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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提取物降血糖及抗氧化活性的研究 

赵  岩*，徐  莹，查  琳，朱晓富，张连学，郜玉钢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目的  探讨女贞子提取物对糖尿病小鼠的降血糖作用及抗氧化活性。方法  以丁羟甲苯（BHT）、维生素 C 为阳性对

照，铁离子还原法、DPPH•自由基清除法测定女贞子提取物体外抗氧化活性；以阿卡波糖为阳性对照，测定女贞子提取物抑

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昆明种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消渴丸（阳性药，1.0 g/kg）组和女贞子提取物低、高剂量

（200、800 mg/kg）组，每组 8 只，以链脲佐菌素（STZ）结合高脂饲料诱导糖尿病小鼠模型，给药治疗 3 周。每周应用血

糖仪检测 1 次空腹血糖水平；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试剂盒法检测血清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

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C）、高密度脂蛋白（HDL-C）、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尿素氮（BUN）水平。结果  女贞子提取物对铁离子还原能力较 BHT 和 Vc 差，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较 BHT 强；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强于阿卡波糖；与模型组比较，女贞子提取物组小鼠血糖

水平显著降低，血清 TC、TG、LDL-C、HbA1c、MDA 及 BUN 水平显著降低，胰岛素、HDL-C、SOD 和 GSH 水平显著升

高，且存在明显的剂量依赖性。结论  女贞子提取物具有显著的降血糖及抗氧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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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glycemic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Ligustrum luc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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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hypoglycemic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Ligustrum 
lucidum on experimental diabetic. Methods  With dibutyl hydroxy toluene (BHT) and vitamin C as positive control, to determine 
the in vitro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by iron reduction and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method; With 
acarbose as positive control, to determine the activity of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to inhibit α-glucosidase.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Xiaoke Pill (positive drug, 1.0 g/kg) group, low- and high-dose (200 
and 800 mg/kg)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groups, with eight rats in each group. Use streptozocin (STZ) combined with high fat diet to 
establish diabetes model, then mice were treated with drug for 3 weeks. Detect the level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by the application of 
blood glucose meter, do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 and detect the levels of insulin,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 (TG),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high density lipoprote (HDL-C),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in serum using assay kit. Result  The effect 
of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on the iron redu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HT and VC, the effect on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was stronger than BHT, and the effect on alpha glucosidase inhibi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acarbose.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mice blood glucose levels of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erum TC, TG, LDL-C, HbA1c, MDA, 
and BUN level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levels of insulin,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SOD, and GSH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re was dose dependence. Conclusion  Extracts from L. lucidum has significant hypoglycemic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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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子为木犀科植物女贞的干燥成熟果实，其

味甘、苦，性凉，入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明

目、乌发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女贞子具

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抗炎抑菌、降血糖、调血脂、

抗骨质疏松、保肝护肝等功效[1-6]。女贞子中含有多

种多酚类成分，多酚具有较强的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抗肿瘤、抗辐射以及保护心血管系统等重要的生

物活性[7-11]。研究表明，女贞子中的多酚类有很强的

抗氧化性[12]，其抗氧化与治疗糖尿病有关[13]。 
糖尿病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们

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

约有超过 2.2 亿人患糖尿病，这个数字到 2030 年可

能会增加 1 倍以上[14]。其中 2 型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

或与其循环相关的物质不足引起的血糖水平升高[15]。

2 型糖尿病的一个治疗方案是降低餐后血糖值[16]，抑

制 α-淀粉酶和 α-葡萄糖苷酶是降低餐后高血糖的方

法之一[17]。很多现代药物可用于治疗糖尿病，但它

们都有一些副作用。因此，寻找具有降血糖作用的

天然植物资源，开发既具有显著降血糖效果、又没

有副作用的降血糖保健食品和药品已经成为当前

全球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关于女贞子降血糖作用的报道较少。

本研究建立链脲佐菌素（STZ）和高脂饲料结合诱

发的糖尿病小鼠模型，评估女贞子提取物的降糖活

性，探讨其药理机制，为其进一步发展为治疗产品

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 
1.1  仪器 

CGT-3.5K 超声波清洗器（江苏省张家港市港

威超声电子有限公司）；LD-34 流水式中药粉碎机

（中国温岭市大海药材器械厂）。

1.2  药物及主要试剂 

女贞子，采于吉林农业大学校内，经张连学教

授鉴定为木犀科草本植物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的干燥成熟果实，阴干，粉碎后经 80 目网筛筛

