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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桐丸的本草考证及组方药物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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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豨桐丸最早记载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毛世洪的《济世养生集》中，具有清热燥湿、疏风止痛的功效，适用

于风湿热痹，临床常用于治疗痛风、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豨桐丸仅有豨莶草和臭梧桐 2 味中药组成，因其药简力专、配伍

精当、疗效突出等特点，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经典方剂合方使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通过查阅本草古籍和现代国内外

文献，对豨桐丸其组方药物进行本草考证，梳理其历史沿革及临床应用情况，并对其化学成分和现代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行

归纳分析，以期为豨桐丸的现代临床应用及药理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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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study on classical prescription of Xitong Pill and advance in research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herbs in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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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Xitong Pill was first recorded in Shihong Mao’s “Ji Shi Yang Sheng Ji” in the fifty-sixth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 (1791), with the functions of clearing heat, eliminating dampness, dispelling wind and relieving pain, to 
treat wind-damp-heat arthralgia syndrome, which clinically contains gout,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other diseases. Xitong Pill, as the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is only consisted of two herbs, Siegesbeckia and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and widely used in 
clinic alone or combined with other classic prescriptions due to its precisely compatibility and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s. In this 
paper, herbological stud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Xitong Pill were reviewed, as well as research progresses of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herbs in the formula, by analyzing ancient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books and modern 
literat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of Xitong Pill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 on its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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豨桐丸由豨莶草、臭梧桐 2 味中药组成，具有

清热燥湿、疏风止痛的功效，适用于风湿热痹，临

床用来治疗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痛

风等疾病。豨桐丸药简力专，配伍精当，疗效突出，

自清代问世以来，收录于多本中医古籍中，备受后

世医家推崇。风湿大家焦树德教授在《用药心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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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等著作中多次提及豨桐丸[1-2]，现代医家对豨

桐丸治疗风湿热痹也多有阐述并开展了多项相关

研究[3]。豨桐丸虽问世仅 200 余年，但这首仅 2
味药组成的小方，却成为治疗风湿热痹的代表方

剂，《中国药典》2010 年版首次将其收录，并延

续至今。豨桐丸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符合

中医经典方剂“广泛应用、疗效确切、具有明显

特色与优势”的特点，正如清代本草大家赵学敏

所言“药价廉而效速”[4]。通过查阅古今文献，

笔者发现关于豨桐丸的来源尚待系统考证，对豨

莶草、臭梧桐两味中药现代药学研究也鲜有系统

总结。故本文对豨桐丸方源进行系统本草考证，

并对其组方药物的活性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综

述，期冀对豨桐丸的现代临床应用和药效学机制

研究有所助益。 
1  豨桐丸方源探析和临床应用考证 
1.1  豨桐丸方源探析 

《中医方剂大辞典》（第十册）中记载豨桐丸出

自于《济世养生集》[5]，但也有医家认为其出自于

清•恬素氏《集验良方拔萃》[6]。经查阅古籍，该方

主要记载于《济世养生集》（1791 年）、《本草纲目

拾遗》（1765 年）、《集验良方拔萃》（1841 年）、《验

方新编》（1846 年）中。 
清•毛世洪《济世养生集》记载：“治男妇感受

风湿……地梧桐俗谓臭梧桐……一斤。豨莶草……

八两。右二味和匀，炼蜜丸如桐子大，早晚以白滚

汤送下四钱。忌食猪肝、羊血、番茹等物……或煎

汤洗手足亦可。”[7]该方后转载于其他医书，如清•

恬素氏的《集验良方拔萃》与清•鲍相璈的《验方新

编》[8]中均记载此方，内容也与其相一致。其中，

清•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4]在卷六•木部臭梧

桐下附载：“豨桐丸，济世养生集”，标注该方出自

于《济世养生集》（表 1）。 
《济世养生集》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本草纲目拾遗》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
年），两者在成书时间上有所冲突。笔者查阅文献

证实《本草纲目拾遗》初稿成于乾隆三十年（1765
年），而后赵学敏花费四十年采访体察，将获得的

方子又补录其中，于嘉庆八年（1803 年）形成终

稿[9]。故而笔者推测豨桐丸为赵学敏补录于《本草

纲目拾遗》之方。虽亦有医家认为豨桐丸出自于《集

验良方拔萃》（1841 年），但该书成书时间明显晚

于《济世养生集》（1791 年），且内容与《济世养

生集》相一致。故笔者推测《集验良方拔萃》所述

内容乃转载于《济世养生集》。根据成书时间笔者

推断豨桐丸首次记载于清•毛世洪《济世养生集》，

补录于《本草纲目拾遗》中，后经《集验良方拔萃》、

《验方新编》转载。 

表 1  豨桐丸古籍记载 
Table 1  Xitong Pills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书籍 年份 内容 

毛世洪《济世养生集》 1791 年 治男妇感受风湿，或嗜饮冒风，内湿外邪传于四肢脉络，壅塞不

舒，以致两足软痠疼痛，不能步履，或两手牵绊，不能仰举。

凡辛劳之人，常患此症，状似风瘫。服此丸立能痊愈。其药价

廉而效速，诚秘方也，幸勿轻视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1765—1803 年 

恬素氏《集验良方拔萃》 1841 年 

鲍相璈《验方新编》 1846 年 

《本草纲目拾遗》《集验良方拔萃》《验方新编》所述内容均引自《济世养生集》原文 
These contents mentioned in “Ben Cao Gang Mu Shi Yi”, “Ji Yan Liang Fang Ba Cui” and “Yan Fang Xin Bian” are quoted from “Ji Shi Yang Sheng Ji”.  

