类化合物。同时植物化学研究表明[6]，石斛

属植物中的主要含有倍半萜、生物碱等有效成分，

但目前这些成分的研究论文仅有 2~4 篇，稍显欠

缺。Chanvorachote 等[7]研究显示从石斛中提取出

的菲类、联苄类、倍半萜类成分对肺癌细胞有抑

制作用。 

2.2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机制研究 

关于石斛是如何抗肿瘤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

热点。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学者开始

从分子、基因层面对石斛抗肿瘤的机制进行深入

而系统的探讨。石斛抗肿瘤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①提高机体免疫力。此方面研究集中

在石斛多糖上，尤以铁皮石斛为主。张中建等[8]

通过动物实验观察铁皮石斛制剂不同剂量对小鼠

的免疫调节作用，结果证实铁皮石斛制剂中、高

剂量组能显著增加小鼠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

功能；低剂量组显著增强小鼠单核-巨噬细胞吞噬

功能，因而对临床肿瘤放、化疗患者及各种原因

造成的免疫低下患者可以起到很有效的辅助治疗

作用。同时，陈璋辉等[9]体外实验证明，细茎石斛

多糖可明显刺激巨噬细胞分泌 TNF-α，促进脾淋

巴细胞增殖。故推测提升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可

能为石斛增强机体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之一。②诱

导细胞凋亡。张丹丹等[10]实验证明霍山石斛多糖

可抑制体外培养的人胃癌细胞的生长，并诱导其

凋亡。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多糖通过下调 c-myc

基因和上调 p53 基因的表达来发挥抑制效果。朱

启彧等[11]实验表明毛兰素上调 Bim 的表达，下调

Bcl-1 和 Mcl-1 的表达，激活 Caspase 级联反应，

终触发 PARP 断裂从而诱导细胞凋亡。细茎石斛

中的有效成分可以通过诱导前列腺癌细胞谷胱甘

肽消耗，导致 DNA 损伤应答，进而导致细胞周期

停滞。线粒体膜电位降低，细胞色素 C 释放，反

过来，半胱天冬酶级联激活， 终诱导肿瘤细胞

凋亡[12]。③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王杰等[13]研究了

鲜铁皮石斛生物碱、多糖提取物对 Lewis 肺癌小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增殖细胞核抗原

(PCNA)、微血管密度(MVD)的影响， 终得出鲜

铁皮石斛的抗肿瘤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鲜铁皮石

斛生物碱和多糖联合抑制瘤块 VEGF、PCNA、

MVD 的表达来实现的结论。④阻滞癌细胞周期于

G2/M 期。Sun 等[14]发现铁皮石斛能选择性抑制乳

腺癌细胞的增殖，诱导其细胞周期阻滞于 G2/M

期。所有肿瘤生长的生物标志显著降低，所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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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凋亡的生物标志物显著增加。 

3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研究方法 

石斛抗肿瘤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体内小鼠实

验方法和体外细胞研究方法。第一类体内小鼠研

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计算荷瘤小鼠肿瘤组

织的抑瘤率和各脏器指数。将小鼠摘眼球取血后

处死，摘取瘤块、胸腺、脾，分别称重，然后计

算体质量增长量、肿瘤抑制率、胸腺指数和脾指

数[13,15]。第二类体外细胞研究，此类研究方法丰

富多样，主要是先使用 MTT 法检测癌细胞的抑制

活性[16-17]，筛选出抗肿瘤的有效成分。郑秋平等[16]