分备用；丁羟甲苯（BHT，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

司，批号 047-29451，规格 200 mg）；维生素 

C（Vc，批号 50-81-7，规格100 mg）；阿卡波糖（上

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56180-94-0，规格

100 mg）；消渴丸（批号 京C20140004，规格52.5 
g）。
没食子酸 ；福林酚试剂；STZ、DPPH·（美国Sigma

公司）；胰岛素、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

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LDL-C）、
高密度脂蛋白（HDL-C）、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

尿素氮（BUN）试剂盒，α-葡萄糖苷酶。

1.3  动物 
昆明种雄性小鼠，体质量 20～22 g，购于北京

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动物生产许可证

号 SCXK（京）2014-0001。 
2  方法 
2.1  女贞子提取物的制备 

按照赵岩等[18]的方法提取女贞子，称取女贞子50 
g，利用乙醇超声提取，乙醇体积分数为 12%，超声提

取时间为 15 min，液固比为 95 mL/g，提取 3 次，过

滤，合并滤液，浓缩、蒸干、备用。提取物中的

主要成分为多酚类物质，质量分数约为 20%。 
2.2  女贞子提取物抗氧化活性的测定 
2.2.1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 BHT、Vc 适量，精

密称定，加 95%乙醇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 mg/mL 的
溶液，将其分别用 95%乙醇稀释成 0.500、0.100、 

0.050、0.010、0.005 mg/mL 备用。 
2.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女贞子提取物 50 
mg，精密称定，加 95%乙醇定容至 50 mL，其质量浓度

为 1 mg/mL，将其分别用 95%乙醇稀释成 0.500、 

0.100、0.050、0.010、0.005 mg/mL，备用。 
2.2.3  铁离子还原法  采用比色法[19]测定女贞子提

取物对三价铁离子的还原能力。每个梯度分别吸取

2.5 mL供试品溶液，加入2.5 mL的磷酸盐缓冲液（0.2 
mol/mL、pH 值为 6.6）和 2.5 mL 1% K3Fe（CN）6溶

液，混合均匀，于 50 ℃反应 20 min，放凉，再加

入2.5 mL 10%三氯乙酸。从上述混合液中取出2.5 mL 
放入新刻度试管中，加入 2.5 mL 蒸馏水，0.5 mL 
0.1% FeCl3 溶液，用 95%乙醇作为空白对照，在 700 
nm 处测量吸光度（A）值。对照品 BHT、Vc 方法

同供试品，计算 IC50 值。 
2.2.4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的测定  采用比色法

测定女贞子提取物对 DPPH•的清除作用，在 a 具塞试

管中加入 3 mL DPPH•溶液（0.04 mg/mL）、3 mL 
95%乙醇溶液；b 具塞试管中加入 3 mL DPPH•溶液、 

3 mL 不同浓度样品溶液；c 具塞试管中加入 3 mL
不同浓度样品溶液、3 mL 95%乙醇溶液，摇匀，在

室温条件下避光静置 30 min，用 95 %乙醇作为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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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于 515 nm 处测得 A 值。对照品 BHT、Vc
方法同供试品。供试品对 DPPH•的清除率（E）按

如下公式计算。并计算 IC50 值。 
E%＝(Aa－Ab＋Ac)/Aa 

Aa、Ab、Ac是 a、b、c 具塞试管的 A 值 

2.3  抑制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测定 
2.3.1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女贞子提取物 4 mg，精密称定，加 200 μL
二甲基亚砜（体积分数为 20%），使其溶解，其质

量浓度为 20 mg/mL，将其分别用体积分数为 20%
的二甲基亚砜稀释为 10.000、5.000、2.500、1.250、
0.625 mg/mL 6 个不同质量浓度，分别测定各浓度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率，并计算 IC50 值。 
2.3.2  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的测定 

