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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淫羊藿在我国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亦是苗族习用药材，淫羊藿属植物中含有黄酮、木脂素、苯酚苷、生物碱、多

糖等多种化学成分，在广泛的文献检索基础上，以国内 7 种药用淫羊藿为对象，对淫羊藿中所含化学成分进行了较全面的分

类汇总，并对其品种鉴别和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淫羊藿药材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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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pimedii Folium has a long history as a medicine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 habitually used herb in Miao nationality.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in the plants of Epimedium Linn. This article classifies and summarizes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makes a review on the aspects of th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Epimedium Fo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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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羊藿又名仙灵脾、刚前，是小檗科淫羊藿属

Epimedium Linn. 植物，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

为中品，具有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的功效，在

我国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中国是淫羊藿的地理分

布中心，有 40 个淫羊藿品种，目前形成药材商品的

主要种类有15种，这其中又以7种淫羊藿应用最广，

为箭叶淫羊藿 E. sagittatum (Sieb. et Zucc.) Maxim.、
淫羊藿 E. brevicornum Maxim.、粗毛淫羊藿 E. 
acuminatum Franch. 、朝鲜淫羊藿 E. koreanum 
Nakai、柔毛淫羊藿 E. pubescens Maxim.、黔岭淫羊

藿 E. leptorrhizum Stearn、巫山淫羊藿 E. wushanense 
T. S. Ying。在《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中收录了箭叶

淫羊藿、朝鲜淫羊藿、柔毛淫羊藿、淫羊藿共 4 个

品种。贵州省是我国淫羊藿品种最多、产藏量最大

的地区之一，其分布的淫羊藿属植物有17种2变种，

其中，粗毛淫羊藿、黔岭淫羊藿、巫山淫羊藿等分

布广且产藏量丰富[1]，在《贵州中药材、民族药材

质量标准》2003 年版中收录了粗毛淫羊藿、黔岭淫

羊藿、天平山淫羊藿 E. myrianthum Stearn 等 5 个品

种药用。淫羊藿亦是苗族习用药材之一，在《苗族

医药学》、《中国苗族药物彩色图集》等苗药著作中

均有收载，苗药名有“锐鸡都”（贵州松桃）、“加俄

西”（贵州黔东南）、“弯欧”（黔南）、“毛公堵”（贵

州毕节）。自 1935 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已对淫羊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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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较为全面的化学成分研究，分离得到以黄酮

为主，包括木脂素类、酚苷类、生物碱类、色酮类

等上百种化学成分，临床上常用来治疗骨质疏松、股

骨头坏死、性功能障碍等疾病[3]。 
为了进一步对淫羊藿药用价值进行研究、开发

和利用，本文以 7 种药用淫羊藿为主要对象，对淫

羊藿的化学成分、分子鉴定技术和指纹图谱技术在

其质量控制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化学成分 
1.1  黄酮类 

淫羊藿总黄酮有促进免疫调节、抗骨质疏松、

抗心肌缺氧、改善心脏血液流变性、促进雄性生殖

系统和生殖内分泌功能、抗炎、抗肿瘤、抗衰老等

作用[4]，是淫羊藿中的主要成分，根据是否具有异戊

烯基取代可将其分为 2 类，最具特征性的异戊烯基

取代成分为 8-异戊烯基取代黄酮醇及其糖苷，淫羊

藿苷为其代表性成分，具有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血栓形成几率及调血脂[5]、促进雌性激素体内生物合

成[6]、保护受损神经元及恢复记忆力[7]等药理活性。

淫羊藿素能够抑制肿瘤细胞分化[8]；淫羊藿苷、淫羊

藿素、朝藿定 A～C 都可显示出一定的雌激素活

性[9-10]。此外，孙朋悦等[11]从朝鲜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银杏双黄酮、异银杏双黄酮、白果素 3 个双黄酮类

化合物；王明权等[12]从心叶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2 种

酮类化合物：1, 3, 5, 8-四羟基 酮和 1-羟基-3, 4, 5-
三甲氧基 酮；Li 等[13]从巫山淫羊藿中分离得到甘

草查耳酮 A 和甘草查耳酮 B 2 种查耳酮类化合物。

淫羊藿中所含黄酮成分及其结构见图 1、2 和表 1。 
 

O

OOH

朝藿素 A

OH

O

OH OH

O

 

