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区 ,地处长江上游 ,是国家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各地政府

应结合“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组织相关植物学、

生态学等方面的专家实地考察 ,选择不同生态类型、羌活分

布密度较大、水土保持较好、便于管理的适当区域 ,申报国家

自然保护区或建立省地级自然保护区 ,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

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严禁非法采挖 ,加强羌活资源的

人工抚育。同时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之外 ,发展

实验区 ,进行人工扩繁、驯化 ,在特殊时期进行水肥管理 ,病

虫害的监控和防治 ,为羌活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一个良好环

境。逐步修复羌活的群落结构 ,促进羌活种群的持续发展 ,最

终实现野生资源的恢复。

3. 3　建立种质资源圃:一些破坏比较严重的区域 ,羌活资源

已基本灭绝。 在四川羌活主产区 ,垂直分布海拔较低的宽叶

羌活已难觅踪影。 在这些地区采取常规保护措施 ,资源难以

恢复 ,应抓紧时间采集种源 ,在当地建立适当规模的种质资

源圃 ,保住当地的种质资源 ,在条件成熟时 ,对野生资源进行

重建和恢复。

3. 4　加强资源保护的立法和宣传: 羌活主要分布在川西北

少数民族地区 ,该区人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生态资源保护

意识、法律观念比较淡薄 ,对自然资源缺乏可持续利用思想 ,

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已对该区羌活资源和生态环境造

成严重破坏。 目前虽已有《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和《国家

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野生资源保护法规 ,但这些法规均是

较早时期制定的 ,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亟待修订和增

补 ,而地方政府又缺乏具体的、有效的保护措施和专门的监

管实施队伍。因此 ,加强对自然资源 ,特别是濒危物种资源的

保护立法和监管队伍建设已是当务之急。同时 ,还应以各种

形式加强法制宣传 ,提高当地人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和法制意

识 ,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破坏的问题。

3. 5　产品开发与资源保护并重: 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

《药品管理法》等法规中 ,均未要求提供原料药的药源资料 ,

比如产地、资源状况、野生资源利用方式 、物种生物学特性、

抚育更新方法、资源保护措施、基地建设规划等相关内容 ,产

品一旦投入生产 ,对资源等造成严重破坏 ,由于政策缺陷而

造成资源环境悲剧不胜枚举。在野生羌活资源的开发利用过

程中 ,应要求“谁利用、谁保护” ,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资

源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的重大任务 ,必须在政策上加以规

范 ,切实做到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并重。

3. 6　加强药材质量标准的制定及监控 : 2000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羌活的质量标准仅有“浸出物”和“总挥发油

含量”指标 ,不能有效反映药材内在质量。应充分利用现代分

析技术 ,开展化学物质基础研究、谱效关系研究 ,制定能科学

反映羌活质量的指纹图谱标准。 从而在产、供、销的各个环

节 ,加强质量监控 ,坚决杜绝劣质药材流入市场 ,全面控制和

提升药材质量 ,继而遏制产区的滥采滥伐现象 ,使资源得以

科学利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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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了金银花药材规范化种植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 着重介绍了本草考证、物种资源、种植技术
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研究概况 ,并建议今后应进一步加强金银花药材种植基础理论、优良品种选育、药材质量控制

标准及规范化种植标准操作规程 ( SOP)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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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花是一种常用中药 ,有着悠久的药用历史。 传统医

学认为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凉散风热的功能 ,临床上多用

于治疗温病发热、风热感冒、咽喉肿痛、肺炎、丹毒、蜂窝状组

织炎、痢疾等多种疾病 ,有“中药之中的青霉素”之称。作为一

种常用、大宗的中药材 ,金银花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 近年

来 ,随着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 GAP)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在金

银花药材种植和质量控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

究成果。本文就金银花药材的本草考证、物种资源、种植技术

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作一概述 ,并对进一步的研究

工作做出展望 ,以供参考。

1　本草考证研究

　　过去人们认为金银花最早载于南北朝时梁· 陶弘景的

《名医别录》或《本草经集注》 ,名为忍冬 ,列为上品 ,主治寒热

身肿。 但据最新考证 ,在陶氏 100余年前的晋《肘后备急方》

中“忍冬”之名就已经出现了。因此 ,《肘后备急方》可能是《名

医别录》或《本草经集注》中 “忍冬”的最早出处 ,而“金银花”

