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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鼠尾草属是一种常见的民族药用资源，其所属各类中药作为药物治疗疾病的历史悠久，且用途广、药用价值高，

具有重要的研究与开发价值。我国有 78 种鼠尾草植物，其中 32 个在 18 个少数民族中使用，具有抗癌活性、镇痛、抗炎、抗辐射

活性、保肝活性、抗心血管系统疾病、降血糖、抗氧化、抗病原微生物、抗纤维化、止血、肾脏保护、抗阿尔茨海默病、免疫调节、抗

痛风等药效，主要的活性物质基础为酚酸、黄酮、萜类和多糖等成分。鼠尾草属药物资源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物质基础，但

研究与应用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该属民族药物资源中，部分鼠尾草植物的研究基础薄弱，其药用机制和临床应用价值还有

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验证。此外，由于鼠尾草属品种较多，其化学成分和结构类型各异，生物活性也各不相同，使得鼠尾草属

植物的质量及品质都有所差异，因而对其质量标准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对鼠尾草属民族药物资源的系统研究和开发

利用显得尤为重要。该文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该属植物的药物资源、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相关质量的总结归纳，为该属民族

药物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合理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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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lvia genus is a common ethnic medicinal resource， and the various typ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elonging to the Salvia genu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being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They are widely used and have high medicinal value， making them valuabl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the 78 species of Salvia plants in China， 32 species are used by 18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anti-cancer， analgesia， anti-inflammation， anti-radiation， liver protection， anti-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ypoglycemic effect， oxidation resistance， anti-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anti-

fibrosis， hemostasis， kidney protection， anti-Alzheimer's disease， immune regulation， and anti-gout. The main 

active substance bases are phenolic acid， flavonoids， terpenoids， and polysaccharides. However， despite the 

rich medicinal value and material basis of the medicinal resources of the Salvia genus， there are still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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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on some Salvia plants in this genus of ethnic medicinal 

resources is still weak， and its medicinal mechanism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verified. In addition， since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Salvia genus， with different chemical constituents， 

structural types， and biological activities， the quality of Salvia plants is different， and thus the research on its 

quality standard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refore，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ethnic 

medicinal resources of the Salvia genus are important. In this study， the medicinal resources，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quality of the plants in this genus were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medicinal 

resources of this genus.

［［Keywords］］ Salvia genus； ethnic medicinal resources；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民族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

族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1］。长期以来，民

族 药 物 资 源 混 乱 ，物 质 基 础 研 究 较 为 薄 弱 ，质 量 标

准 缺 乏 ，一 直 是 制 约 民 族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问

题。通过系统整理发现我国鼠尾草属有 78 种，其中

的 32 种在 18 个少数民族中有应用，如紫丹参、一串

红 、荔 枝 草 、三 叶 鼠 尾 草 等 。 这 些 植 物 含 有 多 种 成

分，包括多糖类、倍半萜类、二萜类、三萜类、黄酮类

和 多 酚 类 等 ，具 有 降 血 糖 、抗 炎 、抗 菌 、诱 导 细 胞 凋

亡、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细胞增殖抑制等作用，是复

方荔枝草颗粒、紫丹活血片、丹参益心胶囊、紫灯胶

囊、丹莪妇康煎膏、骨风宁胶囊，滇褐毛甘西鼠尾注

射、复方甘西鼠尾草注射等 700 余种中成药的重要

原 料 。 近 年 来 ，已 有 学 者 对 该 属 植 物 化 学 成 分 、药

理作用、提取工艺、化学分类等进行综述［2-5］，但是尚

未 见 有 关 学 者 对 该 属 民 族 药 用 植 物 资 源 进 行 系 统

整理，并结合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探究其资源研究

的现状。本研究通过查阅少数民族本草著作，系统

整理了该属民族药用植物资源、化学成分的研究进

展 ，结 合 现 代 化 学 药 效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以 期 为 鼠 尾

草属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为鼠尾草

属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我国鼠尾草属少数民族药用资源

32 种 民 族 药 应 用 鼠 尾 草 植 物 包 括 开 萼 鼠 尾 草

Salvia bifidocalyx、南丹参 S. bowleyana、短冠鼠尾草

S. brachyloma、短 唇 鼠 尾 草 S. brecilabra、钟 萼 鼠 尾

草 S. campanulata、栗 色 鼠 尾 草 S. castanea、贵 州

鼠 尾 草 S. cavaleriei、紫 背 鼠 尾 草 S. cavaleriei var.

erythrophylla、血 盆 草 S. cavaleriei var. simplicifolia、

华鼠尾草 S. chinensis、新疆鼠尾草 S. deserta、毛地黄

鼠 尾 草 S. digitaloides 、黄 花 鼠 尾 草 S. flava、胶 质

鼠 尾 草 S. glutinosa、荞 麦 地 鼠 尾 草 S. kiaometiensis、

洱 源 鼠 尾 草 S. lankongensis、湄 公 鼠 尾 草 S. 

