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日化科技

028 | 第 2期  2025 年 6月 25日

牛蒡根是菊科牛蒡属植物牛蒡（Arctiumlappa Linne）

的根， 牛蒡根在2013年被列入药食同源植物 ，其应用历史

悠久，栽培历史达一千多年。唐代韩谔的《四时纂要·春

令卷》中就有关于牛蒡种植的记载，而唐代孟诜在《食疗

本草》中称牛蒡根可以做成脯食之 。牛蒡根在我国传统医

疗实践及食疗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本草文献中更是有着

较为丰富的文字记载，此前亦收录于国家公布的“可用于

保健食品的中药名单”中 [1]。牛蒡根是膳食中的主要食用

部分，富含膳食纤维、多糖、胡萝卜素、维生素、多酚、

黄酮、牛蒡苷、蛋白质、菊糖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较

好的抗氧化、降糖降脂、调节机体免疫、抗炎、抗菌等功

效 [2]。此外，牛蒡根自古以来就被定位为兼具食用性和药

用性的蔬菜，从南北朝时期《名医别录》里所记载的“久

服轻身耐老”，唐代时期《食疗本草》里所著录的“根，

作辅食之良”，明代时期《本草纲目》中载入的“通十二

经脉，除五脏恶气”中牛蒡根的药用价值可见一斑 [3]。在

欧洲，《英国药学药典》中记载牛蒡根可促进血液循环和

代谢，增强机体抵抗流感病毒的能力，对风湿病、肾结石

和膀胱炎也有一定的疗效，牛蒡的药食两用价值已得到广

泛的关注 [4]。此外，牛蒡根中富含多酚、多糖等多种活性

成分，不仅能够通过清除自由基减缓皮肤老化和氧化应激

损伤 [5]；还可以能抑制炎症因子如 TNF-α、IL-6，减轻

红敏，缓解皮肤不适，具有良好的护肤功效。因此，牛蒡

根及其提取物作为化妆品开发应用潜力巨大，本文综述了

牛蒡根活性物质的功效和在化妆品方面的相关应用，为牛

蒡根在化妆品行业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1.	牛蒡根的活性成分

1.1	糖类化合物

牛蒡根含有多种糖类化合物，如牛蒡菊糖、牛蒡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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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牛菊糖具有旋光性，旋光度为 -27.30；菊糖溶液的

粘度很低，其粘度几乎随剪切速率变化而变化；单糖分析

表明菊糖，主要由果糖组成还含有极少量的葡萄糖；经高

效凝胶色谱分析表明菊糖的分子量为3165Da聚合度约为

18[7]。作为天然多糖，牛蒡多糖易溶于水、无毒副作用，

牛蒡多糖不仅具有较强的皮肤保湿性，在一定浓度范围

内，可以提高皮肤透明质酸（HA）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同

时可以改善实验动物皮肤的含水量，并且无致敏性，可以

作为一种天然安全的化妆品原料 [8]。

1.2	多酚类化合物

据研究 ,牛蒡根中含有芦丁、咖啡酸、绿原酸、槲皮

素、对香豆素等多种多酚类物质 , 具有抗氧化、抗癌、抗

衰老、抗辐射、清除体内自由基等作用 [9]。牛蒡根中含有

的绿原酸 GGA具有能够显著促进肝细胞 HepG2的糖消耗

水平，降低棕榈酸诱导的细胞内甘油三酯的水平能够通过

激活 AMPK发挥降糖调脂的抗糖尿病作用，抑制脂肪酶和

糖脂代谢的作用，是可应用糖尿病治疗的候选药物 [9]。多

酚类化合物是一种重要的脂肪酶抑制剂，长期摄入含有多

酚的食物能够有效的预防机体衰老并控制诸如糖尿病、肥

胖等相关疾病的发展 [10]。

1.3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是由两个苯环通过3个碳原子相互联结

而成，分子中多含有酮基，多数连接糖以苷的形式存在 [6]，

牛蒡根中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以黄酮苷的形式存在。牛蒡根

总黄酮可以很好地抑制自由基的生成和清除自由基，具有

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

1.4	氨基酸

牛蒡根中氨基酸种类较为丰富，总氨基酸含量约占

干重的 28.7%，除含有苏氨酸、缬氨酸、蛋氨酸、异亮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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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外 [11],在人体

