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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商陆为《中国药典》收载品种，包括商陆 Phytolacca acinosa 与垂序商陆 P. americana，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商陆

的特征性化学成分是三萜皂苷，此外还有黄酮、酚酸、甾醇、多糖等成分。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商陆具有利尿、抗菌、抗

病毒、抗炎、抗肿瘤等作用；临床上多用其治疗乙型肝炎、银屑病、过敏性紫癜等疾病。对商陆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

床疗效进行了总结，以期为商陆的开发利用及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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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Phytolaccae Ra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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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tolaccae Radix, including Phytolacca acinosa and P. Americana, is recorded by Chinese Pharmacopoeia for its 
important medicinal property.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Phytolaccae Radix are triterpenoid saponins, and there 
are also flavone, phenolic acid, sterol, and polysaccharides in it. Phytolaccae Radix has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diuretic,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anti-inflammation, anticancer effects, and so on, and it is usually used to treat hepatitis B, psoriasis, 
irritability,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yological action, and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Phytolaccae Radix to promp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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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志》记载，商陆属 Phytolacca L. 植物

全球有35种，其中中国有4种，分别为商陆Phytolacca 
acinosa Roxb.、垂序商陆 P. americana L.、多蕊商陆

P. polyandra Batal. 以及日本商陆 P. ajaponica 
Makino；而其中被《中国药典》2010 年版[1]收录作为

药用的为商陆和垂序商陆。作为传统中药，商陆具有

逐水消肿、通利二便、解毒散结的功效；主治水肿胀

满、二便不通，外治痈肿疮毒等。现有研究发现商陆

的特征性化学成分为三萜皂苷类，其显著的生理活性

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现代药理实验发现商陆有显著的

利尿、抗菌、抗病毒、抗炎、抗肿瘤活性；临床多用

商陆治疗乙型肝炎、银屑病、白带症、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以及乳腺增生等临床疑难病症。但是商陆是有毒

中药，因为其毒性，临床使用受到极大限制[2]。近年

来商陆的研究有了较多新的成果，为了开发利用商陆

这一药用植物资源，本文对商陆的主要化学成分、药

理与毒性作用和临床应用情况进行了综述，为商陆的

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商陆中分离发现的化合物类型包括三萜皂苷

类、黄酮类、酚酸类、甾醇类以及多糖类等，其中

对三萜皂苷元与三萜皂苷类成分研究得较为深入。 
1.1  三萜皂苷类 

商陆最主要的特征性化学成分为三萜皂苷。20  
                                         

收稿日期：2014-03-28 
基金项目：国家“973”项目课题（2013CB531801） 
作者简介：王鹏程（1987—），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中药化学。E-mail: wpcwal@163.com 
*通信作者  匡海学  Tel: (0451)82193001  E-mail: hxkuang@hotmail.com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5 卷 第 18 期 2014 年 9 月 

   

·2723·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从商陆中分离得到 21 个三萜

皂苷元，且均为齐墩果烷型，具体分为 5 种母核类

型：商陆酸、商陆酸 30-甲酯、美商陆皂苷元、加

利果酸、商陆酸 G，结构和名称见图 1 及表 1。此

外，还有 42 种三萜皂苷配糖体从商陆中分离得到，

结构和名称见图 2 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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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萜皂苷元母核结构 
Fig. 1  Skeletons of triterpenoid sapogenins 