O

O

OH

OH

OH

朝藿素 D

OHR

朝藿素 B    R=
R=CH3

 

O

O

OH

OH

朝藿素 C

OH

O

OH OH

 

O

O

glc-O

巫山淫羊藿苷

OCH3

OH

OH

 

O

OOH
粗毛淫羊藿素

OCH3

O-rha

O

 

O

O

OH

OH

OH

breviflavone A

OH

HO

 

O

O

OH

OH
breviflavone B

O

HO OH

 

O

O

OH

OH

yinyanghuo D   R=CH3

OH

yinyanghuo B   R=
HO

 

O

O

OH

OH

yinyanghuo C    R=H   
yinyanghuo E    R=OH

R

O

yinyanghuo A    R=
HO

      

O

O

glc-O

OH
sagittasine A

HO

O-rha-rha

OCH3

 

图 1  淫羊藿属植物中部分黄酮类化合物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some flavonoids in plants of Epimedium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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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淫羊藿属植物黄酮类化合物母核结构 
Fig. 2  Parent nucleus structures of flavonoids in plants of Epimedium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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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淫羊藿属植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Table 1  Flavonoids isolated from plants of Epimedium Linn. 

取代基 
化合物名称 母核

R1 R2 R3 
植物来源 

脱水淫羊藿素（anhydroicaritin/icaritin） A OCH3 H H c[14]、b[15]、d[16]、e[17]、a[18]、f[19] 

淫羊藿苷（icariin） A OCH3 rha glc a～g 

朝藿定 A（epimedin A） A OCH3 rha2-glc glc e[20]、a[12]、d[13]、c[21] 

朝藿定 B（epimedin B） A OCH3 rha2-xyl glc e[20]、a[12]、c[21]、d[16] 

朝藿定 C（epimedin C） A OCH3 rha2-rha glc e[20]、a[12]、c[21]、g[22]、f[23]、d[16]

朝藿定 A1（epimedin A1 / hexandraside F） A OCH3 rha3-glc glc c[24]、e[25] 

朝藿定 K（epimedin K / korepimedoside B） A OCH3 (4-acetyl-rha)3-(2, 
6-diacetyl-glc) 

glc c[26] 

朝藿定 I / 朝藿苷丙（epimedin I / 

 korepimedoside C） 

A OCH3 (4-acetyl-rha)3-glc glc c[24,27] 

朝藿苷 A / 朝藿定 L（caohuoside A / 

 epimedin L） 

A OCH3 (4-acetyl-rha)3-(3, 

6-diacetyl-glc) 

glc c[27] 

朝藿苷 B（caohuoside B） A OCH3 (4, 6-diacetyl-glc)3- 
(4″-acetyl-rha) 

glc c[28] 

朝藿苷 E（caohuoside E） A OCH3 (4-acetyl-rha)3-(6- 
acetyl-glc) 

glc c[14] 

宝藿苷 I / 淫羊藿次苷 II（baohuoside I / 
 icariside II） 

A OCH3 rha H a[12]、f[19]、b[15]、d[29]、e[25]、c[30]

宝藿苷 VI（baohuoside VI） A OCH3 rha4-rha glc f[31]、a[32]、d[29] 

宝藿苷 VII（baohuoside VII） A OCH3 rha-glc H d[13] 

箭藿苷 A（sagittatoside A） A OCH3 rha2-glc H d[13]、e[33]、c[30]、g[34]  

箭藿苷 B（sagittatoside B） A OCH3 rha2-xyl H a[35]、c[36]、d[16]、e[33] 

箭藿苷 C（sagittatoside C） A OCH3 (3-acetyl-rha)2-glc H e[33] 

淫羊藿次苷 I（icarisid I） A OCH3 H glc a[12]、c[37]、f[19]、g[38]、d[39]、e[25]

鼠李糖基淫羊藿次苷Ⅱ（2″-O- 

 rhamnosylicariside II） 

A OCH3 rha2-rha H e[20]、a[35]、c[36]、g[34]、f[40]、b[15]、

d[16] 

