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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岩白菜素具有镇咳祛痰的功效 ,作为传统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特效药 ,市场需求量大。目前已有 20

科 37 属 88 种植物均含有岩白菜素的研究报道 ,其中虎耳草科鬼灯檠属、岩白菜属、落新妇属 ,紫金牛科紫金牛属
植物较为普遍 ,西南鬼灯檠、羽叶鬼灯檠和岩白菜是提取岩白菜素的主要植物资源 ,含有 3. 0 %以上的岩白菜素。
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是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的主要分布区 ,但近年来野生资源迅速减少 ,有必要开展主要药源
植物的保护与繁育及种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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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白菜素 (bergenin) 属异香豆素类化合物 ,因最早从岩

白菜属中植物提取出来而得名 ,又名岩白菜内酯、矮茶素、佛

手配质、矮地茶 Ⅰ号、虎耳草素、岩白菜宁、鬼灯檠素、开喉箭

酸乙、矮地茶素等 ,分子式为 C14 H16 O9 ,系白色疏松针状结

晶或结晶性粉末 ,气微 ,味苦 ,遇光或热渐变色 ,在甲醇中溶

解 ,在水或乙醇中微溶。岩白菜素具有镇咳祛痰的功效 ,是

治疗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

疾病的特效药物 ,且安全无毒。该化合物目前被开发成固体

分散物、片剂、栓剂、胶囊、包括物及一些复方制剂等多种剂

型用于临床。近年来 ,随着提取工艺和设备的改进 ,人们发

现岩白菜素在很多种植物中广泛存在。但由于野生药用植

物资源分散、不集中 ,以及长期不合理开发利用 ,使许多资源

日益减少 ,随着市场需求量不断加大 ,仅靠传统方法采集野

生岩白菜素资源植物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本文通过对国内

外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的种类及其分布、利用现状、种植

开发状况等进行概述 ,以期为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的保护

及合理和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借鉴。

1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种类及其分布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丰富 ,现有虎耳草科 ( Saxif ra2
gaceae) 、紫金牛科 (Myrsinaceae) 、忍冬科 (Caprifoliaceae) 、大

戟科 ( Euphorbiaceae) 、豆科 (Leguminosae) 、无患子科 (Sapin2
daceae) 、香膏科 ( Humiriaceae) 、景天科 (Crassulaceae) 、买麻

藤科 ( Gnetaceae ) 、牛栓 藤科 ( Gonnaraceae ) 、金缕 梅科

( Hamamelidaceae ) 、龙 脑 香 科 ( Dipterocarpaceae ) 、菊 科

(Compositae) 、苦苣苔科 ( Gesneriaceae) 、胡桃科 (J uglandace2
ae) 、山柚子科 ( Opiliaceae) 、葡萄科 ( Vitaceae) 、桃金娘科

(Myrtaceae) 、千屈菜科 (Lythraceae) 、桑科 ( Moraceae) 20 科

的 37 属 88 种植物中发现含有岩白菜素 (表 1) 。岩白菜素在

不同的科属、同属的不同种之间量的差异很大 ,其中虎耳草

科鬼灯檠属、岩白菜属、落新妇属的大部分植物中量较高 ,应

用最多 ;紫金牛科紫金牛属中分布种类最多 ,有 23 个种和变

种中发现含有岩白菜素的研究报道。

1. 1 　鬼灯檠属 :虎耳草科鬼灯檠属 ( Rod gersia Gray) 植物

全世界共 5 种 3 变种 ,日本、朝鲜、印度锡金邦、尼泊尔各产

一种 ,我国产鬼灯檠 R1 podophy l la A1 Gray、七叶鬼灯檠

R1 aesculi f olia Batalin、西 南 鬼 灯 檠 R1 sambuci f olia

Hemsl1 、羽叶鬼灯檠 R1 pinnata Franch1 4 种和滇西鬼灯檠

R1 aesculi f olia Batalin var1 henricii ( Franch1 ) C1 Y1 Wu、

光腹鬼灯檠 R1 sambuci f olia Hemsl1 var1 est ri gosa J1 T1
Pan、伏毛鬼灯檠 R1 pinnata Franch1 var1 st ri gosa J1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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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3 变种 ,七叶鬼灯檠、西南鬼灯檠、羽叶鬼灯檠和光腹鬼