表 1  三萜皂苷元类化合物 
Table 1  Triterpenoid sapogenins 

取代基 
编号 化合物 母核 

R1 R2 R3 R4 R5 R6 
植物

来源
文献

 1 美商陆皂苷元 I OH H CH2OH H COOC H a 3 
 2 2-羟基商陆酸 I OH H CH2OH H COOH H a、b 3 
 3 商陆酸 I H H CH2OH H COOH H a、b 3 
 4 商陆酸-30-甲酯 I H H CH2OH H COOC H b 3 
 5 商陆浆果皂苷元 I OH H H H CH3 H b 4 
 6 斯普古拉杰酸 A I H Ac H H CH3 H a 4 
 7 异商陆酸 A I H Ac CH2OAc CH3 H H a 4 
 8 异商陆皂苷元 A I OAc Ac CH2OAc CH3 H H a 4 
 9 30-methylspergulagenate I H H H H CH3 H a 4 
10 美商陆皂苷元 A I OH Ac CH2OH H CH3 H a 5 
11 商陆二酸 A I OH Ac H CH3 H H a 4 
12 商陆二酸 B I OAc H H CH3 H H a 4 
13 acinosprfenin I OH H COOCH H CH3 H a 6 
14 2-羟基-30-氢化商陆酸 I OH H CH2OH H CH2OH H a 7 
15 acinospesigenin B I OH H CHO H COOC H b 8 
16 acinospesigenin C I OH H CHO H COOC OH b 8 
17 商陆二醇 II    CH3 CH2OH  a 8 
18 表乙酰油铜萜酸 II    COOH H  a 8 
19 商陆皂苷元 III  H  H   a、b 8 
20 3β-acetoxy-11α, 23-dihydroxytaraxr- 

14-en-28-oic acid 
IV  CHO     a 5 

21 商陆酸 G V  H  H   a 9 

a: Phytolacca acinosa  b: Phytolacca amer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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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萜皂苷母核结构 
Fig. 2  Skeletons of triterpenoid saponins 

1.2  黄酮类 
商陆中所含的黄酮类成分主要为黄酮醇类和黄

酮木脂素类，其中以山柰酚型黄酮醇为主，黄酮类

成分结构和名称见图 3 及表 3。 
1.3  酚酸类 

目前商陆的酚酸类成分有对羟基苯甲酸、香草

酸、芥子酸、香豆酸、加利果酸、咖啡酸、齐墩果

酸、阿魏酸，其结构和名称见图 3 及表 3。 
1.4  甾醇类 

目前报道已知的商陆甾醇类成分，分别为 β-谷
甾醇、β-胡萝卜素、α-菠菜甾醇、麦角甾醇、Δ7-豆
甾烯醇，结构和名称见图 3 及表 3。 
1.5  挥发油与脂溶性成分 

刘瑞娟等 [29] 利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结合

GC-MS 分析鉴定成分得出 24 个化合物，其中量最

多的是棕榈酸（52.49%）和亚油酸（21.60%），大

于 2%的 6 个成分分别为 1-甲基环十二烯、7-甲氧基- 
2, 2, 4, 8-四甲基三环十一烷、邻苯二甲酸丁基十四

烷基酯、正十五酸、十六酸甲酯、7, 10-十八碳二烯

酸甲酯。易杨华[30]采用 GC-MS 鉴定了 2-乙基-正己

醇、2-甲氧基-4-丙烯基苯酚、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棕榈酸乙酯、带状网翼藻醇、2-单亚油酸甘油酯、

油酸乙酯、棕搁酸 8 种脂溶性成分。 
1.6  其他类 

另外从商陆中还分离得到了生物碱、有机酸类

化合物，以及大分子多糖类[28]及糖蛋白类成分，其

中多糖由半乳糖醛酸、半乳糖、阿拉伯糖和鼠李糖

组成，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9 921 和 3 279；而

研究表明商陆糖蛋白是一种具有显著活性的抗病毒

剂，而且有很强的抗细菌感染作用。结构和名称见

表 3。 
2  药理与毒性作用 
2.1  对泌尿系统的影响 

作为峻下逐水类中药，商陆具有显著的利尿作

用。研究表明商陆根水提液可使离体蟾蜍肾尿流量

增加，毛细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但是对狗未见

显著的利尿作用，对其血压也无明显影响。 
近年来，关于商陆对于肾脏疾病的研究较为深

入，发现对于多种类型的肾脏疾病均具有显著作用。

庞军等[31]发现商陆水煎液可能通过降低血清中的

可溶性白介素 2 受体（sIL-2R）水平使阿霉素肾病

大鼠模型的蛋白排泄量明显减少，血清白蛋白量增

高；将商陆水煎剂与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NS）病

人血清共培养后，发现上清液中 IL-6、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的量显著降低，说明商陆能够抑制