茂藿苷 B（maohuoside B） A OCH3 rha4-glc glc e[20]、c[41] 

acetylicariin A OCH3 rha 2-acetyl-glc c[42] 

粗毛淫羊藿苷（acuminatoside） A OCH3 rha2-rha glc2-glc f[43] 

cuhuoside A OCH3 H glc4-glc f[31] 

hexandraside D A OCH3 glc2-rha glc c[44] 

epimedoside A OCH3 (4-acetyl-rha)3-(6- 
acetyl-glc) 

H c[45] 

epimedokoreanoside I A OCH3 (4-acetyl-rha)3-(2- 
acetyl-glc) 

glc c[46] 

去甲淫羊藿素（desmethylanhydroicaritin） A OH H H a[18]、b[15]、c[46]、d[16] 

淫羊藿苷 A（epimedoside A） A OH rha glc e[20]、f[47]、d[29]、c[44] 

淫羊藿苷 C（epimedoside C） A OH OH glc a[48]、c[49]、g[38] 

柔藿苷（rouhuoside） A OH rha4-glc glc d[29]、b[50] 

宝藿苷 II / 大花淫羊藿苷 A（baohuoside II / 

ikarisoside A） 

A 

 

OH rha H a[48]、c[30]、g[22]、f[47]、b[15]、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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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取代基 
化合物名称 母核

R1 R2 R3 
植物来源 

宝藿苷 IV（baohuoside IV） A OH rha rha f[19] 

大花淫羊藿苷 B（ikarisoside B） A OH rha2-glc H g[34]、f[40]、d[16] 

大花淫羊藿苷 F（ikarisoside F） A OH rha2-xyl H c[51] 

2″-O-rhamnosylikarisoside A A OH rha2-rha H d[16]、f[40] 

二叶淫藿苷 A / 大花淫羊藿苷 C 

（diphylloside A /ikarisoside C） 

A 

 

OH rha2-glc glc d[16]、c[30]、f[23] 

二叶淫藿苷 B（diphylloside B） A OH rha2-rha glc f[23]、d[16]、e[25] 

淫羊藿苷 E（epimedoside E） A OH rha2-xyl glc d[13]、e[25] 

hexandraside E A OH glc glc c[49]、a[33] 

4, 5, 7-trihydroxyl-8-(3, 3-dimethylallyl)- 

 flavonol 3-O-xylopyranosyl (1→3)-4-O- 

 acetyl-rhamnopyranoside 

A OH (4-acetyl-rha)3-xyl H b[52] 

4, 5-dihydroxyl-8-(3, 3-dimethylallyl)- 

 flavonol 3-O-[xylopyranosyl (1→3)- 

 rhamnopyranozside]-7-O-glucopyranoside 

A OH rha3-xyl glc b[52] 

4, 5-dihydroxyl-8-(3, 3-dimethylallyl)- flavonol 

 3-O-[xylopyranosyl (1→3)-4-O-acetyl- 

 rhamnopyranoside]-7-O-glucopyranoside 

A OH (4-acetyl-rha)3-xyl glc b[52] 

8-(3, 3-dimethylallyl)-4′, 5, 7-trihydro- 

 xyflavonol 7-[O-β-D-glucopyranosyl- 

 (1→2)-β-D-glucopyranoside] 

A OH OH glc2-glc c[53] 

8-(3, 3-dimethylallyl)-4′, 5, 7-trihydroxyflavonol 
3-[O- 6-O-acetyl-β-D-glucopyranosyl-(1→ 

 3)-4-O-acetyl-α-L-rhamnopyranoside] 7- 
 (β-D-glucopyranoside) 

A OH (4-acetyl-glc)3-(6- 
acetyl-glc) 

glc c[53] 

8-(3, 3-dimethylallyl)-5, 7-dihydroxy-4′- 

 methoxyflavonol 3-[O-3, 5-di-deoxy-2-C- 

 (ethoxycarbonyl)-β-D-erythropentofurano- 

syl-(1→2)-α-L-rhamnopyranoside] 7-(β-D- 

 glucopyranoside) 

