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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鸡血藤属和崖豆藤属药用植物的研究现状及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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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系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物种多、分布广，既可药用又可杀虫，还可用于观赏。随着对鸡血

藤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野生药材蕴藏量濒临枯竭，造成市场上鸡血藤混用品和代用品不断增多，使鸡血藤药材的基原研究较为

迫切。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鸡血藤药材主要以密花豆属、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三属存在，而鸡血藤属又是由崖豆藤属分

出，这两属经历多次分与合的过程，现《中国植物志》官方网站接受将二者修订为两属。笔者拟对这两属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

和药效作用等进行比较，旨在探索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的异同点，以确定从崖豆藤属分出鸡血藤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

比较后发现，这两属化学成分和药效作用各有不同，支持鸡血藤属从崖豆藤属分出，不建议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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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Comparison on Medicinal Plants of Callerya and Milletti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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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guminosae perennial vines of Callerya and Millettia have many species and wide

distribution，not only can be used for medicines，but also they have ornamental and insecticidal effects. With

increasing demand for Spatholobi Caulis，and the reserves of wild medicinal materials are on the verge of

exhaustion，resulting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xtures and substitutes in the market，which makes it urgent

to study the origin of Spatholobi Caulis. By referring to related literature，there are three major origins of

Spatholobi Caulis，including Callerya，Millettia and Spatholobus. Callerya is separated from Millettia，they are

divided and united for many times，now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Flora of China has accepted the revision of them

as two genera.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mpare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dynamic effects of Callerya

and Millettia，aiming to explo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enera，so as to determine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separating Callerya from Millettia. After comparing，it was found that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dynamic effects of the two genera were different，which supported the separation of

Callerya from Millettia，and it was not recommended to mix us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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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志》官方网站（http：//www.iplant.cn/）
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接受原崖豆藤属 Millettia 部分

物种修订为鸡血藤属 Callerya Endl，正式将鸡血藤

属与崖豆藤属分为两属。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植

物系豆科多年生藤本植物、攀缘灌木或乔木，全球

分别约有 30 种和 100 种，我国分别有 26 种（含 8 变

种）和 25 种（含 7 变种）［1］，主要集中于南方地区，各

民族使用的药用部位及功效不尽相同［2］。经查阅近

20 年相关文献，发现从我国鸡血藤属植物中鉴定出

了至少 221 种化合物，崖豆藤属植物中鉴定出了至

少 277 种化合物，主要为黄酮类、木脂素类、甾体类

及萜类等化合物，具有免疫调节、保护心血管系统、

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药理活性。本文从历史沿

革、化学成分、分子鉴定、药理活性及质量标准研究

方面对上述两属进行比较，发现有二者不同之处远

大于相同之处，说明这两属药用植物不可混用，以

期为我国相关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药用植物历史沿革

1999 年版《中华本草》和 2006 年版《中药大辞

典》记载鸡血藤属中亮叶鸡血藤、丰城鸡血藤、网络

鸡血藤及厚果鸡血藤可作为补血良药，具有活血补

血、调经止痛、舒筋活络等功效［3-4］；经考证，鸡血藤

属与崖豆藤属药用植物基原关系较为复杂，多次合

并为同一属，导致多种混用品产生。通过查找国内

外相关文献，现将这两属药用植物修订过程中重要

事件进行整理，见表 1。

2 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形态特征及分子鉴别

2.1 形 态 特 征 根 据 Flora of China（http：www.

efloras.org）记载，对两属植物形态特征进行汇总，见

表 2。经比较发现鸡血藤属叶片多为 3~5 片，圆锥花

序顶生，以藤本或灌木为主，鲜见乔木；而崖豆藤属

植物叶片数多为 9~13 片，多以乔木为主，少有灌木

及藤本；此外，熊瑶等［2］研究发现，鸡血藤属植物主

要集中分布在华中地区，而崖豆藤属主要集中分布

在云南南部、广西、广东等华南地区。此外，通过比

较这两属植物花粉粒大小，发现鸡血藤属植物花粉

粒偏中等［极轴长（P）=（27.63±10.55）µm，赤道轴长

（E）=（25.58±13.18）µm］，而崖豆藤属植物较小［P=

（24.56±8.64）µm，E=（21.26±8.6）µm］，以此可区别

两属的不同［9］。

表 2 鸡血藤属及崖豆藤属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

Table 2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llerya and Millettia medicinal plants

