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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巫山淫羊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淫羊藿属植物5个品种之一,其用药历史悠久、
药效显著、活性成分含量高、种植面积大,是当前主流品种之一。但现代分析发现巫山淫羊藿的淫羊

藿苷含量低,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量,而被单列,致使其开发应用受限、种植面积有所缩

减。综述我国巫山淫羊藿资源状况、形态与生长特征、人工种植、主要活性物质种类与功效及其转化、
加工制备等新近研究文献,为促进巫山淫羊藿人工种植、加大其加工制备及其产品开发应用产业化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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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pimediumwushanenseisoneofthefivevarietiesofEpimediumplantsspecifiedintheChinesePharmaco-
poeia.Ithasalonghistoryofmedication,significantefficacy,highcontentofactiveingredients,andalargeplantingare-
a,makingitoneofthecurrentmainstreamvarieties.However,modernanalysishasfoundthatthecontentoficariinin
Epimediumwushanenseisrelativelylow,whichcannotmeettherequirementsoftheChinesePharmacopoeiaandhas
beenlistedseparately,resultinginobstaclesinits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aswellasareductionintheplantingar-
ea.Throughareviewofrecentresearchliteratureontheresourcestatus,morphologyandgrowthcharacteristics,artifi-
cialcultivation,typesandefficacyofmainactivesubstancesandtheirtransformation,aswellasprocessingandprepara-
tionofEpimediumwushanense,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promotingartificialcultivationofEpimediumwush-
anenseandincreasingitsprocessingandproducts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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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山淫羊藿(EpimediumwushanenseT.S.Ying)
为小檗科淫羊藿属多年生草本药用植物,具有强筋
骨、补肾阳、祛风湿等药效,其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收录为淫羊藿药材的5
个来源之一[1-2]。自《中国药典》(2010版)以后淫羊

藿药材以总黄酮和淫羊藿苷含量为质量控制指标,
巫山淫羊藿黄酮类成分朝藿定C含量高,淫羊藿苷
含量低,常达不到《中国药典》规定量0.5%,而被单
列[3]。鉴于巫山淫羊藿悠久的药用历史,良好的临
床疗效,淫羊藿总黄酮和朝藿定C含量高、产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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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目前淫羊藿属药用植物的主流品种之一。现代
中医药研究表明,淫羊藿属植物及其药效成分,具有
保护心血管、参与骨代谢、调节免疫、保护神经、延缓
衰老、抗疲劳以及抗肿瘤等功效,且尚未发现其对机
体正常细胞和组织有明显的药物毒害作用,故其在
医药、功能食品和饲料等领域均具有重要用途[4-9]。
学界已对巫山淫羊藿资源分布、形态特征、生长特性
与人工栽培及其活性成分种类、含量、转化和产品加
工制备进行了大量系统性研究。

本研究综述近年来巫山淫羊藿资源分布、形态
与生长特性、人工种植、活性成分分析检测、黄酮苷
类活性成分转化以及产品开发应用文献,以期为解
决现行《中国药典》标准下,巫山淫羊藿原药材达不
到标准而被单列,使其种植面积有所缩减,产品应用
受限,以及高效利用巫山淫羊藿有效成分、提高其活
性成分药效及其功能产品开发应用产业化提供
参考。

1 巫山淫羊藿资源分布与形态特征

1.1 巫山淫羊藿资源分布状况
巫山淫羊藿为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常生于海

拔500~2000m的林下、灌木丛、阴湿山谷或河边杂
木林地,主产于四川、重庆、贵州、陕西、湖北、广西等
地,模式标本产地为重庆巫山县。2003年,郭宝林
等[10]调查发现,巫山淫羊藿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两个
相对分离的狭窄区域,其一为四川东部、重庆北部、
陕西南部以及湖北西部有少量分布;其二为贵州东
南部,广西北部有少量分布,其中四川苍溪和南充,
重庆巫山和万源,陕西安康镇坪和平利,贵州的雷
山、独山、三都、从江、台江和凯里等地有明确的巫山
淫羊藿分布记录,且大多生长于海拔750~1300m
的山坡灌草丛中。石登红等[11]研究表明,贵州省东
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香纸沟喀斯特
地貌区,有丰富的野生巫山淫羊藿资源分布;魏德生
等[12]报道雷山县及其周边地区是贵州省巫山淫羊藿
的主产区,大多分布于海拔800~2000m的低、中山
地的灌丛疏林下或林缘半阴湿的阴坡、沟谷、山坡地
带。吕居娴等[13]调查发现,陕西巫山淫羊藿主产于
陕南巴山山系的安康镇坪、平利,以及汉中南郑、镇
巴等地,海拔500~1400m林下、灌丛、阴湿山谷。
唐琴等[14]通过查阅巫山淫羊藿数字标本和实物标
本,分析得出巫山淫羊藿狭域分布于重庆巫山县和
巫溪县,湖北巴东县、兴山县和神农架林区,集中分
布区仅为巫山县和巴东县。综上可知,巫山淫羊藿
自然分布区域基本一致。
1.2 巫山淫羊藿形态特征与鉴别