A OCH3 O
H glc

OH

Oet
O

Me  

glc c[53] 

8-(3, 3-dimethylallyl)-5, 7-dihydroxy-4′- 

 methoxyflavonol 3-[O-2-C-carboxy-3, 5-di- 

 deoxy-β-D-erythropentofuranosyl-(1→2)- 

 α-L-rhamnopyranoside] 7-(β-D-glucopyra- 

 noside) 

A OCH3 O
H glc

OH

OH
O

Me  

glc c[53] 

caohuoside C B  rha H c[46] 

sagittasine B B  rha2-rha glc e[25] 

sagittasine C B  rha glc b[52]、e[25] 

4-methoxyl-3, 5, 7-trihydroxyl-8-(3, 3- dimethy- 

lallyl)-flavonol 3-O-rhamnopyranosyl 

 (1→2)-rhamnopyranoside 

B  rha2-rha H b[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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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取代基 
化合物名称 母核

R1 R2 R3 
植物来源 

wushanicaritin C H H OH d[13] 

brevicornin C H H OCH3 a[54] 

淫羊藿素-3-O-鼠李糖苷（icaritin-3-O- 

 rhamnoside） 

C H rha OH d[13] 

茂藿苷 A（maohuoside A） C glc H OH c[24] 

caohuoside D C glc H OCH3 c[55] 

朝藿苷 F（caohuoside F） C glc (4-acetyl-rha)3-glc OH c[56] 

icarisid B C glc rha OH c[24] 

icarisid C C glc rha3-glc OH c[24] 

wanepimedoside A C rha-rha H OH d[16] 

朝藿素 B（epimedokoreanin B） c[57]、b[15] 

朝藿素 C（epimedokoreanin C） c[57] 

朝藿素 D（epimedokoreanin D） c[58] 

sagittasine A e[25] 

巫山淫羊藿苷（wushanicariin） d[59]、a[35] 

yinyanghuo B e[60] 

yinyanghuo D e[60]、a[61] 

breviflavone B a[61] 

新淫羊藿苷（neoicariin） e[62] 

5, 7, 4′-trihydroxyl-8, 3′-diprenyl flavone e[17]、a[33] 

5, 7, 4′-trihydroxyl-8, 5′-diprenyl flavone a[18] 

epimedokoreanin A c[51] 

粗毛淫羊藿素（acuminatin） f[63]、b[15]、c[44] 

breviflavone A a[61] 

yinyanghuo A e[60] 

yinyanghuo C e[60] 

yinyanghuo E e[60] 

2″-hydroxy-3″-en-anhydroicaritin a[64] 

2″-hydroxy-β-anhydroicaritin a[64] 

甘草素（liquiritigenin） c[65] 

芹黄素（apigenin） e[25] 

apigenin-7, 4′-dimethyl ether e[60] 

木犀草素（luteolin） e[25] 

金圣草黄素（chrysoeriol） e[60] 

紫云英苷（astragalin） c[36] 

大豆素（daidzein） b[15] 

金丝桃苷（hyperoside） a[66]、c[37]、f[63] 

苜蓿素（tricin） e[17]、f[19]、b[15]、c[65] 

tricetin-3′, 5′-dimethyl ether e[25] 

tricetin-3′-methyl ether 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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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化合物名称 植物来源 

槲皮素（quercetin） c[37]、d[16]、e[25] 

槲皮苷（quercitrin） f[63] 

quercetin-3-O-α-L-rhamnoside e[25]、d[29] 

quercetin-3-O-β-D-galactoside e[25]、d[29] 

quercetin-3-O-α-L-rhamnopyranosyl (1→2)-α-L-rhamnopyranoside e[25] 

山柰酚（kaempferol） e[25]、b[15] 

wushankaempferol d[13] 