淋巴细胞产生细胞因子，推测其可能对原发性肾病

综合征具有治疗作用。 
商陆皂苷甲（EsA）对于各类肾病模型有很好

的疗效。张亮等[32]发现 EsA 可使抗-Thy1 系膜增

生性肾炎模型大鼠的尿蛋白降低，并能抑制系膜细

胞增殖及基质增生，其疗效优于地塞米松。鞠佃文

等[33]发现 EsA 给药 2 周后的 Heymann 肾炎模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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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萜皂苷类化合物  
Table 2  Triterpenoid saponins 

取代基 
编号 化合物 母核 

R1 R2 R3 R4 R5 
植物 文献

22 商陆皂苷 A VI OH Xyl  4  Glc H COOCH3 H a、b  7 
23 商陆皂苷 B VI OH Xyl H COOCH3 H a、b  7 
24 商陆皂苷 C VI H Xyl  4  Glc H COOCH3 H a、b  7 
25 商陆皂苷 D VI OH Glc H COOCH3 H a  7 
26 商陆皂苷 E VI OH Xyl H COOH H a、b 10 
27 商陆皂苷 F VI OH Xyl  4  Glc H COOH H a 10 
28 商陆皂苷 G VII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a 11 
29 商陆皂苷 H VI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H a 12 
30 商陆皂苷 I VI OH Glc  4  Glc Glc COOCH3 H a 12 
31 商陆皂苷 J VI OH Xyl  4  Glc Glc CH2OH H a  7 
32 商陆皂苷 K VI H Glc  4  Xyl  4  Glc Glc COOCH3 H a 13 
33 商陆皂苷 L VI H Xyl  4  Glc Glc COOCH3 H a 13 
34 商陆皂苷 L1 VI H Xyl  2  Glc Glc COOCH3 H a 14 
35 商陆皂苷 M VIII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 a  8 
36 商陆皂苷 N VI OH Glc  4  Xyl  4  Glc Glc COOCH3 H a 15 
37 商陆皂苷 O VI H Xyl H COOH H a 16 
38 商陆皂苷 P VI OH Glc H COOH H a 16
39 商陆皂苷 Q VI OH Glc  4  Xyl  4  Glc H COOH H a 16 
40 商陆皂苷 R VI H Xyl  2  Glc  2  Rha Glc COOCH3 H a 14 
41 商陆皂苷 S VI OH Xyl Glc COOCH3 H a  6 
42 美商陆皂苷 A VI H Xyl H CH3 H a、b 14 
43 美商陆皂苷 B VI OH Xyl H CH3 H a、b 11 
44 美商陆皂苷 D VI H Xyl  4  Glc H CH3 H a、b  4 
45 美商陆皂苷 D2 VI H Xyl  2  Glc H H H b 17 
46 美商陆皂苷 E VI OH Xyl  4  Glc H CH3 H b  4 
47 美商陆皂苷 F VI H Xyl  2  Glc  2  Rha H H H b 17 
48 美商陆皂苷 G VI OH Xyl H H H a、b  4 
49 多药商陆皂苷 B VI OH Glc Glc CH3 H b 18 
50 phytolacacinoside A VI OH Xyl  4  Glc Glc CH3 OCH3 a 19 
51 商陆皂苷 N-1 VIII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OH b 20 
52 商陆皂苷 N-2 VIII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OCH3 b 20 
53 商陆皂苷 N-3 VIII OH Xyl  4  Glc H COOCH3 OCH3 b 20 
54 商陆皂苷 N-4 IX OH Xyl  4  Glc Glc COOCH3 － b 20 
55 商陆皂苷 N-5 IX H2 Xyl  4  Glc  2  Glc Glc COOCH3 － b 20 
56 未命名 VI OH Glc  3  Gal Glc H H b 21 

57 未命名 VI OH 
Glc Gal

1

Glc
3

 
Glc H H b 21 

58 未命名 VI OH Glc  3  Gal  3  Glc Glc H H b 21 
59 未命名 VI OH Glc  3  Glc H H H b 21 
60 未命名 VI OH Glc  2  Glc  2  Rha Glc H H b 21 