灯檠、伏毛鬼灯檠为我国所特有 [72 ] 。鬼灯檠属植物均为多

年生草本 ,根状茎是其主要的药用部位 ,我国所产 4 种均含

有岩白菜素 ,其中西南鬼灯檠、羽叶鬼灯檠、七叶鬼灯檠具有

粗壮的根状茎和较高量的岩白菜素 ,是提取岩白菜素的主要

原料。羽叶鬼灯檠和西南鬼灯檠 ,其药材称为岩陀 ,分布于

云南、四川、贵州海拔 1 000～3 800 m 的林下、林缘、灌丛、草

甸、石隙 [73 ] ,其根状茎长 8～20 cm ,粗 1. 5～6 cm[74 ] 。基于

HPLC 法测定产自云南滇西地区不同产地的西南鬼灯檠根

茎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4. 29 %～4. 63 %[1 ,2 ] ,其中产于玉龙县

鲁甸乡的量最高 ;大理地区的羽叶鬼灯檠为岩白菜素的量为

2. 97 %～4. 14 %[1 ] ,产自剑川县的量最高。七叶鬼灯檠分布

于陕西、宁夏、甘肃、河南、湖北、四川和云南海拔 1 100～

3 400 m的林下、灌丛、草甸、石隙 [73 ] ,根状茎长 8～25 cm ,粗

达 1. 5～3. 5 cm[3 ] 。采用不同方法测定不同地区七叶鬼灯

檠中岩白菜素的量 , 其中陕西平利县的为 4. 99 % ～

5. 29 %[4 ] ;河南省栾川县的仅为 2. 621 %～2. 692 %[5 ] ;陕西

平利、宁陕的为 3. 25 % ～ 6. 07 %[6 ] , 云南大理的仅为

2. 72 %[1 ] ;甘肃康县的为 5. 19 %[75 ] 。陕西 11 个县不同月份

的七叶鬼灯檠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1. 32 %～4. 69 % ,因地区

和采收期不同而不同 ,产地以略阳县最高 ,采收期则是旺盛

生长期的 6～8 月 ,量仅为缓慢生长期的一半 [7 ] 。

1. 2 　岩白菜属 :虎耳草科岩白菜属 (Bergenia Moench)植物全

世界共有 10 种 ,主产于东亚、南亚北部和中亚东南部。我国

产岩白菜 B1 purpurascens ( Hook1 f1 et Thoms1 ) Engl1 、峨眉

岩白菜 B1 emeiensis C1 Y1 Wu、短柄岩白菜 B1 st racheyi

( Hook1 f1 et Thoms1 ) Engl1 、厚叶岩白菜 B1 crassi f olia (L1 )

Fritsch、秦岭岩白菜 B1 scopulosa T1 P1 Wang、舌状岩白菜

B1 li gulata (Wall1 ) Engl1 、岩七 B1 pacumbis (Buch12Ham1 ex

D1 Don) C1 Y1 Wu et J1 T1 Pan) 、天全岩白菜 B1 tianquanin2
sis1 J1 T1 Pan 8 种 ,秦岭岩白菜、峨嵋岩白菜、天全岩白菜 3

种为我国所特有[15 ] 。该属植物均为多年生草本 ,有研究报道

岩白菜、厚叶岩白菜、睫毛岩白菜、舌状岩白菜、岩七、短柄岩

白菜、秦岭岩白菜、峨嵋岩白菜、塔什干岩白菜含有岩白菜素 ,

岩白菜、厚叶岩白菜、舌状岩白菜中岩白菜素量高于 1. 5 %。

岩白菜全草可入药 ,分布于缅甸、印度、不丹、印度锡金邦、尼

泊尔 ,中国的云南、四川、西藏等海拔2 700～4 800 m 的林下、

灌丛下、草甸或石隙 ,植株高 10～50 cm ,根茎长 20 cm ,粗达 3

cm[73 ] 。采用 HPLC法测定产于云南丽江地区野生和人工栽

培岩白菜不同部位岩白菜素的量 ,野生和栽培 4 年的岩白菜

根茎岩白菜素的量分别为7. 25 %～7. 46 %和 5. 14 %～5.

