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萱草属植物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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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萱草属 （Hemerocallis L.） 是百合科 （Liliaceae） 植物。现代研究表明，萱草属药用植物含有多种活

性成分，包括黄酮类、生物碱、蒽醌类、多酚类、萜类、三萜及其苷类、萘苷类、甾体类、苯乙醇类、木脂素、类

胡萝卜素及微量元素等；具有镇静安眠、抗抑郁、抗氧化、保肝、抗炎、抗肿瘤、抑菌杀虫等作用。对近 30 年萱

草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萱草属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及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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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merocallis plants are herbaceous plants in the Liliaceae family. Moder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Hemerocallis medicinal plants contain a variety of active constituents, including flavonoids, alkaloids, anthraquinones, 

polyphenols, terpenes, triterpenes and their glycosides, naphthalene glycosides, steroids, phenethyl alcohols, lignans, 

carotenoids, and trace elements, with sedative and hypnotic, antidepressant, antioxidant, hepatoprotective, anti-inflammatory, 

anti-tumor, antibacterial, and insecticidal effect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Hemerocallis plant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Hemerocallis plant resources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of Hemerocallis medicinal plants.

[Keywords]  Hemerocallis L. ; active constituents; flavonoids; phenol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根 据 《中 国 植 物 志》 记 载 ，百合科萱 草 属

（Hemerocallis L.） 植物的自然种类约有 14 种，我国

有 11 种 ， 其 中 折 叶 萱 草 （褶 叶 萱 草） H.  plicata 

Stapf、矮萱草 H.  nana Forrest & W.  W.  Sm. 、西南

萱草 H.  forrestii Diels、多花萱草 H.  multiflora Stout

为我国特有萱草种[1-2]，而在地方标准记载里有药用

价值的只有褶叶萱草 H.  plicata Stapf、萱草 H.  fulva

（L.） L、 小 萱 草 H.  dumortieri  Morr. 、 黄 花 菜 H.  

citrina Baroni 4 种植物。萱草属植物中很多品种具有

食用、药用、观赏等多种价值，在我国已有 20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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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栽培历史，广泛分布于我国各个地区[3-4]。萱草为

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别名忘忧草、宜男草、丹棘、

鹿葱等，民间也叫金针草，常以花和根入药。萱草花

味甘而性凉，具安五脏、解郁宽胸、利水渗湿、清热

止渴之效，常用于小便赤涩、烦热口渴、胸闷忧郁等

症 （表 1） [9-15]。萱草的药用价值在 《神农本草经》 [5]

中早有记载，在后世典籍中，北宋唐慎微[6]的 《证类

本草》 记述：“治沙淋，下水气，主酒疸，黄色通身

者。取根捣搅汁服，亦取嫩苗煮食之。又主小便赤

涩，身体烦热。”明代陈嘉谟[7] 《本草蒙筌》 中记载：

“疗酒疸遍身通黄，绞生根汁咽下；治沙淋小便涩痛，

煮熟嫩苗食之。咀和酒煎，为破脑伤风要药；捣搀姜

汁，系大热衄血仙方。”北宋苏颂[8]的 《本草图经》

中记述：“主安五脏，利心志，令人好欢乐无忧，轻

身明目。”现代研究表明，萱草属所含活性成分较多，

迄今为止，从萱草属植物中分离并鉴定出来的化学成

分有 185 种，包括黄酮类、生物碱、蒽醌类、多酚类

等。对萱草活性成分的研究证明，其具有抗抑郁、抗

氧化、镇静安眠、保肝、抗炎等作用。目前，对萱草

属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萱草、黄花菜、小黄花菜

H.  minor Mill. 等少数几个品种，还有一些品种未被

研究，这表明关于萱草属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化学成分

1. 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常具备 C6-C3-C6的基本骨架，在植

物体中广泛存在，且具有多种药理活性。经整理发

现，萱草属植物中的黄酮类成分有 7 种基本骨架。

此 类 化 合 物 主 要 从 萱 草 、 黄 花 菜 、 重 瓣 萱 草 H.  

