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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我国海马中药材的分布及品种 ,海马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医药应用研究 ;报道海马资源的人工工厂

化健康养殖及其在保健食品、药品研究开发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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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是我国名贵海洋中药材 ,历代古医籍及我国药典历

次版本一部 (中药部分 )均有收载。历代中医师均作处方入药

使用 ,其医药作用明确 ,且具独特显著的药用功效 ,应用前景

良好。笔者概述海马在我国的分布及品种、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人工工厂化健康养殖及其在医药应用的研究进展 ,为今

后研究开发提供有益的资料 ,促进我国海洋中药海马的应用

和发展。

1　我国海马的分布及其药材品种

1. 1　主要产地:海马主要产于我国广东和海南省海域 ,南海

为我国海马的主要自然分布区 ,大多为捕鱼时捕获的野生品

种 ,极少数海马为人工养殖品 ,海马药材除自销外 ,大多销往

全国其它省区。东南沿海海马药用分布种类较少 ,产量较低 ,

药材多自产自销 ,药用价值较大的种类有三斑海马、冠海马、

大海马 ;黄海、渤海沿海即江苏、山东、辽宁等省沿海海马种

类较少 ,主要分布种为日本海马 ,常在捕小鱼的拉网中检出 ,

商品药材名为海蛆 ,多自产自销 ;大连沿海分布较多 ,渔民常

将其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

1. 2　生物品种:海马为脊索动物门鱼纲海龙科动物 ( Syng-

na thidae) ,有资料表明全球约有海马 354个品种 ,其中有经

济价值的有 30多种 ,有的已被列入《濒危动物种红色名录》。

我国海马共有 6种 [1] ,即为:

冠海马 Hippocampus coronatus Temminck Schlegel分

布于黄海、渤海。

刺海马 H . histris Kaup分布于南海、东海、台湾海峡 ,

栖息于内湾海藻丛中。

管海马 H . kuda Bleeke r分布于南海、台湾、东海、渤

海 ,栖息于海藻丛中。

日本海马 H . japonicus Kaup分布于中国沿海 ,栖息于

沿海内湾及海藻丛中。

斑海马 H . trimaculatus Leach分布于南海、台湾海峡、

东海 ,为珍贵中药。

大海马 H . kelloggi Jo rdan et Snyde r分布于南海、东

海、渤海 ,常栖息于藻体 ,为珍贵中药。

1. 3　中药材海马品种: 我国药典 2000年版一部收载有 5种

海马 ,属动物的干燥体。 夏、秋两季捕捞 ,洗净、晒干 ;或除去

皮膜及内脏 ,晒干。

1. 3. 1　线纹海马 H . kellog gi Jo rdan et Snyde r: 又名克氏

海马、琉球海马 ,体型最大 ,体呈扁长形而弯曲 ,体长约

30 cm ,黄白色。 头略似马头 ,有冠状突起 ,前方有 1管状长

吻 ,口小 ,无牙 ,两眼深陷 ;躯干部七棱形 ,尾部四棱形 ,渐细

卷曲 ,体上有瓦楞形的节纹并具短棘 ;体轻 ,骨质坚硬 ;气微

腥 ,味微咸。

在广东省药材市场 ,有将同等大小的线纹海马雌雄各 1

只 ,用红线捆成一对出售 ,商品名为“对海马” ,民间习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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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入药 ,治疗阳痿、不育等症 ,认为这样功效甚佳。