20 % ,而其叶片的量仅为 0. 19 %～0. 27 % ,远远低于根茎的

量[2 ] 。基于 RP2HPLC法测定产自西藏不同地区岩白菜的岩

白菜素的量 ,再次证实不同产地岩白菜素的差异性[9 ] 。厚叶

岩白菜分布于前苏联、阿尔泰山、蒙古、朝鲜及我国的新疆海

拔 1 100～1 800 m的落地松林下或阳坡石隙[73 ] ,其岩白菜素

量为 4. 5 %[10 ] 。舌状岩白菜产自印度、不丹、印度锡金邦、尼

泊尔、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和阿富汗及我国的云南和西

藏 ,海拔 2 300～2 400 m的林下、石隙[73 ] 。采用 RP2HPLC法

测定产自西藏的舌状岩白菜的岩白菜素量为 2. 27 %～

3. 03 % ,不同产地间差异相对较小[11 ] 。

1. 3 　落新妇属 :虎耳草科落新妇属 ( A sti lbe Buch12Ham1 )

植物全世界共有 18 种和 10 变种 (原变种除外) ,分布于亚洲

东部和北美 ,我国产落新妇 A1 chi nensis (Maxim1 ) Franch1
et Savat1 、大果落新妇 A1 macrocarpa Knoll、大落新妇 A1
g randis Stapf ex Wils1 、腺萼落新妇 A1 rubra Hook1 f1 et

Thoms1 、溪畔落新妇 A1 ri vularis Buch12Ham1 ex D1 Don、

阿里山落新妇 A1 macrof lora Hayata、长果落新妇 A1
longicarpa ( Hayata) Hayata 7 种和多花落新妇 A1 ri vu2
l aris Buch12Ham1 ex D1 Don var1 m y riantha (Diels) J1 T1
Pan、狭叶落新妇 A1 ri vularis Buch12Ham1 ex D1 Don var1
angusti f oliata Hara 2 变种 [76 ] 。落新妇、大卫落新妇、溪畔

落新妇、阿里山落新妇、童氏落新妇、多花落新妇、大落新妇、

华南落新妇、大果落新妇等或变种中含有岩白菜素 ,其中落

新妇、大落新妇、大果落新妇、多花落新妇中岩白菜素的量超

过 1. 5 %。落新妇分布于前苏联、朝鲜和日本及我国的黑龙

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山东、浙江、江

西、河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省海拔 390～3 600 m 的山谷、

溪边、林下、林缘、草甸 ,多年生草本 ,以根状茎或全草入

药 [73 ] ,植株高 50～100 cm。采用 RP2HPLC 法测定产于浙

江杭州与临安的落新妇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3. 78 %[16 ] ,采用

HPLC 法测定落新妇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5. 97 %[17 ] 。大落新

妇分布于朝鲜及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安徽、

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省 (区) 海拔450～

2 000 m 的林下、灌丛或沟谷阴湿处 ,高 40～120 cm ,为多年

生草本 ,以粗大的根茎入药 , HPLC 法测定产于浙江杭州与

临安的大落新妇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5. 50 %～5. 65 %[16. 73 ] 。

大果落新妇分布于我国安徽、浙江、福建、湖南等省海拔

500～1 600 m 的沟谷灌丛和草丛中 ,多年生草本 ,植株高

1. 0～1. 3 m , HPLC 法测定产于浙江杭州与临安大果落新妇

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4. 52 %[16 ,73 ] 。多花落新妇分布于我国河