fulva var.  kwanso Regel 和 H.  cv. Stella de Oro 中提取

出来，被认为是萱草属植物的主要成分，与镇静催

眠、抗抑郁、抗肿瘤、抗氧化等诸多药理作用相关。

目前从萱草属植物中分离鉴定的黄酮类化合物共 46
种 （表 2），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2　生物碱类

迄今为止，从萱草属植物中已分离得到了34种生

物碱 （表 3），是已发现种类仅次于黄酮类成分的一类

化合物，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其中，化合物 47~

53 为从萱草、重瓣萱草、小黄花菜的花蕾中首次发现，

并从长管萱草 （H. fulva var.  Angustifolia Baker） 中分

离并确认了 longitubanine A（54）和 longitubanine B

（55）的结构[31]。

表1　萱草属药用植物情况

基原

萱草

小萱草

黄花菜

褶叶萱草

药用部位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根部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花蕾

干燥全草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根部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根及根茎

干燥花蕾

干燥全草

干燥块根

药材名称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花

萱草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根

萱草花

萱草

褶叶萱草根

标准收载情况

《江苏省中药材标准》 1989 年版

《山西省中药材标准》 1987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
典》） 1963 年版 （一部）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 （一部）

《上海市中药材标准》 1994 年版

《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2003
版）

《山西省中药材标准》 1987 年版

《中国药典》 1963 年版 （一部）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 （一部）

《江苏省中药材标准》 1989 年版

《中国药典》 1977 年版 （一部）

《上海市中药材标准》 1994 年版

《贵州省中药材民族药材质量标准》 2003 年版

《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四册·彝族药》 2005
年版

功效

利尿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尿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水、凉血，用于水肿、沙淋、小便不通、
黄疸、衄血、便血、乳痈

利水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水渗湿、清热止咳、解郁宽胸，用于小便
赤涩、烦热口渴、胸闷忧郁

清热利湿、凉血止血、解毒消肿，用于黄
疸、水肿、小便不利、带下、便血、乳痈

利尿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水、凉血，用于水肿、沙淋、小便不通、
黄疸、衄血、便血、乳痈

利水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尿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水消肿，用于浮肿、小便不利

利水渗湿、清热止咳、解郁宽胸，用于小便
赤涩、烦热口渴、胸闷忧郁

清热利湿、凉血止血、解毒消肿，用于黄
疸、水肿、小便不利、带下、便血、乳痈

清热利尿、凉血止血、祛风湿、通经活络、
散瘀止痛，用于膀胱炎、尿血、衄血、便
血、治崩漏、月经不调、乳结红肿硬痛、乳
汁不通、骨折淤肿、腮腺炎、止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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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萱草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名称

槲皮素 （quercetin）

槲皮素-3-O-β-D-吡喃木糖苷 （quercetin-3-O-β-D-xylopyranoside）

异槲皮苷 （isoquercitrin）

金丝桃苷 （hyperoside）

芦丁 （rutin）

Quercetin-3-O-α-L-rhamnopyranosyl- （1→6） -β-D-galactopyranoside

quercetin 3-O-α-L-rhamnopyranosyl- （1→6） -[α-L-rhamnopyranosyl- （1→2） ]-β-D-glucopyranoside

quercetin 3-O-{α-L-rhamnopyranosyl- （1→6） [α-L-rhamnopyranosyl- （1→2） ]}-β-D-galactopyranoside

山柰酚 （kaempferol）

kaempferol 3-O-α-L-arabinopyranoside

紫云英苷 （astragalin）

山柰酚-3-O-芸香糖苷 （nicotiflorin）

kaempferol 3-O-{α-L-rhamnopyranosyl(1→6)[α-L-rhamnopyranosyl(1→2)]}-β-D-galactopyranoside

isorhamnetin-3-O-β-D-6'-acetylglucopyranoside

isorhamnetin 3-O-α-L-rhamnopyranosyl-(1→6)-[α-L-rhamn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ide

quercetin 3,7-O-β-D-diglucopyranoside

quercetin 3-O-α-L-rhamnopyransol-(1→6)-β-D-glucopyranosol-7-O-β-D-glucopyranoside

