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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雪莲是我国珍稀名贵的中药材,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应用前景广阔。雪莲生长环境恶劣, 自然资源十分有
限。由于近年来野生雪莲乱采滥挖现象严重, 加之人工栽培困难, 雪莲已被列为国家三级濒危物种而受到保护。综
述雪莲的有效成分、药理作用、开发利用现状及解决雪莲资源短缺的途径, 并对雪莲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展
望, 以期更加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雪莲资源、满足医药市场需求、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和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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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山草本植物, 是我国中药中的珍稀名贵药材。雪莲多分

布于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西藏等省区的高寒

地区, 有 40 多种及 3 个变种, 常被用作生药的雪莲植物有 12

种和 1 个变种, 分别是新疆雪莲 (新疆、青海、甘肃)、雪兔子

( 西藏)、三指雪兔子 (西藏)、丛株雪兔子 (西藏)、绵头雪莲

(四川、云南、西藏)、毛头雪莲 (云南)、水母雪莲 (青海、甘肃、

四川、云南、西藏)、槲叶雪莲 (四川、云南)、鼠麴雪莲 (新疆、

四川、西藏)、苞叶雪莲 (四川、云南、西藏)、星状雪兔子 (青

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水果雪兔子 (新疆)、红雪兔 (云

南) , 其中, 三指雪兔子是丛株雪兔子的变种 [1 ]。雪莲一般生

长在海拔 2 400 m 以上的高山冰碛石、流石滩石隙中, 生态

环境恶劣, 自然生长期 5～ 8 a, 最后一年开花结种且种子萌

发率极低。由于近年来野生雪莲乱采滥挖现象十分严重, 加

之人工栽培困难, 雪莲已被列为国家 3 级濒危物种而受到

保护。

1　雪莲的化学成分

111　黄酮类化合物: 雪莲主要次生代谢物为黄酮类化合物。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从新疆雪莲、水母雪莲和三指雪莲

中分离鉴定出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分别为: 4′, 5, 72三羟基2
3′, 62二甲氧基黄酮、4′, 5, 72三羟基262甲氧基黄酮、芦丁、槲

皮素、柯伊利素272O 2Β2D 2葡萄糖苷、洋芹素272O 2Β2D 2葡萄糖

苷、木犀草素272O 2Β2D 2葡萄糖苷、木犀草素272O 2Α2L 2鼠李吡

喃糖基2(1→2) 2Β2D 2葡萄吡喃糖苷、洋芹素272Α2L 2鼠李吡喃

糖基2(1→2) 2Β2D 2葡萄吡喃糖苷、槲皮素232O 2Β2D 2葡萄糖

苷[2 ]、芹菜素、木犀草素、芹菜素272O 2Β2D 2芦丁糖苷、木犀草

素272O 2Β2D 2芦丁糖苷[3 ]。

112　糖类: 雪莲中具药理活性的糖类主要是多糖, 如天山雪

莲花多糖、云南雪莲花多糖、水母雪莲多糖等。此外还可分离

得到葡萄糖、果糖和蔗糖。

113　萜类及其衍生物: 贾忠建等分别从新疆雪莲和雪兔子

中分离、鉴定出 Β2蒎烯、Β2金合欢素、Α2苎烯、葑酮、Α2石竹烯

等。同时还分离鉴定出一些大分子的萜类化合物, 如 3Α2OH ,

11Β, 132二氢去氢广木香内酯282Β2D 2葡萄糖苷、大苞雪莲碱

(倍半萜内酯生物碱)、雪莲内酯 (倍半萜内酯) [2 ]。

114　甾体成分: 雪莲中的甾体成分有豆甾烷醇、Β2谷甾醇、

豆甾272烯232醇、麦角甾烷23, 242二醇等[2 ]。

115　木脂素: 雪莲中的木脂素成分有牛蒡苷元、22羟基2拉
伯酚B 和牛蒡子苷等[2 ]。

此外, 从三指雪莲、绵头雪莲和丛株雪兔子中还分离出

东莨菪素、伞形花内酯等香豆精类化合物; 对羟基苯乙酮、大

黄素甲醚、二十三烷、三十一烷、Β2谷甾醇以及秋水仙碱、32
吲哚醋酸、对羟基苯甲酸、对羟基苯甲酸甲酯、胡萝卜苷等化

合物[2, 4, 5 ]。

2　雪莲的药理作用

211　抗炎镇痛作用: 动物实验证明, 雪莲中黄酮对大鼠关节

急性炎症及小鼠疼痛反应皆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并有较强的

镇痛作用。雪莲中不仅黄酮具有抗炎镇痛作用, 而且总生物碱

对蛋清引起的大鼠后踝关节急性炎症也有明显对抗作用 [2 ]。

212　抗癌作用: 雪莲中 2 种黄酮, 4′, 5, 72三羟基23′, 62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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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黄酮 (棕矢车菊素 jaceo sidin)和 4′, 5, 72三羟基262甲氧基