关于毛世洪，《中医大辞典》中记载：“毛世洪，

清代医家，字达可，又字枫山，武林（浙江杭县）

人，善于脉诊。”[10]史料中关于其生平的记载极少，

今人对其生平的了解来源于《济世养生集》序文。

其撰有《济世养生集》《便易经验集》，后合为《养

生经验合集》。毛世洪自幼业儒，当阅及方书载有立

能起死回生之方药时，即措资购备，随证施送。年

近耄耋之时，恐良方湮没，汇成一帙以期济世，故

该书名为《济世养生集》。《济世养生集》成书于清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乃毛世洪汇辑历代养生

方药所成。豨桐丸虽首次记载于《济世养生集》，但

成方于何人、何时已无从考证。 
1.2  豨桐丸临床应用考证 

《济世养生集》中记载豨桐丸：“治男妇感受风

湿，或嗜饮冒风，内湿外邪传于四肢脉络，壅塞不

舒，以致两足软痠疼痛，不能步履，或两手牵绊，

不能仰举。凡辛劳之人，常患此症，状似风瘫。服

此丸立能全愈，其药价廉而效速，诚秘方也，幸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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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7]书中记载豨桐丸用于治疗男女外感风湿之

邪，或素有内湿、外感风寒，而致四肢经脉痹阻之

证。壅于下肢则两腿酸软疼痛、肢体活动不利，壅

于上肢则不能仰举。此病多见于体力劳动者。豨桐

丸药简力专，价廉效速，乃民间劳苦大众之方，

故被毛世洪收录于《济世养生集》中，以期济世。

现根据《中国药典》2015 年版记载用于：“风湿

热痹，症见关节红肿热痛；风湿性关节炎见上述

证候者”[11]。豨桐丸收纳于《中国药典》后，现已

做成中成药流传于世，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笔

者检索文献发现早在 1957 年已有文献报道应用豨

桐丸治疗风湿病[12]，豨桐丸也因得到了焦树德等中

医名家的认可而被广泛应用。 
2  豨桐丸方药本草考证 

《济世养生集》记载：“地梧桐俗谓臭梧桐，不

论花叶梗子俱可用，采取切碎，晒干，炒，磨末子，

一斤。豨莶草，炒，磨末子，八两。右二味和匀，

炼蜜丸如桐子大，早晚以白滚汤送下四钱。忌食猪

肝、羊血、番茹等物。”[7]豨桐丸由豨莶草、臭梧桐

2 味中药组成。豨莶草八两，臭梧桐一斤，折合成现

代剂量一两则为 30 g，故豨莶草 240 g，臭梧桐 480 g，
配伍比例为 1∶2。将上 2 味中药磨成末，用蜂蜜和

为丸剂，早晚各服用 1 次，以热水送服。服药期间

忌食猪肝、羊血、番薯等物。豨桐丸于 2010 年收录

于《中国药典》中，并延续至《中国药典》2015 年

版中。根据《中国药典》2015 年版记载：豨莶草 250 
g，臭梧桐叶 500 g，以上二味，豨莶草 75 g、臭梧

桐叶 150 g 粉碎成细粉，备用；其余豨莶草、臭梧桐

叶加水煎煮 2 次，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成相

对密度为 1.30（80 ℃）的清膏；加入上述细粉，混

匀，干燥，粉碎，过筛（酌留适量包衣），用水泛丸，

干燥，包衣，即得[11]。现行药典中记载两药物配比

仍为 1∶2，将豨莶草、臭梧桐 2 味中药部分浓缩做

成清膏与其余细粉混合，以水泛丸取代蜜丸。服用

次数为 1 日 3 次，1 次 1.6 g（10 丸）。其余均遵照原

书内容。 
2.1  豨莶草的考证 

豨莶草 Siegesbeckia pubescens Makino，又名猪

膏、虎膏、狗膏、火竒、粘糊菜等。猪膏、虎膏、

狗膏皆因其气味臭且治虎狗咬伤而得名。在《救荒

本草》中，因其嫩苗炸熟可用油盐拌食，故而又称

之为粘糊菜。《本草纲目》中记载：“楚人呼猪为豨，

呼草之气味辛毒为莶，此草气臭如猪而味莶螫，故

谓之豨莶。”[13]《新修本草》中言豨莶草：“主热匿，

烦满不能食，生捣汁服三、四合。”[14]书中同时记载

了猪膏莓，言其：“主金疮，止痛，断血生肉，除诸

恶疮，消浮肿，捣封之。汤渍、散敷并良”[14]。豨莶

草性味苦、寒，有小毒，归肝、肾经。后世医家多用

其治疗风湿痹痛，清代严洁、施雯、洪炜在《得配本

草》言其：“专治风湿四肢麻痹”[15]。现行“十二五”