三叶豆苷 （trifolin）

山柰酚-3-葡萄糖苷 （astragalin）

杨梅素 （myricetin）

杨梅素-3-O-芸香糖苷 （myricetin-3-O-rutinoside）

异鼠李素-3-O-葡萄糖苷 （isorhamnetin 3-O-glucopyranoside）

isorhamnetin-3-O-α-L-rhamnopyranosyl-(1→6)-[α-L-rhamn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ide

异鼠李素-3-O-芸香糖苷 （narcissin）

山柰酚-3-芸香糖-7-鼠李糖苷 （kaempferol 3-O-rutinoside-7-rhamnoside）

槲皮素-3-芸香糖-7-鼠李糖苷 （quercetin-3-O-rutinoside-7-rhamnoside）

chrysoeriol-7-O-[β-D-glucuronopyranosyl(1→2)-(2-O-transferuloyl)-β-D-glucuronopyranoside

chrysoeriol-7-O-β-D-glucuronopyranosyl(1→2)-O-β-D-glucuronopyranoside

6-甲基木犀草素 （6-methylluteolin）

白杨素 （chrysin）

木犀草素 （luteolin）

橙皮苷 （hesperidin）

柚皮苷 （naringin）

柚皮素 （naringenin）

乔松素 （pinocembrin）

葛根素 （puerarin）

3'-甲氧基葛根素 （3′-methoxypuerarin）

萱草酮 （hemerocallone）

儿茶素 （catechin）

花青素 （cyanidin）

矢车菊素-3-芸香糖苷 （cyanidin-3-rutinoside）

飞燕草素 （delphinid）

飞燕草素-3-芸香苷 （delphinidin-3-rutinoside）

天竺葵素 （pelargonidin）

芍药苷 （peonidin）

petunidin

所属物种

萱草

H. cv.Stella de Oro

黄花菜

黄花菜

萱草

H. cv.Stella de Oro

H. cv.Stella de Oro

萱草

萱草

H. cv. Stella de Oro

H. cv. Stella de Oro

萱草

萱草

重瓣萱草

H. cv. Stella de Oro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黄花菜

萱草

萱草

萱草

黄花菜

H. cv. Stella de Oro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重瓣萱草

萱草

萱草

黄花菜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黄花菜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参考
文献

[16]

[17]

[18]

[18]

[16]

[17]

[17]

[16]

[16]

[17]

[17]

[16]

[16]

[19]

[17]

[19]

[19]

[20]

[21]

[22]

[21]

[20]

[17]

[21]

[21]

[21]

[16]

[16]

[23]

[24]

[22]

[25]

[24]

[24]

[24]

[26]

[26]

[27]

[28]

[21]

[21]

[21]

[21]

[22]

[22]

[22]

··437



Feb. 2023 Vol. 25 No. 22023 年 2 月 第 25 卷 第 2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1. 3　蒽醌类

蒽醌类成分具有不饱和环二醌结构，母核上常

有羟基、羟甲基、羧基等取代基。目前从萱草属植

物中已经分离出 14 种蒽醌化合物，分属于重瓣萱草

和黄花菜 2 个种 （表 4），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4　多酚类

此类化合物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被鉴别出来

的 23 个成分大多来源于萱草和黄花菜 （表 5），结构

式见增强出版材料。其中 3-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

3-O-阿魏酰奎尼酸、3-O-咖啡酰奎尼酸、4-O-阿魏

酰奎尼酸、4-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4-O-咖啡酰奎

尼酸、5-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5-O-咖啡酰基奎宁

酸是 Clifford 等[40]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LC-MSn）

技术鉴定得到的。

1. 5　萜类

萜类化合物的骨架一般以 5 个碳为基本单位，

多是异戊二烯的聚合体及其衍生物。迄今为止，在

萱草属种分离出 10 种萜类化合物 （表 6），结构式见

增强出版材料。

表3　萱草属植物中的生物碱类化合物

序号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名称

hemerocallisamine Ⅰ
hemerocallisamine Ⅱ
hemerocallisamine Ⅲ
hemerocallisamines Ⅳ
hemerocallisamines Ⅴ
hemerocallisamines Ⅵ
hemerocallisamines Ⅶ
longitubanine A

