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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姜属中药黄酮类成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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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阅山姜属中药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中黄酮类成分的相关文献，阐述山姜属中药黄酮类成

分的研究概况，指出黄酮类成分是山姜属中药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其药用部位主要为根、果实以及种子，多

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生物活性强；而在非药用部位如茎、叶子中也含有多种黄酮类成分，具有较大的开发

潜力和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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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y consult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n flavonoids contained in medicinal and non medicinal parts

of alpinia, and stating research overview of flavonoids in alpini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lavonoids are one of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of alpinia, its medicinal part mainly include root, fruit and seed, mostly rich in flavonoids

and it has strong biological activity; while non medicinal parts such as stems and leaves also contain a variety of

flavonoids, which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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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姜属Alpinia L.来源于姜科植物，全球约

有250种，多分布于亚洲热带地区，我国有近50种，

主产于东南部、西南部等地［1］。大多数山姜属植

物可以入药，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山姜属植物

的药用资源丰富，在我国应用广泛，高良姜、红豆

蔻、草豆蔻、益智和大高良姜等为我国传统中药，

用药历史悠久，其中高良姜、益智、草豆蔻、红豆蔻

被收入了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还

有一些山姜属中药如箭秆风、艳山姜、山姜、华山

姜、节鞭山姜等，则作为民间草药或民族药使用。

国内外学者对山姜属中药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

并且从中分离鉴定了多种化学成分，主要有黄酮

类、挥发油类、二芳基庚烷类、糖苷类、苯丙素类和

甾体类等，其中黄酮类成分是其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山姜属中药的药用部位主要为根、果实以及种子，

大多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生物活性强。而在

山姜属中药的非药用部位如茎、叶子中，也含有多

种黄酮类成分。本文通过查阅山姜属中药药用部

位及非药用部位中黄酮类成分的相关文献，对山

姜属中药黄酮类成分的研究概况进行阐述，为山

姜属中药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利用提供文献依据。

1 山姜属中药药用部位黄酮类成分研究

天然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以2-苯基色原酮

为母核（基本碳链为C6-C3-C6）的有机化合物，即

结构中含15个碳原子的多元酚化合物［2］。黄酮类

化合物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次级代谢产物，在植

物体中通常与糖结合成苷类，小部分则以游离态

（苷元）的形式存在。黄酮类化合物存在于自然界

大多数植物体中，是植物体内非常广泛的一类活

性物质，也是很多植物药的有效成分。

山姜属中药传统的入药部位主要为根、果实

或种子。学者们对山姜属中药药用部位的化学成

分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山姜属中药药用部

位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

1.1 高良姜 BLEIER W等［3］研究表明，高良姜中

含有黄酮类成分山萘酚、山柰酚-4′-O-甲醚、槲皮

素、槲皮素-3-O-甲醚、异鼠李素、鼠李柠檬素、7-

羟基-3，5-二甲氧基黄酮。赵炯等［4］从高良姜中

分离得到2个黄酮类成分高良姜素（galangin）和

芹菜素（apigenin）。安宁等［5］采用乙醇提取法，

从高良姜中提取得到8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

高良姜素、高良姜素-3-甲醚、山柰素-4′-甲醚、山

柰酚、槲皮素、乔松素、二氢高良姜醇、儿茶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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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次从高良姜中分离得到乔松素和二氢高良姜