mekongensi、丹 参 S. miltiorrhiza、荔 枝 草 S. plebeia、

毛唇鼠尾草 S. pogonochila、康定鼠尾 S. prattii、红根

草 S. prionitis、甘 西 鼠 尾 S. przewalskii、褐 毛 甘 西 鼠

尾 S. przewalskii var. mandarinorum、假 多 叶 鼠 尾 草

S. pseudopallida、粘毛鼠尾草 S. roborowskii、地梗鼠

尾 草 S. scapiformis、橙 色 鼠 尾 草 S. smithii、一 串 红

S. splendens、三 叶 鼠 尾 草 S. trijuga、西 藏 鼠 尾 草

S. wardii、云 南 鼠 尾 草 S. yunnanensis。 药 用 部 位 使

用主要为根、茎、叶、花、果或全草。从使用数量看，

以藏族使用最多，涉及 19 种；苗族、土家族和瑶族使

用 5 种；纳西族、彝族使用 4 种；壮族使用 3 种；阿昌

族、白族、布依族、侗族、哈萨克族、景颇族、傈僳族、

毛南族、蒙古族、羌族、畲族使用 1 种。在功能应用

上 主 要 用 于 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的 治 疗 。 结 果 见 增 强

出版附加材料［11-96］。

2 化学成分

目前，已从该属植物民族药物资源中已经分离

纯化得到多种化学成分，主要包括多糖、萜类、黄酮

类、酚酸类等化合物，涉及 300 余种化合物，其中萜

类 、黄 酮 类 及 多 糖 类 化 合 物 的 含 量 最 高 ，也 是 重 要

的活性成分之一。

2.1　多糖成分     多糖属于植物中的大分子，目前已

经 从 该 属 民 族 药 物 资 源 中 分 离 纯 化 得 到 多 个 均 一

多糖。汪红等［6］从丹参中纯化得到两种浅黄色均一

多糖 SMP1 和 SMP 0.5，其中 SMP1 主要以 α-（1→6）
D-Glc 聚 合 而 成 ，少 量 的 α-（1→2）D-Glc 聚 合 而 成 ，

SMP 0.5 主 要 含 有 α -（1→6）D-Glc，由 半 乳 糖 、阿 拉

伯糖、少量鼠李糖、木糖和甘露糖组成。姜媛媛［7］也

从 丹 参 中 分 离 得 到 SMP-W1，主 要 由 甘 露 糖 、鼠 李

糖、阿拉伯糖、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刘翠平等［8］研

究了从华鼠尾草全草中得到的酸性多糖 SC3，相对

分 子 质 量 为 7.7×104 Da，由 鼠 李 糖 、阿 拉 伯 糖 、半 乳

糖和半乳糖醛酸组成。另外，文献报道还分离纯化

··273



第 30 卷第  16 期
2024 年 8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30，No. 16

