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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猴头菇是我国传统的食药兼用菌，营养价值高, 所含成分丰富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衰老、保护胃黏膜、神经保护等功效。因此，

猴头菇应用前景非常广阔，目前的常用途径为制作食品以及保健品，也涉及到医药领域。本文主要围绕猴头菇活性成分、药理作用、提取

方法等综述了猴头菇的研究现状，为猴头菇进一步研究以及猴头菇保健品开发及新药研发提供依据，也为其他食用菌的研究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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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猴头菇概述 

猴头菇为猴头菌科植物猴头菇 Hericiumerinaceus（Bull.ex Fr.）

Pers.的干燥子实体，又名猴头、猴头菌等，是我国传统的食药两用

菌，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子实体外观与猴子的头部较为相似[1]。猴

头菇味道鲜美，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传统功效有养胃、健脾、

保肝等，除传统功效以外还有抗氧化、抗衰老、抗溃疡等多种功效

也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再加上猴头菇能够药食两用，表明

其能够用于开发药品或者保健品等，并且前景非常广阔[2]。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化学成分 

2.1.1 多糖 

多糖是由多个单糖分子脱水缩合以糖苷键结合形成，具有抗氧

化、免疫调节、抗疲劳、抗肿瘤等药理作用的一类天然高分子碳水

化合物[3-7]。猴头菇中较为重要且研究较多的活性物质是猴头菇多糖
[8]。贾联盟等[9]经研究首次得到两种新型真菌多糖，分别为 HEP-1、

HEP-2。崔芳源[10]研究了猴头菇胞内胞外多糖的结构及其抗氧化活

性，发现胞内多糖与胞外多糖的单糖组成不同。李望[11]对猴头菌丝

体多糖进行研究，经过分离纯化后得到 HEP10。多糖可能通过增强

抗氧化蛋白活性，清除活性氧以及降低过氧化物产生从而平衡细胞

和机体的氧化还原环境[12-13]。贾毓宁等[12]对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猴头菇多糖能够清除一定量的·OH、过氧化氢，且有一定的还原

性，即表明其具有抗氧化活性。 

2.1.2 猴头菌素、猴头菌酮 

猴头菌素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二萜类化合物，何晋浙等[14]将猴头

菌素进行研究，发现其醇提物有一定的抑菌活性，并对大鼠的神经

生长因子有促进作用。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其对与治疗老年痴呆等

疾病存在一定潜力[15]。对猴头菇的活性成分进行总结，表明其含有

的猴头菌素以及猴头菌酮对于促进细胞神经生长因子合成有一定

作用效果。 

2.1.3 蛋白质、多肽 

蛋白质是猴头菇中含量最丰富的一类成分。有研究者表明猴头

菇中所含的活性蛋白质与活性肽均有抗氧化能力以及免疫调节作

用。抗氧化肽经过酶解后能够很好的清除羟基自由基以及超氧阴离

子自由基[19]。 

2.1.5 其他 

猴头菇较强的抗氧化性可能由于其中的酚类物质活性酚羟基

的形式较多。有研究表明总多酚是猴头菇甲醇提取物中的主要天然

抗氧化成分。脂肪油中的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具有抗氧化、降血脂等

药理作用。对两批次猴头菇脂肪油成分进行分析，共从中鉴定出 43

种成分，酯类 20 种、羧酸类 8 种、烷类 6 种、烯类、酚类及酰胺

类各 3 种。 

2.2 药理作用 

多数研究表明猴头菇具有抗氧化相关的作用，例如抗氧化与抗

老化，以及对胃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2.2.1 抗氧化 

猴头菇中主要的天然抗氧化成分为总多酚，这类物质的存在形

式多为活性酚羟基，其抗氧化活性较强。其对 DPPH·与·OH 都

存在一定的清除作用。猴头菇单糖具有还原性，其能够抑制自由基

反应，从而形成稳定性较高的化合物，猴头菇多糖由多种单糖组成。

有研究表明对小鼠进行猴头菇多糖灌胃后，其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

酶与过氧化氢酶的含量明显提升。因此，猴头菇多糖的抗氧化性较

好，有研究显示其也能够有效清除以上两种自由基。 

2.2.2 抗老化 

猴头菇中的麦角甾醇过氧化物能够降低与衰老相关的酶的活

性，这可能也与细胞环境、调控目的以及抗氧化相关。 

2.2.3 对胃黏膜损伤的辅助保护功能 

猴头菇中存在碱性多糖，其对急性胃黏膜损伤有保护功能，但

是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可能具有多种途径，其中一种就是减少胃酸

抗过氧化作用。有研究表明，过量产生活性氧会引发胃黏膜损伤，

胃粘膜中不断生成活性氧会引发脂质过氧化，从而导致促炎细胞因

子的过度表达以及白细胞的聚集和活化。 

2.2.4 其他 

有研究表明，猴头菌菌丝体中的粗多糖能够提高阿尔茨海默症

小鼠血液和脑中超氧化物歧化酶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并

能够抑制活性氧的增加，从而改善氧化应激状态。猴头菇子实体多

糖对于抑制结肠癌细胞生长有显著效果，菌丝体多糖通过减少血液

和组织的氧化损伤从而对结肠炎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2.3 提取方法 

目前猴头菇的提取方法有：溶剂提取法（水溶液、酸溶液、碱

溶液等提取）、酶法提取、超声波提取法、微波提取法、超声波/复

合酶法、微波/复合酶法、超高压提取等。 

2.3.1 水提取 

热水提取法的特点是操作简单、方便快捷并且稳定。但是猴头

菇提取物的得率会受到提取条件的影响，例如提取所需要的温度、

时间或是料液比、pH 以及有可能涉及到的乙醇浓度都是影响热水

提取猴头菇提取物得率的关键因素。 

有学者对猴头菇菌丝体多糖进行热水提取法提取研究，并优化

了提取工艺条件，确定多糖得率为检测指标，单因素实验选取的三

个因素分别为固液比、提取时间以及温度，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正交

试验。通过实验得出最佳的提取条件为固液比控制在 1:20 g/mL，提

取时间为 1 小时，提取温度为 70℃。 

对热水浸提以及乙醇沉淀的方法进行了优化，其目的是为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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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头菇多糖的提取率提高，单因素实验中选取的水提的影响因素为