61 未命名 VII OH 
Glc Glc

Glc

2

4  
H － － b 22 

62 未命名 VII OH Glc  3  Gal  2  Rha H － － a 22 
63 未命名 VII OH Glc  3  Gal H － － a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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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黄酮类、酚酸类及甾醇类成分结构 
Fig. 3  Structures of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and phytosterols 

表 3  黄酮类、酚酸类、甾醇类及其他类化合物 
Table 3  Flavonoids, phenolic acids, phytosterols, and other constituents 

编号 化合物 类别 植物 文献 编号 化合物 类别 植物 文献

64 山柰酚 3-O-β-D-吡喃葡萄糖苷 黄酮 b 23 79 β-胡萝卜素 甾醇 a 19 

80 Δ7-豆甾烯醇 甾醇 a、b 25 65 山柰酚 3-O-β-D-吡喃木糖(1→ 

2)-β-D-吡喃葡萄糖苷 

黄酮 b 23 

81 α-菠菜甾醇 甾醇 a、b 25 

82 麦角甾醇 甾醇 a 5 66 山柰酚 3-O-α-L-吡喃鼠李糖

(1→2)-β-D-吡喃葡萄糖苷 

黄酮 b 23 

83 肉蔻豆酸 其他 a 5 

67 山柰酚 3-O-二葡萄糖苷 黄酮 b 23 84 棕榈酸 其他 a 5 

68 槲皮素 3-O-葡萄糖苷 黄酮 b 23 85 刺桐碱 其他 b 23 

69 americanol A 黄酮 b 24 86 棕榈酸单甘油酯 其他 b 23 

70 isoamericanol A 黄酮 b 24 87 γ-氨基丁酸 其他 a 26 

71 黄美味草醇 黄酮 b 25 88 商陆毒素 PWM 其他 a、b 5 

72 对羟基苯甲酸 酚酸 b 23 89 抗病毒蛋白 PAP 其他 b 27 

73 香草酸 酚酸 b 23 90 抗真菌蛋白 PAFP-R1 其他 b 27 

74 芥子酸 酚酸 b 23 91 抗真菌蛋白 PAFP-R2 其他 b 27 

75 香豆酸 酚酸 b 23 92 组胺 其他 b 28 

76 阿魏酸 酚酸 b 23 93 多糖 PEP-I 其他 a 28 

77 咖啡酸 酚酸 b 23 94 多糖 PEP-II 其他 a 28 

78 β-谷甾醇 甾醇 a 19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5 卷 第 18 期 2014 年 9 月 

   

·2727·

鼠，尿蛋白量显著降低，但三酰甘油和胆固醇的变

化不明显；此外，EsA 还能改善免疫复合物沉积，并

能抑制细胞因子 TNF、IL-1 或 IL-6 的产生。商陆抗

病毒蛋白（PAP）能显著改善 IgG 加速型肾毒血清

的生化指标，使血清白蛋白量升高，血清尿素氮、

血清总胆固醇、腹腔吞噬细胞及外周白细胞量减少。 
2.2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商陆中三萜皂苷、多糖均具有显著的免疫活性。

商陆皂苷能诱生干扰素，采用商陆总皂苷和商陆皂

苷辛（EH）能诱导人正常脾细胞和扁桃体细胞产生

γ-干扰素（IFN-γ）、IL-2 及细胞毒素；商陆皂苷辛

（EH）还能诱导小鼠处于 TNF 启动状态，在诱导剂

作用下释放TNF。曹颖瑛等[34]发现商陆皂苷辛（EH）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能够显著增强刀豆蛋白 A（Con 
A）激活的脾淋巴细胞 IL-3、IL-6 的活性，以及 IL-3 
mRNA、IL-6 mRNA 的表达。但是当 EH 浓度更高

时，其促进作用不再增加，反而下降。肖振宇等[35]