1

2

3

4

5

6

7

8

9

美丽鸡血藤

滇桂鸡血藤

广东鸡血藤

宽序鸡血藤

网络鸡血藤

网络鸡血藤（原变种）
线叶鸡血藤

绿花鸡血藤

江西鸡血藤

叶 13 具小叶

叶 11 或 13 具小叶

叶 7 具小叶

叶（5 或）具 7 小叶

叶（5 或）7 或 9 具小叶

小叶 3~4 对

小叶 3~4 对

叶 5（或 7）具小叶

叶 7 或 9 具小叶

2.5~3.5

2.5

1.8

1.4~1.5

1.3~1.7

1.3~1.7

1.3~1.7

1.2

1.2~1.5

3~4

2~3

2~4

5~6

2~5

2~5

2~5

3~5

2~3

草质藤本、灌木

灌木、藤本植物

藤本、攀援

藤本、藤灌木

藤本、缠绕藤本

藤本

灌木

木质藤本

陆生、藤本、缠绕状

No. 物种 叶片信息 花长/cm 叶柄长度/cm 习性

表 1 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药用植物的历史沿革

Table 1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allerya and Millettia medicinal plants

年份

1843

1843

1911

1984

1994

2010

2020

出处

Grundzüge der Botanik[5]

Grundzüge der Botanik[5]

DUNN[6]

GEESINK[7]

《中国植物志》[8]

Flora of China[1]

《中国植物志》官方网站

事件概况

将产自香港具有圆锥花序的木质藤本 Marquartia tomentosa Vogel描述为 Marquartia Vogel（丰城鸡血藤

原异名）
将 Marquartia Vogel命名为 Callerya，即鸡血藤属

对崖豆藤属植物做出调整，将 Callerya 与 Millettia 合并，之后 Callerya 被长期认为广义的崖豆藤

根据 Callerya 植物具有真正圆锥花序和雄蕊的特征，重新将 Callerya 恢复并从 Millettia 分离出来

将分离后的 Callerya 与 Millettia 合并为一属，命名为 Millettia

重新将 Callerya 恢复并从 Millettia 分离出来

《中国植物志》官网中文版学名正式修订，接受 Callerya，与《中国植物志》英文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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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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48

49

50

51

喙果鸡血藤

皱果鸡血藤

灰毛鸡血藤

黔滇鸡血藤

滇缅鸡血藤

球子鸡血藤

锈毛鸡血藤

长梗鸡血藤

亮叶鸡血藤

亮叶鸡血藤（原变种）
峨眉鸡血藤

丰城鸡血藤

密花鸡血藤

香花鸡血藤

香花鸡血藤（原变种）
异果鸡血藤

雪峰山鸡血藤

闹鱼崖豆

海南崖豆

思茅崖豆

厚果崖豆

印度崖豆

疏叶崖豆

红萼崖豆

孟连崖豆

垂序崖豆

薄叶崖豆

绒毛崖豆

滇南崖豆

榼藤子崖豆

澜沧崖豆

红河崖豆

大穗崖豆

香港崖豆

华南小叶崖豆

台湾小叶崖豆

景东小叶崖豆

印度崖豆（原变种）
绒叶印度崖豆

云南崖豆

无患子叶崖豆藤

四翅崖豆

叶 3（或 5）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具 3 或 5 小叶

叶具 3 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7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5~9 具小叶