这一名称 ,为宋代苏轼、沈括首次载于《苏沈内翰良方》。 而

“忍冬”与 “金银花”、“忍冬藤”与“金银花” ,自古至今仍是含

义不明、用法混乱的概念。今之忍冬是植物名 ,是忍冬科中的

一种具体植物 ,即 Lonicera japonica Th unb. , 与古本草中的

“忍冬”有着不同的含义 ;后者可能包括忍冬科数种不同的植

物 ;而金银花为药材名 ,是指忍冬科忍冬、红腺忍冬、山银花、

毛花柱忍冬等数种植物的干燥花蕾或初开的花 [1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2000年版一部 (简称药典 )亦对“忍冬藤”与

“金银花”做出明确规定 ,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中药 ,前者是

指忍冬这种植物的干燥茎枝 ,在实际应用中应加以区别 ,对

症下药。

在不同历史时期金银花的药用部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

代以前独用茎叶 ,明代则茎、叶、花同等入药 ,此后强调以花

为主 ,其茎叶成为同一植物的另外一种药物 ,即忍冬藤。现代

研究表明 ,忍冬茎、叶、花的化学成分不同 ,功效亦不尽相同。

忍冬藤除具清热解毒等功能外 ,尚可通经活络。

2　物种资源研究

2. 1　金银花药材基源研究: 药典规定忍冬科植物忍冬 L .

japonica Thunb.、红腺忍冬 L . hypoglauca Miq.、山银花 L .

conf usa DC.和毛花柱忍冬 L . dasysty la Rehd. 4种植物为金

银花药材的法定植物来源。但在金银花药材商品中其植物来

源却十分复杂 ,民间药用更是来源广泛。据对我国 16个省市

和自治区的 158个市、县的 202个金银花商品样品的研究 ,

共鉴定出其原植物分属于忍冬属 14个种 1个亚种和 2个变

种 ,其中以忍冬分布最广、产量最高。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国

内就对金银花药材的植物来源进行大量研究 ,其中在药材的

植物种类鉴定、性状和显微鉴定、花粉形态观察等方面的研

究较为深入 ,为药材商品鉴定提供了较为客观、准确的依据。

2. 2　遗传多样性研究: 基于 DN A分子标记技术的植物遗

传多样性研究 ,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

现已应用于药材真伪鉴定、种质鉴定、遗传背景分析、物种保

护、道地性分析及药用植物活性成分分布规律等诸多方面。

这一简便、快捷的先进技术 ,使人们第一次能够仅用少量材

料就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种质在遗传物质 DN A上的细微差

异 ,获得丰富的遗传信息。 这些技术在金银花药材研究中也

有所应用: 于燕莉等采用 RAPD标记方法 ,对产自山东临沂

的金银花 2个品系的 DN A指纹图谱进行分析 ,有效地用于

金银花品种的分类和鉴别 [2];李萍等利用 PCR扩增和测序

的方法 ,对忍冬不同居群及 2个外类群 5S rRN A基因间区

序列变异进行了分析 ,通过计算物种 (或居群 )间的遗传距离

探讨了金银花药材的道地性问题 [3]。

3　种植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 ,中药材种植技术研究一直是中药学研究领域

中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就金银花药材而言亦是如此 ,虽有一

些相关文章发表 ,但多属于对传统种植经验的总结。 近年来

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出现了一些按照植物发生、发育规

律探讨提高金银花药材种植水平的研究性文章。

3. 1　繁殖技术: 金银花药材的繁殖技术包括有性的种子繁

殖和无性的扦插繁殖 2种方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

得到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的相关文献仅见对灰毡毛忍冬进行

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的试验报道 [4]。

3. 2　修枝整形技术:修枝整形是金银花种植管理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措施。传统上主要是采取多主干丛生单纯修剪整形