longitubanine B

oxypinnatanine

oxypinnatanine A

kwansonine A

kwansonine B

kwansonine C

pinnatanine

1′,2′,3′,4′-tetrahydro-5′-deoxy-pinnatanine

adenosine

guanosine

hemerominor A

hemerominor B

hemerominor C

hemerominor D

hemerominor E

hemerominor F

hemerominor G

hemerominor H

lycoperodine-1
2-formylopyrole hemerokallisamine I

fulvanine A

fulvanine B

fulvanine C

fulvanine D

fulvanine E

蒺藜嗪 （terresoxazine）

所属物种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重瓣萱草、萱草、小黄花菜

长管萱草

长管萱草

长管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长管萱草

重瓣萱草

萱草

萱草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萱草

黄花菜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萱草

参考文献

[29]

[29]

[29]

[30]

[30]

[30]

[30]

[31]

[31]

[31]

[32]

[33]

[33]

[32]

[31]

[19]

[16]

[16]

[34]

[34]

[34]

[34]

[34]

[34]

[34]

[34]

[16]

[35]

[36]

[36]

[36]

[37]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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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三萜及其苷类

三萜由 30个碳原子组成，母核中有 6个异戊二烯

基。从萱草属植物中已分离出 11 个三萜及其苷类成

分，均存在于萱草中 （表 7），结构式见增强出版

材料。

1. 7　萘苷类

萘苷类成分在萱草属中相对偏少，只有Cichewicz

等[23]从重瓣萱草中分离出 5-hydroxydianellin （139）、

dianellin （140） 2 个化合物；同年 Cichewicz 等[17]从

H.  cv.  Stella de Oro 中分离出 stelladerol （141），其

表4　萱草属植物中的蒽醌类化合物

序号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名称

大黄酸 （rhein）

2-羟基大黄酚 （2-hydroxychrysophanol）

芦荟大黄素 （aloe-emodin）

大黄酚 （chrysophanol）

kwanzoquinones A

kwanzoquinones B

kwanzoquinones C

kwanzoquinones D

kwanzoquinones E

kwanzoquinones F

kwanzoquinones G

2-甲氧基-美决明子素 （2-methoxy-obtusifolin）

hemerocal

美决明子素 （obtusifolin）

属种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黄花菜

黄花菜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重瓣萱草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参考文献

[27]

[23]

[39]

[39]

[23]

[23]

[23]

[23]

[23]

[23]

[23]

[39]

[39]

[39]

表5　萱草属植物中的多酚类化合物

序号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名称

绿原酸 （chlorogenic acid）

新绿原酸甲酯 （chlorogenic acid methyl ester）

3-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 （3-O-p-coumaroylquinic acid）

3-O-阿魏酰奎尼酸 （3-O-feruloylquinic acid）

3-O-咖啡酰奎尼酸 （3-O-caffeoylquinic acid）

4-O-阿魏酰奎尼酸 （4-O-feruloylquinic acid）

4-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 （4-O-p-coumaroylquinic acid）

4-O-咖啡酰奎尼酸 （4-O-caffeoylquinic acid）

5-O-对香豆酰基奎宁酸 （5-O-p-coumaroylquinic acid）

5-O-咖啡酰基奎宁酸 （5-O-caffeoylquinic acid）

5-O-阿魏酰基奎宁酸 （5-O-feruloylquinic acid）

5-咖啡酰奎宁酸-4-羟基苯乙基铵盐（5-caffeoylquinic acid 4-hydroxyphenethylammonium salt）

5-咖啡酰奎宁铵盐 （5-caffeoylquinic ammonium salt）

2,3,4-三羟基苯甲酸 （2,3,4-trihydroxybenzoic acid）

阿魏酸 （ferulic acid）

原儿茶酸 （protocatechuic acid）

没食子酸 （gallic acid）

对香豆酸 （p-coumaric acid）

对羟基苯甲酸 （p-hydroxybenzoic acid）

芥子酸 （sinapic acid）

丁香酸 （syringic acid）

香草酸 （vanillic acid）

咖啡酸 （caffeic acid）

所属物种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H. fulva L. var. sempervirens M. Hotta