山柰苷（kaempferitrin） f[43]、a[35] 

kaempferol-3-O-α-L-rhamnopyranosyl a[35]、e[25]、f[63] 

kaempferol-3-O-β-D-galactoside e[25] 

kaempferol-3-O-α-L-rhamnopyranosyl (2, 1)-α-L-rhamnopyranoside d[13]、e[25] 

kaempferol-3-O-α-L-rhamnopyranosyl (4, 1)-α-L-rhamnopyranoside d[13] 

kaempferol-3-O-α-L-rhamnopyranosyl (2, 1)-β-D-glucopyranoside d[13] 

kaempferol-3-O-α-L-rhamnopyranosyl (4, 1)-β-D-glucopyranoside d[13] 

kaempferol-3-O-(2″, 4″-di-E-p-coumaroyl)- α-L-rhamnopyranoside e[24] 

kaempferol-3-O-(2″-Z-p-coumaroyl, 4″-E-p-coumaroyl)-α-L-rhamnopyranoside e[25] 

kaempferol-3-O-(3″, 4″-di-E-p-coumaroyl)-α-L-rhamnopyranoside e[25] 

kaempferol-3-O-(2″-E-p-coumaroyl, 4″-Z-p-coumaroyl)-α-L-rhamnopyranoside. e[25] 

kaempferol-3-O-(3″-Z-p-coumaroyl, 4″-E-p-coumaroyl)-α-L-rhamnopyranoside e[25] 

(2R, 3R)-dihydrokaempferol-4′-O-β-D-glucopyranoside e[25] 

5, 7, 4′-trihydroxyl flavone-7-O-L-rhamnopyranoside a[48] 

7, 3′, 4′, 5′-tetrahydroxyl flavonol a[35] 

3, 7-dihydroxyl-4′-methoxy flavone a[18] 

3, 7, 3′, 4′, 5′-pentahydroxyl flavone a[18] 

a-E. brevicornu  b-E. pubescens  c-E. koreanum  d-E. wushanense  e-E. sagittatum  f-E. acuminatum  g-E. leptorrhizum 

1.2  木脂素 
研究显示，淫羊藿中的木脂素类成分对大鼠骨

肉瘤细胞 UMR106 的增殖及碱性磷酸酶具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67]。近年来，不断有木脂素类成分从淫

羊藿属植物中被发现，Hiroyuri 等[68]从箭叶淫羊藿

中分离得到 4 种木脂素 icariside E6、icariside E7、

icariol A1、icariol A2。Wang 等[25]首次从箭叶淫羊藿

中分离鉴定得到 6 种黄酮木脂素类化合物

hydnocarpin、5″-methoxyhydnocarpin、hydnocarpin- 
D、5′-methoxyhydnocarpin-D、5′，5″-dimethoxyhydno- 
carpin-D 及 lignan (+)-dihydro-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4-O-β-D-glucopyranoside。杨云等[69]从心叶

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7R, 8S, 8′R)-4, 4′, 8′, 9-四羟基- 
3, 3′-二甲氧基-7, 9′-单环氧木脂素和 (7R, 8S)-4, 9-
二羟基-3, 3′-二甲氧基-7, 8-二氢苯并呋喃-1′-丙醇基

新木脂素-9′-O-α-L-鼠李糖苷。江芳等[67]从朝鲜淫羊

藿中分离出柏木苷 C、柏木苷 A、(+)-南烛木树脂

酚、(+)-异落叶松树脂醇。心叶淫羊藿[69]和朝鲜淫

羊藿[49]中均含有 (+)-环橄榄树脂素。Li 等[70]从朝鲜

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cycloolivil formaldehyde 
condensate、 (−)-olivil monoacetate、 (−)-(7R, 8S)- 
dihydro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 
1.3  多糖 

淫羊藿多糖安全可靠，现代研究表明其具有刺

激细胞免疫应答、激活胸腺免疫功能的作用，是重

要的免疫刺激剂，并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延缓机

体衰老。此外，淫羊藿多糖还具有一定的抗病毒、

促进个体激素分泌、促进核酸和蛋白质代谢及血小

板凝聚作用[71]。李德耀[72]从淫羊藿多糖部位分离纯

化得到 10个组分，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656 679，
质量分数最高的组分达到 97.97%，相对分子质量

70 374，由 α-半乳糖醛酸组成。饶金华等[73]通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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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衍生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 1 个淫羊藿多糖的组