叶 9 具小叶

叶 7~9 具小叶

叶 13~17 具小叶

叶 13~19 具小叶

叶 10~15 具小叶

叶 7~11 具小叶

叶 7~13 具小叶

叶（5 或）7~或 9 小叶

叶 7~11 具小叶

叶 15~19 具小叶

叶 7~9 具小叶

叶 7~13 具小叶

叶 5 具小叶

叶 13~17 具小叶

叶 7~11（或 13）小叶

叶 9~13（或 15）小叶

叶 12~14 具小叶

叶 11~15 具小叶

叶 9~13 具小叶

叶 10~14 具小叶

叶 8~10 具小叶

叶 11~13 具小叶

叶 7~11 具小叶

叶 7~11 具小叶

1.5~2.5

1.5~2.0

1.2~1.6

1.5~2.0

1.8~2.3

1.5

1.7

1.5~1.7

1.6~2.4

2.2~2.4

1.6~1.8

1.6~1.8

1.6

1.2~2.4

1.2~1.8

1.2~1.8

1.8~2.4

1.0~1.5

1.2~1.5

1.1~1.3

2.1~2.3

0.9~1.2

1.2

1.0~3.0

1.0

1.1~1.3

1.0

3.5~8.0

1.0~1.5

2.0~3.0

0.8

2.2

1.8

8.0~11.0

1.0

2.0

1.8

1.5

1.3

1.0

1.2

1.0~3.0

5~8

6~11

3~4

3~5

4~9

4~6

3~6

5~7

3~6

3~6

3~6

3~6

4.5~8.5

5~12

5~12

5~12

5~12

2~3

6~8

5~6

7~9

3~4

2~5

8

4~8

4.5~14

8~12

5~7

3.5~8

8~10

8~13

5~8

8~9

3.5~4.5

2~3.5

3~4

3~5

4

2.5~4

3~5

3.5~5.5

2~3

灌木、木质藤本

灌木、木质藤本

多年生草本、藤本

灌木

藤本植物

木质藤本

灌木、藤本植物

藤本

灌木、藤本

灌木

藤本、藤状灌木

藤本、灌木

藤本植物

攀缘灌木、木质藤本

小灌木、藤本

木质藤本、灌木

藤状灌木

乔木

藤本植物

乔木

藤本植物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乔木

灌木

乔木

乔木

乔木

乔木

藤本植物

藤本植物

乔木

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灌木或乔木

藤本植物

乔木

续表 2

No. 物种 叶片信息 花长/cm 叶柄长度/cm 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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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子鉴别 遗传信息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研

究中起重要作用，可直观反映生物个体或种群间基

因组中某段基因的特异性，具有取材少、多态性好、

易于观察等优点，是传统鉴定方法的良好补充。据

报道，通过比较物种特异性差异基因片段可将种

内、种间及混用品样本有效区分，如安冉等［10］对香

花鸡血藤及厚果崖豆藤植物进行基因测序，构建

26S 核糖体脱氧核糖核酸（rDNA）D1~D3 区序列系

统发育树，发现两者的亲缘关系明显较远，说明这

2 种植物可能在 26S rDNA D1~D3 区碱基序列存在

明显的差异位点；熊瑶等［11］通过分析鸡血藤属、崖

豆藤属及混伪品植物样本构建核糖体 DNA 第二内

转录间隔区（ITS2）-matK-psbA-trnH 多基因联合贝

叶斯系统发育树，发现 ITS2 序列能够对植物种内、

种间及其混伪品进行有效的鉴定，说明 ITS2 序列存

在明显的种间差异。此外 ，简单重复序列区间

（ISSR）与随机扩增多态性 DNA（RAPD）分子标记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种属分类、亲缘关系及遗传多样

性的研究，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优点，通过对

鸡血藤属植物美丽鸡血藤、亮叶鸡血藤、广东鸡血

藤及皱果鸡血藤进行 ISSR 分析，发现各物种聚合酶

链式反应（PCR）扩增图谱存在明显差异，筛选出的

4 条 DNA 引 物（UBC822，UBC836，UBC853，

UBC895）可对不同品种进行有效区分［12］；翟明等［13］

通过对崖豆藤属、鸡血藤属和密花豆属植物的基因

组进行 RAPD 分析，发现这三属植物 DNA 指纹图谱

具有明显差异，可进行有效区分，适用于种质资源

的鉴定。

3 化合物种类的比较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从鸡血藤属与崖豆藤

属药用植物中共分离出 228 种化合物，其中鸡血藤

属 154 种，崖豆藤属 83 种，主要为黄酮类、萜类、甾

体类、木脂素类等［2］。对这两属中除网络鸡血藤、密

花鸡血藤及亮叶鸡血藤等外的其他植物中化合物

进行总结，并加以比较［14-63］，见增强出版附件材料。

3.1 鸡血藤属

3.1.1 黄酮类 [14-20,22-23] 黄酮是鸡血藤属植物的主

要成分，也是重要的活性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

增强免疫力的生理活性。目前从美丽鸡血藤、黔滇

鸡血藤、丰城鸡血藤及香花鸡血藤 4 种鸡血藤属药

用植物鉴定出 45 种该类成分，其中异黄酮 31 种，黄

酮 11 种，查尔酮 3 种，大部分以苷元形式存在，7 位

羟基易与单糖或二糖结合成苷类化合物。

3.1.2 萜类 萜类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具

有较高的药用价值，鸡血藤属药用植物中主要以三

萜类化合物存在，目前已从香花鸡血藤叶部位［25］分

离出木栓烷型五环三萜类化合物 epifriedelenol（1），
从美丽鸡血藤干燥根的石油醚提取部位中［28］鉴定

出四环三萜类化合物紫菀酮（2）。
3.1.3 甾体类 甾体类成分具有抗炎、抗凝血等作

用，是合成甾体类激素的重要原料。目前已在美丽

鸡血藤［27］中分离得到 2 种甾体类化合物，即 β-谷甾

醇（3）和 β-谷甾醇亚油酸酯（4）。其中 β-谷甾醇对破

骨细胞的产生有明显抑制作用，但当碳 3 位被亚油

酸基团取代后，对抑制破骨细胞产生的活性显著降

低，说明碳 3 位的亚油酸基团可能不利于产生抑制

破骨细胞的活性；另外，在香花鸡血藤三氯甲烷提

取部位中［15］分离得到了谷甾醇-3-O-葡萄糖苷（5）。
3.1.4 生物碱类 生物碱类化合物结构多变，在鸡

血藤属药用植物中分布较少，通过核磁共振氢谱

（1H-NMR）鉴定，在香花鸡血藤正丁醇提取部位［15］

中分离鉴定出一种生物碱类化合物 3H-imidazo［4，

5-c］pyridine（6）。
3.1.5 其他类 鸡血藤属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复