黄酮 (毛豚草素 h isp idu lin ) 对腹水型肝癌细胞DNA 合成的

ID 50分别为 70 和 116 ΛgömL。雪莲总碱对L 7712癌细胞DNA

合成的 ID 50为 51. 7 ΛgömL , 也具有极强的抑制作用[2 ]。

213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雪莲总碱和雪莲乙醇提取物均

可降低家兔皮肤血管的通透性, 且作用较强。总碱可使离体

兔血管收缩; 乙醇提取物对血管呈现扩张作用; 总碱和总黄

酮均能降低家兔和麻醉犬的血压; 总碱对离体兔心脏有抑制

作用, 使其收缩幅度变小, 心率减慢 [2 ]。

214　终止妊娠的作用: 从水母雪莲中分离出多糖单一组份,

对小鼠有明显的终止妊娠作用。大鼠用药后, 子宫收缩振幅、

频率和张力都增加, 其强度与剂量呈正相关 [2 ]。

215　清除自由基及抗疲劳的作用: 天山雪莲的 h isp idu lin 和

星状雪莲花的 jaceo sidin, 用四唑氮蓝比色法测得具有清除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抗NADH 过氧化物酶氧化的能力。此

外, 天山雪莲多糖能明显抑制小鼠肝匀浆硫代巴比妥酸钠反

应物的产生, 并降低小鼠耗氧量, 延长游泳时间。

216　其他作用: 雪莲还有抗菌、抗辐射、抗寒、耐高山缺氧、

强心、解痉镇静、平喘等功效。雪莲类药材的活性成分中, 亲

水性部分的黄酮、多糖作用特异。雪莲水煎液、醇提物药理活

性显著, 是临床疗效的可靠依据 [6 ]。

3　雪莲的开发与利用

目前, 以雪莲为主要成分, 已研制开发一系列重要中成

药和保健品。如蚂蚁雪莲酒、雪莲虫草酒、复方雪莲胶囊、雪

莲风湿灵胶囊、雪莲通脉丸、复方雪莲注射液、雪莲汤等, 具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通经活血、强筋助阳、抗炎镇痛、暖宫散

寒等功效, 用于风湿性关节炎、宫寒腹痛、闭经、胎衣不下、中

风、肾虚腰痛、肺寒咳嗽、高山不适症等。

另外, 青海省还以雪莲为主料, 制作了“雪莲”、“神农”牌

药物牙膏, 这两种牙膏对于预防伤风、感冒和支气管炎都有

较好的效果。人们还把雪莲作为营养添加剂, 用于卷烟、酿酒

和糖果等, 不仅味道别致, 而且滋补身体, 深受欢迎。雪莲不

但是民间传统的天然药物, 而且是一种具有独特香味的野生

香料, 用雪莲香精配制的高级护肤霜, 具有增强血液循环, 抗

皮肤衰老作用[7 ]。

4　解决雪莲资源短缺的途径

411　人工栽培: 雪莲的人工栽培采用人工大棚育苗引种, 在

雪莲盛花期及时收获鲜花后阴干储藏。选择饱满、棕黑色、个

大而有光泽的种子经浸种、催芽后, 播种到营养土中, 控制大

棚的温度在 8～ 22 ℃。当大棚内的幼苗长到 5～ 6 cm 时, 移

栽到海拔 2 000 m 以上的定植地块。人工栽培的雪莲生长期

间, 必须定期除草松土、浇水追肥以及在苗期加强病虫害的

防治[8 ]。

412　细胞培养: 由于雪莲生长环境特异, 人工栽培难度较

大, 近年来, 应用植物细胞培养的方法培养雪莲细胞生产有

用次生代谢产物的研究已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的赵德修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筛选出生长快, 黄酮类