《中药学》教材中将其功效归纳为“祛风湿、利关节、

解毒”。豨莶草因其作用明确且广泛，被记载于多部

本草著作中（表 2）。现豨莶草多用于治疗风湿痹痛或

风疹、湿疹、疮痈等，常与臭梧桐配伍使用。药理研

究表明豨莶草中的奇任醇、二甲基槲皮素、倍半萜类

等有效成分具有抗炎镇痛的作用[16]。 
古代以豨莶草之名入药的草药至少有 3 种：一

是《新修本草》中所言豨莶，又名火竒；二是《新

修本草》中另一种草药，名为猪膏莓；三是《梦溪

笔谈》中所提及的地菘[17]。《新修本草》中言豨莶：

“叶似酸浆而狭长，花黄白色。”[14]《图经本草》后

转载豨莶草并附有海州豨莶图（图 1），经对比考证

此图为龙葵，《新修本草》中所言豨莶实为茄科龙葵。

而《新修本草》中所载的猪膏莓则为现《中国药典》

收纳的腺梗豨莶。书中形容猪膏莓：“叶似苍耳，茎

圆有毛，生下湿地，所在皆有。”[14]现《中国药典》

中记载豨莶草色灰绿，叶呈卵圆形且有白色软毛，

与《新修本草》中所描述的猪膏莓相吻合。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世人妄认地菘为火杴......
火杴本草名猪膏莓者，后人不识。”[18]由此可知，

地菘也曾被误认为是豨莶而入药，此地菘即为菊科

植物天名精。古书中对上述药材的详细描述见表 3。 
2.2  臭梧桐的本草考证 

臭梧桐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出自

于《图经本草》[19]，又称海州常山、臭桐、海桐、

地梧桐。味辛、苦、甘，凉。入肝经。《图经本草》

言其：“治疟。”[20]《本草纲目拾遗》言其：“洗鹅

掌风、一切疮疥，煎汤洗汗斑，湿火腿肿，久不愈

者，同菴闾子浸酒服。并能治一切风湿，止痔肿，

煎酒服；治臁疮，捣烂作饼，加桐油贴。”[4]现行“十

二五”《中药学》教材中将其功效归纳为“祛风湿、

通经络、平肝”。臭梧桐在古籍中记载较少，临床应

用不甚广泛，但常与豨莶草搭配用于治疗风湿痹证。 
3  豨桐丸的化学成分研究 
3.1  豨莶草的化学成分研究 

《中国药典》2015 年版中收录的豨莶草为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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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历代本草对豨莶草的记载 
Table 2  Records of Siegesbeckia in ancient books 

本草著作 性味 功效 

唐•苏敬《新修本草》 豨莶：味苦，寒，有小毒 

猪膏莓：味辛、苦，无毒 

主热䘌烦满，不能食 

主金疮，止痛，断血，除诸恶疮，消浮肿。捣封之，汤渍散敷并良 

宋•苏颂《图经本草》  云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蒸疼、腰膝无力者，亦能行大肠气；

服之补虚，安五脏，生毛发，兼主风湿疮，肌肉顽痹 

宋•唐慎微《证类本草》 味苦，寒，有小毒 主热䘌烦满，不能食 

明•王纶《本草集要》 味苦，气寒，有小毒 主热䘌烦满，不能食。多服、久服治中风偏麻痹，骨间疼，腰膝无力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豨莶：味苦，寒，有小毒 

猪膏莓：味辛、苦，无毒 

主热䘌烦满，不能食 

主金疮，止痛，断血，除诸恶疮，消浮肿。捣封之，汤渍散敷并良 

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 味苦，寒，有小毒 主治热䘌，烦满不能食。捣汁主金疮，止痛，续血，生肌，除诸

恶疮，消浮肿 

明•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 味苦，寒，有小毒 主热䘌烦满不能食。凡病人患四肢麻痹，骨间疼，腰膝无力，由

于脾肾两虚，阴血不足，不因风湿所中而得者，不宜服之 

清•郭佩兰《本草汇》 味苦，气寒，小毒 主肢节不利，肌体麻痹；疗脚膝软疼，缠绵风气；补元气，去风

湿；长眉发，乌须鬓 

清•闵钺《本草详节》 味苦，气寒，有小毒 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痛膝弱，风湿诸疮 

清•陈士铎《本草新编》 味苦，气寒，有小毒 疗暴中风邪，口眼㖞斜，治久湿湿痹，腰脚酸痛，主热匿烦满 

清•汪昂《本草备要》 味苦，辛 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筋骨冷痛，腰膝无力，风湿疮疡 