1. 3. 2　大海马: 体长 20～ 30 cm,黑褐色。 分布于广东省及

海南海域。东海、渤海也有分布。现有人工养殖 ,为广东省主

要养殖品种 ,其寿命为 5年左右 ,饲养 5～ 6个月即可供药

用。

1. 3. 3　三斑海马:又名斑海马 ,体侧背部第 1, 4, 7节的短棘

基部各有一黑斑。 分布于广东省及海南 、福建、台湾沿海水

域。现有人工养殖。主产地为广东省汕头、汕尾市 ,体型较大 ,

据汕头市药材公司介绍 ,全国的三斑海马有一半产自此地沿

海。

1. 3. 4　刺海马:体长 15～ 20 cm,黄白色头部及体上环节间

有棘 ,细而尖。 产量较少 ,主产于广东、海南、福建、台湾沿海

水域。过去大多从新加坡进口 ,药材称“叻海马”或“刺海马”。

1. 3. 5　小海马: 又名日本海马 ,体形小 ,长 7～ 10 cm ,黑褐

色 ,节纹及短棘均较细小。商品药材名又称“海蛆” ,因体型小

而成为渔捞中的“漏网之鱼” ,故产量很低。

2　人工养殖

2. 1　意义:海马在中医药中有重要需求地位 ,天然海马主要

生活在近岸海域 ,由于分散、不成大群体生活和栖息习性 ,依

靠海域捕捞难以满足需要。 因此供需矛盾造成过度捕捞 ,使

天然海域中的海马资源极端贫乏 ,目前已出现无天然海马可

捕的状况。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 ,我国每年需要进口海马

150 t,需支付外汇 2. 25亿美元。而且 ,对野生海马的大量捕

捞 ,将导致这一珍贵药材成为濒危动物的品种 ,必须采取有

效保护措施。 因此 ,进行海马工厂化养殖是解决海马资源缺

乏的主要出路。

2. 2　人工小水体的养殖: 海马可以在人工养殖环境条件下

正常生长繁殖 ,国外有关海马的人工养殖报道甚少。 国内经

过 30多年的研究 ,却始终未能形成产业化养殖 ,许多建起的

海马场难以为继或下马转产。其主要原因是海马养殖过程中

的幼苗成活率低 ,饵料选择及防治病等生物学及生态学问题

尚未能完全解决。

2. 3　海马工厂化健康养殖: 中山大学自 1983年开始 ,与广

东中大亿达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海马养殖基地前身

—— 陆丰市碣石镇桂林海马养殖场合作 ,进行海马的规模化

工厂化健康养殖研究及大面积水体试验 ,历经近 20年的海

马养殖技术研究 ,目前已进入规模化、工厂化的养殖成功阶

段 [2]。

目前 ,广东中大亿达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下碣石

海马养殖基地 ,已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 ,建成集海马养殖及

产品深加工、贸易一条龙的“海马城” ,大规模的人工养殖海

马已获得成功 (图 1)。 全国仅有“亿达洲”一家 ,已被广东省

海洋与渔业局列为省级示范基地。由中山大学承担的广东省

科技厅、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大海马工厂化健康养殖技术

研究与开发”项目 ,已通过技术鉴定。

3　化学成分

海马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化学活性成分 ,蛋白质含量高

达 70%以上 ,其中以三斑海马最高 ( 73. 56% )。每 100 g海马

图 1　广东亿达洲集团海马养殖基地的活体大海马

水解氨基酸总量达 59. 65～ 65. 82 g ,平均为 64. 15 g。富含 17

种氨基酸 ,有 7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 ,占总氨基酸含量 30%

左右。 海马有 13种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

65. 18% ～ 76. 22% ,其中 DHA含量占较大比例 ,以大海马较

高 ( 8. 602% ) [3] ,日本海马脂肪中 EPA+ DHA占 14. 1% [4 ]。

DHA是前列腺及精子的主要物质基础 ,这为该药材补肾壮

阳作用提供依据 [3 ]。 海马的总磷脂达 3. 28～ 7. 82 mg /g ,为

其补益作用提供物质基础 [5]。 海马有 23种多宏量及微量元

素 ,宏量元素中 Ca、 P、 K、 Na、 Mg含量均在 100 mg /g以上 ,

其中 Mn、 Zn含量较高 ,与其补肾壮阳作用相吻合 ,并富含

Fe,也与其滋肝补肾、补血生精作用有关 [3]。新近从刺海马分

离到 4个化合物 ,其中 2-羟基 -4-甲氧基 -苯乙酮为首次从动

物类药材中分得 [6] (图 2)。

图 2　海马的 4种化学结构式

4　药理作用

传统中医学理论认为 ,海马具有温肾壮阳 ,消肿散结 ,镇

静安神等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 ,海马具有多方面的药

理作用。

中医应用海马的干燥全体 ,味甘咸 ,性温 ,归肝肾二经。

既善补肾壮阳益精 ,治肾阳虚衰之阳痿精少、宫冷不孕、尿

频、腰膝酸软及肾虚作喘 ,又能活血散结 ,消肿止痛 ,治徵瘕

积聚、跌打损伤、疮肿及外伤出血。用法为研服 ,每次 1～ 1. 5

g ,内热多火忌服。

4. 1　激素样作用: 克氏海马的乙醇提取液既能诱生和延长

雌鼠的动情期 ,使子宫及卵巢重量增加 ,又能使雄鼠前列腺、

精囊、提肛肌的重量明显增加 ,表现为雄性激素样作用 [7]。

研究表明 , 5种海马的乙醇提取物均能不同程度地增加

正常雄性小鼠的精子数和精子活率 ,但对正常小鼠的性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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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器官几乎无影响 ,可明显增加环磷酰胺造型小鼠的精子