发现EsA能降低自身免疫综合征模型小鼠的高水平

的抗 dS-DNA 抗体及抑制 T、B 细胞的过度增殖，

这提示EsA可能通过抑制自身免疫反应亢进的淋巴

细胞功能来参与免疫调节，调整机体内的免疫失衡。 
王洪斌等[36]发现商陆多糖 PAP-I 体外能显著促

进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促进 Con A 及脂多糖

（LPS）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同时刺激小鼠脾淋巴

细胞产生 IL-2 及集落刺激因子（CSF）；还可激活 T
淋巴细胞分泌 IL-2、IL-3，这可能与其促进腹腔巨

噬细胞（MΦ）分泌 IL-l 有关。在双向混合淋巴细

胞培养反应模型中，PAP-I 能增强混合淋巴细胞反

应，说明 PAP-I 可能是通过作用于免疫效应细胞达

到增强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作用。PAP-I 还可呈剂

量依赖性地促进 NC 裸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说明

PAP-I 为非特异的 T 细胞丝裂原，但 PAP-I 是否为 B
细胞丝裂原仍待进一步研究。王洪斌等[37]还发现

PAP-I 体外显著增强对 Con A 诱导的小鼠脾细胞

DNA 多聚酶 α的活性，提示 PAP-I 增强 DNA 多聚

酶 α活性水平可能是其促进免疫功能的重要机制之

一。王洪斌等[38]证实了商陆多糖-II（PAP-II）体外

能显著促进小鼠脾细胞增殖，提示 PAP-II 具有免疫

增强作用，进一步观察 PAP-II 对 Con A、LPS 诱导

的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发现 PAP-II 小剂量可显著

促进丝裂原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且 PAP-II 能显著

并呈剂量及时间依赖性促进小鼠脾细胞产生 CSF，提

示 PAP-II 可能对造血功能有保护作用。 

2.3  抗肿瘤作用 
目前对于商陆抗肿瘤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

陆多糖上。商陆本身无细胞毒活性，但可以通过增

强机体的活性细胞及刺激免疫系统产生细胞因子而

发挥强大间接细胞毒活性。商陆能增强脾细胞杀伤

P815 和 L929 肿瘤细胞活性及 IL-2 诱导的 LAK 细

胞活性，提高 MΦ对 MethA 的细胞毒活性，延长腹

水型小鼠的存活期，显著抑制移植型肿瘤 S180；由

商陆诱生的含多种淋巴因子的制品对人肺癌细胞

株、HeLa 细胞、人肝癌细胞株、Jurkat 及 Malt-4
细胞等均有不同的细胞毒作用，而对人的正常细胞

（WISH 细胞株）无毒性作用[39]。 
商陆多糖 PEP-I 能够显著抑制移植性肿瘤 S180

生长，促进脾脏增生，提高 T 淋巴细胞和 IL-2 的产

生能力，使 MΦ对 S180和 L927 的细胞毒作用增强。

经过 PEP-I 治疗后的荷 S180 小鼠的脾细胞对 ConA
诱导的转化能力显著高于空白组；在 LPS 的辅助下

可呈剂量依赖性地诱生 TNF[40]。以上结果说明

PEP-I 可通过激活 MΦ和启动诱生 TNF 来发挥抗肿

瘤作用；通过增强 T 淋巴细胞功能来抑制移植性肿

瘤；其增强 MΦ细胞毒作用与 IL-l 密切相关。王洪

斌等[41]研究发现 ip PEP-I显著抑制移植性肿瘤S180，

其抗肿瘤活性是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活性实现的；

而体外对 S180 细胞并无细胞毒作用。进一步研究发

现 PEP-I 合用环磷酰胺（Cy）组的抗 S180 效果、IL-2
产生能力、外周血白细胞数、骨髓有核细胞数及骨

髓细胞对 rmGM CSF 刺激增殖能力都显著高于 Cy
组，说明 PEP-I 不仅具有增强免疫功能作用，而且

还有保护造血功能的作用。 
商陆对肿瘤细胞表面免疫相关分子（如 HLA- 

DR 分子）的修饰作用也是其发挥细胞毒作用的途

径之一。将商陆抗病毒蛋白（PAP）结合到单克隆

抗体上制备成免疫毒素，显示出极强的抗白血病活

性，且可通过氯喹来增强 PAP 免疫毒素杀伤急性成

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的能力，能特异而高效地杀伤

T 细胞及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 CEM，对抗原阴性

的 SP2/O 细胞杀灭作用较弱，说明商陆以及含 PAP
的免疫毒素对靶癌细胞有高效特异的杀伤作用，而

对非靶细胞/正常细胞的杀伤作用很弱[42]。 
2.4  抗炎作用 

对于商陆的抗炎作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抗炎活性极强的 EsA 上。研究发现 EsA 对乙酸提高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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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小鼠足跖肿胀和棉球肉芽肿均具有显著地抑

制作用；且对摘除肾上腺的大鼠仍有明显的效果[43]。

郑钦岳等[44]发现 EsA 剂量依赖性抑制 LPS 刺激的人

外周血单核细胞上清中 TNF 浓度下降，使 TNF 产生

的动力学过程亦发生改变；且能抑制兔滑膜细胞产

生 IL-1 和 TNF；说明抑制 TNF 和 IL-1 产生可能是

EsA 抗炎作用的重要机制。邓俐等[45]发现 EsA 能显

著抑制钙离子载体卡西霉素（A23187）刺激大鼠腹

腔巨噬细胞释放 PAF，且其抑制作用随剂量和时间

的增加而增大，表明 ESA 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释放

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发挥抗炎作用。肖振宇等[46]