Aug. ，2024

得到多糖 SMP2、多糖 SMP3、多糖 SMWP-1、粗多糖

CSMPA、CSMPB、CSMPC［9］。

2.2　萜类成分     萜类化合物作为鼠尾草属植物的

主 要 活 性 成 分 之 一 ，已 然 成 为 该 属 植 物 的 研 究 热

点。目前，已有学者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出纯化得到

28 个 吉 玛 烷 型 化 合 物（（1~28））、18 个 桉 烷 型 化 合 物

（（29~46））和 1 种 其 他 倍 半 萜（（47）），分 离 纯 化 得 到

71 个 松 香 烷 型 化 合 物（（48~118））、8 个 克 罗 烷 型 化 合

物（（119~126）、）、83 个 其 他 二 萜 类 化 合 物（（127~209）），

32 个三萜类成分（（210~251）），主要包括羽扇豆烷型、

齐墩果烷型和其他三萜。见增强出版附加材料。

2.3　黄酮、酚酸和其他类化合物     该属民族药物资

源成分还涉及黄酮、酚酸、木质素等化合物，目前已

从该属植物中分离纯化得到 32 个黄酮化合物（（252~

283）），主要为黄酮衍生物为主，少量为异黄酮、二氢

黄酮等成分。分离纯化得到 19 个酚性类化合（（284~

302））。 该 类 化 合 物 具 有 减 轻 缺 血 缺 氧 所 致 血 管 内

皮 损 伤 ，促 进 血 管 内 皮 增 生 ，改 善 缺 血 缺 氧 所 致 的

心 肌 细 胞 损 伤 ，抗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抑 制 血 小 板 聚 集

和抗血栓形成，抗炎、降血糖、抗脂质过氧化和清除

自由基等作用［2］。鼠尾草属植物中含有其他类化合

物 13 个（（303~315））。 MEHMOOD 等［10］从 鼠 尾 草 全

草的乙醇提取物的三氯甲烷部分中发现了 2 个木脂

素类化合物 salvicins A（（290））和 salvicins B（291）。）。

3 药理作用

鼠 尾 草 属 植 物 以 其 独 特 的 药 理 作 用 和 广 泛 的

应用价值，在我国中药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

类 植 物 分 布 广 泛 ，历 史 悠 久 ，被 誉 为 我 国 的 中 药 瑰

宝。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中药的

深入认识，鼠尾草属植物的药理作用主要集中在镇

痛 抗 炎 、降 血 糖 、保 肝 、保 护 心 血 管 、抑 制 病 原 微 生

物 、抗 肿 瘤 、抗 氧 化 、抗 纤 维 化 、保 护 肾 脏 和 足 细 胞

活性等方面。

3.1　抗癌活性     鼠尾草属植物在民族药中应用于

癌肿、腹中肿块，如华鼠尾草（壮族使用）、云南鼠尾

草。药效研究显示，本属抗癌的药物资源主要涉及

华鼠尾草、云南鼠尾草、荔枝草、红根草、南丹参、贵

州鼠尾草、栗色鼠尾草、绒毛鼠尾草和丹参，活性物

质 基 础 为 萜 类 、多 糖 和 酚 酸 及 其 衍 生 物 等 活 性 成

分 ，药 理 活 性 研 究 表 明 其 具 有 抗 癌 的 活 性［97-100］，其

主要的机制为抑制增殖、促进凋亡杀伤。雷涛等［101］

表 明 华 鼠 尾 草 多 糖 能 够 明 显 抑 制 肝 癌 肿 瘤 细 胞 生

长，诱导肝癌肿瘤细胞 SMMC-7721 凋亡，存在浓度

依 赖 性；耿 慧 春［102］表 明 云 南 鼠 尾 草 7/5/6 环 系 松 香

烷型二萜具有抗肿瘤作用；曲桂武等［31］发现绒毛鼠

尾 草 化 合 物 neotanshinone A 可 以 显 著 抑 制 细 胞

K562 在 G0/G1 期生长，诱导细胞凋亡，降低线粒体膜

电 位 ，减 少 B 细 胞 淋 巴 瘤（Bcl）-2 和 c-Myc 蛋 白 表

达，增强 Bcl-2 相关 X 蛋白（Bax）的表达和胱天蛋白

酶（Caspase）-3 的活性。郑琦等［103］发现丹参的活性

成 分 ，特 别 是 丹 参 酮 类 成 分 具 有 广 泛 的 抗 肿 瘤 作