H. fulva L. var. sempervirens M. Hotta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参考文献

[16]

[16]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32]

[32]

[41]

[41]

[41]

[28]

[41]

[41]

[41]

[4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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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8　甾体类

这类成分的母核均有环戊烷骈多氢菲的四环结

构。目前只有 Konishi 等[45]从重瓣萱草中分离鉴定出

hemeroside A （142） 和 hemeroside B （143）； 杨中

铎等[38,44]从萱草分离出 25R-spirostane-4-ene-3,12-dione

（144），海可皂苷元 （hecogenin，145）、谷甾-4-烯 - 

3β -醇 （stigmast-4-en-3β -ol，146）、谷甾 -4-烯 -3-酮

（stigmast-4-en-3-one，147） 6 个甾体类化合物，其

中，海可皂苷元为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得，其结构

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9　苯乙醇类

2014 年 Ogawa 等[32]从重瓣萱草中鉴定出淫羊藿次

苷 D2 （icariside D2， 148）、 红 景 天 苷 （salidroside，

150）。Cichewicz 等[17]从 H.  cv.  Stella de Oro 中分离出

phenethyl-β-D-glucopyranoside （149）；杨中铎首次从

萱草中分离并鉴定出ω-feruloyloxy acid （151） [38]，其

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10　木脂素

木脂素类化合物的骨架是 2 个苯丙烷通过 β,β'或

8,8'-碳相连而成的。Zhang 等[19]在重瓣萱草中分离得

到一种木脂素类化合物——落叶松脂素 （lariciresinol，

152）；杨中铎等[26]从萱草中分离出 picraquassioside C

（153），这类化合物在萱草属中目前只被分离出 2 种，

其结构式见增强出版材料。

1. 11　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是一类重要的天然色素的总称，普

遍存在于动物、高等植物、真菌、藻类的黄色、橙

红色或红色的色素之中。类胡萝卜素是体内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同时还具有抗氧化、免疫调节、抗

癌、延缓衰老等功效[46]。目前在萱草属中分离鉴定

的类胡萝卜素类成分有 11 个，其名称见表 8。

1. 12　其他

张治雄等[27]从黄花菜中分离出萱草根素 （165）；

Zhang 等[34]在小黄花菜发中发现 8 种新成分 （化合物

65~72） 的同时，还分离出了 5 种已知成分 （化合物

176~180）， 其 中 川 芎 哚 被 证 实 有 中 等 抗 炎 作 用 ；

Cichewicz 等[17]从 H.  cv.  Stella de Oro 中分离出根皮

素-2'-O-β-D-吡喃葡萄糖苷 （168）、phloretin 2′-O-β- 

D xyl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169）、

orcinol-β-D-glucopyranoside （170）；赵新才[43]从小黄

花菜花蕾中分离出(S)-2,4-dibutoxy-3-(hydroxymethyl) 

cyclopent-2-en-1-one （183）、2,4-二羟基-6-(4-羟基苯

乙 基) -3- 甲 基 苯 甲 酸 甲 酯 （184）、 benzoic acid 

methyl ester-4-O- β -D-apiofuranosyl- (1'' →6') - β -D-

表6　萱草属植物中的萜类化合物

序号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名称

emottene

hemerocallal A

phlomuroside

hemerocalloside

马钱子苷 （loganin）

roseosid

獐牙菜苷 （sweroside）

hemerolide A

hemerolide B

hemerolide C

所属物种

萱草

萱草

重瓣萱草

萱草

萱草

重瓣萱草

萱草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参考
文献

[42]

[42]

[19]

[42]

[26]

[19]

[26]

[43]

[43]

[43]