醇。此外，安宁［6］从高良姜根茎的乙醇提取物中

分离得到黄酮苷类化合物高良姜素-3-O-β-D-葡
萄糖苷和山萘酚-4′-甲醚-3-O-β-D-葡萄糖苷。

赵玲等［7］研究高良姜中的化学成分，采用硅胶柱

层析、Sephadex LH-20柱层析以及重结晶等方法

进行分离纯化 ，得到黄酮类成分高良姜素

（galangin）、山柰素-4′-甲醚（kaempferol-4′-

methylether）、高良姜素-3-甲醚（galangin-3-

methylether）、山柰酚（kaempferol）、5，7，3′，4′-

四甲氧基儿茶素（5，7，3′，4′-tetra-methoxy-

catechin）。祝永仙等［8］研究高良姜的化学成分，

从高良姜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并鉴定了4个黄酮类

化合物，分别为乔松素、乔松素-5-甲醚、高良姜

素、高良姜素-3-甲醚。魏娜等［9］利用柱色谱等方

法分离纯化高良姜乙醇水提取物的正丁醇萃取部

位的化学成分，结构鉴定后得到黄酮类化合物异

槲皮苷，该化合物为首次从高良姜中分离得到。

1.2 益智 罗秀珍等［10］利用各种色谱技术进行

分离纯化中药益智中的化学成分，根据化合物的理

化性质和光谱数据进行结构鉴定，得到黄酮类化

合物杨芽黄酮（tectochrysin）及白杨素（chrysin），

且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王世云［11］研究

益智果实中的化学成分，采用硅胶、凝胶（Sepha-

dexLH-20）等各种色谱技术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

离和纯化，并根据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和光谱数据

进行了鉴定。从益智果实中得到了5个黄酮类化

合物，分别为杨芽黄素（tectochrysin Ⅰ）、白杨

素（chrysin Ⅱ）、山姜黄酮醇（izalpinin Ⅲ）、5，

7-二羟基-4′-甲氧基黄酮醇（kaempferid Ⅳ）、山

萘 酚 -4- 甲 基 醚（kaempferid 7，4′-dimethyl

ether Ⅴ）。ZHANG JUN QING等［12］从益智中分离

得到黄酮类成分 pinocembrin、tectochrysin 和

izalpinin。侯蕾［13］从益智乙醇提取物的乙酸乙

酯部位中分离得到了24个化合物，其中有3个为

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白杨素（chrysin）、rham-

nocitrin和白杨素-7-O-β-D-葡萄糖苷（chrysin-

7-O-（β-D-glycopyranoside））。常青鲜等［14］研究

益智仁水提物中的化学成分，分离得到了（-）-表

儿茶素和（+）-儿茶素，其中（-）-表儿茶素为首次

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儿茶素为首次从益

智仁中分离得到。谢彬彬等［15］研究中药益智乙醇

提取物的正丁醇萃取部位中的化学成分，分离并

鉴定后得到黄酮类化合物3，5，4′-三羟基-7-甲

氧基黄酮。

1.3 草豆蔻 现代研究［16］表明，山姜素和豆蔻明

为草豆蔻中的两种主要活性组分。王秀芹等［17］采

用硅胶柱色谱法对草豆蔻乙醇提取物进行分离纯

化，经过理化及光谱分析鉴定结构后得到松属素、

小豆蔻明、山姜素和7，4′-二羟基-5-甲氧基二氢

黄酮4个黄酮类化合物。李元圆等［18］采用不同柱

色谱技术对草豆蔻的正丁醇部位进行分离，通过

光谱和波谱分析鉴定结构，得到5个黄酮类化合物，

分 别 为 quercetin 3-O-（2，6-di-O-rhamnopy-

ranosylgalactopyranoside）、isorhamnetin 3-

O-（2，6-di-O-rhamnopyranosylga-lactopyran-

oside）、pinocembrin-3，7-di- β -D-glucoside、
quercetin 3-O-robinobioside、儿茶素，且均为

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王小兵等［19］从草豆蔻

提取物中分离得到黄酮类成分，分别为乔松素

（pinocembrin）、山姜素（alpinetin）、7，4′-二羟

基-5-甲氧基二氢黄酮、蜡菊亭（helichrysetin）、

2′，4′-二羟基-6′-甲氧基二氢查尔酮（uvango-

letin）。唐俊等［20］采用硅胶和 Sephadex LH-20

等色谱手段进行化合物的分离纯化，使用波谱法

进行结构鉴定，得到8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豆

蔻明、山姜素、乔松素、球松素、柚皮素、（+）-儿茶

素、白杨素、芦丁，其中球松素、柚皮素、（+）-儿茶

素、白杨素、芦丁为首次从该药物中分离得到。辛

本茹等［21］对草豆蔻中黄酮类化学成分进行了研

究，从草豆蔻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了7个黄

酮类成分，分别为（2R，3S）-pinobanksin-3-cin-

namate（1）、乔松素（2）、短叶松素（3）、3-O-乙酰基

短叶松素（4）、高良姜素（5）、华良姜素（6）、山柰

酚-3-甲醚（7），其中化合物1为新化合物。

1.4 红豆蔻 刘艳等［22］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技术对红豆蔻进行了光谱测试，根据波数所对