杂多样，除上述成分外，还从美丽鸡血藤石油醚部

位中［21，26］分离鉴定出正二十四烷（7），十八烷（8）和
二肽金色酰胺醇酯（9）；从其乙酸乙酯部位中［22，24］分

离鉴定出 3β，11α-二羟基 -6（7），12（13）-二烯 -乌苏

烷（10），3β，11α-二羟基 -12（13）-烯 -乌苏烷（11），5-

羟甲基糠醛（12）和 α-甲氧基-2，5-呋喃二甲醇（13）；
从其三氯甲烷部位中［27-28］分离鉴定出单棕榈酸甘油

酯（14），二十七烷酸甘油酯（15），香草醛（16），琥珀

酸甲酯（17），1-辛醇（18），双去氧基姜黄素（19）和
（E）-3，3'- 二 甲 氧 基 -4，4'- 二 羟 基 -1，2- 二 苯 乙 烯

（20）。此外，在丰城鸡血藤二氯甲烷部位中［14］分离

鉴定出了黄芪醌（21），在香花鸡血藤正丁醇部位

中［15］ 分离鉴定出了 2，4，6-trimethoxyphenol-1-O-β-

D-glucopyranoside（22）。
3.2 崖豆藤属

3.2.1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是崖豆藤属植物的

主要化学成分，包括黄酮类、异黄酮类、查尔酮类

等，目前已从崖豆藤属 11 种药用植物中鉴定出至少

154 种［29-60，62］。此外，崖豆藤属药用植物中还含有多

种二氢异黄酮衍生物紫檀素类化合物。此类化合

物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且苷的活性强于苷元，如

在海南崖豆［31］中分离得到了美迪紫檀素（23），（-）-

variabilin （24） ， demethylmedicarpin （25） 及

flemichapparin B（26），其 中 flemichapparin B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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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G2，MCF-7，HeLa 细胞均具有细胞毒性作用，且

半 抑 制 浓 度（IC50）处 于 5~40 μmol·L-1；在 垂 序 崖

豆［48］、绒 毛 崖 豆［56］中 还 分 离 得 到 了 4-hydroxy-3-

methoxy-8，9-methylenedioxypterocarpan（27）和 3-羟

基-7，9，10-三甲氧基紫檀素（28）。
3.2.2 鱼藤酮类 鱼藤酮类成分具有较好的杀虫

和毒鱼作用。目前已从厚果崖豆藤种子中［30，39-40，51］

分离到了多种鱼藤酮类化合物，即 deguelin（29），
12a-hydroxyelliptone（30），羟基鱼藤素（31），鱼藤酮

（32） ， cis-12a-hydroxyrotenone （33） ， cis-12a-

hydroxyrot-2'-enoic acid（34），β -hydroxyrot-2'-enonic

acid（35）和 2-odemethyltephrosin（36），其种子提取

物可用作驱虫药，具有驱虫效果。此外，在海南崖

豆根茎［31］及印度崖豆果实中［43］也发现了鱼藤酮类

化 合 物 dalbinol（37），6α -methoxyhomopterocarpin

（38），6α-methoxypterocarpin（39）。
3.2.3 有机酸类 有机酸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