成为甘露糖、鼠李糖、半乳糖醛酸、葡萄糖、半乳

糖、阿拉伯糖（摩尔比 0.60∶0.74∶1.00∶0.29∶
2.29∶1.43）。安晓娟等[74]从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2 个

杂多糖成分，1 个由鼠李糖、葡萄糖构成，1 个由果

糖、葡萄糖，以及 1 个不确定糖。 
1.4  生物碱 

目前在淫羊藿中共分离得到 3 种生物碱。1957
年，日本学者首次从淫羊藿属植物中分离得到木兰

花碱，后续研究表明国内淫羊藿中也含有木兰花碱，

在淫羊藿主要药用品种中，以朝鲜淫羊藿中木兰花

碱的量最高，粗毛淫羊藿和天平山淫羊藿次之，量

一般高于 0.07%。刘春明等[75]从朝鲜淫羊藿中分离

得到淫羊藿碱 A；Zhang 等[76]从朝鲜淫羊藿中分离

得到生物碱 epimediphine，并证实该生物碱具有较

强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作用。 
1.5  苯酚苷 

淫羊藿中含有 icariphenol[48]、毛柳苷[35,45]、4- 
hydroxy-2-prenylpheno-1-O-β-D-glucopyranoside[48]。

程岩等[77]从朝鲜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icariside A5；从

黔岭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thalictoside[34]。 
1.6  挥发油 