清•吴仪洛《本草从新》 味苦，辛 治缠绵风气，四肢麻痹，筋骨冷痛，腰膝无力，风湿疮疡 

清•严洁、施雯、洪炜 

《得配本草》 

味苦，辛，有小毒 专治风湿四肢麻痹，筋骨疼痛，腰膝软弱。 

清•黄宫绣《本草求真》 味苦，辛 主治亦止宜于肝肾风湿，而见四肢麻木、筋骨冷痛、腰膝无力、

风湿疮疡 

清•张璐《本经逢原》 味辛、苦，寒，有小毒 为祛风除湿，而兼活血之要药 

清•杨时泰《本草述钩元》 味辛、苦，有小毒 生用治热䘌烦满不能食，除诸恶疮，消毒肿。捣汁服，吐久疟痰

癊。蒸曝用之，甚益元气，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痛膝痛，

并偏风口喎，时时吐涎 

清•张秉成《本草便读》 味苦，寒 苦寒能除湿祛风，肾肝并入；制炼用酒蒸蜜拌，痹痿皆宜 

民国•萧步丹《岭南采药录》 味辛 祛风湿，壮筋骨，乌鬓明目，洗痔疮，洗疳，消诸肿 

 
1-豨莶草  2-海州豨莶  3-龙葵  4-天名精（地菘） 

1-Siegesbeckia pubescens Makino  2, 3-Solanum nigrum L.  4-Carpesium abrotanoides L. 

图 1  《图经本草》与现代本草中记载的豨莶草及其易混草药 
Fig. 1  Records of Siegesbeckia and confusing herbs in “Illustrated Classics of Materia Medica” and modern herbal book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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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草中有关豨莶草及其易混草药相关记载 
Table 3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Siegesbeckia and confusing herbs in ancient books 

书籍 植物名称 形状 

《新修本草》 豨莶：实为菊科龙葵 叶似酸浆而狭长，花黄白色，一名火莶，田野皆识之 

《新修本草》 猪膏莓：实为腺梗豨莶 叶似苍耳，茎圆有毛，生下湿地，所在皆有。一名虎膏，一名狗膏。生平泽 

《图经本草》 豨莶：实为菊科龙葵 春生苗，叶似芥菜而狭长，文粗。茎高二、三尺。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结实，颇

似鹤虱 

《图经本草》 天名精：又名地菘、鹤虱 夏秋抽条，颇如薄荷，花紫白色，叶如菘菜而小，故南人谓之地菘，香气似兰 
 
植物豨 莶 Siegesbeckia orientalis L. 、腺梗豨莶

Siegesbeckia pubescens Makino 以 及 毛 梗 豨 莶

Siegesbeckia glabrescens Makino 3 种。3 种原植物的醇

提取物所含化学成分相似，主要由二萜类、倍半萜类

以及黄酮类等成分组成。滕天立等[16]已详细综述了

2014 年之前从豨莶草中分离得到的化合物，本课题组

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近几年来国内外文献报道的从豨

莶草中新发现的化学成分，以便为豨莶草的研究提供

参考价值。 
3.1.1  二萜类  萜类化合物为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的具有抗菌消炎、抗肿瘤、抗氧化等多种生物学

功能的成分，也是豨莶草中含量最高的化学成分。

豨莶草中的萜类主要为二萜类化合物，分为海松

烯型二萜类、贝壳杉烷型二萜类以及链状二萜类

等。近年从豨莶草中新发现的二萜类化学成分信

息见表 4。 
3.1.2  黄酮类  豨莶草中黄酮类化学成分含量较

少，从豨莶草中已发现的黄酮类化合物多为自然界

药用植物中广泛存在的槲皮素及其苷类衍生物。具

体信息见表 5。 

表 4  豨莶草中二萜类成分 
Table 4  Diterpenes from Siegesbeckia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对 映 -15-O- 乙 酰 基 -2α,16,19- 三 羟 基 海 松 烷 -8(14)- 烯 [ent-15-O-acetoxy-2α,16,19- 

trihydroxypimar-8(14)-ene] 
65 

2 对 映 -16-O- 乙 酰 基 -2α,16,9- 三 羟 基 海 松 烷 -8(14)- 烯 [ent-16-O-acetoxy-2α,16,19-tri- 
hydroxypimar-8(14)-ene] 

65 

3 山柰酚-3-O-β-D-葡萄糖苷（kaempferol-3-O-β-D-glucopyranoside） 65 
4 苄醇-β-D-吡喃葡萄糖苷（benzyl-β-D-glucopyranoside） 66 
5 对映-16βH,17,18-二羟基-贝壳杉烷-19-羧酸（siegesbeckic acid） 67 
6 对映-17-羟基-16βH-贝壳杉烷-19-羧酸（ent-17-hydroxy-16βH-kauran-19-oic acid） 68 

表 5  豨莶草中黄酮类成分 
Table 5  Flavonoids from Siegesbeckia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7 槲皮素-3-O-β-D-吡喃葡萄糖苷（quercetin-3-O-β-D-glucopyranoside） 65 
8 7-O-(β-D-glucopyranosyl)-galactin 69 
9 7,3′,4′-三羟基黄酮（7,3′,4′-trihydroxyflavone） 69 