尽管巫山淫羊藿被《中国药典》单列,但由于其

产量高,分布和种植面积大,仍规定其来源为同属植
物巫山淫羊藿的干燥叶,是目前药用淫羊藿属植物
的主流品种之一。有学者已对《中国药典》收录的不
同品种的淫羊藿形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鉴别。
王丹红[15]认为巫山淫羊藿与《中国药典》记载的其他
淫羊藿品种相比更易鉴别:其叶形狭长,长可达宽的

6倍左右,叶中脉维管束为7个,叶片质地硬脆。唐
琴等[14]、康帅等[16]通过标本或实地采样对巫山淫羊
藿基原进行系统的显微观察,巫山淫羊藿植株高20
~116cm,根状茎结节状,粗短,直径4~11mm,质地
坚硬,表面褐色鳞片,须根多。一回三出复叶基生和
茎生,带长柄;3枚小叶,具柄,革质叶片,长5.8~
24.6cm,宽1.8~9.1cm,先端叶渐尖或长渐尖,叶缘
带刺锯齿,基部心形,顶生小叶基部有均等的圆形裂
片,侧生小叶基部裂片偏斜,内部裂片小圆形,外部
裂片大三角形渐尖,叶面无毛,背面秃净或被绵毛,
花茎具2枚对生叶。顶生圆锥花序,长6~34cm,具
花6~118朵,序轴无毛;花梗长1~2cm,无毛;花色
淡黄,直径3.0~3.5cm;萼片2轮,外萼长圆形,长4
~6mm,宽约2mm,内萼阔椭圆形,长8~15mm,宽5
~8mm,花瓣呈角状距,呈黄色、浅黄色或乳白色,向
内弯曲,长15~22mm,基部有明显瓣片,高约7mm;
雄蕊长约5mm,花丝长1mm左右,花药长约4mm,
瓣裂,裂片外卷;雌蕊长约5mm,子房斜圆柱状,有长
花柱,含胚珠10~12枚,蓇葖果长约1.5cm,宿存花
柱喙状。由于巫山淫羊藿花形多变,郭宝林等[17]将
巫山淫羊藿及其相似的几种淫羊藿描述为叶形比较
一致,花形态多样的一个物种。巫山淫羊藿与拟巫
山淫羊藿(E.pseudowushanense)、青城山淫羊藿(E.
qingchengshanense)和镇坪淫羊藿(E.ilicifolium)这
三种淫羊藿叶片形态相似,容易混淆,但各自花冠形
态各异容易区分,并且各自分布于不同区域。因此,
无论是学术专业的细微分类,还是产地、市场上一般
鉴别,巫山淫羊藿叶、茎、花形态与《中国药典》规定
的其他几个品种淫羊藿有明显差异。

2 巫山淫羊藿生长特性及其人工栽培研究进展

近年来,因市场需求量大,淫羊藿价格持续上
升,野生资源遭到掠夺性采挖,人工种植是解决野生
资源濒临枯竭的必由之路。巫山淫羊藿是较早开展
人工种植实验研究的物种,大量研究集中于其生长
繁殖特征、育种育苗、人工栽培等方面。
2.1 巫山淫羊藿生长繁殖特征