活性，如通过质谱及 NMR 技术在垂序崖豆藤茎［61］

中分离鉴定出 2 种有机酸类化合物［丁香酸（40）和
4-羟基 -3-甲氧基苯甲酸（41）］，其中丁香酸对 1，1-

二苯基 -2-三硝基苯肼（DPPH）有较强的清除作用

（IC50=16.94 μmol·L-1）。此外，在云南采集的海南崖

豆藤茎中［31］分离鉴定出了 dihydrophaseic acid（42）。
3.2.4 联苯烯类 联苯烯类化合物在崖豆藤属植

物中分布较少，现仅在云南孟连崖豆［47］及疏叶崖

豆［42］乙酸乙酯部位中分离出 3 种联苯烯类化合物，

即 griffilignan A（43），2，6，2'，6'-tetramethoxy-4，4'-

bis（2，3-epoxy-1-hydroxypropyl）biphenyl（44）和 2-

羟基-4-甲氧基-4'-异戊烯基反式二苯乙烯（45）。
3.2.5 酚类 酚类化合物有微弱的酸性，具有抗

菌、抗病毒活性，低剂量可提升机体免疫系统、调节

γ-免疫球蛋白。有研究从疏叶崖豆叶中［44］分离得到

了 1 种酚类化合物——（-）-南烛木树脂酚（46），该
化合物对醌氧化还原酶 1（NQO1）具有显著的诱导

作用，可抑制肿瘤细胞的产生；另在云南采集到的

海南崖豆二氯甲烷提取部位中［31］，通过色谱分离、

质 谱 及 NMR 等 技 术 鉴 定 出 了 酚 类 化 合 物

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47）。
3.2.6 糖类 崖豆藤属植物中还含有少量的糖类

化合物，主要以二糖、多糖形式存在。如从疏叶崖

豆中［60，63］分离纯化得到了蔗糖（48）和多糖（49），通
过硫酸-苯酚法及气相色谱法分析表明，该多糖主要

由葡萄糖和阿拉伯糖组成。

3.2.7 其他 此外，崖豆藤属药用植物中还包括甾

体类、酯类、生物碱类等化合物。在垂序崖豆藤茎

的二氯甲烷提取部位［61］中分离出了 4 种甾体类化合

物［环桉烯醇（50），植物甾醇（51），7-oxostigmasterol

（52）和 7-oxositosterol（53）］和 1 种低聚芪类化合物

［（-）-balanocarpol（54）］，正丁醇提取部位［48］中分离

出了酮类化合物蜂蜜曲菌素（55）；从海南崖豆二氯

甲 烷 提 取 部 位 中［31］首 次 分 离 得 到 酮 类 化 合 物

pachythone A（56），以 及 莱 菔 素（57）和（ + ）-

vomifoliol（58）；从垂序崖豆正丁醇提取部位中［48］分

离得到醌类化合物大黄素甲醚（59）；从红萼崖豆乙

酸乙酯部位［47］分离了 2 种酯类化合物，即 4-hydroxy-

3-methoxy-trans-cinnamic acid methyl ester（60）和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61）；在厚果崖豆藤种子［40］中分离

出了 1 种生物碱类化合物小檗碱（62）。
结合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从我国鸡血藤属中共

分离出 221 种化合物、崖豆藤属中分离出 277 种化

合物，鸡血藤属有 7 种植物涉及化学成分的研究，崖

豆藤属则有 11 种。目前两属分离出的化合物相同

成分为 13 种，其中异黄酮类 8 种，黄酮类 4 种，鱼藤

酮类 1 种。不同成分鸡血藤属有 208 种，主要为异

黄酮类；崖豆藤属有 264 种，主要为黄酮类和异黄酮

类，见图 1。

4 药理作用比较

鸡血藤属药理作用主要以抗炎、抗氧化、抗疲

劳和增强机体免疫系统和造血功能为主［64］，崖豆藤

属药理作用则主要以杀虫、抗肿瘤、保护肝脏和心

图 1 鸡血藤属（A）和崖豆藤属（B）中各类化合物的比例

Fig. 1 Proportions of various compounds in Callerya (A) and

Milletti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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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等作用为主［65］。两属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

