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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肉苁蓉属植物为补益中药研究的热点之一 ,具有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作用、免疫调节作用、抗氧化作用、

增强体力、抗衰老、抗肝炎等多种药理活性。 结合近 10年的文献 ,对肉苁蓉属的药理活性进行系统综述 ,为肉苁蓉

属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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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苁蓉为列当科 ( O robanchaceae)肉苁蓉属 (Cistanche

Hoffing . et Link)多年生寄生草本植物 ,全球共约 22种 ,作

为补益药的应用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 肉苁蓉 Herba Cis-

tanches药用为带鳞叶的肉质茎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被列

为上品 ,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之功效 ,主治男子阳

痿、女子不孕、血枯便秘等证 [1 ] ,有 “沙漠人参”之称。 在补肾

阳方剂中出现的频率最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

版收载的肉苁蓉为荒漠肉苁蓉。 近年来 ,由于市场需求量的

不断增大 ,原植物遭到过度采挖 ,使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加之

寄生植物繁殖困难 ,该种已濒临灭绝 ,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

植物。 此外 ,由于药源紧缺 ,结合各地品种的特色 ,本属其他

种也在使用。

近年来有大量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论文 ,前文报

道了该属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2]。 本文结合近 10年的

研究成果 ,对肉苁蓉属植物药理活性进行综述 ,为肉苁蓉属

生药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作用

　　何伟等 [3]研究发现荒漠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具有雄性

激素样作用 ,能显著增加去势大鼠精囊前列腺的重量 ,荒漠

肉苁蓉还可减轻肾上腺的质量 ;此外 ,荒漠肉苁蓉对正常大

鼠和小鼠有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两种肉苁蓉中所

含的苯乙醇苷类化合物类叶升麻苷是主要活性成分。

2　免疫调节作用

　　荒漠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的水提物可显著提高小鼠腹

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 荒漠肉苁蓉中的 D-甘露醇和肉苁

蓉多糖可显著增加小鼠脾脏质量 ,增强细胞免疫功能 ;此外 ,

肉苁蓉多糖对小鼠 T细胞有调节作用 ,可增加小鼠脾和胸

腺淋巴细胞的增殖反应 ,且与刀豆球蛋白、植物血凝集素有

协同刺激小鼠胸腺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 ,并能显著提高小鼠

脾脏 T淋巴细胞分泌 IL-2 [4]。

3　抗氧化作用

　　荒漠肉苁蓉提取物显著降低人体脂质过氧化物 ( LPO )

含量 [5 ]。荒漠肉苁蓉、盐生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和沙苁蓉均对

兔血和小鼠肝脏的 LPO生成有明显抑制作用 ,其中盐生肉

苁蓉作用最强 ,管花肉苁蓉次之 [6 ]。 李琳琳等 [7]研究了盐生

肉苁蓉苯乙醇总苷的抗氧化作用 ,结果发现其可以显著提高

小鼠心、肝、脑组织中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 SOD活性 ,

提高肾组织中 SOD活性 ,并降低各组织中 LPO及脂褐质含

量。熊泉波等 [8]报道从荒漠肉苁蓉中分离得到的 9个苯乙醇

苷类化合物均具有显著清除自由基活性和抗脂质过氧化的

作用 ,并发现分子中酚羟基越多活性越强 ,推测苯乙醇苷类

化合物是荒漠肉苁蓉抗氧化的主要活性成分。

4　增强体力和抗疲劳作用

　　荒漠肉苁蓉可使小鼠游泳时间延长 ,降低负荷运动后血

清肌酸激酶的升高幅度 ,使运动后小鼠骨骼肌超微结构保持

正常 ,表明肉苁蓉具有增强体力和抗疲劳的作用 [8 ]。 薛德钧

等 [5 ]报道以荒漠肉苁蓉提取物制成的冲剂能显著改善人体

的衰老症状 ,恢复肾虚中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 ,具有较好的

延缓衰老作用。

5　抗肝炎作用

　　张洪泉等 [10]研究了荒漠肉苁蓉多糖对 CCl4所致肝郁脾

虚模型小鼠的作用 ,结果表明荒漠肉苁蓉多糖能明显改善小

鼠食欲减退和体重下降现象 ,降低过高的 GOT和 GPT ,明

显对抗 CCl4造成的肝损伤。 熊泉波等 [10]研究发现从荒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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苁蓉中得到的 4个苯乙醇苷类化合物具有保肝活性:体外实

