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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人掌(opuntia d iluni haw)为仙人掌科仙人掌属植物 ,

主要分布在南美 、非洲 、东南亚及我国南方等热带和亚热带

地区。 在我国分布的仙人掌属植物有 3种 , 即仙人掌

O. dillenii Haw、绿仙人掌 O. vulgaris M ill及梨果仙人掌

O. ficusind ica M ill。仙人掌性寒味苦 , 具有解毒镇痛 、消肿排

脓 、行气活血之功效 , 仙人掌在医药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

值 [ 1] 。仙人掌中含有与抗衰老作用相关的有效化学成分。
在墨西哥广泛流传:“一天一片仙人掌 , 年龄不随时间长 ”。

在我国 , 早在《唐本草》中 ,已提及仙人掌可以 “久服长生 , 坚

筋骨 , 令人不老”。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也叙述过 , “人常

食仙人掌 , 可长寿也” 。可见 , 仙人掌在延年益寿 、抗衰老方

面的价值一直得到了人们的肯定。随着人口老龄化 , 延缓衰

老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医学课题 ,仙人掌也因其具有良好的

抗衰老作用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人们对其抗衰老作用的

研究也不断深入 , 并在各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本文就仙人

掌抗衰老的主要化学成分及仙人掌抗衰老研究的方向作一

综述。

1　仙人掌抗衰老的主要化学成分
1. 1　氨基酸与微量元素　仙人掌含有机体必需的全部氨基

酸 , 对 O. dillenii Haw中氨基酸含量的测定表明 , 除色氨酸

外 , 17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 、胱氨酸 、谷氨酸 、缬氨酸 、丝氨

酸 、甲硫(蛋)氨酸 、甘氨酸 、苯丙氨酸 、苏氨酸 、异亮氨酸 、组

氨酸 、亮氨酸 、丙氨酸 、赖氨酸 、精氨酸 、脯氨酸 、酪氨酸 )含量

为 6. 7%,其中以谷氨酸含量最高。微量元素分析表明 ,仙人

掌中除常量元素 Fe、C a、M g含量较高外 ,活性较强的 Zn、Sr、

M n、Cu、Co、Cr等微量元素含量也较高 [ 2] , 这些微量元素具有

重要的生理功能:有的是酶和维生素必须的活性因子;有的

作为某些激素的成分或参与激素的作用;有的参与核酸代
谢;有的协助 Fe、Ca、M g等常量元素发挥作用 ,直接影响机体

的生长发育及寿命。 S r与维生素 E共同作用维持机体内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力这一事实已得到国内外的公认 [ 3] 。

仙人掌中维生素 E含量较高 , 每 100 g仙人掌叶片中含有维

生素 E 2. 3 m g [ 4] ,它的主要功能是在生物体内起催化及抗

氧化作用 , 清除体内自由基 ,稳定细胞膜结构;保持免疫细胞

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 ,以增强免疫力;维生素 E还可通过促

进核酸 、蛋白质生物合成而延缓衰老。

1. 2　多糖　黏液质细胞和黏液质是仙人掌植物的特征之

一 , 黏液质的化学成分主要是多糖 , 是由阿拉伯糖 、半乳糖 、

木糖 、鼠李糖及半乳糖醛酸组成的酸性多糖 [ 5] 。人体代谢过

程氧化还原反应中产生自由基 ,可诱发生物膜中不饱和脂肪

酸花生四烯酸产生过氧化反应 ,生成脂质过氧化物。而仙人

掌中含有的多糖类物质具有抗氧化作用 , 能延缓衰老进

程 [ 4] 。

　　武毅等 [ 6]研究表明 , 仙人掌茎粗多糖能明显降低老年大

鼠血清丙二醛 (MDA)含量及脑和肝组织脂褐质 (L f)含量 ,
并明显提高老年大鼠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 supe roxide

d ism utase, 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 ,表明仙人掌茎粗多糖具有抗衰老作用 , 其机