用，其作用机制与抑制细胞增殖、调控细胞周期、诱

导细胞凋亡、抑制血管生成、改变线粒体膜电位、调

节 信 号 通 路 、逆 转 肿 瘤 多 药 耐 药 等 多 个 环 节 相 关；
ZHENG 等［63］ 发 现 贵 州 鼠 尾 草

11α -hydroxyleukamenin E、11-oxoleukamenin E、3，

11-dioxoleukamenin E、11，12-didehydro leukamenin 

E 对 人 肿 瘤 细 胞 株 HL-60、SMMC-7721、A-549、

MCF-7、SW480 和 非 癌 变 细 胞 系 Beas-2B 有 细 胞 增

殖 抑 制 作 用；CHEN 等［104］发 现 从 南 丹 参 中 提 取 的

Sal-B 在增殖和细胞凋亡测定中显示出显著的抗肿

瘤活性，尤其对胃癌 HGC-27 和 AGS 细胞系有抑制

作 用 。 CHEN 等［105］发 现 从 丹 参 根 中 提 取 出 的 合 物

3-keto-4-hydroxysaprorthoquinone 对 HL-60 人 白 血

病和 SGC-7901 和 MKN-28 胃癌细胞系表现出细胞

增殖抑制作用活性；乐秀芳等［106］表明红根草邻醌对

肿瘤细胞 DNA 合成有中等抑制作用 ，对 RNA 合成

的抑制显示明显的量效关系；LANG 等［107］表明红根

草化合物修饰产物 Salvicine 具有抗乳腺癌作用，可

能下调 mRNA 和蛋白质水平，并极大地抑制应激纤

维的形成和 MDA-MB-435 细胞的侵袭性，并显著阻

断 RhoA 和 RhoC 从 胞 质 溶 胶 到 膜 的 易 位 。 黄 文 亮

等［108］表明荔枝草水提物与 X 线放疗合用对结直肠

癌 生 长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其 机 制 与 下 调 VEGF、

Survivin 表 达 有 关 。 ZHUANG 等［109］研 究 了 云 南 丹

参 分 离 的 6-羟 基 硫 醇 的 抗 血 管 生 成 作 用 和 抗 肿 瘤

活性。结果表明在浓度为 0.32 mmol·L-1 时，6-羟基

硫醇抑制细胞增殖至 76.2%。6-羟基硫醇显著降低

了细胞的迁移能力，抑制 CAM 模型上的血管生成。

陈兴广等［110］表明红根草中化合物齐墩果酸、常春藤

皂苷元、2α，3α，24-三羟基 -12-烯 -28-乌苏酸对人膀

胱癌细胞 EJ 细胞有较强抑制作用，齐墩果酸、23-羟

基 齐 墩 果 酸 、常 春 藤 皂 苷 元 对 人 胰 腺 癌 细 胞 株

PANC-1 细胞有良好抑制作用。

3.2　镇痛、抗炎、抗辐射活性     药效研究显示，该属

涉 及 抗 炎 、镇 痛 活 性 资 源 主 要 为 一 串 红 、毛 地 黄 鼠

尾 草 、荔 枝 草 、紫 背 鼠 尾 草 、红 根 草 等 ，药 效 物 质 基

础 主 要 为 黄 酮 类 和 酚 酸 类 ，如 单 体 化 合 物 黄 芩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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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绿原酸、salviatalin A、齐墩果酸、熊果酸等，

其主要机制为激活中性粒细胞，抑制超氧化物阴离

子、减少炎症相关因子的释放等有关。WU 等［53］发

现毛地黄鼠尾草中 salviatalin A 具有抗炎作用，而且

对 GMLP/CB 激 活 的 人 类 中 性 粒 细 胞 ，具 有 很 强 的

抑制超氧化物阴离子产生的作用；孔庆新等［111］表明

荔枝草乙酸乙酯提取物在 6.252 5 mg·L-1，可显著抑

制脂多糖（LPS）刺激的 RAW264.7 细胞炎症因子前

列腺素 E2（PGE2）、一氧化氮（NO）、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和 白 细 胞 介 素（IL）-6 的 释 放 水 平 ，且 具 有