验 , 4个化合物均显著抑制 NADPH-CCl4诱导的肝细胞微粒

体中的脂质过氧化 ,抑制细胞中天冬氨酸转氨酶的释放并减

轻 CCl4和 D -半乳糖胺诱导的肝细胞毒性 ;体内实验 ,类叶升

麻苷能有效地抑制丙氨酸转氨酶的释放 ,从而阻止 CCl4对

肝脏的损害 ,并认为化合物结构中的苯乙基部分和咖啡酰基

部分是活性基团 ,这与它们具有的清除自由基和抗脂质过氧

化作用有一定关系。

6　抗肿瘤作用

　　施大文等 [6]比较了荒漠肉苁蓉、盐生肉苁蓉、管花肉苁

蓉和沙苁蓉的乙酸乙酯提取物或水提物 ,发现在一定浓度

下 ,均具有激活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杀伤人白血病 K562细胞的

作用 ,其中管花肉苁蓉作用最强 ,荒漠肉苁蓉次之。

7　抗辐射作用

　　谌宏鸣等 [12]观察了盐生肉苁蓉苯乙醇总苷对 60Co照射

后小鼠末梢血细胞形态的影响 ,发现给药组小鼠的淋巴细胞

直径明显增大 ,并出现类似 T淋巴细胞转化的形态改变 ,说

明盐生肉苁蓉可以通过增强细胞免疫功能产生辐射防护作

用。李琳琳等 [7]进一步研究发现总苷能明显促进受照射小鼠

红细胞内 SOD活性及脾脏中核酸含量的恢复 ,抑制肝脏

LPO的形成 ,表明它的辐射防护作用与其防止自由基的损

害和抗脂质过氧化作用也有重要关系 ;组织形态学也表明盐

生肉苁蓉可使照射损伤的肝脾组织结构得到恢复 ,并促进核

酸的合成。

8　通便作用

　　徐文豪等 [13]研究表明荒漠肉苁蓉和盐生肉苁蓉能引起

大鼠胃底条和豚鼠回肠的收缩 ,并能被阿托品抑制 ,说明二

者有拟胆碱活性 ,与通便作用有关。屠鹏飞等 [14]研究发现荒

漠肉苁蓉、盐生肉苁蓉和管花肉苁蓉均可明显地促进小鼠大

肠蠕动、抑制大肠水分吸收、缩短排便时间 ,三者作用强度相

似。

9　其他作用

9. 1　镇静作用:吕明进使用运动量测定仪观察了荒漠肉苁

蓉提取物对大鼠自发运动的影响 ,结果显示可减少大鼠自发

运动 ,包括水平运动、走动时间及移动距离 ,其中以水提部分

作用最强 ,进一步研究表明荒漠肉苁蓉水提物所产生的运动

量降低 ,可能是由于降低多巴胺能活性 ,增强 5-羟色胺能和

γ-氨基丁酸能活性所致。

9. 2　抗衰老作用:荒漠肉苁蓉多糖和苷露醇可以使小鼠皮

肤羟脯氨酸含量增加 ,延缓皮肤衰老。孙云等 [15]通过透射电

镜观察了荒漠肉苁蓉对衰老模型小鼠肝和大脑皮质的影响 ,

发现它对小鼠肝细胞超微粒体积和大脑皮质的超微粒有明

显改善作用。

9. 3　促进创伤愈合作用:高慧等 [16]研究了荒漠肉苁蓉多糖

对人成纤维细胞的作用 ,发现它能明显促进体外成纤维细胞

的生长 ;其促生长作用与剂量有相关性 ,浓度过低或过高都

会影响其作用发挥 ,这说明适当浓度的荒漠肉苁蓉多糖可促

进创伤愈合。

9. 4　保护缺血心肌作用: 毛新民等 [17]研究发现盐生肉苁蓉

苯乙醇总苷能提高小鼠缺血再灌注心肌 SOD和硒谷胱甘肽

过氧化酶的活性 ,降低 LPO含量 ,减轻心肌超微粒结构损

伤 ;明显改善心肌缺血大鼠的心电图 ,减小心肌梗死面积 ,提

高心肌组织中磷酸肌酸激酶活力 ,具有保护缺血心肌作用。

10　讨论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肉苁蓉进行了广泛的药理活性研究 ,发现

其活性成分主要为苯乙醇苷和多糖 ,并主要集中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荒漠肉苁蓉 ,所用样品也多是中药粗