表7　萱草属植物中的三萜及其苷类化合物

序号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名称

11-α-羟基-3-己酰基-β-乳香酸 （11-α-hydroxy-3-hexanoyl-β-boswellic acid）

3-α-乙酰基-11-氧代-12-乌苏烯-24-羧酸 （3-α-acetyl-11-oxo-12-ursen-24-carboxylic acid）

α-乳香酸 （α-boswellic acid）

β-乳香酸 （β-boswellic acid）

3-氧代羊毛甾-8,24-二烯-21-羧酸 （3-olanost-8,24-dien-21-carboxylic acid）

3-α-羟基羊毛甾-8,24-二烯-21-羧酸 （3-α-hydroxylanost-8,24-dien-21-carboxylic acid）

3-β-羟基羊毛甾-8,24-二烯-21-羧酸 （3-β-hydroxylanost-8,24-dien-21-carboxylic acid）

HN saponin F

长春藤皂苷元-3-O-β-D-葡萄糖吡喃-(1-3)-α-L-阿拉伯糖吡喃基苷-28-O-β-D-葡萄糖吡喃基酯[28-O-
β- glucopyranosyl esters of hederagenin 3-O-β-glucopyranosyl-(1→3)-α-arabinopyranoside]

11-氧代-β-乳香酸 （11-keto-β-boswellic acid）

何伯烷-6α,22-二醇 （hopane-6α, 22-diol）

参考文献

[44]

[44]

[44]

[44]

[44]

[44]

[44]

[26]

[26]

[38]

[38]

··440



Feb. 2023 Vol. 25 No. 22023 年 2 月 第 25 卷 第 2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glucopyranoside （185）。现将此 21 个成分归于其他

类成分 （表 9）。

2　药理作用

《本草纲目》 记载萱草具有利湿热、宽胸膈、安

五脏、安寐解郁，治酒疸等作用，用于治胸膈烦热、

气火有余、夜少安寐、痔疮便血等症[51]。现代研究

表明，萱草有镇静安眠、抗抑郁、抗氧化、保肝、

抗炎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大多与黄酮类、酚类化学

成分有直接关系[52-74]。

2. 1　镇静安眠

萱草有较好的镇静安眠作用，因其没有依赖性，

且不良反应少，后来被广泛用于治疗失眠等症[52]。

早在 1998 年，Uezu[53]通过给小鼠喂食冻干的萱草花

发现，在黑暗条件下，萱草处理组的小鼠反常睡眠

和慢波睡眠时长明显增加，然而在光照条件下，被

萱草喂养的小鼠与对照组小鼠睡眠时长几乎无差

表8　萱草属植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化合物

序号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名称

紫黄质 （violaxanthin）

胡萝卜素 （carotene）

叶黄素 （lutein）

玉米黄质 （zeaxanthin）

叶黄素-5,6-环氧化物 （lutein-5,6-epoxide）

番茄红素 （lycopene）

新黄质 （neoxanthin）

反式-β-胡萝卜素 （trans-β-carotene）

violeoxanthin

β-隐黄质 （β-cryptoxanthin）

β-胡萝卜素 （β-carotene）

所属物种

黄花菜

萱草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萱草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萱草

参考文献

[47]

[22]

[47]

[47]

[47]

[22]

[47]

[47]

[47]

[47]

[48]

表9　萱草属植物中的其他类化合物

序号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名称

萱草根素 （hemerocallin）

7-hydroxynaphthalide

7-hydroxynaphthalide-β-D-glucopyranoside

根皮素-2'-O-β-D-吡喃葡萄糖苷 （phloretin-2′-O-β-D-glucopyranoside）

phloretin 2′-O-β-D-xyl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orcinol-β-D-glucopyranoside

ascorbic acid

globulins

tryptophan derivative

L-酪氨酸 （tyrosine）

3-糠酸 （3-furoic acid）

2-苯基-N-(2-苯乙基)乙酰胺[2-phenyl-N-(2-phenylethyl)acetamide]

2-吡咯烷酮-5-羧酸丁酯 （butyl 2-pyrrolidone-5-carboxylate）

焦谷氨酸甲酯 （methyl pyroglutamate）

methyl-hydroxypyroglutamate

川芎哚 （perlolyrine）

丁二酸 （succinic acid）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dimethylterephthalate）

(S)-2,4-dibutoxy-3-(hydroxymethyl)cyclopent-2-en-1-one

2,4-二 羟 基 -6- (4-羟 基 苯 乙 基) -3-甲 基 苯 甲 酸 甲 酯 [methyl 2,4-dihydroxy-6- (4-
hydroxyphenethyl)-3-methylbenzoate]

benzoic acid methyl ester-4-O-β-D-apiofu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所属物种

