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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衣植物是真菌和藻类共生的一类独特植物
,

药用历史悠久
。

地衣植物对环境污染敏感
,

多分布

于高海拔无污染地区
,

且分类定种困难
,

是中草药

研究的薄弱环节
。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

地衣植

物种类
,

资源量减少速度比高等植物快得多
,

据国

外研究报道
,

地衣植物在抗菌
、

抗结核
、

抗癌和抗

原子能辐射都有一定作用
,

今概述国产地衣植物的

研究现状
。

1 药用地衣资源

魏江春等著 《中国药用地衣 》〔均收载 71 种药

用地衣
,

包括民间药用的地衣植物
、

含有抗菌物质

及其它药用成分的地衣植物以及可做石蕊试剂原料

的地衣植物
。

陕西部分地区有商品生产 销售
,

中

南
、

西北地区将数种松萝属植物做海风藤或松萝入

药
。

2 化学成分

2
.

1 挥发油
:

孙汉董〔2〕等从扁枝衣E ve
r o ia o e -

: 。 : 1n 。夕几。。刀中分离鉴定了20 余种成分
,

主要成

分为柔扁枝衣酸乙醋
;

从尼泊尔星冰岛衣 Cet r a r -

‘a s t r 。。 。。夕a le 。 5 1 5 中分离鉴定 T 3 o余种成分
,

主要成分为赤星衣酸乙醋
、

扁枝衣酸乙醋和柔扁枝

衣酸乙醋
。

2
.

2 地衣酸类
: a )石耳科

:
张振杰〔3〕等报 道了

石耳科石耳U , n b ilie a r ia e s e “le n t a的化学成分
,

分离鉴定了石耳酸
、

红粉苔酸
:

苔色酸甲酷
;

李波

以〕等从红腹石耳U 阴 b il￡e a r ia h夕P o e o e e ‘n e a 中

分离鉴定了三苔色酸
、

黑茶渍素
、

苔色酸甲醋和乙

醋
、

苔色酸
、

日一苔黑酚酸甲醋及松萝酸
。

b ) 松萝

科
:

孙汉董〔6〕等从亚洲树发月Ie e to r ia a s ia t宕e a 中

分离鉴定了松萝酸
,

从沟树发 Ile e to r ia ““le a t a中

分离鉴定了维壬西酸
、

赤星 酸乙醋
、

瑞藏酸
、

赤

星衣酸
;

从砖抱发 C r o P o g o n lo 二 e

ns is 中分 离鉴

定了黑茶渍素和维任西酸
,

从长松萝U “ne a lon g -

i : : io a 中分离鉴定了松萝酸和扁枝衣酸 乙 醋
;

从

胡子松萝U “路e a c 。。。 “a 中分离鉴定了松萝酸
。

c)

石蕊科
:

孙汉董〔5〕等从林石蕊C la d o ”‘a a r b u ““-

川a 中分离鉴定了松萝酸
、

赤星衣酸乙醋
;

孙 汉董

〔6〕等又从雀石蕊 C Ja d o o i a S te lla r ‘s 中分 离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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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黑茶溃素
、

松萝酸
、

珠光酸
、

2一经基一4一甲氧基-

。一正戊基苯甲酸
、

2
,

4 一二经基一6一正戊基苯甲酸
。

d )梅衣科
:

孙汉董〔e〕等从金腰带五 e t人。 r i。21。 : a -

h场
: u c左n e ; i中 分 离鉴定了黑茶渍素

、

日一 苔 黑酚

酸甲醋
、

赤星衣酸乙醋及桔红色素
,

从金丝刷L e -

tha r ie l了a e la d o n io id e s中分离鉴定了黑茶渍素
、

降斑点酸
、

尽
一

苔黑酚酸甲醋
、

赤星衣酸
、

8 一 乙氧

基降斑点酸
。 。 ) 娱蛤衣科

:

孙汉董〔5 〕等从卷梢雪

花衣 A n a Pt J
, e h‘a bo r夕 i中分离鉴定T 黑茶渍素

、

赤星衣酸乙醋
、

瑞藏酸和泽屋菇
。

f )皮果衣科
:

孙

汉董〔。〕等从皮果衣 D e r切 a to e a r P o n m i , ia ru m 中

分离鉴定了庚七醇
。

3 讨论

3
.

1 我国地衣资源丰富
,

但鉴定主要依据子 囊盘

特征难以掌握
,

限制其研究及使用
。

建议结合地衣

植物经典分类方法
,

从地衣体的显微构造及粉末特

征
,

地衣酸微量结晶晶形及薄层层析等方面进行研

究
,

提供准确
、

快速
、

简易方 法 鉴别地 衣 植物
。

3
.

2 据初步统计
,

国产地衣植物仅2种进行挥发油

成分分析
,

15 种进行了地衣酸的分离鉴定
。

所占药

用地衣总数比例很小
,

而且具抗癌活性的地衣多糖

在国产种中未见报道
。

为了进一步开发药用地衣资

源
,

必须加强化学成分的研究
,

同时也为用薄层层

析鉴别地衣植物莫定基础
。

4 我国药用地衣应用前景展望

4
.

1 我国地衣资源丰富
,

地衣酸含 量 较高
,

有的

种类高达2 3
.

5 %
,

约80 肠的地衣植物含有多糖类物

质
,

且多生长于高海拔无污染地区
,

民间有长期药

用经验
。

开发无污染
、

疗效高的绿色药品
、

保健品

有广阔前景
。

4
.

2 某些地衣植物是传统食品之一
,

食用 历 史悠

久
,

加强其食用价值研究
,

生产符合饮料发展新潮

流的营养保健型饮料
、

食品有一定开发价值
。

4
.

3 某些地衣植物含有独特的芳香物质
,

用于高

级香水的配制
,

在国外已有生产
。

在国产地衣植物

中寻找新资源
。

将会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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