提物。 今后 ,仍需对肉苁蓉属其他植物进行系统的药理活性

研究 ,并在化学成分研究的基础上 ,对其生物活性进行深入

研究 ,从而发现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为中药肉苁蓉的临

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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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商榷

刘来正 ,裴慧荣

⒇

(山西生物应用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简称药典 )一部从 1985年版开

始在三七项下记载“剪口” ,该版第 7页称: “茎基习称`剪

口’ ”。“剪口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及条状 ,表面有数个明显的

茎痕及环纹 ,断面中心灰白色 ,边缘灰色”。 1990, 1995, 2000

年版与 1985年版描述完全相同。 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 ,发现关于三七“剪口”的药用部位记载比较混乱 ,认

为药典对三七的“茎基习称`剪口’ ”的提法值得商榷。

1　关于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各家论述

1. 1　为三七的根茎部分: 《中药志》第一册第 11页三七条采

制项记载: “将挖出的根除去地上茎及泥土 ,并将芦头、侧根、

须根剪下 ,分别晒干。 剪下的芦头称`剪口’ ,……。”第 15页

记载: “剪口为三七的根茎”。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中药材手

册》、《中国药材学》、《中华本草》、《中药鉴定学》、《全国中草

药汇编》、《中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图典》。

1. 2　为三七茎基部分:与药典持同一观点的还有《中药现代

研究与应用》、《中药八百种详解》、《中药鉴定学》。

1. 3　为三七较细支根部分: 《中药大辞典》上册记载: “其剪

下的粗支根 ,称为`筋条 ’ ;较细者为`剪口三七 ’ ;最细者为

`绒根’ ”。 《中华药海》与此观点一致。

1. 4　把三七的茎基、根茎习称“剪口”: 《中草药学》记载 : “茎

基、根茎习称“剪口”。

2　三七标本鉴定

2. 1　三七 “剪口”性状鉴定:作者观察了山西生物应用职业

技术学院标本厅 1037号三七“剪口”标本 ,共 54个个体。 其

性状多呈不规则的皱缩块状或条状 ,长约 2～ 5 cm。 表面灰

黄色或灰棕色 ,有明显的环节及纵皱纹 ,凹窝状的茎痕 2～ 4

个 ,交错排列 ,其中有 2个茎痕的个体 8个 ,有 3个茎痕的个

体 28个 ,有 4个茎痕的个体 16个 ,且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

质坚实 ,击碎后断面黑褐色 ,隐约可见放射状纹理 ,中心髓明

显 ;气微 ,味苦而后微甜。 另外标本中还有小圆锥状根 2个。

2. 2　三七植物浸制标本鉴定: 作者又观察了该院标本厅

059号三七全株浸制标本 ,全株高约 38 cm。 主根肉质 ,类圆

柱形 ,下部有分支 ,表面灰黄色 ;顶端生有根状茎 ,颜色与主

根相同。 根茎节明显 ,节间长约 1 cm,上有一明显的凹窝状

茎痕 ,其侧面生有不定根 ;根茎顶端生长一地上苗。 茎绿色 ,

圆柱形 ,光滑无毛。掌状复叶 4枚轮生茎的上端 ,此处距根茎

约 28 cm。 伞形花序单个顶生。

2. 3　三七茎基干燥前后的性状比较: 作者取浸泡三七植物

地上茎基约 2 cm,自然干燥后观察其性状变化。干燥前圆柱

形 ,断面髓约占直径 3 /4;干燥后呈扁缩条状 ,表面深绿色 ,

可见多数纵向条纹 ,髓部干缩呈不规则空腔。

3　关于三七“剪口”药用部位的讨论

3. 1　药典三七“剪口”的药用部位与其性状描述自相矛盾:

三七为多年生草本植物 ,一般每年生出一个地上茎 ,冬季地

上茎枯萎 ,第二年长出新茎。在茎基的“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

痕及环纹”显然不可能。

3. 2　中药三七传统以根入药: 多数文献记载 ,采收后除去茎

叶、泥土 ,故茎为杂质 ,多已除去 ,不可能把茎基作为一个商

品规格。

3. 3　通过三七植物和药材标本的观察: 明显看出三七“剪

口”表面节与节间明显 ,有茎痕和不定根 ,颜色与主根相同 ,

符合根茎的性状特征。

4　结语

　　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中药志》“剪口为三七的根茎”观点

正确 ,药典记载的三七“茎基习称`剪口’ ”是不妥的 ,应予以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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