发现在 LPS 刺激下，EsA 能够抑制中性粒细胞和内

皮细胞黏附水平的升高，显著降低 LPS 诱导的

HUVEC304 细胞黏附分子 ICAM-1 mRNA 及中性粒

细胞 CD18 mRNA 的表达水平，说明 EsA 的抗炎作

用可能与影响白细胞与内皮细胞间的黏附有关。 
2.5  抗病毒作用 

PAP 为商陆抗病毒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广

谱的抗病毒活性，既能够抑制植物病毒，也能抑

制动物病毒；PAP 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核糖体失

活作用[47]。PAP 能抗黄瓜花叶病毒（CMV）、烟草

花叶病毒（TMV）、首箱花叶病毒（AMV）、马铃薯

X 病毒（PVX）、马铃薯 Y 病毒（PVY）、花椰菜花

叶病毒（CaMV）、非洲木薯花叶病毒（ACMV）和

芜花叶病毒（TuMV）等植物病毒；也可抑制脊髓灰

质炎病毒、流感病毒、I 型单纯疱疹病毒、淋巴细胞

性脑络丛脑膜炎病毒的复制[48]。 
目前有研究利用 PAP 的细胞毒特性，将其结合在

单克隆抗体上，以 CD4+细胞为靶细胞，可抑制人免

疫缺陷病毒（HIV-1），在 CD4+T 细胞中的复制可使

其抗病毒能力提高 1 000 倍，且治疗剂量的 PAP 则对

细胞无毒性作用[49]。潘延凤等[50]发现 PAP 家族中核

糖体失活活性最强的 PAP-S 可在乙肝病毒（HBV）

DNA、乙肝病毒 e 抗原（HBeAg）、乙肝病毒表面抗

原（HBsAg）水平上抑制 HepG212115 细胞中的 HBV，

且这种抑制作用呈时间、剂量依赖性，质量浓度＞1 
μg/mL 的 PAP 体外表现出较强的抑制 HBV 作用，其

作用靶点可能在 HBV 结构蛋白的表达水平上。贺永

文等[51]发现PAP-S通过抑制HBV DNA多聚酶及乙肝

病毒 X 蛋白（HBxAg）的翻译，间接地抑制了 HBV
的复制。PAP 对于正常细胞影响不大，但对感染细胞

表现了较强的抑制力。动物实验表明，在有效治疗范

围内小鼠表现了较好的耐受性，而活性最强的 PAP-S

抗 HIV 能力与齐多夫定相当。 
2.6  抗菌作用 

赵国栋等[52]发现不同极性、不同部位的商陆提

取物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巨大芽孢杆菌、

副溶血弧菌的抑菌活性各有差异。使用商陆 1∶4
浸液配制成 30%培养基，对许兰氏黄癣菌、奥杜盎

氏小芽胞癣菌有抑制作用；而商陆煎剂及酊剂对流

感杆菌、肺炎双球菌（部分菌株）和奈瑟菌有一定

抑制作用，且煎剂效果优于酊剂。此外，商陆对木

霉、立枯丝核菌、棉枯萎镰刀菌、圆锥羊肚菌等多

种真菌的生长也有抑制作用。 
2.7  对胃肠功能的影响 

关于商陆对胃肠道功能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但调查显示，湖南民间用商陆治疗胃溃疡效果较好。

实验发现，商陆总皂苷对大鼠幽门结扎型、醋酸型

和小鼠利血平型溃疡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推测其

抗溃疡作用可能与促进病灶血液循环、组织修复、

抑制胃液分泌等有关，但是其确切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53]。 
2.8  其他作用 

Funayana发现给大鼠 iv商陆52%乙醇提取物可

产生明显的降压作用，在提取物通过离子交换色谱

后，这种作用并不减少，并证明了 γ-氨基丁酸和组

