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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鲜药是中医治病的特色之一，其临床应用贯穿于中医药学起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但目前对鲜药的物质基础研究不

够，导致无法对鲜药制剂进行合理设计，以致不能对剂型改革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成为制约鲜药现代制剂开发和发展的瓶颈。

主要介绍了近年来鲜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鲜药的物质基础包括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汇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用“组分结构理论”来进行鲜药的物质基础研究，开辟了一条鲜药研究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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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药即鲜采鲜用的中药，包括新鲜植物药和新

鲜动物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鲜药是中医

治病的特色之一，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

毒”到提出“中药鲜用”以及“生者尤良”的观点，

鲜药的应用一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具有丰富的使

用经验和十分重要的中医临床应用价值，其临床应

用贯穿于中医药学起源与发展的整个过程[1]。鲜药

的应用是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积累

的宝贵财富，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精华的继承。 
1  鲜药临床应用及制剂开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1  近现代鲜药的临床应用情况 

有文献记载，唐代官府开辟 300 亩药园，专供

太医署获取鲜药之用[2]；宋代有城郊药农专门为各

大药店提供鲜药[3]；明代《本草纲目》中就有 1 100
多条应用鲜药的附方，古代鲜药的应用到达了一个

巅峰。到了近现代，由于鲜药的培养、贮藏及运输

成本较高，鲜药的应用方法加上药材保鲜技术落后

以及历史原因和受环境等因素的约束，出现中药房

无备用鲜药；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鲜药难以

在临床中广泛使用，临床上主要以干品代替，鲜药

几乎不用，鲜药的应用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未能

得到发展[4]。 
1.2  鲜药制剂起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药材实

现了 GAP 生产基地模式的规模化栽培，保证了鲜

药来源，现代贮藏及运输条件大大提高，中药保鲜

也尝试应用了一些现代高新技术，如气调贮存、真

空冷冻干燥、冷冻贮藏、密封冷藏以及应用保鲜剂

来保鲜。鲜药现代制剂开发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开发出了“金龙胶囊”[5-6]、“金水鲜胶囊”、“鲜益

母草胶囊”[7]等，但鲜药制剂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在

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技术与生产远远未走上产业

化、规模化道路。笔者认为，鲜药制剂的研究与开

发不仅要适应临床需求，还要彻底解决临床鲜药的

来源及保鲜问题。其中问题的关键是对鲜药的物质

基础研究不够，导致无法对鲜药制剂进行合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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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不能对剂型改革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成为制约

鲜药现代制剂开发和发展的瓶颈。 
因此，本文对近年国内外有关鲜药的物质基础

方面的研究，包括鲜药的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

进展进行整理概述。 
2  国内鲜药物质基础的研究进展 

20 世纪 80 年代，曾有国内中医药领域的有识

之士呼吁恢复一度中断的鲜药供应，并加强对鲜药

的基础研究工作。国内许多临床工作者及科研单位

投入到鲜药的研究开发工作中。随后，鲜药的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等工作不断开展。 
2.1  化学成分研究 

鲜药的化学成分研究表明，与加工后的干品比

较，成分常会发生明显变化。在非挥发性成分研究

方面，发现鲜地黄与干地黄中麦角甾醇、梓醇、糖

类成分的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鲜地黄中麦角甾苷

的量在 0.1%以上，而干燥后的生地黄中其量明显降

低；鲜地黄中梓醇、还原糖和多糖的量均高于干品

2～3 倍[8-9]。吴锦忠等[10]进行了鲜人参、红参的氨

基酸成分比较研究，发现人参加工后氨基酸量明显

减少，三七素也有减少。马妮等[11]对鲜三七与干三

七皂苷的量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鲜三七皂苷量比

干三七要高，而且 3 个单体皂苷降低程度依次为人

参皂苷 Rg1＞R2＞Rb1。鱼腥草中抗菌活性成分生癸

酸乙醛在干药中的量甚微[12]，孟江等[13]发现冻干鲜

鱼腥草酚类成分的量高于干药，是干药的 4～6 倍。

曾建国[14-15]研究发现紫锥菊的咖啡酒石酸、绿原酸、

海胆苷、菊苣酸 4 种活性成分鲜品的量均显著高于

干药；红车轴草的鹰嘴豆芽素 A、鹰嘴豆芽素 B、
染料木素、大豆苷元等成分及草木犀的香豆素类成

分各生长发育时期的量也均高于干药。王宝华等[16]