南、陕西、甘肃、湖北、四川、贵州等省海拔 1 100～2 500 m的

山谷沟边或林边 ,为多年生草本 ,植株高 70～150 cm ,有粗

根状茎 ,全草可入药 , HPLC 法测定产于湖南的多花落新妇

岩白菜素的量为 3. 82 %[16. 22 ] 。

1. 4 　紫金牛属 :紫金牛科紫金牛属 ( A rdisia SW1 )植物全世

界约有 300 余种 ,分布于热带美洲、太平洋诸岛 ,印度半岛东

部及亚洲东部至南部 ,少数分布于大洋洲 ,我国产 69 种 ,主

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 [16 ] 。已报道有 28 个种和变种的紫

金牛属植物含有岩白菜素 , 其中紫金牛 A1 j a ponica

( Thunb1 ) Blume、朱砂根 A1 crenata Sims、红凉伞 A1 crena2
ta Sims var1 bicolor (Walker) C1 Y1 Wu et C1 Chen、酸苔菜

A1 solanacea Roxb1 中岩白菜素的量超过 1. 5 %。紫金牛分

布于朝鲜、日本以及我国的陕西及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区 ,生

于海拔 1 200 m 以下的山间林下或竹林下、阴湿的地方 ,为

常绿小灌木 株高 ～ 根状茎细长 全株可入药 [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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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浙江、上海、安徽产紫金牛全草中岩白

菜素的量 ,结果为 1. 02 %～1. 52 %[28 ] ,不同产地的紫金牛全

株岩白菜素的量差异较小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四川产

紫金牛全株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3. 256 %[29 ] 。朱砂根分布于

我国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台湾、广东、广

西、云南、西藏、海南、贵州等省 (区) 海拔 100～2 400 cm 的

山坡林下或较阴湿的灌木丛中 ,为常绿小灌木 ,高 1～2 m ,

以根和根茎入药 [2 ] 。采用薄层扫描法测定朱砂根全草中岩

白菜素的量为 1. 7 %[29 ] ;采用 HPLC 法测定产自四川朱砂

根全株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3. 858 %[28 ] ,而贵州不同产地朱砂

根岩白菜素的量仅为 1. 01 %～1. 654 %[29 ] 。红凉伞是朱砂

根的变种 ,产地及形态与朱砂根相近 [72 ] ,通过 HPLC 法测定

产自贵州的红凉伞根中岩白菜素的量为 4. 036 %[29 ] 。酸苔

菜分布于南亚地区及我国的云南、广西南部海拔 400～

1 500 m的疏密林中或林缘灌丛 ,株高达 6 m 以上 ,为灌木或

乔木。采用薄层扫描法和 HPLC 法测定产自云南酸苔菜全

株的岩白菜素的量分别为 1. 80 %和 1. 883 %[28 ,29 ] 。

1. 5 　其他药源植物 :除上述 4 个属外 ,虎耳草科虎耳草属

( S ax i f rage L1 ) 3 种、涧边草属 ( Peltoboy kinia Engl1 ) 2 种 ;

忍冬科荚蒾属 (V iburnum L1 ) 1 种 ;大戟科野桐属 ( M allotus

Lour1 ) 3 种、白饭树属 ( Fl ueg gea Willd1 ) 2 种、一叶萩属 ( S e2
curinega J uss1 ) 2 种、算盘子属 ( Glochi dion J1 R1 et G1
Forst1 ) 1 种、叶下珠属 ( Phy l lanthus L1 ) 1 种、血桐属

( M acaranga Thou1 ) 1 种 ; 豆科盾柱木属 [ Peltophorum

(Vog1 ) Benth1 ]、云实属 ( Caesal pinia L1 ) 、含羞草属 ( Mi2
mosa L1 ) 、五桤木属 ( Pentaclethra Benth1 )各 1 种 ;无患子科

异木患属 ( A llophy lus Linn1 ) 1 种 ;香膏科 S acoglottis Mart1
属和 H umi ria Aubl1 属各 1 种 ;景天科红景天属 ( R hodiol a

L1 ) 1 种 ;买麻藤科买麻藤属 ( Gnetum L1 ) 1 种 ;牛栓藤科牛

栓藤属 ( Connarus L1 ) 1 种 ;金缕梅科腊瓣花属 ( Cory lopsis

Sieb1 et Zucc1 ) 2 种及牛鼻栓属 ( Fortunearia Rehd1 et

Wils1 )和枫香属 (L iqui dambar L1 )各 1 种 ;龙脑香科青梅属

(V atica L1 ) 3 种及娑罗双属 ( S horea Roxb1 et Gaertnf、坡垒

属 ( Hopea Roxb1 ) 、瓦特香属 (V ateria L1 ) 各 1 种 ;菊科 V i2
coa Cass1 属 1 种 ;苦苣苔科马铃苣苔属 ( Oreocharis Benth1 )