王丹红等[78]采用传统的水蒸气蒸馏法从巫山

淫羊藿中提取到 36 种挥发油成分，主要为羧酸类、

酮类、醇类、炔类。施启红等[79]从柔毛淫羊藿和朝

鲜淫羊藿中分别得到 66 和 38 个挥发油成分，其中，

二者共有成分为 28 个，以长链脂肪酸、不饱和醇及

烃类居多。回瑞华等[80]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从箭叶

淫羊藿中提取得到 43 个挥发油成分。陆钊等[81]采

用加速溶剂萃取法从朝鲜淫羊藿中提取鉴定出挥发

油成分共 91 种。 
1.7  微量元素 

淫羊藿中无机元素的量丰富，罗莉等[82]从四川

产 8 种淫羊藿中均可测得 16 种无机元素，以 Ca、K、

Mg 等 6 种元素的平均量最高；炮制会引起淫羊藿中

无机元素量的变化，如羊脂炙法炮制朝鲜淫羊藿后

可增强微量元素的溶出量，其中与肾功能有密切关

系的 Ca、Mn、Fe、Mg、Zn 等微量元素的量明显增

加[83]。也有研究显示，多种炮制手段均会使巫山淫

羊藿中 Fe 的量有所降低[84]，因此，炮制对淫羊藿中

无机元素的量到底有何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8  其他 

淫羊藿中还含有色原酮、菲、蒽醌、鞣质、倍

半萜、甾醇等成分。从箭叶淫羊藿中分离得到 6-去
氧甲基茵陈色原酮[25]、6-去氧甲基-7-甲基茵陈色原

酮、6-去氧甲基-4′-甲基-8-异戊烯基茵陈色原酮、6-
去氧甲基-7-异戊烯基茵陈色原酮[85]、绿原酸、香豆

酸[25]、大黄素、1, 5-二羟基-3-甲氧基-7-甲基蒽醌[17]。

从 朝 鲜 淫 羊 藿 中 分 离 得 到 菲 类 成 分

epimedoicarisoside A[30]（icariside A1）、淫羊藿苷

A7
[86]，倍半萜类化合物淫羊藿次苷 F[77]、淫羊藿次

苷 C1
[46]，麦芽酚[49]；淫羊藿中还含有胡萝卜苷、β-

谷甾醇、肌醇、6, 22-二羟基何柏烷等化学成分。 
2  质量控制 
2.1  显微鉴定 

淫羊藿的显微鉴定专属性较强，一般集中在对

叶表面特征、花粉、腺毛、非腺毛等方面鉴别特点

的研究，尤其是非腺毛更具有种的专属性[87]；舒抒

等[88]对巫山淫羊藿、粗毛淫羊藿、柔毛淫羊藿等药

材粉末的显微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非腺毛长度、

直径、毛壁厚度及叶表皮细胞形态等特征可用于种

间鉴别。 
2.2  分子生物学鉴定 

DNA 条形码概念由加拿大动物学家 Hebert 提
出，是使用通用且相对较短的 DNA 片段对物种进

行快速鉴定的技术，并被逐渐应用到中药鉴定中。

郭宝林等[89]采用来源于 3 个基因组的 9 个 DNA 片

段序列，通过对比种间序列变异率、构建系统发育

树、考察特异性基因位点的方法对市场上常见的 8
种淫羊藿进行鉴别，仅能实现朝鲜淫羊藿与其他 7
种淫羊藿的区分。在此基础上，王川易等[90]利用 ITS
上的特异性位点设计并筛选出 2 对引物组合，使其

对朝鲜淫羊藿进行特异性扩增，实现朝鲜淫羊藿的

快速鉴别。Jiang 等[91]对 psbA-trnH、ITS、rbcL、
matK 4 个序列在 10 种淫羊藿 37 个样品中的扩增

效率、种间差异性及 barcoding gap 等性质进行评

价，认为 psbA-trnH 序列或可作为潜在的鉴别序列。

综上所述，朝鲜淫羊藿与其他种淫羊藿亲缘关系较

远，通过 DNA 条形码可实现与其他几种淫羊藿的

鉴别，而其他淫羊藿间的亲缘关系较近，迄今关于

淫羊藿分子方面的研究中所给出的序列在淫羊藿属

植物中均显示出较小的遗传变异率，即种间序列变

异与种内序列变异间无明显差异，不能用于鉴定，

因此，找到能够将 1 种或几种淫羊藿（除朝鲜淫

羊藿外）从其他的淫羊藿属植物中区分鉴别开的

DNA 条形码序列是今后淫羊藿 DNA 条形码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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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 
2.3  指纹图谱技术 

《中国药典》2010 年版中以淫羊藿苷和总黄酮

（巫山淫羊藿以朝藿定 C 为指标成分，无总黄酮定

量测定）为指标性成分对淫羊藿的质量进行控制，

然而，不同来源的淫羊藿所含化学成分类别及其量

在种内和种间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仅针对单一指

标成分或总黄酮不能有效地评价其化学品质。中药

指纹图谱能全面、综合地反映中药的化学成分及其

量的分布状况，特征性明显，专属性强，信息量丰

富，在对几种成分进行定量分析的同时，还能够通

过其图谱的特征峰群对药材进行来源鉴定，是一种

实现对中药多组分、多指标分析的理想方法。 
目前，淫羊藿的指纹图谱多采用反相高效液相

色谱法（RP-HPLC），黄酮苷类成分为淫羊藿中的

主要成分，其紫外最大吸收在 269～274 nm，因此

多采用 270 nm 作为检测波长；流动相采用乙腈-水
系统梯度洗脱，得到色谱峰数目多、分离度好，在

水中加入一定比例（0.1%～0.5%）的甲酸或冰醋酸

可抑制解离，改善峰拖尾。黄朝瑜等[92]首先建立了

淫羊藿黄酮类成分的指纹图谱，得到 7 个共有峰，

精密度、稳定性及重复性良好；王丽霞等[93]建立了

秦岭山区产 3 种淫羊藿的指纹图谱，标出 9 种共有

成分。 
易中宏等[94]和张萍等[95]分别比较了巫山、朝

鲜、箭叶淫羊藿不同生长部位的指纹图谱，证实

不同生长部位化学成分差异显著，叶片所含化学

成分种类及其量均高于其他部位，为淫羊藿以叶

入药给出了依据，并提示应注意对市场上淫羊藿

药材质量加以控制，如茎在药材中比例过高则会

降低药材品质。 
指纹图谱可以显示淫羊藿在炮制前后化学成分

的变化，谭鹏等[96]对比炮制前后巫山淫羊藿指纹图

谱，发现巫山淫羊藿在炮制后朝藿定 C 的峰面积减

小，而淫羊藿苷的峰面积则有所增加。朱粉霞等[97]