数、精子成活率及性腺、性器官的重量 [8]。

4. 2　延缓衰老作用:海马的水、醇提取物具有促进小鼠抗应

激作用 ,可增强小鼠的记忆能力 ,增加小鼠血中的 SOD含

量 ,降低小鼠肝中的过氧化脂质 ( LPO )的含量 (即降血脂作

用 ) ,抑制小鼠脑内 M AO-B活性 ,及促进血液流变学改变和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海马的水、醇提取物具有促进小鼠免疫

功能的作用 ,增加正常小鼠和免疫小鼠的脾重 ,提高碳粒廓

清率和吞噬指数 ,提高外周血液淋巴细胞 ANAE阳性百分

率 ,促进血清溶血素抗体的生成 ,体外实验可提高小鼠脾淋

巴细胞增殖 [9, 10 ]。 这些实验结果 ,为海马延缓衰老作用提供

重要理论依据。

4. 3　抗血栓作用:斑海马具有明显的抗血栓药理作用 ,能明

显抑制大鼠实验性颈动脉血栓和大鼠脑血栓的形成 ,为海马

调气活血功效提供理论依据 [11]。

4. 4　镇静作用:大海马、克氏海马、刺海马、三斑海马、日本

海马的提取物 ,对 L -谷氨酸致大鼠神经元钙内流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钙离子进入神经元在兴奋性氨基酸 L-谷氨酸致

神经元溃变和坏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2]。

5　开发前景

5. 1　中成药应用:海马作为一种名贵中药材 ,临床应用十分

广泛 ,常用海马入药 ,组成复方中药。 临床应用较成功的有:

治疗男性不育症 ;用“麝马丸”治关节炎 ,具活血化瘀作用 ;用

“助阳散”治阳痿症 [13]; “天精地液”对补肾壮阳、填精益气有

良好疗效。

近期报道 ,医院用海马入药组成中成药有: 安海马粉、海

马汤、木香汤、深海龙丸、海马蛤蚧散、麝马丸等。

5. 2　保健食品及药品开发应用前景:海马作为一种名贵中

药材 ,在保健食品中开发应用甚广 ,已有不少由海马组成的

保健食品及发明专利。

6　结语

现在 ,广东中大亿达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马养殖

基地以工厂化大规模人工健康养殖海马已获成功 ,并由“全

国科技兴海海水养殖技术中心”批准设立 “全国科技兴海海

水养殖技术中心汕尾中心” ,其研究技术已申报国家发明专

利 ,并审查合格。 这样 ,可持续提供无污染、重金属含量合格

的健康优质海马品种 ,大大促进其在中医药中的广泛应用。

目前 ,我们已申报筹建海马 GAP药材基地 ,并用健康养

殖的鲜活海马 ,研制成功“沁阳春海马胶囊”、“沁阳春海马养

生液”、“沁阳春剑南春海马酒” 3种保健食品。

由于海马有规模化、工厂化养殖基地 ,可提供足量无污

染健康养殖的鲜活海马 ,将加速生产高附加值、高新技术含

量的保健食品或药品的发展。 随着科学的进步 ,结合海马补

肾壮阳、抗应激、延缓衰老等药理作用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 ,

提高其深加工生产的水平 ,发挥其在保健功能食品、新药开

发的巨大潜力 ,其生物医药应用开发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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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属植物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学活性研究进展

巩忠福 ,杨国林 ,严作廷 ,谢家声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蓼属植物主要含挥发油、黄酮与黄酮苷、萜类、蒽醌、甾类及苷类等多种化学成分 ,具有杀虫、抗菌、抗肿瘤

及抗氧化等多种药理学活性 ,研究开发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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