和单主干直立单纯修剪整形的方法 ,往往整形效果差、树冠

成长慢、进入盛花期晚、花产量提高难。但郭宏彬总结了一种

立杆辅助整形的新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大大地改善了

上述问题 [5 ]。

　　修剪后枝条的合理利用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如能很

好利用则可极大地提高种植金银花药材的利润 ,扩大药材资

源。 有关研究证明 ,采花后的金银花植株其修剪下的枝条各

部分均含有绿原酸 ,其中叶的含量最高 ,可达 9. 24%。

3. 3　施肥措施: 施肥对药材种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尤其是

金银花药材的种植地多位于山区丘陵地带 ,水肥不足成为限

制其产量的主要因素。传统根基施肥时 ,肥料易随雨水流失。

因此 ,张永清等进行了根外施肥试验 ,结果表明 ,适当浓度的

磷酸氢二氨能促进忍冬植株生长 ,提高产量近 20% ;助壮素

能改善株型结构 [6]。但是 ,药材由野生转为家种时 ,栽培措施

对药用植物体内有效成分合成往往会造成一定影响 ,对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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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和质量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徐凌川等通过施用

不同的肥料 ,对比了忍冬植株生长发育情况及体内主要化学

成分的变化 ,发现施氮肥和复合肥均可促进忍冬植株的生

长 ;氮、磷、钾及复合肥均可促进忍冬植株花芽的分化 ,效果

为氮肥> 复合肥 > 磷肥> 钾肥 ;氮肥能使叶、花中绿原酸含

量分别降低 32. 99%和 6. 78% ,而磷肥却能使叶、花中绿原

酸含量分别提高 8. 68%和 14. 44%。 因此 ,建议在施用氮肥

的同时 ,适当多施磷肥 ,这样既能促进忍冬植物花芽分化的

数量 ,又能促进绿原酸在花蕾中的合成 ,在增产的同时又保

证了药材质量 [7]。

4　质量控制研究

　　药典规定绿原酸为金银花药材的指标成分 ,其含量不得

少于 1. 5%。 但金银花药材中绿原酸含量极不稳定 ,易受多

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因此 ,对药材进行质量控制

显得格外重要。近些年来 ,人们在此领域作了大量研究工作 ,

体现在下述几方面。

4. 1　生物、生态因素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植物体各器官的化

学成分含量一般会有所不同 ,往往作为药材质量控制的依据

之一。 对山东产忍冬的花、叶、茎、根等部位中的绿原酸含量

进行的测定显示 ,其含量高低依次为花> 叶 > 茎> 根 ,而叶

中的绿原酸含量是花的 69. 63% ,值得进一步开发利用 [8 ]。

　　植物体各器官在其不同发育阶段 ,体内化学成分含量一

般也会发生变化。对忍冬花部从幼蕾到盛开 5个不同发育阶

段绿原酸、挥发油含量的比较研究显示: 绿原酸含量有逐渐

下降的趋势 ,而挥发油含量逐渐增加 ,鲜花的出干率顺序为

三青期> 二白期> 大白期> 金花期 >银花期 [9 ]。

　　对不同物候期忍冬花中总绿原酸的积累动态研究表明 ,

绿原酸含量随不同物候期而变化非常大 ,有时甚至成为影响

药材质量的主要因素 ,在不同时期采收的花蕾中总绿原酸含

量可相差 50% [10 ]。这一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不同物候

期采收的忍冬花的产量和质量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茬花产量

最高 ,其后几茬花产量逐次降低 ;第一茬花干蕾重及绿原酸

含量最高 ,第四茬花次之 ,第二、三茬花较低 [11]。 可以看出 ,

对金银花药材花不同发育阶段和物候期变化规律进行深入

研究 ,对于药材合理采收、提高药材产量和保证质量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生境对忍冬体内绿原酸动态积累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生

长在阳坡的忍冬叶、花蕾、茎和叶花混品 (自然配比 )中的绿

原酸含量均高于阴坡的同类样品。而不同产地的金银花药材

由于生长环境的生态条件不同 ,其绿原酸含量也不相同 [12]。

　　不同物种来源的金银花药材中绿原酸含量的差异则更

加显著。早在 1981年丁济等人通过对 14种金银花中异绿原

酸、绿原酸的测定比较研究就有所揭示 ,含量最高和最低的

物种间差异达十几倍 [13]。

4. 2　提取、测定方法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传统上 ,对金银花

药材中绿原酸进行提取的工艺有水煮法、乙醇回流法、动态

温浸法、超声波提取法、渗漉法、超滤法等不同方法 ,但绿原

酸得率都较低。 而一种酶法提取新工艺的研究结果显示 ,经

纤维素酶处理后能显著提高金银花提取物得率和绿原酸得

率 ( 8. 15% ) ,采用该工艺绿原酸得率最高可达到 8. 32% [14]。

　　对金银花药材中绿原酸含量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分光光

度法、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 -质谱法等。毛

细管区带电泳法是近年来新发展的一种分析分离技术 ,具有

样品预处理简单、方法简便、定量准确的优点 ,已有成功应用

于金银花药材中绿原酸含量测定的报道 [15] ,在质量控制方

面应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 3　加工炮制方法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目前各金银花产区