对鲜泡桐花与阴干泡桐花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研

究，结果显示鲜泡桐花中总黄酮的量较高，经阴干

后总黄酮的量损失了 64.6%。鲜泡桐花与阴干后干

泡桐花中熊果酸的量变化不大，但鲜泡桐花经水提

取的干浸膏中熊果酸的量损失了 98.1%，说明以鲜

泡桐花直接入药较好。周荣汉[17]研究表明缬草中具

有镇静作用的主要成分在干燥根茎中的量比鲜根中

明显减少。刘人树等[18]对鲜虎杖在储藏过程中白藜

芦醇苷及苷元量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鲜

虎杖药材中白藜芦醇苷及苷元的量受时间影响很

大，经高温处理后量的变化减小，说明药物所含的

酶起重要作用。 

在挥发性成分研究方面，林茂等[19]采用 GC-MS
研究了鲜姜和干姜精油成分。研究发现，鲜姜和干

姜干物质提取率分别为 7.7%和 2.8%；在鲜姜和干

姜精油中共鉴定出 60 种化合物，其中有 2 种在干姜

精油中特有，有 12 种在鲜姜精油中特有，相对质量

分数在 3%以上的成分在鲜姜和干姜中均为 8 种；

鲜姜精油色泽透明、辛香、有柠檬味、略带鲜花香

气，而干姜精油色泽浑浊辛香，不具有鲜姜所特有

鲜花香气。吴国欣等[20]对干、鲜石荠苎精油及其化

学成分进行了比较研究，鲜石荠苎的精油量为

0.345%～0.365%，干石荠苎的精油量为 1.502%～

1.760%；从鲜石荠苎的精油中检测到 114 个色谱峰，

从干石荠的精油中检测到 142 个色谱峰，二者精油

中有 60 种成分相同。张永清等[21]对徐长卿鲜品与

干品挥发油成分进行了分析，鲜品挥发油中的成分

有 17 种，而干品挥发油中的成分只有 10 种，其中

有 8 种成分为鲜品与干药所共有，鲜品中有 9 种特

有成分，干品中有 2 种特有成分。由于小分子挥发

性成分的损失，徐长卿鲜品挥发油中丹皮酚的相对

质量分数低于干品。韩淑萍等[22]对佩兰的挥发油化

学成分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鲜佩兰经加工后其

主要成分冰片烯由原来的 63.65%减少到 0.13%，鲜

佩兰挥发油总量高于其干药近 2 倍。 
2.2  药理作用研究 

鲜药的药理研究表明，其与干品的药理作用具

有差异。韩淑萍等[22]研究表明，鲜佩兰在抗菌和对

淀粉酶作用方面明显优于干佩兰。周德文等[23]进行

了生姜和干姜对心血管系统的药理作用研究，发现

鲜姜可以使前列腺素 F2α 引起的离体肠系膜静脉的

收缩作用增强，而干姜的作用则相反。研究发现，

马齿苋鲜品可增加家兔心肌收缩力和收缩速度，而

干品却减弱家兔心肌收缩力[24]。杨明华等[25-26]进

行了鲜益母草药理活性的研究，结果表明鲜益母草

对大鼠子宫的收缩作用比同批次晒干后益母草强，

鲜益母草胶囊的药理活性比同剂量的益母草流浸膏

强。梁爱华等[27]从止血和免疫作用方面，进行了鲜

地黄与干地黄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发现鲜地黄汁、

鲜地黄煎液对诱导的小鼠凝血时间延长的作用明显

强于干地黄煎液，鲜地黄能使类阴虚小鼠的脾脏淋

巴细胞碱性磷酸酶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强，并可增强

ConA 诱导的脾脏淋巴细胞转化功能。王金华等[28]

