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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头菌（Hericium erinaceus）是一种珍贵

的药食两用菌。随着人工栽培技术的提高，猴

头菌得以大范围栽培，对其药用价值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1]。近年来的药理和临床研究表明，

猴头菌具有助消化、利五脏的功能，对慢性胃

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等多种消化道疾病

均有较好的疗效[2]。目前已开发的猴头菌产品，

有的以子实体为原料.有的以菌丝体为原料，这

些产品均表现出一定的临床效果，但它们之间

有无疗效上的差异，尚无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就猴头菌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做了相

应的药理研究，并就几种猴头菌提取物对胃黏

膜保护作用的疗效作了比较，为今后开发猴头

菌产品提供了药理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受试动物 

  SD 大鼠，清洁级，购自上海 BK 公司，体重

180～200g，雌雄皆可，每次实验同一性别SD大鼠。 

1.2 供试样品 

  猴头菌子实体粗多糖（HEP），猴头菌固体

发酵菌丝体粗多糖（HMP），猴头菌固体发酵菌

丝体全提物（HME），由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研

究所中试车间提供。 

1.3 溶 剂 

  0.5％CMC-Na 溶液。 

1.4 阳性对照 

  猴头复方冲剂，上海第十八制药厂生产

（961104）；阴性对照：相应溶剂。 

1.5 动物模型选择 

  体内胃黏膜损伤模型。 

1.6 受试样液配制 

  精确称取样品少量吐温-80 助溶后，用 0.5％

CMC-Na 溶液稀释至所需浓度。 

1.7 用药剂量 

  HEP、HMP、HME三个样品（多糖含量分别

为 25.1％、19.8％和 15.3％）等原生药量计（即同

量的猴头菌原料提取得到的样品）时，剂量为 2g/kg、

0.84g/kg和 1.4g/kg；以等多糖量计（即样品中多糖

含量是相当的）时，剂量为 2g/kg、3g/kg和4g/kg；

阳性对照以等多糖量计，用量7.5g/kg。 

1.8 实验方法 

  将动物随机分为 8 组，每组 10 只。样品各

剂量以灌胃方式给药，实验前按设计方案给药，

每天灌胃一次，连续 14d。第 12 天时动物开始禁

食，自由饮水。禁食 48h 后各组动物灌服无水乙

醇 1mL，1h 后处死动物，解剖取胃，沿胃大弯处

剪开，用 1％甲醛溶液固定 20min，洗净胃内容

物，在解剖显微镜下计数出各组动物胃黏膜血条

损伤程度，损伤程度以溃疡指数表示，条索状损

伤大于 1mm 者测量其长度，每 mm 计 1 分，宽

度大于 1mm 者计分加倍，计分总数为该动物的

溃疡指数，将各试验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个样品以等原生药量计时对乙醇

致大鼠胃黏膜损伤的疗效 

以等原生药量计时，进行了两次重复试验，

结果见表 1。 

两次实验结果均显示出，在以等原生药量

计时，三种样品与阴性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均显示出对胃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其中子实

体提取的粗多糖 HEP 在三个样品中疗效最好，

其溃疡抑制率达到 70.8%；菌丝体全提物 HME

的疗效次之，溃疡抑制率为 51.4%；而菌丝体

多糖疗效相对较差，溃疡抑制率为 41.5%。 
 

表 1 以等原生药量计时三个样品对胃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受试样品  剂量  给药方案  动物数  溃疡指数（±SD）   溃疡抑制率（%）  

  （g/kg）   （只）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HEP  2.00  
Po×

10qd 
 10  45.5 ± 10.7 ※ 35.8 ± 11.7 ※  64.2  70.8  

HMP  0.84  
Po×

10qd 
 10  79.2 ± 8.9 ※ 71.7 ± 11.2 ※  37.7  41.5  

HME  1.40  
Po×

10qd 
 10  64.2 ± 6.6 ※ 59.6 ± 9.3 ※  49.5  51.4  

阴性对照  相应溶剂  
Po×

10qd 
 15  127.1 ± 19.4  122.6 ± 21.3       

注：与阴性对照相比，
※

P＜0.01 

 

2.2 三个样品多糖含量相同时对乙醇致

大鼠胃黏膜损伤的疗效 

以等多糖含量计时，进行三次重复试验，

结果见表 2。 

结果表明，对无水乙醇造成的急性胃黏膜

损伤，各样品及阳性对照三次重复试验得到的

溃疡指数均小于阴性对照，有显著性差异。结

果显示，三个样品的疗效很接近，溃疡抑制率

都达到 60％左右，说明在多糖含量相同的情况

下，几种猴头菌提取物疗效近似。这也证实猴

头菌多糖是对胃黏膜损伤起保护作用的主要有

效成分，多糖含量直接影响到样品的疗效。 
 

表２ 以等多糖含量计三个样品对胃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受试样品   HEP  HMP  HME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剂量 （g/kg）   2.0    3.0    4.0    7.5    相应溶剂   

给药方案   Po×10qd   Po×10qd   Po×10qd   Po×10qd   Po×10qd   

动物数 （只）   10    10    10    10    15    

溃疡指数 

（±SD） 

第一次   45.5  ± 10.7  ※ 54.4  ± 6.1    49.2  ± 9.7    26.6  ± 4.7    127.1  ± 19.4    

第二次   35.8  ± 11.7  ※ 47.5  ± 9.8    44.2  ± 13.5    30.5  ± 6.9    122.6  ± 21.3    

第三次   30.65  ± 12.2  ※ 41.34  ± 12.3    43.13  ± 11.0    20.0  ± 6.3    125.4  ± 23.2    

溃疡 

抑制率 

（％） 

第一次   64.2    57.2    61.3    79.1            

第二次   70.8    61.3    63.9    75.1            

第三次   75.52    67.03    65.61    84.05            

注：与阴性对照相比，
※

P＜0.01 
 

3 讨 论 

消化性溃疡的发病是攻击因子增强和防御

因子减弱所致，防御因子主要有：粘液凝肢层、

粘膜血流、表皮生长因子、上皮再生等，而胃肠

粘膜自身防御因子的减弱对溃疡的发生有直接

影响[3]。本研究表明，胃黏膜受到损伤时，猴头

菌提取物所含的大量多糖对受损细胞起到了保

护作用，对胃黏膜上皮的再生、修复和消化性溃

疡的愈合有显著效果。本研究进一步表明，以等

量的猴头菌子实体和猴头菌苗丝体为原料进行

提取后，猴头菌子实体得到的粗多糖提取物对溃

疡的抑制率高于菌丝体全提物及菌丝体粗多糖。

这说明从猴头菌子实体提到的有效物质高于菌

丝体。此外，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增加菌丝

体提取物的剂量后，其疗效有所提高，但在三种

样品疗效接近的情况下，HEP 仅用 2g，而HME

要用 4g，HMP 需 3g，从用药成本及减轻病人负

担上考虑，HEP 为首选。无论是以等原生药量计

还是以等多糖含量计，猴头菌子实体提取物在对

胃黏膜损伤的疗效上均有一定的优势。从样品与

阳性对照的比较来看，在等多糖含量时，阳性对

照的疗效要好一些，这可能是因为它含有的铝、

铋、镁盐能抑制胃蛋白酶活性并能粘附于溃疡表

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轻对溃疡的刺激，所以复

方猴头冲剂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其中的多糖。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可给猴头菌类产品临床

使用剂量及其剂型开发提供一定的依据，也为生

产用原料的选择提供参考，而有效成分猴头菌多

糖的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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