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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社会，随着人们对疾病认知和治疗要求的提高。相比于西药，中药有着功效持久且极少产生副作用的特点，近年随着国家对中

药二次开发的大力支持，逐渐变成许多学者开发研究的重点。茯茶中金花发花过程中，其转化中药材中的化学成分，形成多种类型的活性

代谢产物，有抗氧化、抗癌、降血脂、降糖等功效，还能够明显提升色香味，有极佳的发展前景。本文总结了近几年对中药茯茶发花研究

进展，以及对不同疾病治疗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对未来研究和开发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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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危害

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已经严重威胁到身体健康。2019 年我国慢性
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总死亡数的 87%，且有年轻化趋势[1]。 

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然而长久以来中药主流的应用只局限
于汤剂、饮片、配方颗粒等[2]，新剂型、新工艺的开发少之又少，
而且中药口感苦涩，这些都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二次开发”
又称为药物再利用，是指在中药的临床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
等基础上创新设计[3]，增加中药的科技内涵，提升中药品质，同时
改变疗效和口感，为中药的“二次开发”打下基础。 

冠突散囊菌（Eurotium cristatum.）属于散囊菌属的一种益生真
菌，因为其色泽鲜黄，得名“金花”。金花可见于冬虫夏草、草本
植物、环境土壤、木屑等营养基质物中，是黑茶（尤其是茯砖茶）
发花过程中最重要的优势微生物，茶内常可以看到金黄色、集落样
生长的金花，其中以茯砖茶中生长最为繁盛，俗称“发花”。研究
人员曾以其为主要原料将其加工成保健品，良好的保健效果也让其
价格不断上涨，因此金花的药理功效引来愈来愈多人的热议和推崇
[4]。然而金花本身具备提升免疫系统、抗肿瘤、降脂减肥、抗炎和
抗氧化等功效并没被重视，由此可见它有极大的应用潜能 [5] ，其内
在医疗价值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与推崇, 并未获得更深入的研
究。 

随着当代科技的进步，现今人们愈来愈重视药用真菌所带来的
商业价值和发展潜力。将中药引入金花进行“发花”已成为中药二
次开发极为重要的研究思路。过去人们认为金花只有在黑茶上才能
接种成功，进行“发花”[6]，所以都以茯砖茶为基底进行发花；现
阶段研究发现该论断是受彼时客观条件、观点的限制，是不准确的。
本文全面总结近年中药“发花”的相关研究进展。 

2.中药材发花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以多种中药材作为“发花”的基底，在成功

培养出金花菌后，对发花成品进行“金花”分离和纯化培养，观察
菌落的镜下特征，发现只要环境条件适宜，金花就能生长和繁殖[7]，
另外还发现金花的生长具有普遍性、可控性和非地域性[8]，这表明
目标菌株易于获得。在中药发花中，有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后发
现，对于金花这一类真菌，其在发花过程中尤其对化学成分、药用
功效和口感作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 

2.1 化学成分 
陆承云等[9]研究发现，药材中原有的功效成分在被药用金花分

泌的酶类分解后，有新的活性成分产生，并且部分是在原有的已知
成分基础上转化产生，同时“金花”还能增强中药的原有功效，原
有的毒性成分在被其酶类分解后降低；也可能激活表达沉默的基因
簇，产生的先导化合物具有价值极高的新型结构，产生新的次级代
谢产物，增加药效的多样性。 

研究发现[10]黄酮类、生物碱、哌嗪二酮衍生物及多糖等是金花
发花的主要功效性产物，在转化和修饰药用植物活性成分方面大有
可为。很多化合物的含量在中药发花之后都有所增加。秦俊哲[11]等
相关研究表明，金花人工发花的银杏叶及其种子，可测出发花产物

中黄酮类、聚戊烯乙酸酯类和芳香类含量均有所提高。 
2.2 药效功效 
中药材发花，进行二次加工的产品被称为药性菌质，大多数情

况下，往往能获得比金花和中药本身，或者中药配伍后更好的临床
疗效[9]。 

2.2.1 抗氧化 
研究表明[12]抗衰老的重要步骤是抗氧化，无论是吸烟、酗酒、

环境污染等外源性因素，还是精神压力过大等内源性因素，均能导
致体内的内源性自由基增加。自由基过多，会损伤体细胞以及组织
器官，对人体的正常代谢功能造成不良影响[13]。 

酚类小分子在清除自由基的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
在中药“发花”过程中能形成多种酚类物质，它们可以有效防止脂
质过氧化，同时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14]。 

刘善鑫等[15]在“发花”过程中发现，燕麦在经金花发花 4d 后，
其多酚类含量达到最高，比未发花燕麦的多酚类含量增加了 1.3 倍，
从而使燕麦的抗氧化能力得到加强。詹欣等[16]研究发现，银杏叶抗
氧化活性在发花后显著增强，利用质谱和氢谱等方法检测抗氧化成
分后发现，银杏叶产生新抗氧化合物——咖啡因，它能使抗氧化活
性大幅提升。杜静[17]等通过 DPPH 自由基评价方法，对葛根经“金
花”发花后抗氧化活性展开评估分析，结果表明葛根发酵后产生的
抗氧化有效成分明显增多，其抗氧化活性显著高于未发酵的葛根，
也高于单独培养的金花抗氧化活性。 