通过动物实验进行了生姜与干姜药理活性的比较研

究，结果表明相同剂量下鲜姜水煎剂止呕、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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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作用强于干姜水煎剂，生姜水煎剂可明显抑制

鸽子的呕吐次数，减少呕吐指数；对致热大鼠有显

著的解热作用；并可显著降低家兔眼睑结膜的刺激

作用。孟江等[29]进行了鲜、干鱼腥草的药效学实

验，发现鱼腥草鲜品抗炎、止咳和抑菌活性优于干

品。Chang 等[30]采用生物检测定向分段法对新鲜无

根藤的甲醇提取物进行了分离，分得了 17 个化合

物，其中有 6 个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血小板聚集作

用。Yin 等[31]分析了 8 种鲜药中的齐墩果酸和熊果

酸的量，其中女贞子、山楂的齐墩果酸和熊果酸的

量随季节变化较大（200～650 mg/g）；等量的齐墩

果酸和熊果酸抗氧化活性比氟安定强，比 α-生育

酚弱；在 75～100 ℃，齐墩果酸的抗氧化活性显

著高于 α-生育酚和熊果酸；在 pH 2～4，齐墩果酸

和熊果酸的抗氧化活性显著高于 α-生育酚。另外，

齐墩果酸和熊果酸在超氧阴离子清除活性、螯合作

用、黄嘌呤氧化酶抑制作用和还原能力方面都显示

了剂量依赖性。 
3  国外鲜药的研究进展 

国外对鲜药研究也十分重视，应用的鲜药有百

余种，并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发了一系列疗效较好的

鲜药制品。1985 年德国低古萨有限公司向中国申请

了用鲜春菊提取有效成分的专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法国、美国、日本等就有不少关于鲜药制剂

的专利[32]，并且开发出了很多制剂，如法国的 SIPF
制剂、德国的 Immunopret Echinacea制剂、Espa-Imun
滴剂、Phytodolor N 制剂、香天葵汁、日本的妥胃-U
片以及 Resplant 榨汁剂、Aescorin N 软膏等。其中