之处及侧重点。综合分析后发现，鸡血藤属美丽鸡

血藤、网络鸡血藤、丰城鸡血藤及香花鸡血藤 4 种植

物涉及药理相关研究，其中以美丽鸡血藤的研究居

多。崖豆藤属厚果崖豆、疏叶崖豆、孟连崖豆、垂序

崖豆及红萼崖豆 5 种植物涉及药理相关研究，其中

以疏叶崖豆的研究居多。

4.1 药理作用相同点

4.1.1 抗氧化 鸡血藤属植物具有较好的清除自

由基活性，其抗氧化能力因黄酮类成分种类和含量

不同而有所差异。相关研究表明，美丽鸡血藤总黄

酮提取液对 DPPH，2，2'-联氮 -二（3-乙基 -苯并噻唑 -

6-磺酸）二铵盐（ABTS）有较好的清除作用，对铁离

子还原/抗氧化能力（FRAP）呈显著正相关［66］；丰城

鸡血藤黄酮类化合物对 DPPH 清除活性较强，对氧

负离子自由基（O-
2∙）的清除活性次之，而对羟基自由

基（·OH）的清除活性较弱，不同化合物组成及含量

不同，其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表现不同，这可能与羟

基在黄酮母核上的位置有关［67］。另有研究发现，疏

叶崖豆多糖与皂苷对 O-
2∙有明显的抑制和清除作

用，并对·OH 也有一定的清除作用［68］。

4.1.2 抗肿瘤 抗肿瘤药物主要通过抑制肿瘤细

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破坏细胞的 DNA 结构，影响

肿瘤微环境及诱导其凋亡等途径发挥抑制作用。

从香花鸡血藤中提取的 12 种化合物对 5 种肿瘤细

胞均有抑制作用，其中 millesianins C 对人胃癌细胞

BGC-823 有较强抑制作用（IC50=0.74 μmol·L-1）［15］；
疏 叶 崖 豆 中 多 糖 类 化 合 物 对 人 肝 肿 瘤 细 胞

BEL7404 G2/M 期有较强的阻滞作用，可通过调控细

胞周期，从而抑制细胞增殖并促进凋亡［69］；从台湾

小叶崖豆中分离出来的昆明鸡血藤素对小鼠皮肤

瘤细胞的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可作为一种具有潜

在研究价值的抗肿瘤药物［70］。

4.1.3 保护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病变主要集中在

气管、支气管和肺脏等部位，发病时常伴有多种炎

症细胞及炎症因子增加。美丽鸡血藤总黄酮及绿

花鸡血藤总黄酮通过调节核转录因子 -κB（NF-κB）
p65 通路，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从而对由脂多糖

（LPS）引起的急性肺损伤均有较好的抗炎作用［71］；
曾嵘［72］研究发现从疏叶崖豆中提取出的黄酮、皂

苷、多糖类化合物均可下调白细胞介素（IL）-4 和免

疫球蛋白 E（IgE）水平，抑制嗜酸性粒细胞（EOS）活
化，发挥抗炎及免疫调节作用，从而延长哮喘引喘

潜伏期，有效缓解哮喘症状。

4.2 药理作用侧重点

4.2.1 鸡血藤属抗炎 现今化学合成药物在抗炎

类药物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其易产生耐药性，

导致抗炎作用效果降低。因此，寻找具有抗炎作用

的天然药物成分意义重大。鸡血藤属植物具有良

好的抗炎作用，其中美丽鸡血藤多糖组分能够显著

改善小鼠肝脏肿大症状，抑制肝细胞膜的过氧化、

降低环氧合酶 -2（COX-2）的浓度，从而发挥抗炎作

用［73］。通过对类风湿性关节炎（RA）大鼠灌胃给予

丰城鸡血藤二氯甲烷提取物，发现其可明显下调促

炎症因子 IL-1β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水平，

从而发挥了抗 RA 的作用［74］。

4.2.2 鸡血藤属增强免疫功能 天然免疫系统是

帮助宿主抵抗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巨噬细

胞、淋巴细胞在天然免疫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能够抵抗微生物感染、预防癌症和免疫疾病的发

生。美丽鸡血藤多糖类化合物可促进小鼠 T 淋巴细

胞的增殖，通过上调 TNF-α，IL-6 及下调前列腺素 E2

（PGE2）水 平 ，从 而 增 强 免 疫［75］；其 中 多 糖 组 分

MSCP2 通过免疫调节实验表明，其可通过调节细胞

核糖核酸（RNA）表达来提高巨噬细胞的增殖能力，

增加一氧化氮（NO）和细胞因子的分泌，达到增强免

疫系统的作用［76］。

4.2.3 鸡血藤属改善造血功能 机体内造血细胞

可通过增殖、分化为成熟的血细胞进入外周血液循

环，维持机体正常供血。破坏造血细胞之间的动态

平衡，可造成骨髓抑制即骨髓中的祖细胞活性降

低，从而影响外周血象，引起贫血［77］。丰城鸡血藤

作为江西道地药材，载于 2014 年版《江西省中药材

标准》［78］，功效活血补血、调经止痛、舒筋活络等，对

治疗血液系统疾病有很好的疗效，部分地区甚至将

丰城鸡血藤作为鸡血藤替代品使用。张凌等［79］研

究表明丰城鸡血藤醇提物对辐射损伤小鼠造血系

统具有保护作用，通过促进辐射造血系统损伤小鼠

外周血象的恢复，保护造血系统功能。陈晓白等［80］

研究发现美丽鸡血藤煎煮液可明显改善造血系统

损伤小鼠的外周血象，提高胸腺指数、脾脏指数，改

善小鼠的造血功能，并具有明显的量效关系。

4.2.4 崖豆藤属保护肝脏 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

代谢和排毒器官，承担着重要的生理功能，被称为

人体的“综合化工厂”。近年来，相关研究发现疏叶

崖豆对肝脏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其黄酮类成分可以

通过下调谷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AST）水平及丙二醛（MDA）含量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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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氧 化 物 歧 化 酶（SOD），谷 胱 甘 肽 过 氧 化 物 酶