量 效 关 系 。 另 外 ，进 一 步 研 究 显 示 ，荔 枝 草 乙 酸 乙

酯提取物也能显著抑制 Toll 样受体 4（TLR4）、髓样

分 化 蛋 白 88（MyD88）和 核 转 录 因 子 -κB（NF-κB） 

p65 蛋白和 mRNA 水平的表达，表明其通过 TLR4 信

号 通 路 减 少 炎 症 相 关 因 子 的 释 放 从 而 发 挥 抗 炎 的

作用。另一研究中，徐鹏等［112］表明紫背鼠尾草乙醇

总提取物抗炎镇痛作用显著，并且该作用随用量增

加而增强。陈兴广等［110］表明红根草中齐墩果酸、熊

果酸对 NO 生成抑制率达到 60% 以上，表现出较强

的抗炎活性。张红霞［113］研究表明荔枝草提取物能

够 明 显 减 轻 因 醋 酸 过 量 引 起 的 急 性 小 鼠 上 下 腹 部

扭 体 痛 发 作 次 数 ，并 减 少 体 内 血 液 热 板 度 的 升 高 ，

同时还可以降低引起体温上升的小鼠痛阈。

3.3　保肝活性     该属药用植物所涉及保肝活性资

源 主 要 为 华 鼠 尾 草 、丹 参 和 荔 枝 草 等 ，药 效 物 质 基

础 主 要 为 酚 酸 和 多 糖 ，包 括 活 性 单 体 荔 枝 草 、黄 芩

素、槲皮素和绿原酸，主要机制与抗氧化、使肝组织

中 TNF-α和 IL-1β恢 复 至 正 常 水 平 等 有 关 。 CHEN

等［114］研究指出华鼠尾草酚酸对四氯化碳诱导的小

鼠急性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肝保护作用可能与

抗 氧 化 特 性 相 关 ，主 要 通 过 增 强 组 织 的 抗 氧 化 能

力，减少脂质过氧化，保护细胞膜免受损害。另外，

SONG 等［115］研 究 表 明 丹 参 多 糖 对 免 疫 性 肝 损 伤 具

有 保 护 作 用 ，可 以 有 效 改 善 肝 脏 指 数 、脾 脏 指 数 和

胸 腺 指 数 ，降 低 血 清 丙 氨 酸 转 氨 酶 、天 门 冬 氨 酸 转

氨酶（AST）和一氧化氮水平，使肝组织中 TNF-α和

IL-1β恢复至正常水平；此外，亦有研究发现从丹参

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 IH764-3 能够减少肝组织中的

羟 脯 氨 酸 ，同 时 降 低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抑 制 剂 -1

（TIMP-1）与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蛋白的表达，

表明化合物 IH764-3 可减轻胆总管结扎大鼠的肝纤

维 化 程 度 ，其 作 用 机 制 是 抑 制 TIMP-1 与 TGF-β1 的

表达［116］。高卉等［117］研究表明丹参可显著降低肾脏

梗阻性黄疸大鼠尿液血清中的总胆红素、直接血总

胆 红 素 、尿 素 、肌 酐 及 小 鼠 血 浆 细 胞 内 皮 素 -1 的 含

量 水 平 ，有 效 减 轻 小 鼠 肾 病 理 系 统 损 伤 ，改 善 小 鼠

肾上腺功能系统指标。邓云云［118］研究表明荔枝草

中 绿 原 酸 通 过 调 节 Wnt 信 号 通 路 来 治 疗 硫 代 乙 酰

胺（TAA）导致的斑马鱼肝脏发育不良，有明显保肝

作用。

3.4　抗心血管系统活性     研究显示，滇丹参、甘西

鼠 尾 、新 疆 鼠 尾 草 、褐 毛 甘 西 鼠 尾 、丹 参 、康 定 鼠 尾

草 、绒 毛 鼠 尾 草 和 荔 枝 草 具 有 抗 心 血 管 系 统 的 作

用。多项表明滇丹参、甘西鼠尾和褐毛甘西鼠尾提

取 物 能 缓 解 心 肌 缺 血 症 状 ，防 止 血 栓 形 成 ，改 善 微

循环障碍［119-121］；进一步研究中甘西鼠尾草对大鼠高

原肺动脉高压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其机制可能与

抑制肺动脉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和 RhoA/Rho 激酶

（ROCK）信号通路过度激活有关 ，对大鼠高原缺氧

性 肺 、心 、肝 、脾 、肾 组 织 损 伤 均 有 明 显 的 预 防 和 保

护 作 用［122-123］；陈 华 泰［124］发 现 新 疆 鼠 尾 草 提 取 物 对

通 过 凝 血 素 激 酶 直 接 诱 导 的 人 腹 部 脐 静 脉 内 皮 细

胞可能具有一定保护性的作用，这可能与抗血小板

聚集有关；朱路平［125］发现甘西鼠尾草中化合物丹参

酮ⅡA、丹参酮Ⅰ、隐丹参酮、丹参二醇 B、马斯里酸、

柳 杉 醇 、紫 丹 参 甲 素 、紫 丹 参 乙 素 等 具 有 血 管 新 生

抑制活性；李强等［126］发现丹参素能显著有效减少凝

血复合酶类所诱导的中性血小板大量聚集，其主要

机制是通过抑制血小板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 ERp57

和 整 合 素 αⅡbβ33 的 相 互 作 用 ，降 低 凝 血 因 子 7 的

活性，从而有效抑制血栓的形成；金少举等［127］研究

表 明 荔 枝 草 水 提 物（WESP）对 MIRI 大 鼠 心 脏 具 有

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降低血清肌酸磷

酸激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心肌肌钙

蛋白（cTn）T 及 AST 水平及心肌组织 Bax、Caspase-3

蛋 白 和 mRNA 的 表 达 ，升 高 血 清 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

酶（CAT）、总抗氧化能力（T-AOC）水平及 Bcl-2 蛋白

和 mRNA 表达；XIA 等［128］表明康定鼠尾草对用 KCl

预 收 缩 的 内 皮 完 整 胸 主 动 脉 环 显 示 出 有 效 的 血 管

松弛活性；夏凡［129］从康定鼠尾草分离得到抗血小板

聚集活性化合物（1-keto-aethiopinone）其抑制 AA 诱

导 的 兔 血 小 板 聚 集 的 半 抑 制 浓 度（IC50）在 1.03~

2.15 mg·L-1，抑制活性比对照药物阿司匹林（IC50 为

27.69 mg·L-1）强 约 20 倍 ，并 且 与 阿 司 匹 林 相 比 ，松

香烷二萜的结构独特，是具有潜在成药前景的抗血

小板活性分子；范华英［130］研究表明丹酚酸 A 能显著

增加血小板中环磷酸腺苷的水解含量，降低其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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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的黏度，显著抑制凝血酶、腺苷二磷酸、花生四