10 5,6,7,3′,4′,5′-六甲氧基黄酮（5,6,7,3′,4′,5′-hexamethoxyflavone） 69 
11 8,3′,4′-三羟基-7-甲氧基二氢黄酮（8,3′,4′-trihydroxy-7-methoxydihydroflavone） 69 
12 5,4′-二羟基-7,3′-二甲氧基二氢黄酮醇（5,4′-dihydroxy-7,3′-dimethoxydihydroflavonol） 69 
13 7,4′-二羟基-3′-甲氧基二氢黄酮（7,4′-dihydroxy-3′-methoxydihydroflavone） 69 
14 3,4-二甲氧基-2′,4′-二羟基查尔酮（3,4-dimethoxy-2′,4′-dihydroxychalcone） 69 
15 木犀草素（luteolin） 69 

3.1.3  其他类  近年来，在豨莶草中还发现了棕榈

酸等有机酸以及香草醛、咖啡酸乙酯等其他类化合

物，见表 6。 
3.2  臭梧桐的化学成分研究 

臭梧桐 Clerodendrum trichotomum Thunb. 为马

鞭草科大青属的植物，通过对其入药部位叶和嫩枝

提取物系统化学成分研究发现，其主要含有黄酮及

其苷类、苯丙素及其苷类、生物碱类、甾体及其苷

类、萜类、挥发油等成分。 
3.2.1  黄酮及其苷类  黄酮类化合物在自然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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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臭梧桐中第 1 个被发

现的黄酮类化合物为海常素，为 7 位含有二葡萄糖

醛酸取代基的黄酮苷，后又陆续发现了芹菜素、芹

菜素-7-葡萄糖醛酸等黄酮及其苷类，臭梧桐中的黄

酮苷所连糖基多为葡萄糖醛酸。目前在臭梧桐中发

现的黄酮类化合物共有 11 个，见表 7。 
3.2.2  苯丙素及其苷类  苯丙素类成分为自然界中

大量存在的活性化合物，主要分为苯丙酸、香豆素

和木质素等类型，臭梧桐中的香豆素类成分以简单

苯丙素类化合物为主，多以苷的形式存在，是一类

含取代苯乙基和取代肉桂酰基的天然糖苷，因此极

性较大，无挥发性[20]，见表 8。 
3.2.3  生物碱类  生物碱类成分为广泛存在于天然

植物中的碱性含氮成环有机化合物，结构复杂，且

具有显著的生理活性。臭梧桐提取物中所含生物碱

类成分主要为喹唑啉酮类化合物，共 4 个，见表 9。 
3.2.4  甾体及其苷类  甾体化合物又称为类固醇化

合物，主要分为甾醇、胆汁酸、强心苷等。臭梧桐

中目前分离得到的甾体类化合物共 9 个，多为甾醇

类，见表 10。 

表 6  豨莶草中其他类化学成分 
Table 6  Other constituents from Siegesbeckia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16 水杨醇（salicyl alcohol） 70 

17 棕榈酸（palmitic acid） 68 

18 香豆素（coumarin） 68 

19 香草醛（vanillin） 65 

20 咖啡酸乙酯（caffeoyl acetate） 68 

21 反式对羟基肉桂酸（E-p-hydroxy-cinnamic acid） 68 

22 对羟基苯乙酮（p-hydroxyacetophenone） 70 

23 4-(4-羟基-苯基)-2-丁酮 [4-(4-hydroxy-phenyl)-2-butanone] 70 

24 3,5-二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3,5-dimethoxy-4-hydroxy-benzaldehyde） 70 

25 对羟基苯甲醛（p-hydroxybenzaldehyde） 66 

26 (6S,9R)-roseoside 65 

27 腺苷（adenoside） 65 

28 3-豆蔻酰氧基-2-异丁酰氧基-4-甲基戊酸 [3-(myristoyloxy)-2-(isobutyloxy)-4-methylpentanoic acid] 71 

29 3-豆蔻酰氧基-2-羟基-4-甲基戊酸 [3-(myristoyloxy)-2-hydroxy-4-methylpentanoic acid] 71 

30 γ-十二烷基-α-羟基-γ-内酯（γ-dodecyl-α-hydroxy-γ-lactone） 71 

表 7  臭梧桐中黄酮类成分 
Table 7  Flavonoid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1 芹菜素（apigenin） 72 

2 芹菜素-7-葡萄糖醛酸（apigenin-7-glucuronic acid） 72 

3 车前草苷（plantainoside） 62 

4 臭梧桐素（clerodendronin） 64 

5 海州常山苷（clerodendrin） 73 

6 海常素（clerodendrin） 72 

7 金合欢素（acacetin） 74 

8 金合欢素-7-二葡萄糖醛酸（acacetin-7-glucuronic acid） 75 

9 5,7-二羟基 3′,4′-二甲氧基黄酮（5,7-dihydroxy 3′,4′-dimethoxyflavone） 74 

10 5,7,4′-三羟基黄酮（5,7,4′-trihydroxyflavone） 73 

11 5,7,3′,4′-四羟基黄酮（5,7,3′,4′-tetrahydroxyflavone）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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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臭梧桐中苯丙素类成分 
Table 8  Phenylpropanoid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12 毛蕊花糖苷（acteoside） 35 