（GSH-Px）及 谷 胱 甘 肽（GSH）活 性 ，对 四 氯 化 碳

（CCl4）诱导所致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有较好的逆转

作用，这可能与抑制脂质过氧化、清除自由基有

关［81］；此外，疏叶崖豆多糖通过对鸭乙型肝炎病毒

DNA（DHBV-DNA）强阳性麻鸭进行治疗后，能够明

显抑制病变细胞增殖，对肝细胞具有较好的保护

作用［82］。

4.3 药理作用不同点

4.3.1 鸡血藤属抗疲劳作用 疲劳是机体复杂生

理变化产生的结果，其主要原因是供能物质下降，

以及血乳酸（LD）和血尿素氮（BUN）等代谢产物的

积累，近年来，不少学者发现食物或中药多糖类化

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疲劳作用。从美丽鸡血藤中筛

选出来的多糖类化合物有较强的抗疲劳、抗应激作

用，其机制主要是对能量代谢、抗氧化功能进行调

节，降低 LD 和 BUN 的含量，清除机体中由于过量运

动产生的自由基，从而起到缓解疲劳的作用［83-84］。

4.3.2 鸡血藤属抗血栓作用 抗血栓（血瘀）类药

物主要通过降低血液黏度、抑制血小板聚集速度、

降低血栓形成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活血化瘀的作

用。丰城鸡血藤具有活血补血、调经止痛、舒筋活

络等作用，其黄酮类化合物各剂量组均能有效抑制

血小板聚集，从而减少血栓的形成［85］。LIAO 等［18］

从丰城鸡血藤分离得到 14 种黄酮类化合物，并对

LPS 激活的 RAW264.7 巨噬细胞进行体外抗凝实

验，发现具有抗血小板聚集的活性，且部分化合物

存在良好的量效关系，具有一定的抗血栓作用。

4.3.3 崖豆藤属保护心肌细胞 心肌缺血可导致

心脏氧的供需失衡，当恢复血流后组织功能出现代

谢障碍，甚至出现不可逆性损伤，从而导致心肌缺

血再灌注（I/R）损伤。近年来，国内外有较多关于崖

豆藤属保护心肌细胞的研究，其中以疏叶崖豆研究

居多。覃斐章等［86］研究发现疏叶崖豆中的查尔酮

类化合物可通过激活 Janus 激酶 2/信号转导和转录

激活子 3（JAK2/STAT3）通路减少细胞凋亡，通过下

调 B 细胞淋巴瘤 -2（Bcl-2）相关 X 蛋白（Bax）及上调

磷酸化 -JAK2（p-JAK2），p-STAT3，Bcl-2 表达水平，

从而减轻大鼠离体 I/R 损伤，对心肌细胞有较好的

保护作用。此外，吕纪华等［87］研究发现疏叶崖豆黄

酮类化合物可减少心肌细胞凋亡、减轻钙超载，从

而对大鼠离体 I/R 损伤起到修复作用。

4.3.4 崖豆藤属杀虫 常见的农药杀虫剂会导致

昆虫产生耐药性，且大部分杀虫剂含有有害成分，

会对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影响。而植物源

杀虫剂具有分解快、残留少、多靶标、不易产生抗性

等特点，可作为绿色杀虫剂使用。崖豆藤属中厚果

崖豆二氯甲烷提取物通过背部涂抹法和日粮掺入

法能显著抑制斜纹夜蛾的生长［88］。另外，厚果崖豆

种子提取物可抑制小菜蛾、菜青虫生长，其中乙醇

提取物的杀虫效果最佳［89］。

4.3.5 崖豆藤属保护神经系统 神经在机体生理

调节中起主导作用，许多研究发现抗抑郁药物主要

通过控制脑内单胺受体后腺苷酸环代酶（AC）来调

节，并激活环磷酸腺苷/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

白（cAMP/CREB）信号途径，从而有利于神经元的

保护和再生。疏叶崖豆多糖类化合物可增强 AC 的

活性，显著上调慢性应激小鼠各脑区中 cAMP 水平，

从而达到抗抑郁的作用［90］。另外，疏叶崖豆多糖可

通过降低脑含水量，脑梗死体积，一氧化氮合酶

（NOS）活性，Bax 表达，MDA 和 NO 含量，增加脑组

织 SOD 活性和 Bcl-2 表达，降低神经元水肿，从而减

少脑缺血再灌注的损伤［91］。

4.3.6 其他 此外，有学者发现美丽鸡血藤还有降

尿酸［92］、降血糖［93］的功效，甚至可用于保健品开

发［94］；疏叶崖豆对烫伤［95］也有一定疗效。

5 质量评价的比较

5.1 鸡血藤属 目前鸡血藤属植物质量评价主要

归纳为 3 个方法，即形态学、指纹图谱、红外光谱。

形态学研究主要包括根据性状、来源、显微鉴定药

用植物的真伪，评价药材的优劣，这种传统的评价

方法具有可靠性，已被多个地方标准收载，如 1996

年版《江西省中药材标准》收载的丰城鸡血藤粉末

为黄色，石细胞成群，黄色；木栓细胞和分泌细胞内