胺为商陆的降压活性成分[54]。王一飞[55]通过抑精实

验，由精子复活实验和精子形态学观察结果发现，4、
2.6 g/L 商陆总皂苷均可抑制兔精液中全部精子的

活性，且有明显的量效关系。 
2.9  毒副作用 

原思通等[56]采用商陆水浸剂、煎剂、酊剂给小

鼠 ig，其 LD50值分别为 26.0、28.0、46.5 g/kg，而

采用 ip 其 LD50值分别为 1.05、1.3、5.3 g/kg，在大

剂量时，小鼠出现活动降低、闭眼伏下不动、呼吸

变快逐渐变慢变弱，时有全身抽搐现象，中毒死亡

多在给药后 3 h 内。从垂序商陆中得到毒性成分酸性

甾体皂苷，小鼠 ip 的最低致死剂量（MLD）值为 0.13 
mg/g。而选择 PS-E 小鼠采用 ig、ip、iv 给药的 LD50

分别为 1 200、486、43.6 mg/kg。大鼠灌服煎剂 5 g/kg，
连续 3 周，浸膏 3.6 g/kg，连续 30 d，心、肺、肝、

肾等脏器均未见异常[2]。李啸红等[57]采用小鼠骨髓嗜

多染红细胞微核实验法、小鼠胚胎细胞转移微核实

验法研究发现一定剂量的商陆水煎液对小鼠具有潜

在的致突变性，且与剂量呈效应关系。此外，不同

动物对商陆的敏感性不同，猫与狗则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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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床应用 
3.1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并发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乙型肝炎反复

活动、病情加重的重要因素。陈继华使用商陆治急

慢性肝炎丙氨酸转氨酶（ALT）高者，具有很好的降

酶作用，一般用药 2 周即可收效，随访半年未见复

发，除肝区时有刺痛外，其余症状均缓解。如配伍

得当并无明显致泻的副作用，只有个别病例药后每

天有 1～2 次软便，但是对兼患心脏病者应慎用[58]。

乙肝虽可表现为胁痛、黄疸等不同病症，但其病因

病机复杂，为肝郁脾虚、湿热内蕴[59]。商陆有促进

和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这也许是商陆降酶有效

的机制之一。商陆利水消肿，能起到排除毒素和病

理产物的作用，有利于消除肝细胞的肿胀，恢复肝

细胞的功能，这也许是另一个有效机制[58]。 
3.2  银屑病 

王琪[60]将生商陆切片置于高压蒸锅中蒸 2 h 后

烤干，粉碎成粉，压片备用。成人每日 po 9 g，分 3
次服用，儿童量酌减，可用于治疗寻常型银屑病、

关节病型银屑病、砺壳状银屑病、急性点滴状银屑

病；对玫瑰糠疹、全身性湿疹等也可应用。 
3.3  白带症 

《全国中草药汇编》上册商陆项下记载：商陆

60 g（鲜品 120 g）文火炖烂母鸡或猪肉放盐少许，

弃渣分 2、3 次吃汤及肉；主治宫颈糜烂、白带、功

能性子宫出血。临床使用该方治疗白带 8 例，均获

良效，仅服用时咽部有轻微刺激感，用量超过 9 g
也未见中毒[61]。 
3.4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有报道用商陆制成 100%煎剂，对 21 例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患者进行治疗观察，除 1 例疗效不显著