综上，中药材在经过金花发花后，其抗氧化活性均得到增强，
有的中药材甚至数倍高于发花前抗氧化活性。产生这样结果有两方
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金花和中药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使原有抗氧
化次级代谢产物含量增加，或者直接产生新的抗氧化活性成分。另
一方面，金花本身具有的抗氧化成分，在发花过程中其含量增加或
者稳定存在，也是抗氧化增强的重要原因。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还不十分明确。 

2.2.2 抗肿瘤 
肿瘤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抗肿瘤药物的相关研究已开

展几十年，近年通过学科交叉，关于中药二次开发抗癌也进入人们
视野，金花产生的多糖能改善环磷酰胺引起的免疫抑制，具有激活
机体免疫监视等功能，及时识别、杀伤并清除体内突变细胞，机体
免疫力还能通过替代途径激活补体提高[19]。 

陈爽[20]等通过实验研究西洋参发花后抗肿瘤活性明显增强，在
研究皂苷成分的含量变化实验中，结果表明发花后人参皂苷 Rb1 含
量显著下降，并产生了新的代谢产物——皂苷 Rg3，表明在发花过
程中，常见的皂苷已转化为人参皂苷 Rg3。 

虽然现在关于抗癌研究已经开始关注，但是其作用机制、活性
成分和代谢途径直到今天还不明确。随着技术手段日趋成熟，该领
域后续研究将大有可为，预计中药发花一定会是癌症治疗的重要研
究方向。 

2.2.3 降脂作用 
血脂异常，常伴有多种危险因子，涉及心梗、脑血栓、高血压

等多种疾病。中药对于抑制胆固醇的消化吸收，控制脂质代谢，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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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脂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抑制外源性胆固醇的消化
吸收具有明显作用[21]。 

研究发现[22]金花在发花前期可形成高浓度洛伐他汀(Lovatine)，
它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使胆固醇含量下降，同时促进低密度脂蛋
白降低，使肝细胞中脂滴含量明显减少。袁勇等[23]研究表明，金花
发花提取液能够有效降低脂肪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的浓度，与辛伐他
汀、血脂康等具有相同的降脂功效。 

董明盛等[24]对姜黄进行发花，探究姜黄降血脂功效，药理学实
验表明，发花的姜黄在体外实验中比未发花的姜黄具有更好的降脂
效果，反映金花作为优势菌种，其极强的物质转化和改善脂质代谢
的能力。 

金花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正是因为它具有突出的降脂功
效。进一步提取发花提取液中的降脂成分，可以为降脂提供新思路。
随着现代技术发展，使降脂类中药发花，相信对降血脂药物研究能
提供新的方向。 

2.2.4 降糖作用 
近年,糖尿病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人的热切关注,持续性的高血

糖会导致全身多器官发生病变，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各种疾病,这些
并发症使控制血糖的任务迫在眉睫[25]。研究发现金花同样具有降低
血糖的功效，所以中药发花治疗降糖的前景广阔。 

徐凌志等[26]对人参发花的降糖功能进行评价，实验结果表明，
发花给药小鼠血糖显著降低,存在显著的差异 (P<0.01) ,表明人参发
花具有显著的降血糖作用。 

综上，目前对于中药发花降血糖的机制与靶点研究仍较少，相
信在未来随着研究者的重视，对临床的治疗前景一定更加光明。 

2.3 口感变化 
中药口感苦涩，一直是中药服用的棘手问题。金花中丰富的酶

类能使淀粉、纤维素等多糖成分转化为葡萄糖、果糖，使蛋白质水
解为氨基酸等，并使各种有效成分如氨基酸、糖类发生聚合和异构
等化学反应[27]。原本中药的苦涩、粗青味，经过发花，能得以消散，
使中药茶汤在口感上更加醇厚爽口，甘甜爽滑，带给服用者更好的
享受与体验。 

总结，经金花发花后，中药活性成分都有着显著改变，药用功
效和口感都有显著提升。这显示出金花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然而
目前针对金花有效代谢产物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同时对中药材金花
发花的代谢途径机制研究更是空白，代谢产物发挥药效的具体通路
和机制也仍不明确。后续研究工作还需要医学专业人员深入研究和
探索，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3 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作为益生真菌，金花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和开发潜力，而现阶

段有关金花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在茶叶二次加工的应用以及微生
物成分鉴定等方面。对于中药发花后产生的新型代谢产物，以及次
级代谢产物所发挥的功效通路和机制研究仍不明确，尽管金花的药
理功效获得了愈来愈多关注和推崇，但对于中药发花的代谢产物和
药用功效研究仍然少之又少，未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人员来解
决。在未来，若能将中药发花规范化、标准化，并且动态化、精细
化，有望研制出更多衍生药物、保健产品、生物制剂等产品，使其
更好地预防治疗疾病，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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