研究表明,巫山淫羊藿在自然适宜环境下,多数
在1月下旬萌芽,3月萌芽盛期,4月下旬展叶,4月
下旬至5月中旬为花期,5月初至6月中旬为种子成
熟期,夏、秋季生长缓慢,进入叶与枝生长,叶变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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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颜色由淡黄变为深绿,冬季地上部分生长停滞,
地下活动芽膨大。在自然状态下,巫山淫羊藿繁殖
可分为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种。无性繁殖主要通
过根茎繁殖、分株繁殖、组织繁殖等方式,无性繁殖
具有成活率高、生长迅速等特点。有性繁殖主要通
过异花授粉结实繁殖,种子繁殖存在休眠期长、发芽
率低且生长缓慢等特性。
2.2 种子繁育与品种选育研究

针对巫山淫羊藿种子存在休眠期且发芽率低等
问题,学界对巫山淫羊藿种子休眠特性和破眠进行
了相关研究。樊家乙等[18]发现,5℃低温层积90天
是最佳的破眠方法,可促进种胚形态发育,提高出芽
率。苏贺[19]研究发现,巫山淫羊藿种子为非深度复
杂型形态生理休眠种子,变温层积可解除生理休眠,
低温层积解除形态休眠。此外,还发现一定浓度配
比的氟啶酮、赤霉素混合溶液,能显著提高种子休眠
解除率,增加种子发芽速度和成苗率。杜明凤等[20]

研究发现,淫羊藿属植物种内自交不亲和,结实率显
著低于其种内杂交,种间有较好的杂交亲和性。巫
山淫羊藿为异花授粉植物,属于广亲和的花粉受体,
种间杂交中适合作母本,这种广亲和特性对该属植
物种间杂交、品种遗传改良等均有重要意义[21]。王
怡等[22]研究发现,野生巫山淫羊藿不同位置花蜜分
泌和结实率不同,在育种或实验中应选择基部种子
利于种子萌发成活和维持种群稳定。此外,周海琴
等[23]、王斌[24]分别用巫山淫羊藿分蘖芽、萌发幼苗
子叶、总叶柄顶端、茎为外植体,建立外植体消毒、诱
导愈伤组织及生根培养基研究,为巫山淫羊藿组培
快繁奠定基础。WANG 等[25]对全国主产区的7个
种群巫山淫羊藿种质资源进行分析,认为湖北的两
个种群 HBXW 和 HBGK的栽培质量最高,可为标
准化栽培提供优良的遗传资源。在优良品种选育方
面,中国科学院利用系统选育法已筛选出“中科巫山

1号”优良品种,该品种叶片朝藿定C和总黄酮含量
均远高于《中国药典》标准,不仅产量高,且适用于人
工大规模种植。
2.3 巫山淫羊藿人工栽培研究现状

2.3.1 引种仿生栽培研究 早期,巫山淫羊藿人
工栽培研究主要通过引种、仿野生生境进行栽培技
术研究。魏德生等[26]通过无性分株繁殖栽培对巫山
淫羊藿进行种植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适宜巫山淫羊
藿生长的气候条件为阴雨天多,空气湿度大,林下光
照强度弱等自然条件,遮阴和湿度条件是人工种植
成功的关键措施。孙超等[27-29]研究了巫山淫羊藿引
种栽培,以及人工栽培过程中淫羊藿苷含量动态分
布规律,结果表明,通过分茎引种、育苗移栽,夏、秋、

冬季栽培等人工栽培方式的巫山淫羊藿均可完成萌
芽、开花、结实等生活史,并能安全越冬,人工种植产
生种子经休眠期萌发成实生苗,表明该物种人工栽
培的可行性,还发现人工栽培的巫山淫羊藿活性成
分淫羊藿苷在叶中含量最高,须根次之,二者均可入
药,6月下旬为最适宜的收获期。
2.3.2 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在引种栽培、种子繁

殖和育苗研究基础上,学界对巫山淫羊藿种植技术
进行了大量研究。高辉等[30]研究不同栽培方式对巫
山淫羊藿生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栽培密度和根茎长
度影响巫山淫羊藿营养生长,栽培深度对植株的营
养和生殖生长均有较大影响。王雪飞等[31]研究发
现,气候和地理位置对巫山淫羊藿等药材品质有较
大影响,土壤为非主要因子,适量磷肥、氮肥可提高

