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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α －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筛选对海南产高良姜的不同提取部位及其主要化学成分进行降血糖

活性测试。结果表明，高良姜的根茎、花、果实和茎叶的乙醇提取物及其主要成分高良姜素、山奈素、异鼠李

素和槲皮素对 α － 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活性显著高于阳性对照药阿卡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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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Alpinia officinarum Hance)的干燥根茎是重要的南药，是卫生部 1998 年公布的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一种天然植物，是开发新型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的重要原料。据 2010 版《中国药典》记载，其功能

主治为“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用于脘腹冷痛，胃寒呕吐，嗳气吞酸
［1］。由于高良姜的用途广泛

［2］，近年

来，在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均有大面积种植，其中，广东徐闻的种植面积约 4 466 hm2，产品占全国 90%
以上。高良姜传统以其干燥根茎入药，在采收过程中，高良姜的花、果实和茎叶自然枯萎或作为废弃物被

抛至田间地头，处理麻烦，而且容易将姜瘟等病害传播给下一茬高良姜。目前，从食品中寻找降血糖成分

成为如今降糖产品开发的热点
［3 － 5］。为此，笔者建立了基于 α 葡萄糖苷酶的降血糖模型，对高良姜及其

废弃物进行活性筛选，旨在为解决高良姜的废弃物问题，同时，为高良姜型降血糖药物或保健食品的开发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植物材料 高良姜不同部位样品于 2013 年 7 月采自海南省海口市高良姜种植基地，共计 4 个批次，

样品编号依次为 A ～ D(见表 1)。样品材料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代正福副研究员

鉴定为姜科山姜属良姜亚属高良姜(Alpinia officinarum Hance)，凭证标本(HK201307Ge，HK201307Ha，

HK201307Go 和 HK201307Ye)存放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1． 2 药品和试剂 药品:阿卡波糖(拜糖平，购买自拜耳医药公司，生产批号:BJ12559)，α － 葡萄糖苷酶

(EC 3． 2． 1． 20，东京 TLC 公司，批号为 MGI01)，对硝基苯 － α － 葡萄糖苷 (pNPG，购买自 sigma 公司);试

剂:磷酸钾、无水乙醇、二甲基亚砜、氯化钠(NaCl) 和碳酸钠(Na2CO3) 均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

司生产);高良姜素、山奈素、异鼠李素和槲皮素对照品购买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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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良姜样品来源

Tab． 1 Sources of Alpinia officinarum samples

产地 Origin of place 样品编号 Sample code 采集部位 Part sampled 批次编号 Batch number

海口市

HaiKou City

A 根茎 Ｒoot and stem HK201307Ge

B 花 Flower HK201307Ha

C 果实 Fruit HK201307Go

D 地上茎叶 Stem and leaf HK201307Ye

1． 3 实验方法

1． 3． 1 供试品的制备 高良姜根茎、花、果实各取 5 g，粉碎后乙醇超声提取 3 次(每次 20 min)，将提取

液离心去沉淀后，取上清液，50 ℃以下浓缩为浸膏，冷冻干燥，溶于甲醇，并稀释为不同质量浓度的溶液。
精密称取高良姜素、山奈素、异鼠李素和槲皮素适量，溶于甲醇或 DMSO，并稀释为不同质量浓度的溶

液。
1． 3． 2 建立测定体外 α － 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体系 本测试在紫外分光光度计上进行，反应体系参照贤

景春
［6 － 9］

等的方法并进行优化，优化后为:0． 1 mmol·L －1
的磷酸钾缓冲液(pH6． 8)0． 5 mL，再加入 10 mg·

L －1α － 葡萄糖苷酶 100 μL，0． 5 mL 样品溶液，混匀，37 ℃恒温 15 min 后，加入 2． 5 mmol·L －1 pNPG 0． 5
mL，混匀后 37 ℃恒温 15 min，最后加入 1 mL 0． 2 mol·L －1