应的化学键和官能团定性分析药材中的化学成

分，结果表明：红豆蔻中含有黄酮类成分。卞梦芹

等［23-24］从红豆蔻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2R，3S）-

pinobaksin-3-cinnamate、（2R，3R）-pinoaksin-

3-cinnamate、乔松素（pinocembrin）、短叶松素

（pinobaksin）、3-O-乙酰基短叶松素（3-O-acetyl-

pinobaksin）、高良姜素（galangin）、高良姜素-

3-甲醚（galangin-3-methylether）、华良姜素

（kumatakenin）、山 柰 酚 -3- 甲 醚（3-methyl-

kaempferol）和（2R，3R）-3，5-dihydroxy-7-me-

thoxyflavanone10个黄酮类化合物。其中化合

物（2R，3S）-pinobaksin-3-cinnamate 为新化合

物，而化合物（2R，3R）-pinobaksin-3-cinnamate、

3-O-乙酰基短叶松素（3-O-acetylpinobaksin）和

（2R，3R）-3，5-dihydroxy-7-methoxyflava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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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次从山姜属植物中分离得到，其余的黄酮类

化合物均为首次从红豆蔻中分离得到。

1.5 其他 孙备等［25］研究表明：艳山姜水提物中

黄酮类成分有芦丁、山奈酚-3-O-芸香糖苷、山奈

酚-3-O-葡糖醛酸苷、（+）-儿茶素、（-）-表儿茶素。

朱小璐等［26］研究大高良姜根茎部位的化学成分，

采用硅胶和Sephadex LH-20柱色谱等方法进行

分离、纯化，结构鉴定后得到黄酮类化合物高良姜

素。开亮等［27］从革叶山姜全草乙醇提取物中得到

黄酮类化合物为乔松素、芹菜素、良姜素、山柰酚、

5，7，3′，4′-四羟基二氢黄酮、3，5-二羟基-7，4′-

二甲氧基黄酮，且均为首次从革叶山姜中分离得

到。乔春峰等［28］研究箭秆风的化学成分，从箭秆

风中分离鉴定出黄酮类成分山柰酚-3-O-葡萄糖

醛酸苷，且为首次从箭秆风中分得。孙玉丽等［29］

采用试管法对箭杆风的水提取物、醇提取物及石

油醚提取物进行定性研究，化学成分检识后，通过

显色反应和沉淀反应初步推断箭杆风中可能含有

的成分。结果显示，醇提取物中黄酮类项目出现

阳性反应，初步判断箭杆风的醇提取物中可能含

有黄酮成分。张健等［30］对滑叶山姜根茎中的化学

成分进行了研究，从滑叶山姜中提取分离得到了

6个黄酮类化合物，经鉴定分别为：山柰素-4′，7-

二甲醚（4′，7-dimethylkaempferol）（Ⅰ）、5-羟

基-3′，4′，7-三甲氧基二氢黄酮（5-hydroxy3′，

4′，7-trimethoxyflavanone）（Ⅱ）、华良姜素

（kumatakenin）（Ⅲ）、4′，5，7-三甲氧基黄酮醇

（4′，5，7-trimethoxyflavonol）（Ⅳ）、商陆素

（ombuine）（Ⅴ）、山柰素（kaempferol）（Ⅵ），这些

黄酮类化合物全部为首次从滑叶山姜中分离得

到，其中化合物（Ⅰ）、（Ⅱ）、（Ⅳ）和（Ⅴ）为首次从

山姜属中分离得到。乔春峰等［31］研究表明黑果山

姜乙醇提取物中的甲醇可溶部分，经硅胶柱层析

后分离得到2个黄酮苷成分，经光谱鉴定为黄芪

苷（astragalin）和山柰酚-3-O-葡萄糖醛酸苷

（kaempferol-3-O-glucuronide），两个化合物均

为首次从姜科植物中分离得到。

2 山姜属中药非药用部位黄酮类成分研究

研究表明，中药的非药用部位中常常具有与

其药用部位相同或相似的化学成分，同时部分化

学成分也有较好的生物活性，具有较大的开发潜

力和良好的应用前景［32-33］。为了更好地利用山姜

属中药资源，学者们对其非药用部位进行了研究，

如茎、叶子，以期扩大药源，挖掘其潜在的使用价

值。现代研究表明，有些山姜属中药的非药用部

位也含有黄酮类成分。

2.1 高良姜地上部分 张晗等［34］采用乙醇浸提、

溶剂萃取分部、正反相硅胶以及凝胶柱色谱层析

等分离方法，从高良姜的地上部分分离得到5个

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高良姜素（1）、高良姜素-3-

甲醚（2）、乔松素（3）、二氢高良姜醇（4）、山奈酚

（5）。谭银丰等［35］研究高良姜叶中的化学成分，从

中提取分离得到12个黄酮类成分，分别为高良姜

素、高良姜素-3-O-甲醚、白杨素、乔松素、杨芽黄

素、山柰酚、山柰素、槲皮素、芹菜素、金合欢素、异