淫羊藿药材的品质。王辉等[32]研究表明,适宜的遮

阴有利于巫山淫羊藿植株的生长。钱一凡等[33]研究

发现,合理使用有机肥或适宜比例的N、P、K有助于
提高产量。陈建海等[34]构建了巫山淫羊藿品质的施
肥指标体系,结果表明,N、P和K单因子施肥量提
高,巫山淫羊藿的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呈先升后降
趋势,N、P和K肥间相互作用存在阈值,低于阈值均
表现协同促进,高于阈值均表现拮抗作用。范曾
丽[35]研究了增温对盆栽淫羊藿属植物生长发育及生

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增温2℃较增温5℃更显
著地增加巫山淫羊藿植株株高、叶长、叶宽及叶面
积,但会导致巫山淫羊藿叶中淫羊藿苷、总黄酮含量
下降。此外,还探索建立了巫山淫羊藿栽培的光响
应曲线模型,为淫羊藿属植物栽培光照条件提供参
考[36]。于东悦等[37]探讨了淫羊藿药材无公害种植
体系的土壤复合改良、种苗繁育、病虫害综合防治、
合理施肥和田间综合管理等相关种植技术。截至目
前,许多研究者对巫山淫羊藿生长特性、种子繁育以
及人工种植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为巫山淫羊藿及
其他种淫羊藿药材人工规模化栽培提供了可靠技术
支持。

3 巫山淫羊藿活性成分及其功效研究进展

目前,已从不同种类淫羊藿属植物中分离出黄
酮类化合物、多糖、有机酸、生物碱、木脂素等270多
种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是其主要
药效成分。巫山淫羊藿主要活性成分种类、含量、分
布规律及其结构也有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3.1 黄酮类活性成分及其功效研究

3.1.1 黄酮类活性成分种类、含量及其分布规

律 目前已分离鉴定出淫羊藿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
有63种,不同品种淫羊藿黄酮类活性成分种类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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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所不同[38]。淫羊藿黄酮类物质结构特点是黄
酮、苯色酮环上8号碳上有异戊二烯基(见图1),不
同 淫 羊 藿 黄 酮 分 子 由 R1和 R2基 团 不 同 所 致。
JIANGJ等[39]报道从两种或两种以上淫羊藿属植物
中分离鉴定出36种主要黄酮类成分,其中,淫羊藿
苷(Icariin)、朝藿定 A(EpimedinA)、朝藿定B(Epi-
medinB)和朝藿定C(EpimedinC)和宝藿苷Ⅰ(Icari-
sideⅡ)这5种异戊烯基类黄酮类化合物是巫山淫羊
藿等物种的主要活性成分(见表1)。现行《中国药
典》规定,巫山淫羊藿药材朝藿定C含量不得少于

1.0%。研究表明,朝藿定C是巫山淫羊藿含量最高
的黄酮类化合物,从化合物的结构上看,朝藿定C比
淫羊藿苷在3位上多接了1个鼠李糖。除朝藿定C
外,巫山淫羊藿还含有相当量的其他4种黄酮类化
合物(见表1)。因此,《中国药典》还规定巫山淫羊藿
总黄酮含量也是其质量评价的指标。

图1 淫羊藿黄酮的结构式

表1 常见的淫羊藿黄酮R1和R2基团

淫羊藿黄酮 R1 R2
淫羊藿苷 7-O-β-D-Glc- 3-O-α-L-Rha-
朝藿定A 7-O-β-D-Glc- 3-O-[β-D-Glc-(1→2)-α-L-Rha-]
朝藿定B 7-O-β-D-Glc- 3-O-[β-D-Xyl-(1→2)-α-L-Rha-]
朝藿定C 7-O-β-D-Glc- 3-O-[α-L-Rha-(1→2)-α-L-Rha-]
宝藿苷Ⅰ 7-H 3-O-Rha-Icaritin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产地、不同季节巫山淫羊藿
药材总黄酮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付亮等[40]研究发
现,四川南江县巫山淫羊藿总黄酮含量为9.103%。
QUANQ等[41]检测四川金城山野生巫山淫羊藿叶、
茎、根 总 黄 酮 含 量 分 别 为(6.067%±0.239%)、
(1.260%±0.070%)和(4.529%±0.067%)。西华
师范大学人工栽培两年的巫山淫羊藿叶、茎、根总黄
酮含 量 分 别 为(6.303%±0.089%)、(1.989%±
0.055%)、(5.341%±0.080%)。仲玲利等[42]对贵
州龙里、雷山、麻江和2个当地GAP种植基地的5
批巫山淫羊藿叶总黄酮、朝藿定C含量检测,结果分
别为8.67%、9.00%、9.26%、10.41%、9.11%和