含棕红色色素；淀粉粒类圆形［96］。2004 年版《广东

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规定美丽鸡血藤显微、粉

末、理化鉴别，特征明显，可与伪品相区分［97］。中药

指纹图谱是建立在化学成分研究基础上且应用广

泛的中药鉴定方法之一，研究人员对不同产地的丰

城鸡血藤黄酮类化合物及美丽鸡血藤提取物建立

了指纹图谱［98-99］，有效地标定了共有峰，可对植物进

行有效区分，为相关药材的质量控制提供了科学依

据。此外，有研究利用红外光谱对不同产地美丽鸡

血藤、网络鸡血藤及广东鸡血藤的不同药材部位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同种不同产地、同产地不同部

位的红外光谱特征峰存在较大差异，可作为定性分

析的依据之一［100］。

黄酮类是鸡血藤属植物主要的活性化合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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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成分的含量进行研究可有效反映该药用植物

的 质 量 ，例 如 ，利 用 反 相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RP-

HPLC）建立了一种有效测定丰城鸡血藤大豆黄酮、

染 料 木 素 、美 皂 异 黄 酮 和 刺 芒 柄 花 素 含 量 的

方法［101］。

5.2 崖豆藤属 崖豆藤属植物中涉及质量标准研

究的植物较少，目前仅发现疏叶崖豆及厚果崖豆涉

及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疏叶崖豆常易与其混伪

品水罗伞混淆，经性状、显微及色谱分析研究后，发

现两者均有明显的鉴别特征［102］，此外，疏叶崖豆不

同提取液所对应的吸收峰波长不同［103］，1990 年版

《广西中药材标准》对疏叶崖豆进行了性状、显微鉴

别［104］。上述特性可作为疏叶崖豆鉴别的依据，并为

其质量控制提供标准。

水皮黄素为疏叶崖豆主要成分，对其含量进行

研究可较好地反映该药用植物的质量。有研究发

现不同产地、不同部位的疏叶崖豆中水皮黄素含量

存在差异，且以根部含量为最高，为该药材质量控

制提供了实验依据［105］；另有学者通过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法（ICP-MS）对疏叶崖豆中 5 种重金属进

行了测定，结果表明疏叶崖豆中 5 种重金属的含量

均低于相应重金属限量标准［106］。

6 讨论与展望

鸡血藤属与崖豆藤属主要区别在于形态特征、

习性及地理分布。鸡血藤属主要以藤本或灌木为

主，最早发现于香港，集中分布在华中地区；而崖豆

藤属多以乔木为主，少有灌木及藤本，主要集中于

华南地区。两属化学成分类别较为相似，黄酮类化

合物为两属药用植物中最主要的成分，但化合物种

类及所占比例不一，共有成分仅有 13 种。目前关于

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崖豆藤属多于鸡血藤属，涉及

到的种也多。两者在药理作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侧重点不同。两者对于抗氧化、抗肿瘤、呼吸系

统作用均有良好的效果；侧重点在于，鸡血藤属药

理作用更侧重于血液系统保护、免疫系统影响及抗

炎作用，而崖豆藤属中疏叶崖豆则对肝脏的保护较

为显著；不同点在于，鸡血藤属药用植物对抗疲劳、

抗血栓、降尿酸、降血糖有一定作用，而崖豆藤属中

厚果崖豆则具有良好的杀虫作用，可作为潜在的杀

虫剂，但具体作用机制与靶点尚未明确。对于两属

药用植物质量标准的物种研究比较集中，且鸡血藤

属研究较崖豆藤属较完善。崖豆藤属和鸡血藤属

民间作为药用植物在我国共有 51 种，其中进行药效

学和化学成分基础研究的有 10~12 种，整体上研究

尚不充分、不完全，有关临床的不良反应报道罕见，

下一步建议结合现代研究方法和手段挖掘其作用

机制和物质基础；建立专属性鉴别方法和质量标

准，加大临床实验研究。综上所述，崖豆藤属、鸡血

藤属不建议归为同一属，支持两属分开，更不能代

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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