的 Na2CO3 溶液终止反应，于 405 nm 波长下测

OD 值，重复 3 次，取平均值。以阿卡波糖为阳性对照，分别检测不同浓度的高良姜提取物及主要成分对

α － 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活性，计算其 IC50值。

酶活性抑制率 =
A空白 － (A样品 － A背景)

A空白

× 100% ，

式中，A空白:不加待测样品，只加入待测样品的溶剂，进行反应后的吸光值; A样品:加入待测样品反应

后的吸光值; A背景:只加待测样品反应后的吸光值。

2 结果与讨论

高良姜根茎、花、果实和地上茎叶 4 个部位的乙醇提取物以及其主要黄酮类成分(高良姜素、山奈素、
异鼠李素和槲皮素)对 α － 葡萄糖苷酶均有很强的抑制率，其 IC50 值明显小于阳性对照阿卡波糖( 见表

2)。这说明高良姜 4 个部位的乙醇提取物及其主要黄酮类成分都具有降血糖活性，其中，根茎、花、果实、
地上茎叶的乙醇提取物的降血糖活性初筛结果显示:果﹥地上茎叶﹥花﹥根茎，黄酮类成分活性初筛结

果显示山奈素﹥槲皮素﹥异鼠李素﹥高良姜素。

表 2 高良姜不同部位乙醇提取物对 α －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

Tab． 2 Inhibition of ethanol extract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A． officinarum against α-glucosidase

批次 /样品 Batch /sample 溶剂 Solvent IC50 /(μg·mL －1)

高良姜材料

A． officinarum

HK201307Ge 甲醇 Methyl alcohol 269． 24

HK201307Ha 甲醇 Methyl alcohol 142． 25

HK201307Go 甲醇 Methyl alcohol 113． 15

HK201307Ye 甲醇 Methyl alcohol 130． 00

单体化合物

Monomeric compound

山奈素 Kaempferide 甲醇 Methyl alcohol 58． 85

异鼠李素 Lsorhamnetin DMSO 120． 15

高良姜素 Galangin DMSO 154． 18

槲皮素 Quercetin DMSO 102． 16

阳性对照 Positive control 阿卡波糖 Acarbose DMSO 78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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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 4 个部位的乙醇提取物和主要黄酮类成分对 α － 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强于阳性对照药阿卡

波糖，其中，高良姜中含量很高的 4 个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抑制活性，这提示黄酮类成分可能为高良

姜降血糖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高良姜根茎、花、果实和地上茎叶 4 个部位的乙醇提取物对 α － 葡萄糖苷

酶的抑制活性的 IC50值和其中的单体化合物在 1 个数量级，且相差不大。这提示高良姜中还有某些微量

成分可能具有更高的降血糖活性，笔者后续工作有望从中分离出降血糖活性更高的单体化合物。高良姜

果的乙醇提取物的降血糖活性最强，其次为茎叶和花，根茎最弱，呈现出地上部分的降糖活性优于地下部

分。在降血糖活性的中药筛查中，有文献亦指出多种药用植物以及松树的果实、叶片和种子都表现出较

强的降血糖活性
［10 － 11］，本研究与以上文献报道基本相符。本研究测得高良姜地上部分具有良好的降血

糖活性，为此，可考虑将其地上部分开发成新型降血糖药物，使得高良姜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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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oglycemic activity of main constituents and extrac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the plant lesser galangal
(Alpinia officinarum Hance) were determined using inhibitory assay of α-glucosidas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thanol extracts of the rhizome，flowers，fruits and leaves of A． officinarum and its main ingredients galangin，

kaempferol，isorhamnetin and quercetin all produced obviously higher inhibitory activities against α-glucosidase
than the positive control acarbose． Hypoglycemic activities of flowers，fruits and leaves of A． officinarum were
first reported，which provides basis for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aste material in the harvest of A． offi-
cinarum．
Key words: Alpinia officinarum; hypoglycemic activity; α-glucos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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