蔗糖在 α-葡萄糖苷酶的作用下分解为葡萄糖，

通过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反应体系中葡萄糖的生

成量，计算供试品对 α-葡萄糖苷酶活性的抑制作

用[20-21]。设置女贞子提取物组，取供试品溶液 10 
μL，加入 0.5 U/mL α-葡萄糖苷酶溶液 10 μL，再加

入 25 mmol/L 蔗糖 10 μL，在 37 ℃温育 15 min，该

反应于 96 孔培养板上完成，酶标仪检测 490 nm 波

长下的 A 值，以葡萄糖的生成量作为指标计算抑制

率；选取阿卡波糖作为阳性对照药，操作与女贞子

提取物组相同；同时设定空白对照组，只加入缓冲

溶液；阴性对照组，除不加供试品，其余与女贞子

提取物组相同；对照组，加入样品溶液但不加入 α-
葡萄糖苷酶。酶活性抑制率（%）计算如下： 

酶活性抑制率%＝[A 阴性对照－（A 女贞子提取物－A 对照）]/（A 阴

性对照－A 空白对照） 

A 阴性对照、A 女贞子提取物、A 对照、A 空白对照分别为阴性对照组、

女贞子提取物组、对照组、空白对照组的 A 值。

2.4  STZ 诱导糖尿病模型 
昆明小鼠先适应饲养 1 周后随机分为 2 组，对

照组喂基础饲料，模型组喂高脂饲料。依据 Huang
等[22]的研究，将高脂饲料的配比定为脂肪 18%、糖

类 20%、鸡蛋 3%和基本饮食 59%，喂养 3 周后，

小鼠禁食（不禁水）12 h，ip 新配置的 120 mg/kg STZ
（溶于 pH 值为 4.21 的 0.1 mol/L 柠檬酸缓冲液中），

对照组小鼠 ip 0.1 mol/L 柠檬酸缓冲液，给药体积

为 1 mL/kg。72 h 后，空腹血糖水平高于 11.1 mmol/L
的选为糖尿病模型。

2.5  动物分组及处理 
为了确定女贞子提取物对正常小鼠的血糖水

平是否有影响，实验前予以正常小鼠提取物（500 
mg/kg）ig 1 周。结果表明，提取物对小鼠血糖水平

基本无影响。将小鼠分成 5 组，对照组、模型组、

消渴丸组（阳性药，1.0 g/kg）和女贞子提取物低、

高剂量（200、800 mg/kg）组，每组 8 只。将药物

溶于蒸馏水，按所需剂量 ig 给药，每天 1 次，对照

组和模型组均给予相同体积的蒸馏水。实验动物每

周于早晨未进食前称重 1 次，根据其体质量变化来

调整给药剂量。实验期间自由饮水并继续摄取高脂

饲料（对照组除外），连续给药 3 周，每周应用血

糖仪检测 1 次空腹血糖水平。 
2.6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处死小鼠的前一天，将小鼠禁食一晚，之后进

行 OGTT。按先前分组 ig 给药，60 min 后 ig 葡萄

糖（2.0 g/kg）。在给予葡萄糖 0、30、60、120 min
后从各组各组小鼠尾部收集血液，利用血糖仪测定

血糖水平。

2.7  指标检测 
对小鼠眼球取血，收集血液样本，3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血清备用。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分别

测定血清中胰岛素、HbA1c、TC、TG、LDL-C、

HDL-C、GSH、SOD、MDA、BUN 水平。

2.8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以 ±x s 表示，采用 Excel 97 进行 t 检

验及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女贞子提取物的活性测定 

女贞子提取物对铁离子还原能力较 BHT 和 Vc
差，对 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好于 BHT，说明女

贞子提取物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女贞子提取物对

α-葡萄糖苷酶的 IC50 值较阳性药阿卡波糖低很多，

说明抑制 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很强。结果见表 1。 

表 1  女贞子提取物的活性测定结果 (n = 3) 
Table 1 Activity of L. lucidum extract  (n = 3) 

IC50/(mg·mL−1) 
组别 

铁离子还原 DPPH α-葡萄糖苷酶

女贞子提取物 1.0529 0.0301 0.0395 
BHT 0.0069 0.1259 — 
Vc 0.0071 1.7778×10-6 — 
阿卡波糖 — — 0.8320 

3.2  对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的影响 
小鼠饲养的 3 周里，模型组血糖水平明显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01）；经女贞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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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低、高剂量治疗后，小鼠血糖水平显著降低，

第 2、3 周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1、
0.001）。结果见表 2。 
3.3  对小鼠 OGTT 的影响 