生化代谢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如对消除自由基、抗衰老、

粘多糖的合成、代谢、生殖与生长发育等都有很密切的关

系 [12]。

2.牛蒡根的作用

2.1.抗氧化

天然黄酮类是当前国内外研究最多的成分之一 ,是一种

能够抑制食品氧化、抑制食品有害菌的良好资源。但是有

关牛蒡根总黄酮活性的研究较少。曹旭等 [13] 通过 DPPH自

由基清除实验测定了牛蒡根总黄酮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结

果表明 ,牛蒡根总黄酮有较强的体外抗氧化作用 ,能够有效

清除 DPPH自由基 ,对脂质过氧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有较

强的还原力且呈现较好的剂量依赖效应 ,对 K562细胞 (人

红白血病细胞 )氧化损失也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刘群群等

人 [14] 研究发现，牛蒡根黄酮对 DPPH自由基、羟自由基和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清除活性，并且，牛蒡根总

黄酮可以很好地清除自由基并螯合金属离子以阻止自由基

的产生，体现其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表明牛蒡根

是一种很好的天然抗氧化剂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该结

果为进一步开发牛蒡根提供科学依据。

2.2抗菌作用

牛蒡根具有抗菌和抗病毒 [15] 等作用。从胡克杰等 [16]

抗病毒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牛蒡根中含有的绿原酸对呼吸道

最常见、最主要的合胞病毒、柯萨奇 B组3型病毒等具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林政源等 [17] 通过研究不同浓度的绿原酸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和枯草杆菌生

长的影响发现牛蒡根中多酚类物质绿原酸达到一定浓度时

会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杆菌及藤黄微球菌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绿原酸浓度较低时即可致疫霉菌和

葫芦刺盘孢孢子萌发有明显畸变 ,有较明显的抗植物病源真

菌的作用 [18]。Rajasekharan等 [19] 研究了牛蒡根提取物对大

肠杆菌、变形杆菌和沙雷氏菌3种主要细菌形成生物膜的

抵抗水平，表明牛蒡根提取物如槲皮素能够作为抗生物膜

和抗群体感应（QS）活性药物，加强宿主免疫系统对抗感

染能力。

2.3抗炎作用

炎症是机体对各种致炎因素及其所产生损伤的防御反

应，但过度的炎症反应也会对机体造成损伤。刘晶 [20] 用

LPS处理小鼠巨噬系 RAW264.7细胞，建立炎症模型，初

步明确牛蒡低聚果糖 BFOS的抗炎作用。研究表明其抗炎

机制为 BFOS对脂多糖 LPS诱导的 RAW264.7细胞炎症模

型的抗炎作用应该是通过抑制 NF-κB和 MAPKs途径来

实现的。Wang等 [21] 研究牛蒡根水溶性多糖 ALP-1 对结肠

炎小鼠肠道炎症的抑制作用，发现 ALP-1 明显改善结肠炎

引起的促炎细胞因子（Ｉ L-6）和抗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

素 -10（Ｉ L-10）的失调，有效保护小鼠免受 DSS诱导的

结肠炎的侵害。此外，牛蒡根酒还具有益卫固表、祛风除

湿、通络止痛的功效 , 尤其适合经常规治疗后疗效不佳和

久治不愈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饮用 [22]。

3.牛蒡根中活性物质在化妆品中的作用

3.1抗氧化作用

魏嘉怡 [23] 通过对牛蒡聚糖体外抗氧化研究发现在牛蒡

聚糖（ALP）0到5mg/mL范围内，浓度与抗氧化活性在一

定范围内呈现剂量依赖性，随着 ALP浓度的升高，ALP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ABTS自由基清除率、羟基自由基