鼠李素、芦丁。高良姜的药用部位与非药用部位

共同的黄酮类成分见表1。

2.2 益智茎叶 李洪福等［36］对益智茎叶中黄酮

类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采用乙醇提取法从益智

叶分离得到11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良姜素

（izalpinin）、杨芽黄素（tectochrysin）、白杨素

（chrysin）、芹菜素（apigenin）、刺槐素（acacetin）、

5-羟基-4′，7-二甲氧黄酮（5-hydroxy-4′，7-di-

methoxyflavone）、山奈酚-4′-O-甲醚（kaemp-

ferol-4′-O-methylether）、5，7，4′-三甲氧基黄

酮（5，7，4′-trimethoxyflavone）、乔松素（pino-

cembrin）、球松素（pinostrobin）和二氢山萘酚

（dihydrokaempferol），这些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

植物的茎叶中分离得到，其中化合物5-羟基-4′，

7-二甲氧黄酮、5，7，4′-三甲氧基黄酮和球松素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益智的药用部位与

非药用部位共同的黄酮类成分，见表2。

2.3 艳山姜叶 田璧榕等［37］采用硅胶柱色谱、

MCI、Sephadex LH-20凝胶色谱以及聚酰胺柱色

表1 高良姜药用部位与非药用部位共同的黄酮类成分

编号

1

2

3

4

5

6

7

8

黄酮类中文名称

高良姜素

高良姜素-3-甲醚

山柰酚

槲皮素

乔松素

二氢高良姜醇

芹菜素

异鼠李素

黄酮类英文名称

Galangin

Galangin-3-methylether

Kaempferol

Quercetin

Pinocembrin

Pinobaksin

Apigenin

Isorhamnetin

表2 益智药用部位与非药用部位共同的黄酮类成分

编号

1

2

3

4

黄酮类中文名称

杨芽黄素

白杨素

乔松素

良姜素

黄酮类英文名称

Tectochrysin

Chrysin

Pinocembrin

Izalpi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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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法，分离并纯化艳山姜叶提取物中的化学成分，

结构鉴定后得到黄酮类成分为紫云英苷、槲皮素-

3-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β-D-葡萄醛酸

苷、4′，6′-二羟基-2′-甲氧基二氢查尔酮、小豆蔻

明。其中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和槲皮素-3-

O-β-D-葡萄醛酸苷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

3 结语
山姜属中药的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中都含

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主要的黄酮类成分有高良

姜素、山奈酚、乔松素、白杨素、山姜素、豆蔻明等

黄酮苷元及其苷类。近年来，山姜属中药黄酮类

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研究都取得一定的进展。为增

加其药用价值，有必要对山姜属中药黄酮类成分

作更全面的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并深入探

讨黄酮类成分与其药理作用之间的相关性。此

外，需要加大对其药用部位和非药用部位的研究，

以发现更多具有生物活性的黄酮类成分。山姜属

中药在我国分布广泛，药效确切，深层次研究山姜

属中药黄酮类成分中的有效成分及生物活性，发

掘山姜属中药黄酮类成分更多的药理作用和使用

价值，对丰富我国药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也

有利于推进山姜属中药的临床应用与新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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