黄花菜

萱草

萱草

H. cv. Stella de Oro

H. cv. Stella de Oro

H. cv. Stella de Oro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萱草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黄花菜

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小黄花菜

参考文献

[27]

[44]

[26]

[17]

[17]

[17]

[48]

[49]

[49]

[49]

[18]

[34]

[34]

[34]

[34]

[34]

[18]

[50]

[43]

[4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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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Liang 等[54]通过观察失眠模型中果蝇的睡眠时

长与活动频率，发现黄花菜 60% 乙醇提取物能有效

减少果蝇的活动次数，并延长睡眠时间，这可能与

黄花菜中的槲皮素、木犀草素、山柰酚等密切相

关；另外，通过网络药理学的验证发现黄花菜提取

物的作用靶点确与治疗失眠相关，不仅进一步证明

黄花菜可以改善睡眠，还为探索黄花菜其他作用提

供了新思路。

2. 2　抗抑郁

萱草对抑郁症的疗效明显，且不良反应少[55-60]。

翟俊乐等[55]和 Li 等[56]的实验证明黄花菜中的黄酮类

成分对抑郁小鼠有显著治疗作用。不同的是，Li 等

证明了黄花菜中的橙皮苷可以通过抑制小鼠血清皮

质酮水平的升高、海马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ERK）

磷酸化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水平的降

低来达到治疗抑郁的目的。此外，Lin 等[57]用网络药

理学方法探究萱草抗抑郁成分及机制，实验表明萱

草能治疗抑郁症的主要成分有蒽醌、香草酸、山柰

酚等 11 个，并由酗酒通路、苯丙胺成瘾通路、鼠肉

瘤相关蛋白 1 （Rap1） 信号通路、鼠肉瘤 （Ras） 信

号通路等多种通路对抑郁症的治疗发挥协同作用，

从而抑制单胺氧化酶 A （MAOA）、单胺氧化酶 B

（MAOB）、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细胞色素

P450 2E1 （CYP2E1） 水 平 和 提 高 钙 调 蛋 白 １

（CALM1） 水平来缓解抑郁症状。另有学者们发现，

黄花菜中的酚类化合物很有可能在神经机制中表现

出与黄酮类化合物相似的作用，用皮质酮和谷氨酸

分别建立 PC12 细胞损伤模型，通过测定细胞损伤后

神 经 递 质 的 含 量 ， 发 现 细 胞 培 养 基 中 的 多 巴 胺

（DA） 水平会因为有酚类而提高，这也首次证实了

黄花菜中的酚类化合物对神经有显著保护作用[58-59]。

这一结论在姬赐玉等[60]制备的过氧化氢 （H2O2） 诱

导大鼠 PC12 细胞损伤模型中也得到了证实。

2. 3　抗氧化

萱草中的黄酮类、多糖、酚类均有抗氧化作用，

其中黄酮类和多糖具有很强的体外抗氧化作用[61-62]，

抗氧化程度与山柰酚、花青素密切相关[63]。有研究

表明，萱草中含有大量酚类化合物，可用于延缓皮

肤老化、减少皱纹、增加皮肤弹性，抑制色素沉积

等[64]。Wu 等[65]发现利用黄花菜的抗氧化作用能抑制

高糖水平下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损伤或凋亡，这表

明黄花菜或许能成为一种对抗糖尿病的食品。秦喜

悦等[66]以秀丽隐杆线虫为研究对象，并建立蔗糖和

硬脂酸 2 种诱导损伤模型，研究黄花菜甲醇提取物

对糖脂损伤的作用，数据显示当给予线虫黄花菜甲

醇提取物之后，对受糖脂损伤线虫的生殖发育指标、

平均寿命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作用。这是因为糖脂

代谢紊乱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而黄花菜中的酚类

成分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够保护生物分子不被活

性氧破坏。这一实验成果为黄花菜被做成功能性食

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此外，有研究表明黄花

菜的抗氧化性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当采收的新鲜

黄花菜放置在高温条件 （50 ℃） 时，会显著提高过

氧化氢酶 （CAT） 水平，减缓 O2·
–和 H2O2 生成速

率；当新鲜黄花菜处于低温条件 （5 ℃） 时，会使

超氧歧化酶 （SOD） 的含量升高，并减慢黄花菜新

陈代谢的速度，两种条件下黄花菜的抗氧化性都比

常温强[67]。

2. 4　保肝

萱草是民间用以预防肝炎的一味单方，有改善

肝功能的作用[52]。萱草花总黄酮 （HCBF） 能明显降

低小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的活性，并提高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活力水平，以此增