烯 酸 诱 导 的 血 小 板 聚 集 ，但 不 影 响 凝 血 功 能 ，具 有

明显生物抗血栓活性；王春玲等［131］研究表明丹参提

取 物 可 通 过 抗 血 小 板 聚 集 、减 轻 血 管 内 皮 损 伤 、改

善 局 部 微 循 环 、强 效 抗 炎 及 调 节 糖 、脂 代 谢 等 作 用

进 而 发 挥 抗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作 用；此 外 ，多 项 研 究 表

明丹参酮ⅡA 的硫酸磺化反应产物丹参酮ⅡA 磺酸钠

溶液能直接溶于醇和水，经多年临床实验试用结果

证明了其治疗急性心绞痛临床效果显著［132-134］；丹参

素及明丹参酮ⅡA 对用于新生大鼠的缺氧性和缺血

性及心脑损伤有多种神经性的保护抑制作用，还能

显 著 有 效 降 低 大 鼠 脑 神 经 组 织 中 一 氧 化 氮 合 酶

（NOS）、诱 导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酶（iNOS）的 有 机 含 量 ，

抑制 NO 的过量产生 ，从而可以起到有效保护大鼠

脑 神 经 的 保 护 作 用［135-136］；进 一 步 研 究 表 明 丹 参 酮

ⅡA 能有效诱导巨噬泡沫受体细胞中的过氧化物酶

体 增 殖 物 激 活 型 受 体 α（PPARα）、肝 脏 X 受 体 α

（LXRα）和 三 磷 酸 腺 苷 结 合 盒 转 运 体 A1（ABCA1）
的 表 达 ，显 著 有 效 抑 制 巨 噬 泡 沫 受 体 细 胞 的 形 成 ，

降 低 泡 沫 细 胞 内 碱 性 胆 固 醇 酯 与 总 体 内 胆 固 醇 的

比 值 ，减 少 胞 内 脂 质 的 累 积 ，促 进 胞 内 胆 固 醇 酯 的

外排，能显著有效改善动脉粥样硬化［137］；丹参酮ⅡA

能 升 高 大 鼠 心 型 蛋 白 脂 肪 酸 及 其 结 合 物 与 蛋 白 质

的 水 平 ，降 低 大 鼠 心 肌 组 织 缺 血 修 饰 白 蛋 白 水 平 ，

减轻早期大鼠局部心肌组织损伤，并显著有效降低

大鼠心律失常者的评分，从而起到有效保护大鼠心

脏，抗心律失常的重要作用［138］。

3.5　降血糖活性     该属民族药用资源具有降血糖

药 效 ，主 要 涉 及 甘 西 鼠 尾 草 、荔 枝 草 、一 串 红 、新 疆

鼠 尾 草 、三 叶 鼠 尾 草 、柔 毛 栗 色 鼠 尾 草 、黄 花 鼠 尾

草 ，这 些 资 源 主 要 含 有 黄 酮 和 松 香 烷 二 萜 醌 类 物

质。研究显示，荔枝草提取物对 α-糖苷酶具有抑制

作 用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发 现 ，其 辅 酶 抑 制 物 对 α-葡 萄

糖基核苷糖的酶活性抑制效果明显优于阿卡波糖，

并且呈现出剂量依赖性［139］。另外，一项研究表明一

串红黄酮三糖苷具有良好的降血糖作用［140］。在新

疆 鼠 尾 草 中 ，丹 酚 酸 K、丹 酚 酸 M 和 迷 迭 香 酸 对 抑

制人醛糖及其还原酶活性的作用都非常强，特别是

丹酚酸 K 的 IC50 为 0.63 mg·L-1［141］。此外，研究结果

显 示 甘 西 鼠 尾 草 的 甲 醇 提 取 物 对 大 鼠 醛 糖 还 原 酶

有很强的抑制活性，IC50 为 33.1 mg·L-1［142］。同时，亦

有 研 究 表 明 三 叶 鼠 尾 草 、柔 毛 栗 色 鼠 尾 草 、一 串 红

和 黄 花 鼠 尾 草 的 松 香 烷 二 萜 醌 具 有 很 强 的

11β-HSD1 酶抑制作用，同时还可显著地促进 T 细胞

增 殖 和 抑 制 骨 髓 间 充 质 干 细 胞（MSC）的 活 性［143］。

另 外 ，研 究 表 明 荔 枝 草 中 主 要 成 分 高 车 前 苷（1~

10 mol·L-1）能显著抑制了游离脂肪酸诱导的 TNF-α

和 IL-6 mRNA 的 表 达 ，抑 制 了 κB 激 酶 β（IKKβ）和

NF-κB p65 磷 酸 化 ，调 节 IKKβ/IRS-1/p-Akt/pe NOS

通路，改善游离脂肪酸所致内皮细胞胰岛素抵抗作

用，保护血管内皮［144］。

3.6　抗氧化活性     该属植物抗氧化资源研究涉及

南丹参、康定鼠尾草、毛地黄鼠尾草、丹参和甘西鼠

尾 草 ，主 要 活 性 物 质 基 础 为 萜 类 和 酚 酸 类 ，包 括 荔

枝草、黄芩素、槲皮素、绿原酸、丹酚酸 B、丹参素 A

等 活 性 化 合 物 。 其 中 ，南 丹 参 不 同 部 位 提 取 物 对

DPPH 具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活性成分为丹酚酸 B、

原儿茶醛、丹参素和丹参酮ⅡA
［145］；进一步研究表明

丹 参 水 溶 性 脂 肪 提 取 物 成 分 能 显 著 抑 制 Fe2+ -半 胱

氨 酸 和 维 生 素 C-NADPH 系 统 反 应 引 起 的 大 鼠 肾 、

肝 、脑 微 粒 体 的 慢 性 脂 质 过 剩 和 氧 化 代 谢 反 应 ，消

除体内超级过氧阴离子，抗氧化活性明显地要强于

植物维生素 E［146］；薛明等［147］研究表明甘西鼠尾草中

的 二 萜 醌 基 甲 类 化 合 物 具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碱 性 抑 制