化合物含量高的水母雪莲愈伤组织细胞系, 并对细胞生长的

理化条件进行了优化, 发现M S 附加 2 m göL NAA、0. 2 m gö

L 62BA、3% 蔗糖、pH 5. 8 的培养基以及在培养温度 25 ℃、

蓝光照的条件下最适合水母雪莲细胞生长和黄酮类化合物

的合成[9 ]。邢建民和黄艳等分别用 1. 4 和 2 L 搅拌式生物反

应器进行了水母雪莲细胞的培养, 得到的细胞生物量和黄酮

类化合物产量分别为摇瓶培养的 46%、32% [10 ] 及 59%、

53% [11 ]。Yuan 等研究了稀土元素对水母雪莲细胞生长及代

谢合成的促进作用, 发现在固体培养条件下, 0. 05 mmo löL

的 Ce3+ 可使细胞生物量提高 70% , 使黄酮类化合物产量提

高 100% [12 ]。

413　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新疆农业大学的瓦·古巴诺娃

首次以新疆雪莲的茎、叶片、小头状花序、花托等部位为外植

体诱导出愈伤组织, 愈伤组织转移到附加 0. 25～ 0. 50 m göL

BA 和 0. 01～ 0. 05 m göL NAA 的培养基上时, 可分化长出

茂密的丛生芽, 再转移到 1ö2 M S+ IAA (0. 1～ 1. 0 m göL ) +

活性炭 (5 g) 的培养基上诱导生根, 带根的试管苗经锻炼后

移栽到花盆内, 这样移栽的试管苗成活率在 50% 左右 [13 ]。罗

明等以西藏绵头雪莲的种子为外植体, 经不定芽途径也实现

了植株再生, 试管苗成活率 30% [14 ]; 陈玉珍[15 ]、陈发菊[16 ]分

别以水母雪莲叶片和幼叶为外植体, 经同样的途径诱导出再

生植株; 而杨金玲等以水母雪莲的茎、叶片为外植体, 在室温

下通过体胚发生的途径诱导出再生植株, 小苗移栽成活率达

76% [17 ]。通过体胚发生得到的再生植株的正常生长不再依

赖特异的高山低温环境, 这为水母雪莲的快速人工繁殖提供

了最大的便利。

414　种质保藏: 应用细胞培养技术进行雪莲细胞培养既可

满足临床上对雪莲药物的需求, 又可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生

态平衡。但由于在离体组织培养中植物细胞的遗传不够稳

定, 雪莲细胞经多次的继代容易变异, 造成黄酮类物质含量

下降。超低温冰冻保存是解决种质退化和防止自然累积性突

变的一种有效途径。陈书安等对水母雪莲愈伤组织的超低温

保存条件进行了初步研究, 发现水母雪莲愈伤组织在含 5%

二甲亚砜的M S 培养基上预培养 5 d 后, 在 15 ℃的冰冻保

护剂 (15% 二甲亚砜+ 15% 乙二醇+ 30% 甘油的 0. 4 mo löL

蔗糖液)中预处理 10 m in, 然后投入液氮中冻存 2 h 后取出,

在 25 ℃水浴中用含 1. 2 mo löL 蔗糖的M S 溶液反复洗 3 次

解冻, 每次 10 m in, T TC 法测定细胞存活率可达 58. 5% [18 ]。

5　展望

为合理开发利用雪莲资源, 今后还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1) 加大力度保护野生雪莲资源, 同时解决雪莲人工栽

培及快速繁殖技术难题, 缓解雪莲资源日益匮乏的局面。2)

目前对野生及离体培养雪莲中主要活性物质——黄酮类化

合物的检测研究较多, 对其他药效上有独特作用的多糖及生

物碱等活性成分研究较少, 应加强雪莲生理活性物质的研究

及进一步完善雪莲质量评价体系。3)黄酮类等活性物质的代

谢途径、调控方法、关键酶基因的克隆及高效表达等方面尚

需深入研究。4)加强适用于雪莲细胞、组织和器官培养的生

物反应器的研制及工程放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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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栽培丹参质量评析及改善对策

刘德辉1, 赵海燕1, 严秀贵2, 孙晓东2Ξ

(11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21 江苏苏洋药材集团公司, 江苏 射阳　224300)

摘　要: 分析了影响丹参有效成分含量的主要因素: 根茎的生长期与部位; 产地与品种; 施肥种类和方式; 加工炮制
方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苏北中药材种植基地栽培丹参的丹参酮含量偏低的原因,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为改善栽培
丹参品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种植基地; 栽培; 丹参; 丹参酮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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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参 S a lv ia m iltiorrh iz a Bge1 为唇形科植物, 药用其

根, 是一种野生或栽培常用中草药, 具有活血化瘀、宁心安

神、行气止痛、养血益血等功效[1 ]。丹参是许多中药复方和中

成药的主要成分之一, 应用丹参药物及其所含药用成分进行

防病、治病日趋增多, 野生资源已远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丹

参药材用量的需求, 栽培丹参弥补了野生资源的不足。目前

我国人工栽培的 300 多种中药材中, 丹参是栽培时间较早、

种植面积最广的品种之一, 近年来, 大部分丹参药材来源于

人工栽培。所以, 如何改善、提高栽培丹参的有效成分含量成

为当前中药材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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