2.62%、2.90%、4.97%、2.77%、3.82%。张 全 明
等[43]检测了安康平利1-12月的巫山淫羊藿叶中总
黄酮含量,结果表明,6月份含量最低为6.91%,4月

份含量最高为8.97%。
在研究巫山淫羊藿总黄酮含量的同时,许多学

者对巫山淫羊藿不同部位的黄酮类物质种类、含量
及其分布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谢娟平等[44-46]检测了
不同生长期巫山淫羊藿根、茎、叶中朝藿定C、双藿
苷 A、淫羊藿苷、淫羊藿属苷 A和淫羊藿属苷C五
种黄酮类物质含量,结果表明,巫山淫羊藿叶中朝藿
定C含量最高平均为1.586%;巫山淫羊藿根中双藿
苷A的含量最高,平均含量为2.763%。谢娟萍
等[47]测定了24批重庆巫山、陕西安康、陕西汉中巫
山淫羊藿叶中朝藿定C含量,结果表明,各产地样品
中朝藿定C含量均超过1.2%,重庆巫山样朝藿定C
含量较高,均>4.0%。周颖欣等[48]分析安康平利巫
山淫羊藿根黄酮类化学成分发现,除含淫羊藿次苷

Ⅰ、淫羊藿苷外,还含有相当量的柔藿苷。分析重庆
巫山、陕西安康、贵州凯里巫山淫羊藿根、茎、叶中朝
藿定C、淫羊藿次苷Ⅰ和淫羊藿苷含量,结果表明,巫
山淫羊藿根、叶中朝藿定C含量较高,均>1.0%,而
茎中含量少,<0.6%,重庆巫山样根、叶中朝藿定C
含量高于陕西安康、贵州凯里样;不同产地不同样品
各部分样品均含有超过淫羊藿苷量的淫羊藿次苷Ⅰ,
其淫羊藿苷含量均<0.5%[49]。王悦云等[50]分析了
贵州、重庆不同产地的33批巫山淫羊藿样品,共同
标定了7个共同峰,其中,朝藿定C是主要成分峰,
其余朝藿定A、朝藿定B、淫羊藿苷,以及一个未知成
分共有峰可作为巫山淫羊藿质量评价指标成分。成
丽媛等[51]检测了23批不同基源淫羊藿11种有效成
分含量,其中,4批四川、贵州巫山淫羊藿药材中的朝
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箭藿苷A、箭
藿苷B、宝藿苷等黄酮类物质含量分别为(1.87±
1.24)、(3.36±1.43)、(27.71±7.86)、(9.77±
5.74)、(0.92±0.60)、(2.17±0.52)、(2.17±
0.15)mg/g。WANGC等[25]检测了7个全国主要分
布区具有代表性种群巫山淫羊藿样品中朝藿定A、
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和总黄酮含量,其变化
范围 分 别 为0.40%~0.76%、0.51%~0.83%、
1.70% ~9.31%、0.40% ~1.23% 和 3.05% ~
10.61%。以上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地、不同季节、
野生或种植的巫山淫羊藿叶、茎和根所含黄酮类活
性成分种类和含量存在一定差异,但黄酮类活性物
质含量总体呈现叶>根>茎;人工种植>野生;叶中
总黄酮、朝藿定C含量均超过《中国药典》规定的1.5
倍以上;朝藿定 A、B、C,宝藿苷Ⅰ和淫羊藿苷是巫山
淫羊藿最主要的五种黄酮类活性成分,总量占巫山
淫羊藿饮片1.61%~2.78%[52];其中,朝藿定C是
巫山淫羊藿含量最高的黄酮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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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巫山淫羊藿黄酮类活性成分功效研究 
黄酮类化合物是巫山淫羊藿主要药效成分,研究表
明,淫羊藿总黄酮在促进骨细胞增殖分化、抗骨质疏
松等方面具有显著功效。季晖等[53]研究表明,淫羊
藿总黄酮(TFE)对摘除卵巢大鼠骨质疏松症有防治
作用。李勇等[54]研究发现,淫羊藿TFE具有促进体
外培养的大鼠成骨细胞增殖、分化成熟,以及矿化结
节形成的作用。PENGS等[5]研究表明,淫羊藿黄酮
类物质促进骨髓基质细胞成骨细胞生成和抑制脂肪
生成,对骨质疏松骨细胞发挥合成代谢调节作用。
蒋俊等[9]总结归纳了淫羊藿饮片中朝藿定A、朝藿
定B、朝藿定C、宝藿苷I、淫羊藿苷5种主要黄酮类化
合物的体内代谢过程、体内代谢产物与代谢途径,以
及抗骨质疏松药效物质基础及机制研究进展。MAD
等[55]归纳了淫羊藿提取物在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
神经与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哮喘与肺部疾病、炎性
肠病、肾脏疾病、皮肤病、自身免疫性病以及癌症等多
个与慢性炎症有关的疾病模型中显示出良好的抗炎
作用。韩庆贤等[56]研究表明,淫羊藿TFE能通过抑
制小胶质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通过降低TLR4/NF-
κB炎症信号通路发挥保护髓鞘作用。盖李乐等[57]发
现,淫羊藿TFE可通过抑制TGFβ1/Smad3信号通路
传导改善自然衰老大鼠肾脏纤维化。谢娟平等[58]发
现,巫山淫羊藿主要成分朝藿定C和双藿苷A具有抗
炎作用。侯云飞等[59]发现,淫羊藿朝藿定C、淫羊藿
苷可以有效提高小鼠入睡率、延长睡眠时间、减少活
动次数及站立次数,且朝藿定C效果优于淫羊藿苷。
LIH等[60]利用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试验发现,巫
山淫羊藿素具有与维生素C相当的抗氧化活性。JIN
J等[61]研究表明,淫羊藿苷具有保护神经系统功效。
闵捷等[4]从调节细胞增殖凋亡、抗内皮损伤、抗氧化应
激、抗炎和调节血流动力学五个方面归纳总结淫羊藿
苷在心血管保护方面的作用和机制。华辞怡等[62]总
结淫羊藿有效成分淫羊藿苷、宝藿苷I、淫羊藿素具有
多途径、多靶点的抗肿瘤特性,阐述其抗乳腺癌作用
机制。
3.2 多糖类成分及其功效研究进展