氧化作用，其中对醌基甲类化合物对超氧阴离子自

由 基 的 氧 化 抑 制 作 用 强 于 邻 近 亚 醌 的 种 类；张 媛

燕［148］表明南丹参根部酚酸类提取物分得丹酚酸 B、

迷迭香酸等 4 种化合物，其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对

人 工 自 由 基 、氧 自 由 基 均 具 有 强 的 清 除 能 力 及 对

DNA 的 抗 氧 化 损 伤 有 很 好 的 保 护 作 用 ，但 相 比 之

下，丹酚酸 B 提取率高，抗氧化活性强；亦有研究发

现荔枝草提取物可以有效地抑制 Fe2+诱导肝线粒体

损伤时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和线粒体膨胀，降低蛋白

质羰基的量，恢复三磷酸腺苷（ATP）酶的活性，清除

线粒体中产生的 O2-，并且呈现良好的量效关系［149］；
云 南 鼠 尾 草 及 甘 西 鼠 尾 草 提 取 物 可 明 显 提 高 提 高

心肌细胞存活率，有效减少细胞内乳酸脱氢酶漏出

量和胞浆内丙二醛（MDA）的含量，并降低细胞内活

性 氧 水 平 ，进 而 对 大 鼠 H9c2 心 肌 细 胞 缺 氧/复 氧 损

伤起保护作用［150-151］；另外，洪倩等［152］表明甘西鼠尾

草总酚酸提取物（SPE）可通过调节凋亡及细胞周期

相关蛋白，增强血管内皮细胞抗凋亡能力和细胞活

力，通过抑制单核细胞黏附，降低脂质过氧化，减轻

血管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及炎症损伤等机制，对电离

辐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3.7　抗病原微生物活性     本属植物抗病原微生物

资 源 主 要 涉 及 新 疆 鼠 尾 草 、康 定 鼠 尾 草 、短 冠 鼠 尾

草 、甘 西 鼠 尾 草 、荔 枝 草 等 、红 根 草 ，其 主 要 物 质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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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为萜类、多糖、精油和酚酸类等成分。研究发现，

新 疆 鼠 尾 草 地 上 部 分 提 取 物 对 大 肠 埃 希 菌 和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有 较 强 的 抗 菌 性 ，其 最 低 抑 菌 浓 度

（MIC）均为 0.235 g·L-1［153］；CHEN 等［105］表明红根草

中 7，8-seco-abietane diterpene derivative，7，8-seco-

para-ferruginone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黄体微球菌的

抗菌活性；DANG 等［154］表明康定鼠尾草二萜成分具

有抗菌；ZHAO 等［155］研究表明云南鼠尾草多糖硫酸

化 抗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HIV）活 性 高 于 多 糖 SP1，

且 抗 HIV 活 性 与 其 硫 含 量 有 关；MARIN 等［156］研 究

表面短冠鼠尾草花萼精油对黑曲霉、须毛癣菌和白

色念珠菌的抑菌活性；王继锋［157］表明荔枝草多糖具

有 抗 病 毒 活 性 ，其 体 外 机 制 与 抑 制 生 物 合 成 有 关 ，

体 内 机 制 与 上 调 抗 炎 因 子 IL-2、γ干 扰 素 含 量 和 下

调 TNF-α的含量有关；秦德华等［158］研究表明甘西鼠

尾草 S. przewalskii 中苯丙酸具有抗 HIV 活性 ，其根

中的迷迭香酸、紫草酸和紫草酸 B 均具有抗 HIV 活

性；郭秋言等［159］研究表明当荔枝草醇提物质量浓度

为 675 mg·L-1 时 能 明 显 抑 制 HSV-Ⅰ所 致 CPE 的 产

生，体外对 HSV-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8　抗纤维化活性     该属民族药用植物中，抗纤维