法国生产的 SIPF 制剂含有所有鲜药中具有的活性

成分，在服用时甚至呼吸酶如氧化酶与触酶的活性

成分还能得到恢复。1998 年后至今，国外相关鲜药

的物质基础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分为 4 类。 
3.1  第 1 类   

研究者在进行方法研究时，间接对鲜药进行了

有效成分量和活性等方面的研究。如智利学者

Troncoso 等[33]采用改进的 HPLC 法对鲜迷迭香中的

主要具有抗氧化活性的酚类成分迷迭香酸和鼠尾草

酸进行了测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多波长可见紫

外光谱校正曲线，可快速定量抗氧化活性物质。丹

麦学者 Justesen[34]对莳萝、荷兰芹和薄荷科芬芳植

物等可食用的鲜药中黄酮组分进行了 APCI 低能量

碰撞诱导解离的质谱分析，为分析鲜药中未知黄酮

成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替代方法。 

3.2  第 2 类 
    当地民间药的研究。加拿大学者 ven Murthy
等[35]对印度传统医学中可治疗神经性紊乱的药用

植物，号称“印度人参”的 ashwagandha（包括鲜

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基础研究。以色列学者

Rabia[36]对巴勒斯坦新鲜、熟、干等不同形式的民间

植物药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它们既可食用也可用

于治疗疾病，是潜在的的癌症化学预防剂。土耳其

学者 Erdemoglu 等[37]对多种土耳其民间植物药的醇

提和水提物进行了体内抗炎和抗感受伤害作用研

究，结果显示，不论鲜品还是干品都具有潜在的抗

炎和抗感受伤害作用。 
3.3  第 3 类 
    国外常用鲜草药如鲜绿茶、烹调用的草药、香

料、敷料的酚类成分及其抗氧化活性研究。美国学

者 Henning 等[38]对罗勒、辣椒、芫荽、莳萝、大蒜、

生姜、芸香草、牛至、荷兰芹 9 种常用鲜草药和 1
种意大利混合草药进行了抗氧化活性研究以及测定

了鲜药与其加工处理后的干品中酚类化合物的量。

在这些鲜草药中鲜牛至和干牛至均显示了最高的抗

氧化活性；除了干大蒜和鲜芸香草，所有鲜、干草

药都具有抗氧化活性；大蒜、辣椒、莳萝、牛至、

荷兰芹干品比鲜品的抗氧化活性有所降低；抗氧化

活性强弱和酚类化合物的量相关。意大利学者

Ninfali 等[39]对与营养相关的蔬菜、香料、敷料的抗

氧化活性进行了研究。其中小茴香和鲜姜在香料中

抗氧化活性（氧自由基清除能力）最显著。韩国学

者 Yoo 等[40]对绿茶、黑茶、蒲公英、山楂、蔷薇果、

甘菊的鲜品的清除超氧阴离子的能力进行了研究，

其中鲜绿茶的 IC50 值为 20 mg/mL，活性最强。 
3.4  第 4 类 
    对鲜药的榨汁、浸出物或提取物以及含鲜药复

方的成分和活性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法国学者

Pierre等[41]对 28种草药的水提物进行了体外人血小

板聚集试验，其中鲜荨麻、鲜紫花苜蓿、鲜洋甘菊

等表现出显著的抑制血小板聚集能力，它们的抑制

作用是通过不同机制介导的。波兰学者 Chudnicka
等[42]对甘菊、金银花、金盏花、车前子杉木、小米

草的鲜榨汁及其水浸出物中酶的活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金银花、金盏花鲜榨汁的酶活性最高，

总体上鲜榨汁的酶活性大于水浸出物，且干燥过程

会导致酶活性降低。瑞士学者 Hostanska 等[43]对贯

叶金丝桃鲜品和干品的水、醇提取物进行了体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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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研究，鲜品和干品的水、醇提取物在 3 种