清除率和铁离子还原能力逐渐增加，聚糖作为天然产物的

一种，其抗氧化活性可能有助于抵御氧化应激，减轻身体

内自由基对细胞的损害，从而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人体

内过量的金属离子可引起脂质过氧化 ,并进一步诱导自由基

和脂质过氧化物的产生 ,因此 ,螯合金属离子可通过间接的

途径达到抗氧化和抗自由基的目的，范金波等 [24] 研究发现

在所选质量浓度范围内（图1),金属离子螯合能力与牛蒡根

提取物多酚质量浓度有很好的线性关系，蒡根提取物具有

较强的金属离子螯合能力，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能够

为开发抗氧化化妆品提供支持。

图1不同质量浓度的牛著根提取物对金属离子螯合能力的线性拟合结果

3.2抗菌作用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的病原体，能够感染人

体中大部分组织，顾建青等 [25] 研究发现，在特应性皮炎

（atopic dermatitis, AD）患者中，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致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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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定植增加相关。弥春霞 [26] 等研究

结果表明 , 野生牛蒡根70%乙醇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枯草杆菌的抑菌效果相当 , 最小抑菌浓度均为31.25 mg/

mL。由此可见 , 牛蒡根提取物对细菌的抑制效果明显 ,因

此，牛蒡子在化妆品中可以缓解受细菌感染而导致的皮肤

炎症反应。

3.3抗炎作用

Zeng[27] 等研究人员提取出分子量为 4.256×103 Da的

ALP，并确定了其含有果糖、葡萄糖、半乳糖和阿拉伯糖

等单糖成分。通过体外脂多糖 LPS 诱导 RAW 264.7 巨噬

细胞和 白介素 -1β（IL-1β）诱导的 Caco-2细胞进行研

究，发现 ALP能够通过调节 Nrf2信号通路降低氧化应激水

平，从而减少肠道炎症反。Wang[28] 等人同样发现 ALP具

有显著的抗炎特性，能通过抑制 TLR4/NF-κB信号通路激

活，降低促炎因子 TNF-α、IL-6、IL-1β 的水平，抑制

炎症反应。因此常被用于开发针对敏感肌肤的护肤产品，

如洁面乳、面膜、爽肤水或精华液，帮助强化肌肤屏障、

维护肌肤健康。

4.讨论与展望

牛蒡根作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天然植物成分，在化妆

品领域中的应用逐渐从传统草药实践走向科学化、功能化

的现代护肤体系。其富含多酚、挥发油、菊糖、氨基酸及

矿物质等复合活性物质，兼具控油、抗炎、修护等多重功

效，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天然温和”与“功效协同”的双

重需求，成为植物护肤赛道中的潜力成分。

牛蒡根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成分的多样性及协同作用。

例如，多酚类物质通过可以抑制炎症因子缓解炎症；黄酮

等物质抑制并清楚自由基，有效抵御皮肤氧化。此外，其

氨基酸成分通过保湿与促进胶原合成，间接延缓皮肤老

化。这种“一源多效”的特性使其能够适配洁面、精华、

面膜等多种剂型，舒缓修护、抗初老等细分护肤需求，也

更加适配于追求多效护肤品的当下市场。

5.结语

随着美容护肤观念的提升，人们对绿色化妆品原料的

关注度不断增加，对多效合一产品的需求也在上升。将牛

蒡根应用在化妆品中现了传统植物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其

多功能性为配方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我们仍需平

衡“天然叙事”与“实证科学”，通过深化机理研究、优

化提取工艺，使其从“概念性添加”进阶为“功效型成

分”，方能真正满足理性护肤时代消费者的进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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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Ingredients and Functions of Burdock Root
Zhang Jing-xuan,Qu Jing-yao,Lu Wen-han,Yang Yang,Wang Ling*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Jinan, Shangdong  250353)

A b s t r a c t  :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ir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natural plants, the medicinal and edible value of burdock roo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addition, burdock root has also shown great potential in cosmetics and has a promising market prospe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active components and functions of burdock roo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smetic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utilization of burdock resour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high added value.

Keywords :    burdock; burdock root; active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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