1 种 ;胡桃科青钱柳属 ( Cyclocary a Iljinsk1 ) ;山柚子科甜菜

树属 ( Yunnanopi l ia C1 Y1 Wu et D1 Z1 Li) 1 种 ;葡萄科白

粉藤属 ( Cissus L1 ) 1 种 ; 桃金娘科蒲桃属 ( S y z y gi um

Gaertn1 ) 1 种 ;千屈菜科虾子花属 ( W ood f ordia Salisb1 ) 1

种 ;桑科榕属 ( Ficus L1 ) 1 种 ,共计 19 科 33 属 43 种植物均

有测定或分离出岩白菜素的报道 ,但量较低或尚未进行定

量 ,具体见表 1。随着植物化学的深入研究 ,更多含有岩白

菜素的植物资源将不断被发现。

2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利用现状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种类丰富 ,已报道含有岩白菜素

的植物有 88 种。岩白菜司的岩白菜、厚叶岩白菜 ,鬼灯檠属

的羽叶鬼灯檠、七叶鬼灯檠 ,落新妇属的落新妇、大落新妇、

多花落新妇 ,紫金牛属的紫金牛、朱砂根是我国传统的民族、

民间草药。主要用于止咳、抗菌消炎、清热解毒、祛风除湿、

散瘀止痛等。岩白菜、紫金牛、岩陀 ,朱砂根、都曾被列入《中

国药典》,岩白菜被列入云南省药品地方标准。诸多药源植

物均含有相当的岩白菜素 ,与法定的岩白菜素药源植物具有

相同的用药基础 ,厚叶岩白菜、秦岭岩白菜被作为岩白菜的

代用品 ,七叶鬼灯檠被作为岩陀的代用品。岩白菜、厚叶岩

白菜、舌状岩白菜、西南鬼灯檠、羽叶鬼灯檠、七叶鬼灯檠、落

新妇、大落新妇、大果落新妇、多花落新妇、红凉伞、紫金牛、

朱砂根、酸苔菜、P1 w atanabei、M1 repandus 等植物 ,岩白菜

素的量均超过 1. 5 % ,具有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

　　岩白菜以根入药 (民间亦以全草入药) ,为民间及我国少

数民族 (藏、维吾尔、纳西等族)草药 ,在西藏用其治痢疾 ,在云

南、新疆用其治气管炎。中医临床广泛用于治疗咳嗽、吐血、

便血、肠炎、白带、肿毒等 ,外用治疗疮毒、疥癣。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以前岩白菜是我国西南地区生产岩白菜素的主要药源