不同恶性细胞中均有抑制肿瘤生长和诱导细胞凋亡

的作用，此作用与贯叶金丝桃素的光毒性有关，且

鲜品中贯叶金丝桃素的量超过干品约 47%。波兰学

者 Anyzewska 等[44]对黑点叶金丝桃及其鲜汁提取

物、制剂产品中的金丝桃素进行了测定，发现黑点

叶金丝桃传统水浸出物可用于胃肠疾病的治疗，乙

醇浸出物（含金丝桃素和贯叶金丝桃素）可用于轻

度抑郁症的治疗。韩国学者 Lee 等[45]研究了由芍药、

肉桂、酸枣仁、鲜姜、甘草组成的汤剂（GJT）对

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的大肠炎的抑制作用，

结果显示，GJT 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和抑制心肌收

缩作用；GJT 和 5 个草药中的主要活性组分（芍药

苷、肉桂醛、酸枣仁皂苷 A、酸枣仁苷元、甘草酸

二铵）均能显著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性。美国学者

Amagase 等[46]临床对 60 名中国老年健康受试者

（55～72 岁）每人给予枸杞汁 120 mL/d（相当于 150 
g/d，与传统剂量相当），进行了 30 d 随机双盲对照

试验。结果显示，服用枸杞汁组受试者的淋巴细胞

数目、白细胞介素-2 水平以及免疫球蛋白 G 水平与

空白组相比有显著性提高；另外，枸杞汁组能够助

睡眠、缓解疲劳、提高短期记忆力和注意力，且临

床没有任何不适症状和正常生理指标的改变。 
4  应用鲜药物质基础“组分结构理论”将为鲜药

研究开辟新途径 
我国有着丰富的鲜药资源和长期临床使用鲜药

的经验，据调查，在 2 000 多种常用中药中，有 486
种（占 22.7%）在传统用法中是以鲜用为主[47]，分

属 118 科、326 属。在《鲜药的研究与应用》中收

载的现代临床常用鲜药有 50 多种。但由于几十年来

鲜药和鲜药制剂较少直接运用于临床，因此目前国

内对中药鲜药的基础研究相对较少，仍处于起步阶

段。虽然国内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了一些鲜药材在干

制过程中，化学成分的量会发生变化，有时其主成

分也会发生变化；干、鲜品在药理作用和疗效上确

有明显差异，但仅是针对少数有限的几种药材进行

研究（尤其是国内），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而国外

鲜药的基础研究和制剂开发水平显然领先于国内，

但其研究仍然是“有效成分–活性–效应–机制–

制剂开发”的化学药研究思路。因此，当前的研究

缺乏一种基于中药整体观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用于

鲜药的物质基础及其组分天然配比与生物活性的系

统研究。 

4.1  鲜药物质基础“组分结构理论”的提出 
为了充分研究中药鲜药，基于鲜药研究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提出鲜药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有序的整

体，具有“3 个层次多维结构”[48]。3 个层次：一

是组成物质基础的最基本单元为单体成分，具有稳

定的结构；二是由同一类化学成分构成的组分，组

分中各单体成分之间存在配比关系，是一维结构；

三是由多组分构成的整体即中药的物质基础，各组

分间存在配比关系，是一维结构。这就是所归纳的

中药物质基础的 3 个层次多维结构的“组分结构理

论”假说[49]在鲜药研究领域的新应用。 
笔者认为，中药鲜药的组成是一个有机整体，

一般含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化学成分，在防治疾

病的过程中，多种化学成分同时作用于机体，相互

协同，同时对机体从生理、病理上进行调整，表现

为整体作用，达到治病的目的。鲜药的药效物质基

础也不是单一化学成分的简单相加。鲜药的单体成

分可以是强效的，也可以是弱效的，既不能简单认

为某一主要成分即为鲜药的有效成分，也不能机械

地应用化学药的尺度来衡量中药单体成分的活性。

所含成分按一定量比配伍（各组分、有效成分之间

存在的最佳天然配比），往往产生一种或几种原来单

一成分所不具备的效能（产生并保持最大生物活

性），正是鲜药达到治病效果的关键所在。 
4.2  应用“组分结构理论”可全面解析鲜药变化过程 

鲜药的药效有别于干品，必然有其相应的物质

基础，即与活性成分直接相关。经初步统计分析表

明，传统医家提倡使用的鲜药品种大多数是含有挥

发性成分、蛋白质及酶类、多肽类、维生素类等物

质，这些物质成分对热都极不稳定，表现为遇热则

被破坏，这一点目前已得到现代科学实验的充分证

明[50]。另一方面，如果从中药药性理论来看，相当

一部分传统鲜药品种其药性均属于寒凉性，同一来

源的动、植物由鲜变干的过程不论其采用什么样的

干燥方式，实质上都是经历了一次由寒到热的炮制

过程。所以，鲜品药物与干品相比其寒凉性更强，

润性更强。另有一些属于辛香类的鲜品药，如藿香、

薄荷等，在加工炮制过程中，其自身的辛香得热（阳）

助，自然就会升腾发散而失味，使原有的药效受损，

甚至完全丧失。因此，在鲜药“组分结构理论”假

说的指导下，采用榨取鲜药汁、冷冻干燥等不受热

的，能使鲜药具有独特疗效的活性成分保持稳定的

方法，最大限度地提取和保留鲜药的活性成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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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药材的天然构象和天然配比，并对其进行物质

基础的组分结构进一步解析。 
5  结语 

鲜药及其制品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恢复对鲜药

的使用上，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依托，借鉴现

代低温提取、分离、干燥、保鲜的最新技术，如超

临界流体提取、膜分离技术、低温冷冻干燥技术、

超声波雾化技术等，并从物质基础组分结构上对鲜

药进行研究，找出鲜药具有独特疗效的活性成分和

使之保持稳定的方法，才能科学地使用鲜药，保证

其疗效。因此，采用鲜药“组分结构理论”假说来

对鲜药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应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新

道路，同时也能丰富和发展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促

进我国鲜药制剂水平现代化，为保证人类健康，解

除广大患者病痛和治疗疑难病症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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