化资源主要以丹参为主［160-163］。

3.9　肾脏和足细胞保护活性     该属民族药用植物

抗病原微生物资源涉及新疆鼠尾草和新疆鼠尾草，

主要活性物质为总酚酸［164-169］。

3.10　其他活性     除了上述生物活性外 ，该属民族

药 用 植 物 的 其 他 药 理 作 用 还 包 括 收 敛 止 血 、抗 腹

泻，降尿酸等，这些作用主要涉及血盆草、栗色鼠尾

草、甘西鼠尾草和丹参等植物［170-174］。这些研究结果

表 明 有 必 要 深 入 其 他 资 源 的 物 质 基 础 与 机 制 的

研究。

4 质量控制分析

目 前 ，有 关 鼠 尾 草 属 质 量 标 准 的 研 究 还 较 少 。

有 学 者 对 中 国 鼠 尾 草 属 药 用 植 物 亲 缘 关 系 进 行 研

究，研究一共涉及鼠尾草属药用植物 40 种，研究结

果表明，丹参酮类和咖啡酰缩酚酸类化合物广泛存

在于鼠尾草属植物中，可以作为本属植物的特征化

合物，其中紫草酸和丹酚酸 B（除美洲鼠尾草亚属植

物 外）为 我 国 鼠 尾 草 类 群 特 有 成 分 ，可 用 于 区 别 国

外鼠尾草类群［175］。基于原植物亲缘学及化学成分

相关性，丹参酮类化合物和酚酸类化合物可能是甘

西 鼠 尾 草 的 质 量 标 志 物 。 亦 有 学 者 对 新 疆 鼠 尾 草

的质量标准进行了研究［171］。

此外，种植产地自然环境与种植方式的不同对

丹参药材的品质也有重要影响，分类方法可对鼠尾

草属植物的种类及产地进行判别，并能反映药材的

质 量 变 化［42，151］。 该 研 究 通 过 总 结 了 目 前 有 关 鼠 尾

草属质量的研究，为今后学者对鼠尾草质量标准的

建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5 小结

鼠尾草属作为常见的民族药用资源，具有重要

的研究与开发价值。通过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笔者

发 现 我 国 境 内 分 布 的 78 种 鼠 尾 草 植 物 中 ，有 32 个

物 种 被 18 个 不 同 的 少 数 民 族 用 于 治 疗 各 种 疾 病 。

这些鼠尾草植物被用于治疗癌症、缓解疼痛、抗炎、

抗 辐 射 、保 护 肝 脏 、预 防 心 血 管 系 统 疾 病 、降 低 血

糖、抗氧化、抗病原微生物、抗纤维化、止血、保护肾

脏和足细胞、对抗阿尔茨海默病、调节免疫、治疗痛

风 等 多 种 疾 病 。 这 些 药 用 功 能 与 民 族 医 学 的 实 践

应用大多能够相互印证，为鼠尾草属植物的医疗效

果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经 验 依 据 。 深 入 研 究 发 现 这 些 药

用 效 果 背 后 蕴 藏 着 丰 富 的 活 性 物 质 基 础 ，如 酚 酸 、

黄酮、萜类和多糖等成分。这些化合物在植物中发

挥着关键的药理作用，为鼠尾草属植物的药用价值

提供了科学依据。然而，尽管鼠尾草属植物的药用

资源如此丰富，其研究与开发仍显得相对薄弱。目

前 ，仍 有 诸 如 开 萼 鼠 尾 草 、短 冠 鼠 尾 草 、短 唇 鼠 尾

草 、钟 萼 鼠 尾 草 、西 藏 鼠 尾 草 、地 梗 鼠 尾 草 、洱 源 鼠

尾 草 、胶 质 鼠 尾 草 、荞 麦 地 鼠 尾 草 、湄 公 鼠 尾 草 、毛

唇鼠尾草、假多叶鼠尾草等物种的药效物质基础尚

未 得 到 充 分 发 掘 和 利 用 。 此 外 ，在 民 族 药 中 ，许 多

功能应用的物质基础仍有待深入研究。例如，对于

治疗血吸虫病、口腔病、阳痿、神经衰弱失眠、肺病、

肝 病 、毒 蛇 咬 伤 、哮 喘 、胃 出 血 等 疾 病 的 应 用 ，对 其

物质基础的了解仍然有限。同时，尽管许多民族药

物在功能应用上有所记载，但针对这些功能的物质

基 础 和 机 制 研 究 仍 显 得 较 为 浅 薄 。 目 前 关 于 鼠 尾

草属的质量标准尚未明确，因而总结现有关于鼠尾

草 属 质 量 研 究 可 为 今 后 学 者 在 建 立 鼠 尾 草 质 量 标

准 方 面 提 供 了 有 价 值 的 参 考 。 本 研 究 通 过 结 合 民

族药的应用考证与物质基础的探究，旨在为该属民

族 药 物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 提 供 参 考 。 期 望 通 过 更 加

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进一步挖掘鼠尾草属植物的药

用 潜 力 ，为 人 类 的 健 康 事 业 贡 献 更 多 的 智 慧 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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