将铁皮石斛乙酸乙酯、95%乙醇、水 3 种初提取物

进行 MTT 细胞增殖检测，筛选出具有强抗肿瘤活

性的组分。再结合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对其机制进

行初步探索。张丹丹等[10]经 MTT 法计算不同质量

浓度霍山石斛多糖对胃癌细胞生长的抑制率后，

使用普通倒置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胃癌

细胞进行形态学检测。再使用荧光定量 RT-PCR 技

术检测原癌基因 c-myc 和抑癌基因野生型 p53 的

表达。 

4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应用 

关于石斛抗肿瘤的小鼠实验研究论文较少，

可提供的临床参考数据较少，所以目前石斛抗肿

瘤方面的临床实践病例欠缺，开发力度不够。梁

颖等[18]从中医药理论、文献报道及临床调研进行

评估，发现铁皮石斛对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

量确有一定的作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抗恶

性肿瘤、减轻放射和化学治疗不良反应。临床观

察发现[19]，铁皮枫斗晶颗粒(胶囊)是放化疗肿瘤患

者对症辅助治疗的有效药物，能显著减轻放疗不

良反应。多糖和芪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提示铁

皮石斛不仅可以作为癌症对症治疗的辅助用药，

亦可作为抗肿瘤药物研究开发的候选物。 

目前还未在文献中发现有关抗肿瘤的石斛方

剂的记载，但以铁皮石斛和石斛为原材料，以增

强免疫力和免疫调节作用为主要功效的国产保健

品已达 109 种，包括胶囊、颗粒剂、含片、浸膏、

茶、饮料、口服液、丸剂、酒、露剂 10 种。其中

胶囊占 38%，颗粒剂占 25%，含片占 13%，浸膏

占 7%，剩余品种共占 17%。原材料几乎以铁皮石

斛为主，偶见金钗石斛、霍山石斛。 

5  讨论 

石斛属植物抗肿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随后陆续有相关论文发表。研究涉及到的

石斛种类、肿瘤类型和研究方法较单一。自 2003

年起，石斛抗肿瘤的研究开始升温，每年发表的

研究论文数量稳步上升。之后，伴随着人们对肿

瘤治疗、石斛属植物开发利用的热度增加以及现

代科技的发展，更多的研究集中在石斛成分的提

取分离方面，进而探究石斛抗肿瘤的有效成分。

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应用于石斛抗肿瘤的研究

中，例如荧光定量 RT-PCR 技术、流水式细胞检测

技术以及复杂的染色显微观察技术等。但是在进

行石斛抗肿瘤研究时，这些技术并没有形成一个

完整的体系。抗肿瘤研究涉及到石斛属的 11 种植

物，其中铁皮石斛的研究 多，这与其药用、商

品价值高、开发潜力大有关。中国药典 2010 年版

已经将铁皮石斛单列为一味药，中国药典 2015 年

版记载其功效为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热病

津伤，胃阴不足，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筋骨痿

软等症[20]。金钗、鼓槌和流苏石斛也是药典明确

规定的石斛来源植物，研究相对较多。而密花、

细茎、球花石斛作为观赏植物具有较高的园艺价

值，棒节石斛和华石斛为海南特有种，这些种的

研究文献极少。石斛属下分剑叶组、瘦轴组、顶

叶组、基肿组、石斛组、心叶组、黑毛组等 13 组，

铁皮、叠鞘、金钗、霍山、细茎、流苏、棒节 7

种石斛属于石斛组，鼓槌、密花、球花 3 种石斛

属于顶叶组，华石斛属于黑毛组。由此可见，石

斛属抗肿瘤植物主要集中在石斛组和顶叶组。 

据调查，肺癌、女性乳腺癌、胃癌、肝癌、

结直肠癌、食管癌、宫颈癌、子宫肿瘤、胰腺癌、

卵巢癌是我国主要的恶性肿瘤，约占全部新发病

例的 75%[21]。因而研究石斛抗肝癌、肺癌、胃癌、

白血病、乳腺癌、结肠癌的论文偏多。石斛化学

成分复杂，抗肿瘤活性很强，学者可以扩大石斛

属植物所抗肿瘤类型的研究范围，可能会发现石

斛对于一些不常见肿瘤有良好治疗作用。 

目前石斛属抗肿瘤方面的综述较多，表述雷

同，而实验类研究较少。多数体外细胞实验研究

仅停留在提取分离石斛成分后用 MTT 法进行活性

成分筛选这一步，为数不多的学者还深入进行了

抗肿瘤的机制探索，其中发现一个新的机制而不

是重复前人已有机制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关于

体内小鼠抗肿瘤的研究极少，几乎没有研究石斛

活性成分在小鼠体内过程和药理机制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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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动物实验，深入系统研究石斛抗肿瘤机制，

能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数据。 

从本次样本的来源分析，在 177 篇文献中，

刊登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只有 42 篇，仅占总数的

24%，学位论文 80 篇，普通期刊论文 47 篇，会议

论文 8 篇。虽说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不一定就代表

着高质量高水准，但其水平也是经过专家认可的。

分析这 35 篇文献发现，尽管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

呈现上升趋势，但重复性研究较多，没有创新性。

笔者认为，只有进一步明确石斛抗肿瘤的作用机

制，对石斛抗肿瘤机制和构效关系开展研究，才

能推动石斛属抗肿瘤活性在医药方面及功能保健

食品开发的应用，并 终将其推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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