13 异麦角甾苷（isoacteoside） 35 

14 马替诺皂苷（martinoside） 62 

15 去咖啡酰毛蕊花糖苷（decaffeoylacteoside） 35 

16 咖啡酸（caffeic acid） 56 

17 1-O-咖啡苷（1-O-caffeoyl glycoside） 56 

18 3,4-二羟基苯乙醇（3,4-dihydroxyphenylethanol） 76 

19 咖啡酸甲酯（methylcaffeate） 76 

20 去鼠李糖洋丁香酚苷（desrhamnosylacteoside） 76 

21 去鼠李糖异洋丁香酚苷（cal-ceorioside） 76 

22 焦地黄苯乙醇苷 D（jionoside D） 51 

23 米团花苷（leucosceptoside） 44 

24 地黄苷（rehmannioside） 44 

25 异地黄苷（isomartynoside） 44 

 
表 9  臭梧桐中生物碱类成分 

Table 9  Alkaloid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26 常山碱（febrifugine） 43 

27 常山定碱（orixidine） 43 

28 异常山碱（isofebrifugine） 43 

29 1H-吲哚-3-羧酸（1H-indole-3-carboxylic acid） 77 

表 10  臭梧桐中甾体类成分 
Table 10  Steroid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 文献 

30 β-谷甾醇（β-sitosterol） 77 

31 豆甾醇（stigmasterol） 77 

32 胡萝卜苷（daucosterol） 74 

33 豆甾醇-3-O-葡萄糖苷（stigmasterol-3-O-glucopyrano-side） 74 

34 24-ethyl-7-oxocholesta-5,22(E),25-trien-3D-ol 78 

35 decortinone 78 

36 22-脱氢赤桐甾醇（22-dehydroclerostero） 78 

37 赤桐甾醇（clerosterol） 78 

38 22-脱氢赤桐甾醇-3-O-β-D-半乳吡喃糖苷（22-dehydroclerostero-3-O-β-D-galactopyranoside） 37 
 
3.2.5  萜类  萜类化合物根据分子中异戊二烯单位

数进行分类，主要有单萜、倍半萜、二萜、三萜类

等。目前从臭梧桐中分离得到 17 个萜类化合物，均

为二萜及三萜类化合物，见表 11。 
3.2.6  挥发油和其他类  臭梧桐挥发油中主要成分

为烷烃类、醇类、酸类以及醛类，其中十六烷酸和

2,6,10,14-四甲基十六烷为主要成分，含量超过

10%[21]。除此之外，研究者从臭梧桐中还分离得到

中肌醇、植物血凝素、丁香醛、糖类等其他类化合

物，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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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臭梧桐中萜类成分 
Table 11  Terpene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39 羽扇豆醇（lupeol） 79 
40 3-羟基-30-去甲基-20-酮基-28-羽扇豆酸（3-hydroxy-30-nor-20-oxo-28-lupanoic acid，platanic acid） 74 
41 木栓酮（friedelin） 74 
42 白桦脂酸（betulinic acid） 77 
43 蒲公英萜醇（taraxerol） 77 
44 villosin B 80 
45 villosin C 80 
46 大青酮 B（cyrtophyllone B） 80 
47 钩大青酮（uncinatone） 80 
48 海州常山苦素甲（clerodendrin A） 81 
49 海州常山苦素乙（clerodendrin B） 81 
50 石蚕文森酮 A（teuvincenone A） 80 

51 石蚕文森酮 B（teuvincenone B） 80 

52 石蚕文森酮 F（teuvincenone F） 80 

53 石蚕文森酮 H（teuvincenone H） 80 

54 柳杉酚（sugiol） 80 

55 植物醇（phytol） 77 

表 12  臭梧桐中其他类化学成分 
Table 12  Other constituents from C. trichotomum  

序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56 中肌醇（myo inositol） 72 

57 植物血凝素（phytohemagglutinin） 81 

58 异香草醛（isovanillin） 74 

59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74 

60 丁香醛（syringaldehyde） 74 

61 乙酸橙酰胺（auran-tiam ide acetate） 82 

62 corchorifaltyacid E 82 

63 臭梧桐糖苷（trichotomoside） 82 

64 D-吡喃葡萄糖（D-glucopyranose） 83 

65 1,6-脱氧-β-D-葡萄糖（1,6-anhydro-β-D-glucose） 83 

66 5-羟甲基糠醛（5-hydroxymethylfurfural） 84 
 
4  豨桐丸的现代药理学研究 

豨桐丸仅有 2 味药组成，属于中医小方。《素问•

至真要大论》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23]，小

方药简力专，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经典方剂

合方使用，临床应用十分广泛，但对豨桐丸的药理

学作用机制却少有报道。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豨

桐丸组方药物豨莶草、臭梧桐提取物具有抗炎镇痛、

降压、抗肿瘤细胞增殖、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 
4.1  抗炎镇痛作用 

研究者从豨莶草中最早发现的具有抗炎作用的

活性成分是二萜类化合物奇任醇。信红岭等[24]研究

发现豨莶草中的奇任醇可降低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CD4+细胞数量，同时提高 CD8+细胞数量，使