植物 ,由于长期过度的开发利用 ,导致野生岩白菜资源遭到严

重破坏 ,已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二级保护植物。厚叶岩白菜

是哈萨克族的常用药 ,在新疆地区用于治咳嗽、吐血、头晕。

岩陀 (西南鬼灯檠和羽叶鬼灯檠)为云南傈僳族、苗族习

用的草药 ,具有解热、祛风、收敛的功效 ,主要用于治疗肠炎、

痢疾、风湿性关节炎、跌打损伤 ,外用治外伤出血、阴囊湿疹

等。其收购量每年超过 1 000 t ,是我国西南地区用于岩白

菜素生产的主要药源植物。七叶鬼灯檠在民间有着悠久的

药用历史 ,主要用于治疗湿热下痢、外伤出血、白浊带下、咽

喉肿痛、脱肛、子宫脱垂等。

朱砂根根茎具有祛风除湿、散瘀止痛、消肿等功效 ,民间

用于治疗咽喉肿痛、扁桃体炎、口疮、牙痛、关节疼痛、月经瘀

痛、跌打损伤等。紫金牛为土家族常用草药 ,用于治疗肺痿、

咳嗽及火眼等 ,具有活血、散瘀、止血的功效 ,主要用于治疗

跌打损伤、盘骨疼痛、月经瘀闭、痛经、黄疸肝炎、支气管炎、

咳血、漆疮等。

落新妇、大落新妇、多花落新妇等均为民间习用草药 ,落

新妇浙江民间用于活血祛瘀、清热解毒、止痛镇痉、恶性肿

瘤 ,江西民间用于治劳伤过度、筋骨酸痛、毒蛇咬伤、跌打损

伤等 ;大落新妇民间用根茎治疗筋骨酸痛、无力等症 ;多花落

新妇民间主要用其全草治疗伤风及感冒、头痛、偏头痛等症。

我国有云南、陕西、四川、河北、北京、辽宁、浙江、江西、

济南、湖南、广州、重庆、贵州、甘肃、新疆、湖北 16 个省 (区)

的 62 家制药企业以岩白菜素为原料生产 36 种成药品种。

我国的云南、四川、陕西、新疆等 18 家制药企业以西南鬼灯

檠或羽叶鬼灯檠 (岩陀) 、岩白菜、厚叶岩白菜等为原料生产

有岩白菜素提取物 ,其中云南有生产岩白菜素的制药企业

12 家 ,是我国最大的岩白菜素生产省。由于市场需求量大 ,

制药原料全部依靠采挖野生资源 ,多数岩白菜素药源植物多

生长在高海拔地区 ,生长速度缓慢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

需求紧张 ,其中岩白菜资源已濒临枯竭。尽管鬼灯檠属植物

资源在云南、甘肃和陕西秦巴山区有较大的蕴藏量 ,但难以

长期满足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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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概况

Table 1 　Situation of resources for medicinal source plants with bergenin

科 属 种及其部位和岩白菜素质量分数/ %

虎耳草科 鬼灯檠属 (1)西南鬼灯檠 R1 sambuci f olia1 根茎 4. 29～4. 63 [1 ,2 ] ; (2)羽叶鬼灯檠 R1 pinnata1 根茎 2. 97～4. 14 [1 ] ;
(3)七叶鬼灯檠 R1 aesculi f oli a根与根茎 1. 32～6. 07 [3～7 ] ; (4)鬼灯檠 R1 podophy lla根茎 [8 ]

岩白菜属 (1)岩白菜 B1 purpurascens1 叶片 0. 19～0. 27 [2 ] ,根茎 5. 14～7. 46 [2 ,9 ] ; (2)厚叶岩白菜 B1 crassi f olia 根
茎 4. 5 [10 ] ; (3)舌岩白菜 B1 pacumbis 根与根茎 0. 907～3. 03 [11 ] ; (4) 短柄岩白菜 B1 st rachey i 根 [12 ] ;
(5) B1 l i gulata 根 0. 6 [12 ,13 ] ; (6) 睫毛岩白菜 B1 ci l iata 根茎 [13 ] ; (7) 秦岭岩白菜 B1 scopulosa 根状
茎 [14 ] ; (8)峨嵋岩白菜 B1 emeiensis[15 ] ; (9)什干岩白菜 B1 ugamica[15 ]

落新妇属 (1)落新妇 A1 chinensis 根与根茎 3. 78～5. 79 [16 ,17 ] ; (2)大卫落新妇 A1 chinensis var1 davidii 根茎 [18 ] ; (3)
溪畔落新妇 A1 riv ularis[19 ] ; (4)阿里山落新妇 A1 macrof lora[20 ] ; (5)童氏落新妇 A1 t hunbergii 根茎
0. 37 [21 ] ; (6)多花落新妇 A1 riv ularis var1 m y riantha 根茎 3. 82 [22 ] ; (7) 大落新妇 A1 grandis1 根茎
1. 04 ～ 5. 65 [16 ,23 ] ; ( 8 ) 华南落新妇 A1 aust rosinensis1 根茎 1. 25 [23 ] ; ( 9 ) 大果落新妇 A1
macrocarpa 4. 52 [16 ]