模型组在口服葡萄糖 60 min 后血糖水平达到

最高值，且持续到 120 min。女贞子提取物低、高

剂量组在 60～120 min 能显著抑制血糖水平升高

（P＜0.01），高剂量组效果更明显。消渴丸从 60～
120 min 也可显著降低血糖水平（P＜0.01）。结果

见表 3。 

表 2  女贞子提取物对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的影响 ( x ±s, n = 8) 
Table 2  Effect of L. lucidum extract on glucose levels in diabetic mice ( x ±s, n = 8) 

血糖水平/(mmol·L−1) 
组别

剂量/ 
(mg·kg−1) 0 周 1 周 2 周 3 周 

对照 — 4.20±0.36 4.50±0.33 4.44±0.29 4.79±0.50 
模型 — 11.35±1.23*** 12.40±0.83*** 13.74±1.52*** 15.63±2.69*** 
消渴丸 1 000 12.00±1.55 12.05±1.36 10.98±1.02## 10.31±0.88## 
女贞子提取物  200 11.86±0.72 12.86±0.91 12.56±0.99# 11.89±1.29## 
  800 11.46±0.64 12.48±0.95 11.80±0.77## 11.11±0.99### 

与对照组比较：***P＜0.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0.001 
***P < 0.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P < 0.001 vs model group 

表 3  女贞子提取物对小鼠 OGTT 的影响 ( x ±s, n = 8) 
Table 3  Effect of L. lucidum extract on glucose tolerance in diabetic mice ( x ±s, n = 8) 

OGTT/(mmol·L−1) 
组别

剂量/ 
(mg·kg−1) 0 min 30 min 60 min 120 min 

对照 — 4.79±0.50 5.74±0.74 6.24±0.79 4.91±0.78 
模型 — 15.63±2.69** 16.74±2.60** 18.08±2.24** 16.15±1.92** 
消渴丸 1000 10.31±0.88## 11.63±1.17## 13.14±0.71## 11.96±0.96## 
女贞子提取物  200 11.89±1.29## 12.64±1.22## 13.65±1.18## 11.75±1.24## 
  800 11.11±1.00## 12.68±0.89## 13.55±1.34## 11.49±1.78##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1 vs model group 

3.4  对糖尿病鼠 HbA1c 和胰岛素水平的影响 
模型组的胰岛素水平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女贞子提取物组

糖尿病小鼠的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与模型组比

较，差异显著（P＜0.01）；模型组糖化血糖蛋白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1）；治疗 3 周后，

女贞子提取物低、高剂量组 HbA1c 降低，低剂量组

差异不显著，结果见表 4。 
3.5  对糖尿病鼠脂质和脂蛋白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血清中的 TG、TC、
HDL-C 和 LDL-C 的水平差异显著（P＜0.01）；与

模型组比较，女贞子提取物治疗的糖尿病小鼠血清

中的 TG、TC、LDL-C 水平明显降低，HDL-C 显著

升高（P＜0.01），结果见表 5。 
3.6  对 SOD、GSH、MDA 和 BUN 水平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的 MDA、BUN 水

平显著升高，GSH 活力显著降低（P＜0.01），SOD 

表 4  女贞子提取物对糖尿病大鼠 HbA1c 和胰岛素水平的

影响 ( x ±s, n = 8) 
Table 4  Effect of L. lucidum extract on HbA1c and insulin 

in diabetic mice ( x ±s, n = 8) 

组别
剂量/ 

(mg·kg−1)
胰岛素/ 
(mU·L−1) 

HbA1c/ 
(μg·mL−1) 

对照 — 1.67±0.15 3.76±0.37 

模型 — 1.32±0.14 ** 4.33±0.42** 

消渴丸 1000 1.81±0.14## 4.60±0.39 

女贞子提取物  200 1.65±0.18## 4.07±0.43 

 800 1.91±0.19## 3.97±0.30# 

与对照组比较：**P＜0.01  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活力降低，但差异不显著。低、高剂量女贞子提取

物治疗的小鼠与模型组比较，血清中的 SOD 和

GSH 活力显著升高，BUN、MDA 水平则显著降低

（P＜0.01）。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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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女贞子提取物对糖尿病鼠脂质和脂蛋白的影响 ( x ±s, n = 8) 
Table 5  Effect of L. lucidum extract on lipids and lipoprotein in diabetic mice ( x ±s, n = 8) 