从中药材中提取的水溶性多糖,多数无细胞毒
性,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病毒等特定生物活
性。CHENX等[63]研究发现,淫羊藿多糖-蜂胶黄
酮口服液可增强鸡肠黏膜免疫作用,可作为口服免
疫增强剂使用。杨艳君等[64]研究发现,淫羊藿多糖
可以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促进巨噬细胞分泌
细胞因子发挥肿瘤免疫活性,对淫羊藿干燥叶中多
糖进行组成分析和免疫调节研究表明,淫羊藿EPS-
1-1和EPS-2-1多糖均具很好的免疫调节活性。罗

露等[65]总结巫山淫羊藿多糖是由甘露糖、鼠李糖、半
乳糖醛酸、葡萄糖、半乳糖等单糖结合而成。李秋莹
等[66]比较了4种淫羊藿叶的多糖抗氧化活性,体外
实验发现巫山淫羊藿多糖的DPPH自由基清除率最
高、金属离子螯合能力最高,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
性。李晓兵等[67]对巫山淫羊藿叶多糖进行了提取、
含量测定及体内抗氧化研究,结果表明,巫山淫羊藿
叶多糖、糖醛酸的含量分别为23.0%、14.24%;并证
明淫羊藿多糖在体内也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活性。
3.3 有机酸、生物碱、挥发油、木脂素活性成分与功
效研究