虎耳草属 (1) 虎耳草 S1 stoloni f era 根茎全株 0. 30～0. 58 [24 ] ; ( 2) 球茎虎耳草 S1 sibi rica[25 ] ; ( 3) 黑蕊虎耳草
S1 melanocent ra[26 ]

涧边草属 (1)涧边草 P1 tel limoi des 根茎 [27 ] ; (2) P1 w atanabei 根茎 5 [27 ]

紫金牛科 紫金牛属 (1) 紫金牛 (矮地茶) A1 j aponica 全株 1. 02～3. 256 [28 ,29 ] ; ( 2) 朱砂根 A1 crenata 全株与根 1. 70～
3. 858 [28～30 ] ; (3) 红凉伞 A1 crenata var1 bicolor 根 4. 036 [29 ] ; (4) 酸苔菜 A1 solanacea 全株 1. 80～
1. 883 [28 ,29 ] ; (5)虎舌红 A1 mamillata 0. 632～0. 684 [31 ] ; (6)百两金 A1 cris pa 根 0. 279 [29 ] ; (7)月月红
A1 f aberi 全株 0. 478 [29 ] ; (8) 莲座紫金牛 A1 prim ulae f olia 全草 1. 11 [28 ] ; (9) 心叶紫金牛 A1 ma2
clurei 全草 [28 ] ; (10)少年红 A1 al y x iae f oli a全草 [32 ] ; (11)缙云紫金牛 A1 j ingyenensis 全株0. 015 [29 ] ;
(12)小乔木紫金牛 A1 arborescens 全株 0. 022 [29 ] ; (13)白花紫金牛 A1 merri l l ii 全株 0. 295 [29 ] ; (14)纽
子果 A1 vi rens 全株 0. 014 [29 ] ; (15)细罗伞 A1 af f i nis 全株 0. 027 [29 ] ; (16)九管血 A1 brevicaulis 全株
0. 507 [29 ] ; (17)尾叶紫金牛 A1 caudata根 0. 060 [29 ] ; (18)珍珠伞 A1 maculosa 全株0. 459 [29 ] ; (19)九节
龙 A1 pusi l la全株 0. 52～0. 141 [28 ,29 ] ; (20)罗伞树 A1 quinquegona 全株 1. 29 [29 ] ; (21)两色紫金牛 A1
bicolor根 [33 ] ; (22)着色紫金牛 A1 colorata果实 [34 ] ; (23)圆齿紫金牛 A1 crenata根 [35 ]

忍冬科 荚蒾属 V1 nervosum 根 [36 ]

大戟科 野桐属 (1)野梧桐 M1 j aponicus 叶和树皮 1. 26 [37 ] ; (2)杠香藤 M1 repandus var1 chrysocarpus 茎 4. 48 [38 ] ; (3)粗
糠柴 M1 phi li p pensis 叶、心材和树皮 0. 5 [39 ]

白饭树属 (1) F1 microcarpa根、叶 [40 ] ; (2)白饭树 F1 vi rosa地上部分 [41 ]

一叶萩属 (1) S1 melanthesoi des 叶 [42 ] ; (2)一叶萩 S1 su f f ruticosa[43 ]

算盘子属 倒卵叶算盘子 G1 obovatum 叶 [44 ]

叶下珠属 落萼叶下珠 P1 f lex uosus 树皮 [45 ]

血桐属 M1 peltata 树皮、心材 0. 35～0. 45 [46 ]

豆科 盾柱木属 非洲盾柱木 P1 af ricanum 树皮 [47 ]

云实属 肉荚云实 C1 di gy na Rottler [48 ]

含羞草属 含羞草 M1 pudica[49 ]

五桤木属 P1 macrophyl la Bent h [50 ]

无患子科 异木患属 A1 edulis var1 edulis 叶片 [51 ]

香膏科 Sacoglottis属 S1 gabonensis 树皮 [52 ]

H umi ria属 H1 balsami f era[53 ]

景天科 红景天属 大株红景天 R1 ki ri low ii 根 [54 ]

买订藤科 买麻藤属 乌拉买麻藤 G1 ula地上部分 0. 08 [55 ]

牛栓藤科 牛栓藤属 C1 monocarpus 根 1. 5 [56 ]