比较了朝鲜淫羊藿和柔毛淫羊藿炮制前后指纹图

谱，发现二者在炮制前后指纹图谱有 5 处发生了变

化；由此再结合药理研究，可以为阐释炮制机制提

供依据。 
不同品种间淫羊藿指纹图谱具有显著差异，可

用于淫羊藿药材种类的鉴别，郭宝林等[98]将淫羊藿

指纹图谱分为 4 个特征区，其中第 2 特征区主要由

朝藿定 A、朝藿定 B、朝藿定 C、淫羊藿苷 4 个色谱

峰构成，简称为“ABCI”组峰。宋剑等[99]建立了 3
个品种（巫山淫羊藿、朝鲜淫羊藿、柔毛淫羊藿）

淫羊藿指纹图谱，显示“ABCI”组峰中各峰分离度

良好，各峰的组成和峰面积在种内较稳定，种间差

异明显，能为淫羊藿药材的鉴别和质量控制提供有

效依据。裴丽宽[100]分析 8 种药用淫羊藿指纹图谱，

显示朝鲜淫羊藿具有可区别于其他种淫羊藿的独立

特征峰，可作为鉴别依据，淫羊藿、粗毛淫羊藿也

显示出具有可区分性的指纹特征，而巫山淫羊藿和

箭叶淫羊藿种内图谱一致度低；“ABCI”组峰既是淫

羊藿指纹图谱特征峰，同时又代表了淫羊藿的主要

药效成分。Xie 等[101]据此提出了“药效组分分类法”，

认为具有相似“ABCI”组峰结构的药材即具有相似

的药理活性，在应用中可归为一类，以简化淫羊藿

质量控制的复杂度并可作为扩大药源的依据。 
随着色谱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色谱技术也被

逐步应用到淫羊藿指纹图谱中。朱粉霞等[97]以 UPLC
法分别建立朝鲜淫羊藿和柔毛淫羊藿指纹图谱，朝

鲜淫羊藿标出 35 个共有峰，柔毛淫羊藿标出 13 个

共有峰，二者相似度均大于 92%，且该法分析时间

短、分离度高、重现性良好。HPLC-MS 联用技术可

对指纹图谱中的色谱峰进行结构辨认，进一步增强

指纹图谱的特征性。窦建鹏等[102]建立了长白山区朝

鲜淫羊藿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检出 13 个共有峰，

并通过 HPLC-MS 联用技术对 13 个峰进行了结构确

认，其中 11 个为黄酮类成分，2 个为生物碱类成分。 
3  结语 

淫羊藿中含有丰富的化学成分并具有广泛的药

理作用，现已被开发成多种成方制剂，如仙灵骨葆

系列、益肾灵颗粒、益肾壮骨颗粒等，临床应用广

且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然而，研究表明品种及生

境因素对淫羊藿中化学成分的种类及其量均有较大

的影响，直接影响了淫羊藿的临床疗效，《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中对淫羊藿的分类可能会降低淫羊藿的

资源利用度，可根据淫羊藿所含的主要药效成分的

类别及其量对淫羊藿的分类进行细化，将成分相似

的淫羊藿等同使用[101]，在提高淫羊藿资源利用度的

同时还可以寻找并扩大药源；在淫羊藿中，除淫羊

藿苷外，仍有多种成分具有较强的药理作用，仅将

淫羊藿苷或朝藿定C作为质控指标不能全面地评价

淫羊藿的整体药效，因此可以在指纹图谱的基础上

结合“一测多评”技术，建立淫羊藿多指标成分控

制的方法，以满足其复杂成分的质量控制需要；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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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品与野生品在药材品质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这种

差异是否在临床使用的可接受范围内、如何控制栽

培环境降低这种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以

实现栽培资源与野生资源的对接，从而解决野生资

源的过度开发问题，并提高淫羊藿药材的稳定性和

质量可控性；在淫羊藿中可检出重金属及有害元素，

且某些产地样品中重金属及有害元素量较高[82]，而

《中国药典》中还没有关于淫羊藿中重金属及有害元

素的限量标准，应考虑研究并建立相关评价标准，

且栽培基地的选择也应注意排除当地土壤水质的影

响。随着对淫羊藿的不断深入的研究，相信能够更

好地实现对淫羊藿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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