多依传统习惯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 ,研究证明不同加工方法

可直接影响绿原酸等成分的含量。对蒸晒品和生晒品的比较

研究说明 ,蒸晒品绿原酸和异绿原酸含量比生晒品高 ,而黄

酮和挥发油含量低于生晒品 ;对蒸晒、熏晒、炒晒、生晒等不

同加工品的比较研究显示 ,蒸晒和硫磺薰晒样品绿原酸含量

最高 ,炒晒次之 ,而总挥发油含量则以硫磺薰晒样品最高 ;对

晒干、阴干、蒸晒、硫磺薰晒等不同加工品的比较研究表明 ,

阴干法含绿原酸最高 ,硫磺薰晒法次之 ,晒干法含量最低。不

同炮制方法同样对金银花药材的化学成分含量有着影响 ,烘

制品与生品相比钙、铁、镁离子煎出量增高 ,锌、钠离子煎出

量降低 ;绿原酸、总糖、可溶性糖含量均随温度的增高和时间

的延长而降低 ;炭品中绿原酸含量仅为生品的 1 /10,鞣质含

量为生品的 1 /2[16]。

　　另外 ,张永清等人对忍冬种子萌发期间苯丙氨酸解氨酶

( PAL)的活性与绿原酸的含量变化关系研究的结果阐明 ,二

者明显呈正相关。这一结果对于深入认识绿原酸生物合成和

积累的内在机制 ,提高药材质量有关重要意义 [17]。

5　展望

　　 GAP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从物种鉴定、品种选

育、种植管理到质量控制等诸多领域。 就金银花药材研究现

状而言 ,虽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也存在

着明显的不足 ,拟可在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5. 1　加强种植基础理论研究: 应对金银花药材原植物的生

物、生态学特性做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花芽分化规

律、绿原酸在花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动态积累规律、绿原酸在

花各部位的分布规律等方面。

5. 2　开展优良品种选育: 目前 ,金银花良种方面的研究工作

相当薄弱 ,尚未见到有相关文献报道。 各金银花主产区可在

明确植物遗传背景的前提下 ,进一步开展选育抗逆 (抗旱、抗

病 )、高产、有效成分含量高的新品种的研究工作。

5. 3　制定质量控制标准: 因现有研究已表明 ,金银花药材中

绿原酸含量受物种、生境、栽培措施、物候期、采收、加工、贮

藏及炮制等多种因素影响 ,只有在金银花药材生产的全过程

开展质量监控 ,制定相应的质量标准 ,才能达到质量控制的

目的。

5. 4　建立规范化种植标准操作规程 ( SOP):按照国家 GAP

要求的有关规定 ,结合种植地试验结果 ,研究建立具实际可

操作性的金银花药材 SO P,是实现药材质量控制的有效手

段 ,对金银花药材种植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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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规范化种植及质量控制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 ,

我们相信金银花药材在临床应用上必将展现出更广泛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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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抗菌活性成分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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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发现的多种已知结构类型及新结构类型的植物源抗菌活性成分。 简要归纳了其抗

菌活性及其相应的 M IC值 ,同时对构效关系进行了分析 ,并对其中抗菌活性较强 ,具有进一步研究开发价值的化

合物及结构类型进行了概括。

关键词: 植物 ;抗菌 ;构效关系

中图分类号: R9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670( 2003) 10 附 17 05

Recent advances in studies on antibacterial constituents from plants

ZHAO Bao-juan
1, 2 , W ANG Ping-bao

2 , XU Wei-ren
2 , YAN G Chun-zheng

1

( 1. Institute o f Hemato log y , C AM S, Tianjin 300250, China; 2. Tianjin Instit ute

o f Pharmaceutical Resea rch, Tianjin 300193, China )

Key words: plants; antibacterial; structure-activi ty-rela tionship

　　 20世纪迅速发展的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虽能有效治疗 各种感染 ,但随着细菌耐药 ,新病原体的出现就需要不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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