  药用植物中酚酸类有机酸主要具有抗菌、抗病
毒、抑炎抗氧化等功效。成丽媛等[51]研究发现,不同
种淫羊藿属植物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酚酸类有机
酸,检测4批不同产地巫山淫羊藿叶中新绿原酸、绿
原酸和隐绿原酸平均含量分别为(0.33±0.15)、
(0.76±0.93)、(1.84±2.18)mg/g,与其他种淫羊藿
含量存在差异。木兰花碱、淫羊藿碱是淫羊藿属植
物主要的生物碱类活性物质,成丽媛等[51]检测不同
产地 巫 山 淫 羊 藿 叶 中 木 兰 花 碱 含 量 为(1.94±
1.26)mg/g。淫羊藿属植物除含有上述化学成分,还
含有棕榈酸、硬脂酸、油酸、亚油酸等挥发油类物质,
具有理气发汗、抑菌止痛等功效。王丹红等[68]共鉴
定出巫山淫羊藿叶中34种挥发油成分,占总挥发油
成分的90.36%,其挥发油主要由33.36% 羧酸类、
21.79% 酮类、19.03%烷类、醇类12.92%及1.20%
炔类等物质组成。文治瑞等[69]将贵州雷山基地10
个巫山淫羊藿干燥叶挥发油成分相似的聚为一类,
共鉴定出62种化学成分,其中棕榈酸含量最高,肉
豆蔻酸峰值特异,可作为淫羊藿属植物挥发油成分
的参照物。此外,研究表明,淫羊藿提取物含有木脂
素类成分,具有促进神经生长等功效。江芳等[70]从
朝鲜淫羊藿中分离到5种木脂素类化合物,对大鼠
骨肉瘤细胞 UMR106增殖及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有
促进作用。目前,对淫羊藿属植物木脂素研究集中
于箭叶淫羊藿、心叶淫羊藿及朝鲜淫羊藿等品种上,
对巫山淫羊藿所含木脂素物质种类、含量以及功效
研究较少。
3.4 其他活性成分

巫山淫羊藿还含有色原酮、蒽醌、鞣质、倍半萜、
糖苷、甾醇等成分。罗露等[65]总结巫山淫羊藿含有
淫羊藿色原酮A~C化合物。王丹红从巫山淫羊藿
叶乙醇提取物氯仿萃取分离得到β-谷甾醇、胡萝卜
苷类物质[15]。谢娟平[71]从巫山淫羊藿根中分离纯
化得到齐墩果酸、金丝桃苷等物质。孟宁归纳总结
巫山淫羊藿还含有槲皮素、槲皮苷类活性物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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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巫山淫羊藿黄酮苷类成分转化及其加工研究
进展

4.1 巫山淫羊藿黄酮苷类成分转化
巫山淫羊藿多糖苷黄酮类化合物朝藿定A、朝

藿定B、朝藿定C及低糖苷类化合物淫羊藿苷或宝
藿苷Ⅰ是其主要活性成分。研究表明,淫羊藿低糖
苷、苷元类化合物具有类雌激素、抑炎和抗氧化等多
种药理功效,其活性较多糖苷类化合物强。因此,许
多学者对巫山淫羊藿多糖基黄酮苷类化合物(朝藿
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苷、宝藿苷Ⅰ等)生
物转化为低糖苷、苷元进行了大量研究,以提高巫山
淫羊藿黄酮苷类成分生物活性。富盈昕等[73]从大曲
中筛选到A.sp.y39菌酶能将淫羊藿提取物中朝藿
定A、朝藿定B、朝藿定C转化为淫羊藿苷、淫羊藿
次苷Ⅰ、Ⅱ。贾东升等[74-75]研究了用纤维素酶、蜗牛酶
水解淫羊藿总黄酮、淫羊藿苷制备淫羊藿低糖苷、苷
元条件、工艺及过程,为巫山淫羊藿总黄酮酶转化淫
羊藿低糖苷、苷元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游离
酶容易失活,工业化转化受限,彭静等[76-77]、李瑞云
等[78]用固定化蜗牛酶转化淫羊藿苷,表明固定化蜗
牛酶可以重复用于淫羊藿黄酮苷工业化转化生产。
DONGY等[79]报道了从嗜热菌中筛选出耐热β-葡
萄糖苷酶及α-鼠李糖苷酶进行固定化,成功地将淫
羊藿总黄酮(朝藿定A、朝藿定B、朝藿定C、淫羊藿
苷、淫羊藿次苷Ⅰ、Ⅱ等)协同转化为淫羊藿素。SUN
X等[80]用β-葡萄糖苷酶水解巫山淫羊藿黄酮苷衍生
出6种新型戊烯基类黄酮苷,其中两种具促进睾酮
生成的作用。除了上述酶转化制备高活性巫山淫羊
藿低糖基黄酮苷活性物质外,张宇航等[81]总结归纳
了微生物转化法、植物细胞转化法、酸水解法及合成
转化法对淫羊藿黄酮苷类化合物转化研究现状。总
之,随着淫羊藿低糖苷类化合物药理作用研究的不
断深入和新药研发的不断进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淫羊藿提取物主要为淫羊藿黄酮苷类化合物,除含