制可能与改善自由基代谢有关。

多糖也可通过提高受体免疫力来达到抗衰老的作用 ,靳

丹虹等 [ 7]从仙人掌茎中提取粗多糖 ,总糖含量达 40. 66%,研

究表明 , 此粗多糖能使正常小鼠免疫器官重量增加 , 提高网

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 , 并具有抗疲劳和抗炎作用。对仙人掌

粗多糖的药理性实验研究 [ 8]表明 , 仙人掌粗多糖能使正常小

鼠免疫器官胸腺及脾脏重量增加 ,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

能力 , 还能抗机体疲劳及消炎。王桂秋等 [ 9]研究证实 , 仙人
掌提取物主要对机体的体液免疫起作用。这些结果显示 ,仙

人掌粗多糖具有免疫增强作用 ,能提高机体对非特异性刺激

的抵抗力。

1. 3　SOD　SOD能催化超氧阴离子的歧化反应 , 它是一类

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剂 ,能使自由基的形成和消除处于动态的

平衡 , 从而抵御 O -
2 的毒害作用。 SOD具有抗衰老 、抗肿瘤 、

抗辐射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功能。自 1969年 M cCord等发现

该酶以来 , 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使用的

SOD,主要是由动物的血液和肝中提取的。仙人掌中含有较

多的 SOD,含量为 770 μg /g, 为牛血红细胞的 SOD含量的

2倍多。余旭亚等 [ 10]用硫酸铵分级沉淀 、凝胶层析和离子交

换层析分离纯化云南野生仙人掌中 Cu、Zn-SOD及其理化性

质的实验结果表明 ,仙人掌中含有较高活性的超氧化物歧化

酶 , 该酶具有一定的热稳定性及 pH稳定性 ,可作为寻求开发

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新资源。

2　仙人掌抗衰老作用研究的方向

2. 1　抗氧化作用　衰老的自由基学说认为 , 氧化是导致衰

老 、细胞破裂和进行性退行性病变的重要原因 [ 11] 。随着年

龄的增长 , 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 , 机体中过量氧自

由基迅速与核酸 、蛋白质 、脂质等反应 , 造成细胞代谢和功能

形态上的变化 , 引起细胞衰老和死亡 [ 12] 。 MDA 和 SOD、
CAT、GSH-Px等的含量和活性与衰老密切相关 , 仙人掌抗氧

化作用的研究 , 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抗衰老功能。万绍华

等 [ 13]研究发现米邦塔仙人掌具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 , 能显

著提高小鼠血清 SOD(P <0. 01)和 GSH-Px活性(P <0. 05),

显著降低小鼠血清 MDA含量(P <0. 05)。崔美芝等 [ 14]研究

表明 , 仙人掌粉各组明显降低老龄大鼠血清 MDA含量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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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1);升高老龄大鼠 SOD活性(低剂量组 P <0. 05, 中剂量

组 、高剂量组 P <0. 01),表明仙人掌粉有抗氧化能力。

许伟等 [ 15]研究发现 ,仙人掌可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力 ,

清除代谢产物在体内积累 ,有效的对抗 D-半乳糖所致小鼠衰

老体征的出现。推测可能是因为仙人掌直接捕获 D-半乳糖

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由基;另外结果显示 , 仙人掌可显著

增加 D-半乳糖衰老模型小鼠 SOD及 GSH-Px活力 ,这样就阻

断了自由基链反应的各个环节的进一步进行 , 对抗自由基的

损伤。仙人掌煎液以相当于每毫升 1. 5 g药材的剂量体外给

药 , 能明显抑制由 CC l
4
所致小鼠和大鼠肝匀浆中 MDA的生

成 , 其抑制率分别为 31. 36%和 55. 24%。水煎液(6 g /kg)给

小鼠灌胃 7天 , 其 MDA 值较 CC l4组有极明显差异 (P <

0. 01), 能明显降低 CC l4所致肝损伤小鼠肝组织中 MDA的

含量 , 提示仙人掌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 16] 。

2. 2　对细胞和 DNA损伤的保护作用　自由基可加速 DNA

损伤过程 , DNA的氧化损伤是引起衰老 、癌症等疾病的重要

原因之一 [ 17 , 18] 。对不同种属动物最大寿限的研究表明 ,动物

的最大寿限与该种动物体内氧自由基产生率及 DNA氧化损

伤率呈负相关 [ 19] 。因此对细胞和 DNA损伤的保护作用也

被作为抗衰老指标。

喻泽兰等 [ 20]从自由基角度出发 , 采用生物化学发光方

法体外研究了仙人掌水提物对 DNA 氧化损伤的保护作用。

结果表明 , 野生仙人掌对 OH 自由基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能

抑制 OH自由基对 DNA 的氧化损伤。通过对小鼠骨髓嗜
多染红细胞(PCE)微核率和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CA)

率的检测 , 结果表明 , 使用不同剂量的仙人掌和延长给药时

间均不能诱发小鼠骨髓 PCE微核率和 CA率的升高 , 而是有

所降低 , 并随着剂量的增加和给药时间延长而作用更加明

显 , 呈现一定的剂量依赖性下降。这表明仙人掌水提液对诱

变剂环磷酰胺所致的诱变效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对环磷酰

胺所致的染色体损伤也有一定保护和修复功能 [ 21] 。另外 ,

仙人掌水煎液拮抗重铬酸钾诱发小鼠骨髓微核的研究也证

明其有抗诱变引起的细胞损伤作用 [ 22] 。

2. 3　对果蝇寿命的延长作用　寿命是衡量衰老的重要指

标。果蝇具有高纯度种性及与人类相似的生长 、发育 、衰老

阶段 , 而且寿命周期短 , 繁殖快 , 容易管理。崔美芝等 [ 13]研

究了仙人掌粉对果蝇寿命的影响 ,研究结果是仙人掌粉延长

了果蝇的半数死亡时间 、平均寿命 、最高寿命。通过仙人掌

延长果蝇寿命的试验可见 ,仙人掌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2. 4　免疫作用　随着增龄 , 机体的免疫功能减退是衰老的

重要原因之一 [ 23 , 24] 。有研究表明 , 仙人掌提取液对小白鼠腹

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25] 。王桂管等 [ 26]