CD4+/CD8+比例降低，抑制 B 淋巴细胞产生自身抗

体和免疫球蛋白，逐步减轻免疫复合物在关节局部

的沉积，从而抑制炎症的发展。以此实验为基础，

毕娟等[25]进一步探究发现奇任醇还可通过降低佐

剂型关节炎大鼠白细胞介素-1β（IL-1β）、白细胞介

素-6（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来抑

制炎症反应。除奇任醇外，Park 等[26]研究表明豨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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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中的二萜类成分对映贝壳杉烷-16αH,17-羟基- 
19-羧酸具有抗炎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一

氧化氮（NO）的产生，下调 NF-κB 的表达来抑

制 iNOS、COX-2 和 TNF-α 等炎症因子的表达，

从而起到抗炎作用。赵凯华等[27]、Li 等[28]、Kim
等[29]在实验中发现豨莶草含有的豆甾醇、熊果酸、

黄酮类和倍半萜类成分均可抑制 NO 的表达，进

而减少炎症因子的产生。宋业朋等[30]在研究中发

现豨莶草煎剂可提高佐剂型关节炎大鼠模型中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增强体内对氧自由

基的清除力，从而抑制炎症反应。宋业朋等[30]在

实验中还发现豨莶草煎剂可降低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含量，ICAM-1 可使巨噬细胞不断侵

入滑膜组织，吸引免疫细胞浸润，降低 ICAM-1
的含量可抑制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冯佳等[31]发

现豨莶草醇提物可调控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

胞（THP-1）源性巨噬细胞中的 TLRs/NF-κB 信号

通路，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的活化，减少炎症因

子的产生。唐晓栋等[32]应用膝骨关节炎大鼠模型

研究豨莶草水提物抗炎作用，发现其可上调 sirt1
表达,下调 FOXO1 乙酰化水平，减轻软骨损伤，

从而减缓炎症反应。此外，唐晓栋等[32]在实验中

还发现豨莶草水提物可升高膝骨关节炎大鼠模型的

压痛阈值与热痛阈值，起到镇痛作用。 
刘耕陶等[33]用新鲜鸡蛋白注射于大鼠后足，刺

激大鼠产生炎症反应，以关节肿胀程度作为观测指

标，研究发现口服臭梧桐与鬼针草合剂水煎剂可改

善大鼠蛋白性关节炎肿胀程度，验证了针桐合剂的

抗炎消肿作用。Choi 等[34]用角叉菜胶对大鼠后足趾

致炎造模，发现臭梧桐甲醇提取物可抑制大鼠后爪

水肿，并可抑制毛细血管扩张，降低血管通透性以

减缓炎症反应。Kim 等[35]研究表明臭梧桐中所含的

苯丙素类化合物毛蕊花糖苷（acteoside）可改善角

叉菜胶诱发的大鼠后爪水肿以减轻炎症反应。Park
等[36]报道臭梧桐甲醇提取物可通过调控小鼠单核

巨噬细胞 RAW 264.7 中 NF-κB/ IκB-α 通路，从而减

少 TNF-α 表达抑制炎症反应。田珂[37]用臭梧桐乙醇

提取物作用于 RAW 264.7 细胞，发现臭梧桐醇提物

通过抑制 NO 以及 IL-1β 的表达来发挥抗炎作用，

并探明石油醚和乙酸乙酯萃取物为臭梧桐主要抗炎

活性部位。王玉润等[38]用变动电压刺激鼠尾，以小

鼠嘶叫情况作为疼痛指标测定小鼠痛阈，实验表明

臭梧桐水提物可提高小鼠电刺激痛阈，而达到镇痛

作用。徐叔云等[39]利用热痛反应实验，将小鼠置于

热板，以舐后足次数为疼痛反应指标，发现臭梧桐

中的海州常山苦素乙（clerodendrin B）可延长小鼠

舐后足的时间，证明其镇痛作用。罗琼等[40]用小鼠

腹腔注射醋酸致痛造模，以小鼠疼痛扭体次数作为

观测指标，实验证明外用豨莶草甲醇提取物能显著

减少醋酸所致小鼠扭体的次数，从而减轻疼痛。 
4.2  降压作用 

周永祺等[41]发现用豨莶草水提物给家兔灌胃

给药可有效降低家兔眼压。高辉等[42]发现腺梗豨莶

二萜类化合物对映-16β,17-二羟基贝壳杉烷-19-羧
酸可使家兔的心率、收缩压以及舒张压均呈下降趋

势，从而降低血压。徐叔云等[43]应用大鼠和狗模型

研究臭梧桐热浸剂及其提取物的降压作用，静脉注

射给药后，二者均呈现两度降血压作用，第一度可

降低原值的 27%～85%，经 30～60 min 后恢复或接

近恢复，此后出现温和持久的第 2 度降血压现象，

维持 55～120 min 不等。Kang 等[44]应用大鼠高血压

模型证实臭梧桐苯丙素类成分，如洋丁香酚苷、米

团花苷、地黄苷、异洋丁香酚苷和异地黄苷等，能

够显著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从而起到降

压作用。 
4.3  抗肿瘤细胞增殖 

Jun 等[45]研究发现豨莶草水提取物可抑制人乳

腺癌细胞活性并且促进凋亡小体形成，其机制主要

是豨莶草提取物可裂解人乳腺癌 MCF-7 细胞与

MDA-MB-231 细胞中的 pro-caspase 蛋白酶和 PARP
蛋白，诱导细胞凋亡。Liu 等[46]研究发现豨莶草中的 
(E)-3-(3-酮基- 1-丁烯基) 苯基二甲基氨基甲酸酯可诱