20%淫羊藿苷外,还含有13%~14%的朝藿定A、B、
C等黄酮类活性物质,工业化转化制备巫山淫羊藿
低糖苷类化合物势在必行。
4.2 巫山淫羊藿炮制加工应用研究

淫羊藿不同炮制品中淫羊藿黄酮类活性成分分
布、含量变化会直接影响其临床应用效果。王丹
红[15]对巫山淫羊藿酒制品(酒蒸品、酒炙品和酒油共
制品)进行炮制比较研究发现,巫山淫羊藿酒制品较
其他炮制品有优势,并且多个指标评价均优于其油
炙品。魏升华等[82]研究了巫山淫羊藿生品和不同炮
制品中总黄酮、淫羊藿苷、绿原酸的含量,结果表明,
不同巫山淫羊藿制品中总黄酮的含量依次为:生品

>酒炙品>盐蒸品>盐炙品>羊脂炙品;淫羊藿苷
的含量依次为:羊脂炙品>盐蒸品>盐炙品>酒炙
品>生品;绿原酸的含量依次为:盐蒸品>酒炙品>
盐炙品>生品>羊脂炙品。贾魁荣[83]发现巫山淫羊
藿炮制前后朝藿定C的含量变化明显,炮制后朝藿
定C有明显下降趋势。谢娟平等[84]研究了不同炮
制方法对巫山淫羊藿炮制品中朝藿定C、淫羊藿苷
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加热炮制可促使巫山淫羊藿
其他成分分解或转化为淫羊藿苷,羊脂油炙巫山淫
羊藿中朝藿定C含量下降明显。高希梅等[85]发现,
温度对油炙巫山淫羊藿总黄酮和淫羊藿苷含量影响
较大,120℃油炙巫山淫羊藿的总黄酮、淫羊藿苷含
量最高,分别为9.36%、0.48%。苏菲菲等[86]采用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选巫山淫羊藿的炮制最佳工
艺为炮制温度115℃,炮制时间10min,占锅体积

25%。徐佳元等[87]在160℃下加热炮制20min时,巫
山淫羊藿炮制品中淫羊藿苷含量达0.96%,比未炮
制品 含 量 提 升8.56倍,高 于《中 国 药 典》标 准

0.50%。谭鹏等[88]研究了巫山淫羊藿饮片 HPLC
特征图谱,结果发现,油炙后巫山淫羊藿黄酮类成分
的含量发生变化,变化似与生品黄酮类成分含量的
高低有关。此外,还发现不同巫山淫羊藿炮制品中
朝藿定C、淫羊藿苷、淫羊藿次苷Ⅱ3个黄酮类成分
的油水分配系数不同,可解释巫山淫羊藿油炙后增
效作用机制[89]。总之,目前《中国药典》规定巫山淫
羊藿炮制饮片有两种,一种是巫山淫羊藿叶干燥生
品;另一种为羊脂油炙品。由于巫山淫羊藿炮制方
法不同使得生品和油炙品黄酮类活性成分含量、油
水分配系数不同,导致饮片机体吸收、功效不同,研
究表明,巫山淫羊藿生品祛风湿、坚筋骨能力强,羊
油炙品能增强温肾助阳作用。

5 结论

巫山淫羊藿在我国用药历史悠久,尽管巫山淫
羊藿的淫羊藿苷含量较低,常达不到《中国药典》规
定量的0.5%,而被单列。鉴于其药效显著、资源丰
富、人工种植技术成熟、产量大以及淫羊藿总黄酮、
朝藿定C含量高,活性成分转化及其加工技术成熟
等优点,目前仍是淫羊藿属植物药用的主流品种之
一。当前,巫山淫羊藿药材过度依赖野生资源致使
野生资源急剧减少,国内相关标准尚未完善,存在优
良品种少、种植无序、质量不达标等问题,严重影响
巫山淫羊藿药材安全、药效和持续开发应用。归纳
总结巫山淫羊藿药材适宜产区、生长特征、人工种植
现状,以及巫山淫羊藿活性物质转化、产品加工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分析巫山淫羊藿药材资源与种植栽
培、活性物质种类与功效,以及加工制备技术研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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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现状,以更好促进巫山淫羊藿野生资源保护、人工
种植及其加工应用产业化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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