外，其余均在 2～4 d 内紫癜逐渐消失，鼻衄、牙龈

出血好转，有半数病例在服药后第 2 周左右血小板

计数可恢复到正常范围，9 例患者经骨髓象复查，6
例的巨核细胞已出现有血小板形成，表明对骨髓病

变有缓解作用[62]。 
3.5  乳腺增生病 

临床使用商陆治疗乳腺增生病 253 例，治愈（乳

房疼痛消失，肿块消失）94 例，占 37.15%；显效

（乳房疼痛减轻，肿块缩小 1/2）72 例，占 25.46%；

好转（乳房疼痛减轻，肿块缩小不及 1/2 或结节变

软）74 例，占 29.25%；无效（乳房疼痛不减，肿

块未见缩小）13 例，占 5.26%；总有效率为 94.86%，

疗程最短者 1 个月，最长者 3 年，91 例治愈患者经

随访 1 年以上无复发，5 年以上复发 4 例（2.55%），

253 例随访无 1 例发生癌变。商陆对乳腺增生病有

明显的疗效，其疗效明显优于化学药组。服药后患

者普遍反应精神好转，食欲增加，原有之肋痛、饱

胀、月经不调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病程短、服

药量大者疗效较好，疗程亦短；男性疗效较女性为

好[63]。 
3.6  其他疾病 

临床用商陆制成蜜浆或蜜丸治疗慢性气管炎，

总有效率 89.3%，近控显效率 57.03%，用商陆粗总

皂苷元治疗慢性气管炎 60 例，有效率 90%，近控显

效率 78.33%[64]。使用商陆干品 5～24 g 或鲜品 50～
100 g，水煎成 200 mL，分 2 次服，治疗消化道出血

3 例，痔疮出血 1 例，均在服药 2～3 剂止血[50]。此

外，临床还用商陆制成相关制剂治疗肾性、心源性

及肝硬化腹水以及癌症等疾病[52]。 
3.7  临床毒性反应 

临床已有关于服用商陆出现急性中毒报道[65]，

患者有不同程度交感神经兴奋和胃肠道刺激症状，

常见烦躁、乏力、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

膝反射亢进、精神恍惚、言语不清、心电图显示窦

性心动过速。严重者可血压下降、抽搐、昏迷、瞳

孔散大、休克、心跳或呼吸停止而死亡。其中毒原

因可能为几种因素：有些地区习惯用毒性较大的商

陆替代品代替正品商陆使用，使用剂量过大，使用

的商陆炮制不当。 
4  结语与展望 

商陆在我国广泛分布，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

也是多个少数民族的常用药物。商陆临床疗效显著，

已被开发用于治疗多种疑难病症，且商陆在我国大

量栽培，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然而，

目前对商陆的研究除三萜皂苷以外其他成分研究很

少，药理活性也局限于初提物及个别化合物，有效

部位不明晰，作用机制不明确。因此，如何在临床

治疗实践以及民间验方的基础上，确切地阐明商陆

的活性成分及其作用机制，并将其开发应用于临床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商陆为有毒中药，

其使用范围与使用价值因其毒性受到极大限制，并

且目前为止对商陆的有毒成分及其毒理机制未进行

深入系统地研究。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对

商陆进行系统深入的化学成分研究，尤其是在活性

筛选指导下的活性成分的研究尤为重要；并且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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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分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商陆的药效物质

基础和作用机制，同时建立稳定可靠的质量评价方

法。此外，还需明确商陆毒性的物质基础，结合中

药炮制、构效关系、结构修饰等研究，达到减毒增

效的目的，从而为更好地开发商陆的药用价值，以

及为商陆的临床安全及其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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