导人肺癌 A549 细胞凋亡，其 IC50值为 58 μg/mL。汪

建平等[47]发现豨莶草醋酸乙酯和正丁醇提取物可抑

制人子宫颈癌 HeLa 细胞的增殖。Lv 等[48]研究表明豨

莶草挥发油成分可通过上调 Bax、半胱氨酸蛋白酶

（Caspase）-9 和 Caspase-3 表达并且下调 Bcl-2 蛋白表

达，促进人肝癌 HepG2 细胞的凋亡。赵钟祥[49]对臭

梧桐叶及茎皮中的甲醇提取物进行活性跟踪分离发

现臭梧桐中的毛蕊花糖苷（acteoside）、异麦角甾苷

（isoacteoside）可抑制人胃腺癌细胞 MK-1、人子宫颈

癌细胞 HeLa 和小鼠黑色素瘤细胞 B16F10 增殖。 
4.4  抗氧化作用 

娄月芬等[50]研究豨莶草的抗氧化作用，发现豨

莶草总黄酮在脑缺血损伤大鼠模型中可降低脑组织

丙二醛（MDA）含量，提高脑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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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活性，

从而起到抗氧化作用，缓解脑缺血损伤。Chae 等[51]

研究发现臭梧桐中的焦地黄苯乙醇苷D可清除中国

仓鼠 V79-4 肺细胞中 DPPH 自由基，增加 SOD 和

过氧化氢酶（CAT）的表达，进而起到抗氧化作用。 
4.5  对免疫系统作用 

Kim 等[52-53]研究发现腺梗豨莶水提物可抑制大

鼠体内组胺的释放，抑制小鼠体内 IgE 的产生，从

而起到抗过敏作用。邵南齐等[54]发现豨莶草颗粒可

降低正常小鼠的吞噬指数和吞噬系数以及胸腺指数

和脾指数，对正常小鼠的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

疫功能均有抑制作用，影响免疫器官的发育。Lee
等[55-56]研究发现臭梧桐中的苯丙素类化合物毛蕊花

糖苷（acteoside）可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同时

抑制磷脂酶 A2 的活性，调节免疫系统。 
4.6  其他作用 

除上述作用外，豨莶草提取物可降低全血黏

度，从而抑制血栓形成[42]。Yang 等[57]、Huh 等[58]

研究表明豨莶草提取物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

李蔷等[59]发现豨莶草可降低 MRL/lpr 狼疮性肾炎

小鼠中的尿蛋白含量，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从而

缓解狼疮性肾炎。豨莶草还具有促进创伤愈合的作

用，Wang 等[60]用腺梗豨莶醇提取物处理小鼠成纤

维细胞，发现豨莶草可激活成纤维细胞从而促进伤

口愈合。李志勇[61]研究发现豨莶草水提取物和醇提

取物均可降低链脲佐菌素所致高血糖大鼠的血糖，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胰岛素抵抗、糖耐量等指标，

说明豨莶草具有一定降血糖作用。Kim 等[62]研究发

现臭梧桐中的去鼠李糖洋丁香酚苷（desrhamno 
sylacteoside ） 和 去 鼠 李 糖 异 洋 丁 香 酚 苷

（cal-ceorioside）具有抗艾滋病病毒作用。沈家麒

等 [63]和徐叔云等[64]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臭梧桐提取

物还具有一定的镇静作用。 
5  结语 

通过对豨桐丸的源流进行考证，笔者发现豨桐

丸最早记载于清代毛世洪的《济世养生集》（1791
年），补录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被《集验良方拔

萃》、《验方新编》转载，于 2010 年首次收录在《中

国药典》中。原方由豨莶草八两、臭梧桐一斤配伍

而成，以蜜泛丸，用白滚汤送服。在临床上，古方

今用，现已制成豨桐丸中成药，被收录于《中国药

典》中。取豨莶草与臭梧桐剂量比为 1∶2，以水泛

丸，具有清热燥湿、疏风止痛的功效，临床用于风

湿热痹的治疗。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豨桐丸组方药

物豨莶草和臭梧桐的化学成分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豨莶草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二萜类、倍半萜

类及黄酮类，臭梧桐中主要化学成分为挥发油类、

黄酮类、苯丙素类以及生物碱类等。现代药理学研

究表明豨桐丸及其组方药物药理作用广泛，具有明

显的抗炎镇痛、降压、抗肿瘤细胞增殖、抗氧化等

作用，这些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了一定的药理学依据。

本文通过查阅本草古籍对豨桐丸及其组方药物进行

详细本草考证，梳理豨桐丸历史沿革及临床应用情

况；通过查阅现代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豨莶草和臭

梧桐活性成分在现有综述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

充，并对豨桐丸组方药物现代药理作用研究进展进

行归纳分析，以期为豨桐丸的现代临床应用及药理

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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