强小鼠细胞的抗氧化能力，使其发挥保肝的作用；

萱草中咖啡酸衍生物也有类似作用[68-69]。黄红焰等[70]

通过建立四氯化碳大鼠肝纤维化模型，观察到用萱

草中的黄酮苷成分可以显著抑制血清 ALT 的升高，

从而达到预防肝纤维化的目的。据 Chen 等[71]的最新

研究，萱草提取物在面对不同成分诱导的肝毒性结

果存在着较大差异，萱草提取物对棕榈酸 （PA） 和

乙 酰 氨 基 酚 诱 导 的 肝 毒 性 有 保 护 作 用 ， 对 油 酸

（OA） 诱导的肝毒性没有影响。

2. 5　抗炎

Fan 等[72]通过建立二甲苯诱导的小鼠耳水肿模

型，进一步证明萱草提取物对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

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 （IL-1） 和 IL-6
具有抑制作用，同时表现出体内抗炎活性。Liu 等[73]

发现给大鼠服用黄花菜乙醇提取物 （HCE） 后，可

以 减 轻 抑 郁 症 状 ， 同 时 也 抑 制 了 IL-1β、 IL-6 和

TNF-α等促炎因子的表达，以及额叶皮层和海马的

吲哚胺 2,3 过氧化酶 （IDO） 活性。Li 等[74]制备了为

期 2 个月的脂多糖 （LPS） 诱导小鼠抑郁的模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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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鼠对蔗糖的偏好程度指标来判断小鼠的抑郁情

况，发现口服黄花菜提取物的小鼠能通过抑制核转

录 因 子 - κB （NF- κB）、 诱 导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酶

（iNOS）、环氧化酶-2 （COX-2）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

来降低抑郁程度。两个实验都证明了黄花菜的抗抑

郁效果与 NF-κB 等炎症因子相关，可以作进一步

研究。

2. 6　其他

张珠宝等[75]发现，黄花菜中含有丰富的人体必

需元素，包括 Ca、Cu、Fe、K、Mg、Mn、Zn、P

等，但因地域不同，相同元素的含量也有所不同。

其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ICP-AES）

技术分析了黄花菜中的各种元素的含量，得出的结

果准确可靠，为黄花菜的质量评价、产地特征鉴别

及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同年 Afolayan 等[76]

进 一 步 通 过 能 谱 - 扫 描 电 镜 （EDX-SEM） 观 察 元

素，发现不同的元素对应的治疗作用不同，这可能

是因为这些元素会与不同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结合

有关。

3　结语与展望

本综述对近 30 年萱草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

作用进行了总结。萱草作为民间用药历史悠久，文

献中对其原植物研究较多。萱草中主要成分包含黄

酮类、酚类等，提供了最主要的药效物质基础，用

于改善失眠、抑郁、细胞自由基氧化、炎症、肝功

能失常等方面。

国内外虽然一直在研究萱草属植物，但仅局限

在萱草、黄花菜、小萱草、重瓣萱草、长管萱草、

小黄花菜等几个种与其变种上，鲜有对萱草属其他

植物的化学成分的研究。因此，为了促进萱草属植

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萱草属植物的新药研究，

可以从研究较少的萱草属植物入手，对其所含成分

进行深入探索。

目前对萱草的药理作用多集中于黄酮类和酚类

成分的生物活性研究，而萱草中尚有多种其他类成

分，可适当将研究重心转移至咖啡酸衍生物、蒽

醌、生物碱等成分，以此提高萱草属植物的药用价

值。另外，关于萱草毒理性研究与不良反应方面的

实验较少，这些内容均可作为该药材后续的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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