用仙人掌提取物连续 10天给小鼠灌胃 , 可使小鼠的脾重量

及脾指数明显增加 , 与生理盐水组和环磷酰胺组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0. 01)。仙人掌提取物连续 6天灌胃 , 可

使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明显增强 , 其吞噬百分率和

吞噬指数与生理盐水组及环磷酰胺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0. 01)。仙人掌水煎液能明显提高健康小鼠末梢血

中的W BC数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及与用药前比较 , 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0. 05, P <0. 01);在应用环磷酰胺的同时应

用仙人掌水煎液 , 能明显拮抗环磷酰胺所致的W BC减少 ,连

续用药 4天和 7天后末梢血中的W BC数与用药前比较未见

明显下降(P >0. 05);而与阳性对照组环磷酰胺比较 ,阳性对

照组小鼠的 WBC数显著减少 ,差异极其显著(P <0. 05, P <

0. 01)。

季宇彬等 [ 27]研究表明 , 仙人掌多糖可增加荷瘤小鼠肿

瘤红细胞花环率 , 提高红细胞 C3b受体花环促进率 , 降低红

细胞 C3b受体花环抑制率 , 提高红细胞表面唾液酸含量 , 从

而改善荷瘤小鼠红细胞免疫功能。 姚月梅等 [ 28]报道仙人掌

提取物能够提高末梢血管中血白细胞数量 , 提高单核细胞数

量进而使组织中的巨噬细胞数量增加 , 也使单核细胞 、巨噬

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强。 从而提示仙人掌提取物具有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2. 5　抗疲劳 、抗应激作用　抗疲劳 、抗应激能力等实验指标

已广泛用于抗衰老药物的筛选实验 ,许多生活现象和临床观

察提示应激与衰老有关。王桂秋等 [ 29]抗疲劳实验结果表

明 , 两种剂量的仙人掌水煎液(1. 25 g /kg, 2. 50 g /kg), 无论
腹腔灌注 , 还是皮下注射 , 均能明显提高小白鼠在冰水中及

热水中的游泳时间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有明显差异 (P <

0. 05, P <0. 01),表明仙人掌能显著增强小白鼠的体力及在

冷热环境中的应激能力 , 提高机体对内 、外环境变化的适应

能力 , 具有一定的抗疲劳作用。还有实验 [ 30]表明 ,仙人掌具

有明显增强小鼠运动耐力和延缓疲劳的作用 ,仙人掌提取液

能显著增强小鼠血清乳酸脱氢酶(LDH)的活力(P <0. 01),

促进体内能源物质肝糖原和肌糖原的积累 , 延缓疲劳的产

生。

王贵林等 [ 31]进行昆明种小鼠耐常压缺氧 、游泳 、耐寒和

耐高温试验 , 结果米邦塔仙人掌能显著延长老龄小鼠游泳时

间(P <0. 05)和耐高温时间 (P <0. 01),提高老龄小鼠在常

压缺氧条件下的生存时间(P <0. 05), 降低小鼠在低温环境

下死亡率(P <0. 05)。王桂秋等 [ 9]抗缺氧实验表明 , 仙人掌

有良好的抗缺氧作用 ,且大剂量组的抗缺氧作用好于小剂量

组腹腔灌注好于皮下注射。其抗缺氧作用与普萘洛尔相似

但比其弱 [ 29] 。徐霞等 [ 32]抗高温实验和耐低温实验结果表

明 , 在给实验组小白鼠连续皮下注射仙人掌水煎液 、对照组

动物皮下注射生理盐水 1周后 , 将实验组动物及对照组动物

同时放入(45±1) ℃的高温环境中 60 m in及 (14±2) ℃的

自然低温环境中 9 h, 结果对照组动物全部死亡 (死亡率

100%),而两个剂量的实验组动物均只有一只死亡 (死亡率

10%)。进一步表明仙人掌能显著降低小白鼠在高温及低温

环境中的死亡率(P <0. 01), 提高小白鼠在高温及低温等不
同的应激状态下机体的适应能力 , 延长生存时间 , 具有显著

的抗应激作用。可见 , 仙人掌可提高机体在缺氧 、高温 、低温

等不同应激状态的适应能力 ,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 延缓衰老。

3　展望

　　仙人掌抗衰老作用的研究 , 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 , 最佳

的研究指标和研究方法还没确定。 为深入研究仙人掌抗衰

老作用 , 提高抗衰老药理研究水平 ,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进一步研究和开发仙人掌具有抗衰老作用的有效成分 ,

探索有效成分的作用机制;(2)建立合适的动物衰老模型;

(3)确定反映人体衰老的关键性客观指标 ,避免在研究衰老

问题上的盲目性。总之 , 衰老是机体复杂的综合变化过程 ,

关于其确切机制尚无定论。仙人掌在抗衰老研究方面具有

广泛的应用价值 ,作为抗衰老中草药 , 仙人掌在抗衰老药理

的研究 、为衰老学说提供佐证 、抗衰老药物的研制和开发上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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