金缕梅科 腊瓣花属 (1)蜡瓣花 C1 sinensis Hemsl1 叶 [57 ] ; (2) C1 s picata树皮 [58 ]

牛鼻栓属 牛鼻栓 F1 sinensis 叶 [57 ]

龙脑香科 娑罗双属 S1 lep rosula心材 [58 ]

埃垒属 H1 uti l is 心材 [59 ]

青梅属 (1) V1 dios py roi des[60 ] ; (2)青梅 V1 mangachapoi 茎皮 [61 ] ; (3) V1 pauci f lora[62 ]

瓦特香属 V1 indica 茎、树皮 [63 ]

菊科 V icoa 属 V1 vestita 地上部分 [64 ]

苦苣苔科 马铃苣苔属 长瓣马铃苣苔 O1 acericula[65 ]

胡桃科 青钱柳属 青钱柳 C1 paliurus[66 ]

山柚子科 甜菜树属 甜菜树 Y1 longistaminea[67 ]

葡萄科 白粉藤属 苦朗藤 C1 assamica 藤茎 0. 9156～1. 221 [68 ]

桃金娘科 蒲桃属 乌墨 S1 cumini [69 ]

千屈菜科 虾子花属 虾子花 W1 f ruticosa[70 ]

桑科 榕属 聚果蓉 F1 racemosa[71 ]

3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种植开发状况

长期过度无序的采挖导致野生药源植物自然更新能力下

降、蕴藏量日益减少 岩白菜素原料收购价逐年上涨。只有对

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岩白菜素药源进行规模化生产 ,才能实现

岩白菜药源的可持续利用。岩白菜是所有药源植物中唯一实

现人工种植的植物 已在云南省的永胜、鹤庆、澄江、文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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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拉等县开展了岩白菜的人工驯化栽培。近年来 ,永胜县

永北镇种植岩白菜约 20 hm2 ,产量达 6 075 kg/ hm2 ,种植 2 年

的植株岩白菜素质量分数为 4. 5 %。野生条件下 ,岩白菜分布

在海拔 2 700～4 800 m 地区 ,分布海拔相对较高 ,根茎生长速

度慢 ,生长周期长 ,单位面积产值低 ,难以形成规模化种植。

近年来 ,厚叶岩白菜、落新妇、朱砂根、红凉伞、虎舌红等岩白

菜素药源植物已有引种栽培技术和繁殖技术研究的报道 ,但

主要作为观赏植物 ,未作药用植物使用。

4 　结语

岩白菜素药源植物资源种类丰富 ,多种植物均含有相对

较高量的岩白菜素 ,通过对这些植物资源的岩白菜素生产效

率评价 ,可拓宽岩白菜素的药源渠道。岩白菜根茎中岩白菜

素最高可达 7. 46 % ,是有报道的含岩白菜素量最高的植物 ,

由于长期过度的开发利用 ,导致岩白菜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已濒于枯竭 ;岩白菜分布海拔相对较高 ,根茎生长速度慢 ,

生长周期长、单位面积产值低等 ,导致栽培范围狭小 ,栽培面

积不大 ,一直不能形成规模化生产。有开发利用价值的岩白

菜素药源植物应是一种市场需求稳定、量高和生物量高以及

生产效率高的植物。岩陀作为一种根状茎和生长量较岩白

菜粗壮、大 ,有较高的干物质生产效率 ,生长海拔下限也较岩

白菜低 ,分布范围更广的多年生草本 ,近年来 ,作为替代岩白

菜的岩白菜素药源具有很好的开发利用价值 ,已成为西南地

区生产岩白菜素的主要原料。因此 ,通过加大科研与开发投

入 ,向药农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积极引导和扶持人工种植基

地建设等 ,才能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栽培技术 ,实现岩陀资源

的合理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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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环三萜类化合物植物资源分布广泛 ,具有显著抗癌、抗炎、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但五环三萜类化合
物普遍生物利用度较低 ,且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部分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在临床应用及推进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 ,故
更为深入地探讨和明确五环三萜类化合物的吸收特征及其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就国内外学者对五环三萜
类化合物吸收特征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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