颗粒大小、提取次数、固液比以及提取时间；影响醇沉的因素确定

为浸提液的浓缩体积、醇沉浓度以及醇沉时间。实验所得结果显示，

将猴头菇破碎成能够通过 20 目筛网的颗粒大小，料液比设为 1:20，

提取温度为 100 摄氏度，提取次数为两次，每次提取 3 小时是筛选

出的热水浸提最优工艺；浸提液浓缩 80％的水分，乙醇沉淀浓度

80％，室温下醇沉 6h 为乙醇沉淀的最优工艺。 

对提取猴头菇多糖的条件以及其抗氧化能力进行了研究，实验

优化了热水浸提工艺，先以料液比、提取次数、提取温度以及时间

为因素分别考察对多糖提取率的影响，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正交试

验。最终结果发现猴头菇多糖在料液比为 1:20，提取次数为 3 次，

温度在 85℃，每次提取时间为 1.5 小时的条件下的提取率最优。抗

氧化测试结果显示猴头菇多糖对羟基自由基以及过氧化氢的清除

能力良好，说明其具有一定程度的还原性。此实验结论表明优化所

得的水提工艺稳定可靠、多糖得率较高。 

2.3.2 醇提取 

有大量研究表明食用菌中的酚类物质能起到抗氧化作用，在猴

头菇中含有一部分结构和功能较为明确的酚类，除此之外，其他大

部分酚类物质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集中于多酚和黄酮含量或者是

成分分析方面。提取多酚、总黄酮或是多糖的方法可以选取溶剂提

取法，采用甲醇、乙醇等有机溶剂利用猴头菇所含成分在不同浓度

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进行回流提取，此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提高提取

率并节省提取时间。 

提取猴头菇多糖需要脱脂，为了达到脱脂的目的，通常会先进

行预处理，将猴头菇用适量乙醇溶液浸泡一段时间，浸泡后过滤，

保留残渣，之后再将猴头菇残渣进行多糖的提取。也有相关研究表

明天然产物的醇提物往往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但是乙醇浸泡液却

疏于研究和利用，如果浸泡后只保留残渣，反而将乙醇浸泡液弃去，

这就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所以猴头菇的醇提取物或乙醇浸泡

液，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2.3.3 酶法提取 

采用酶法提取能够增加猴头菇多糖的提取得率，其原因是酶具

有加快猴头菇细胞壁破壁的作用效果，细胞壁与间质是存在一定阻

力的，使用酶法提取时能够使这种阻力相对减少，从而进一步促进

多糖从细胞中溶出。有研究表明采用酶法提取相比水提取所得的猴

头菇多糖得率有明显增加。 

2.3.4 超声提取法 

猴头菌经过超声波处理以后，其细胞壁会被破坏，这样能够使

多糖分子的运动频率增加，从而加速猴头菇多糖进入到萃取溶剂

中，所以采用超声波提取法可以提高多糖的提取率。超声波提取法

有优点也有一定的缺点，其与水提法相比，提取的时间短、效率高

且能够将多糖分子的三螺旋结构保留的更加完整；但是采用超声波

提取时需要严格控制好时间，如果提取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多糖分子

断裂，使多糖提取率下降。 

2.3.5 微波提取法 

微波提取法的作用原理与超声提取法相似。此法因穿透作用较

强，能够使细胞壁快速破裂，从细胞内释放出有效成分并溶于溶剂

中。其优点也是相对节省时间且提取率较高。但是微波提取法的劣

势在于材料受热不均匀，通过总结得知提取温度是一个相对重要的

因素，所以微波提取的受热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有学者对猴头菇中的酚类物质进行微波提取工艺优化，方法结

合单因素实验与正交试验，最终确定的最佳工艺条件为使用 400W

的微波功率、微波时间 30 秒、料液比为 1:20、60%乙醇，在此条

件下，猴头菇酚类物质的提取率能够达到 3.54%。 

3 总结 

猴头菇为药食两用中药，有研究表明猴头菇能够降低与衰老相

关的酶的活性，这可能与抗氧化相关。天然产物的醇提物往往具有

良好的生物活性，但是乙醇浸泡液疏于研究和利用会造成一定的资

源浪费，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对猴头菇醇渗漉提取以及羟

基自由基清除能力的相关研究较少，可以尝试采用醇渗漉的提取方

法得到猴头菇提取物。综合来看，猴头菇基础研究的深度较为不足，

例如猴头菇有效成分的研究仍以多糖为主，对其它小分子物质的研

究相对较少; 分离、纯化及鉴定相关研究较多，但体外实验和细胞

的机制相关研究较少。开展深入研究对猴头菇抗氧化与抗老化作用

关系研究以及猴头菇保健品开发及新药研发具有积极且深远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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