组别 剂量/(mg·kg−1) TC/(mmol·L−1) TG/(mmol·L−1) HDL-C/(mmol·L−1) LDL-C/(mmol·L−1)
对照 — 2.77±0.26 1.69±0.09 2.17±0.31 1.58±0.15 
模型 — 4.23±0.47** 2.27±0.31** 1.50±0.09** 2.65±0.19** 
消渴丸 1000 4.19±0.49 2.66±0.19## 2.04±0.18## 2.83±0.27 
女贞子提取物  200 3.14±0.38## 1.37±0.14## 1.96±0.19## 1.83±0.15## 
  800 2.84±0.29## 1.29±0.14## 2.40±0.21## 1.69±0.15## 

与对照组比较：**P＜0.01  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表 6  女贞子提取物对 SOD、GSH、MDA 和 BUN 活性和水平的影响 ( x ±s, n = 8) 
Table 6  Effect of L. lucidum extract on SOD, GSH, MDA, and BUN levels and activities in diabetic mice ( x ±s, n = 8) 

组别 剂量/(mg·kg−1) SOD/(U·mL−1) GSH/(μmol·L−1) MDA/(nmol·mL−1) BUN/(nmol·L−1) 
对照 — 19.62±1.56 785.83±30.61 5.23±0.87 1.31±0.17 
模型 — 17.45±2.25 568.33±50.62** 10.13±0.84** 1.99±0.19** 
消渴丸 1000 19.89±2.31# 624.16±66.34# 6.05±0.82## 1.79±0.24# 
女贞子提取物  200 21.72±1.18## 783.38±57.78## 6.71±0.69## 1.41±0.24## 
  800 23.10±1.12## 993.00±93.89## 5.00±0.95## 1.23±0.11## 

与对照组比较：**P＜0.01  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4  讨论 
对于研究降糖药物的活性，STZ 诱发的糖尿病

模型是一个很实用的实验模型[23]。目前，有研究报

道，高脂饲料喂养使分泌胰岛素的胰岛 β细胞长期

处于高负荷状态，最终导致胰岛素抵抗[24]。但这种

方法诱导小鼠出现高血糖需要很长的时间。以 STZ
注射诱导对组织的毒性作用小，造模成功率高，STZ
是糖尿病动物模型最常用的药物诱导剂。高脂饮食

联合 STZ 诱导 2 型糖尿病动物模型，高脂饮食可以

诱导胰岛素抵抗，随后给予 STZ 破坏胰岛 β细胞诱

导高血糖，该方法明显缩短了单纯高脂饮食诱导所

需的时间，提高了单纯 STZ 诱导模型的成模率和稳

定性[25]。因此本研究选择此方法建立模型来评估女

贞子提取物对 2 型糖尿病的影响。 
从第 1 周到第 3 周，给药组与模型组比较，血

糖水平显著降低。女贞子提取物的 2 个剂量都使

HbA1c 显著降低，表明女贞子提取物对于长期控制

血糖水平更有益。从OGTT数据可以看出，从 60 min
到 120 min，女贞子提取物高、低剂量都可以抑制

血糖水平升高。 
糖尿病与血浆中的脂质和脂蛋白形态的改变有

很大联系，导致 TC、LDL-C 和 TG 的水平都升高，

HDL-C 水平降低[26]。在本研究中，血糖升高引起脂

类代谢产物的紊乱，观察到糖尿病小鼠的血脂和脂

蛋白水平显著升高。通过有规律的 ig 给药 3 周，TC、
TG、LDL-C 都降低，而 HDL-C 升高。结果提示，

女贞子提取物可以有效地降脂和降糖。 
本研究观察了糖尿病小鼠的氧化应激标记

MDA[27]，由于自由基不断增加以及抗氧化防御系统

受损，氧化应激在糖尿病和由其引发的并发症中被

视为关键的调节因素[28]。抗氧化剂对预防糖尿病十

分重要，血浆中低水平的抗氧化剂对于疾病的发生

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在糖尿病的整个过程中需要记

录高水平的自由基捕获剂[15]。在抗氧化防御系统

中，SOD 是第 1 个保护组织结构免受自由基破坏的

催化酶[29]。因此，本研究测定了糖尿病小鼠的 GSH、

SOD、MDA 和 BUN 水平，在糖尿病鼠中观察到

MDA 和 BUN 水平升高，GSH 和 SOD 水平降低，

给药治疗后，GSH 和 SOD 水平显著升高。 
糖尿病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慢性疾病，不

断研究植物提取物的降糖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结果表明，女贞子提取物具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抗氧化活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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