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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草珊瑚是我国重点研究药用植物之一。在系统查阅和整理国内外有关草珊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资源分布、化

学成分、药理作用，尤其是质量控制及人工栽培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草珊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指出在医药领

域需进一步加强对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研究的同时，应在植物学领域重视并深入开展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评价

研究。此外，草珊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人工栽培研究也应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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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珊瑚 Sarcandra glaba (Thunb.) Nakai，又名肿

节风、九节风、九节茶、接骨莲和满山香等，为金粟

兰科草珊瑚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或亚灌木，全草入药，

自 1977 年以来一直被《中国药典》收录。其味苦，

性平，有小毒，归心、肝经，具祛风除湿、活血止痛、

通经接骨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草珊瑚具有抗

菌消炎、抑制流感病毒、促进骨折愈合及抗肿瘤等生

物活性[1-2]，常用于菌痢、风湿疼痛和跌打损伤等疾

病的治疗，其制剂在临床中广泛应用。此外，草珊瑚

对多种恶性肿瘤，如胰腺癌、食道癌、直肠癌、肝癌

和胃癌具有潜在抑制或辅助治疗作用[3-6]。目前草珊

瑚已广泛用于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和日用化

工等方面，是一种极具开发潜力的中药材。草珊瑚是

我国重点研究药用植物之一，在化学成分方面开展了

较为系统的研究[7-11]，但其人工栽培才刚起步，资源

保育、种质资源评价及可持续利用等研究尚不足。本

文对草珊瑚的资源分布、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质量

评价及人工栽培等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分析目前

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方向，为

草珊瑚产业化发展的基础研究工作提供指导。 
1  草珊瑚的资源分布 

草珊瑚属 Sarcandra Gardn.共有 3 个种，分布于

亚洲东部至印度，其中我国分布 2 种，即草珊瑚和

海南草珊瑚 S. hainanensis (Pei) Swamy et Bailey。草

珊瑚分布于中国、朝鲜、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

越南、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12]，中国为

主要产区之一。通过实地调查及中国数字植物标本

馆的标本检索发现，草珊瑚在中国主要分布于江

西、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福建、贵州、浙江、

海南和安徽等地，主要生于海拔 420～1 500 m 的

山坡、沟谷林下荫湿处。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的标

本检索结果显示，113 份具有详细采集地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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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境等信息的完整标本中，江西为主要分布区，检

索到 41 份标本，其次为云南、广东和广西，分别为

23、16、12 份，其余省份标本数均少于 10 份。 
2  化学成分 

草珊瑚化学成分方面的研究较为系统[13-15]。目

前研究主要集中于阐明草珊瑚中具有抗肿瘤和保肝

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14]。 
现有研究表明，草珊瑚中已分离多种化合物，

分属于黄酮类、倍半萜类、香豆素类、有机酸类、

三萜（苷）和挥发油类等（表 1）。 
2.1  倍半萜类   

倍半萜类是草珊瑚中 丰富的成分，包括草珊

瑚内酯 C、D、F、G、H，金粟兰内酯 A 等，共 24
种，朱丽萍[14]和胡晓茹[15]分别将其归纳为 7 种和 6
种结构类型。He 等[2]又分离到 2 种新的倍半萜类化

合物和 5 种二聚倍半萜类化合物。 
2.2  黄酮类   

黄酮类为草珊瑚的主要有效成分，目前分离到

的黄酮类化合物有 24 种[15]，包括二氢查尔酮类、

二氢黄酮类和花色素苷类，其中花色素苷类是从果

实中分离获得。黄酮类成分是草珊瑚治疗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的有效成分，常作为草珊瑚药材及其制剂

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分[16]。 
2.3  香豆素类   

香豆素类是草珊瑚中较为常见的化合物，目前

分离到秦皮素、秦皮乙素、4, 4′-双异秦皮啶、滨蒿

内酯、异秦皮啶、东莨菪内酯和 sarcandracoumarin
等 10 种此类成分[14,17-18]，其中异秦皮啶也常作为评

价药材质量的指标成分。 
2.4  有机酸类   

现报道的有机酸类化合物 14 个，可分为脂肪酸

类和酚酸类，主要包括延胡索酸、琥珀酸、棕榈酸

和 3, 4-二羟基苯甲酸等。 
2.5  其他   

草珊瑚中还含有丰富的挥发油[19]、氨基酸和

铁、锌、锰、镁、铜等 15 种微量元素[20]，以及天

门冬氨酸、谷氨酸、亮氨酸等 16 种氨基酸。此外，

也分离到 3 个木脂素类化合物[15]、3 个单萜苷类化

合物[21]和 5 个三萜类化合物[15]。 
3  药理作用 
3.1  抗肿瘤作用   

草珊瑚对多种肿瘤具有抑制作用，是极具开发

潜力的抗肿瘤中药之一。实验表明草珊瑚对 S180肉

瘤抑瘤率为 27%～29%，对 HepA 肝癌实体瘤抑瘤

率为 25%～36%，对 EAC 小鼠生命延长率为

21.95%～27.64%[22]。通过对鼻咽癌裸鼠移植瘤细胞

凋亡影响的研究表明，草珊瑚提取物通过下调 Bcl-2
蛋白和上调 Bax 蛋白的表达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

草珊瑚在体内具有抑制 CNE1、CNE2 移植瘤和人白

血病细胞 HL-60 生长的作用[5,23]，对体外培养的鼻

咽癌细胞株 CNE1、CNE2、TWO3 和 C666-1 细胞

增殖具有抑制作用。孙文娟等[3-4]报道草珊瑚对小鼠

肝癌 Hep-A-22 和前胃癌 FC 细胞均具有抗肿瘤作

用。也有研究表明草珊瑚注射液对人肺癌 A-549、
结肠癌 HCT-29 和胃癌 BGC-823 肿瘤细胞具有较强

的体外细胞毒作用[24]。 
癌症治疗多选择放射治疗，但肿瘤细胞的内在

敏感性对放疗效果产生不良影响，寻找高效、低毒

的放射增敏剂逐渐受到重视。草珊瑚及其产品具有

较好的增敏作用，常用作癌症的辅助治疗。草珊瑚

与化疗药物和放射治疗并用可增加抗肿瘤作用[22]。

已证实草珊瑚注射液配合化疗药物是老年中晚期非

小细胞肺癌和鼻咽癌的有效治疗手段[25]。草珊瑚浸

膏能增强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选择性加强对

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在鼻咽癌的治疗中具有巨大

的临床应用价值[26]。草珊瑚水提物可缓解鼻咽癌放

化疗所致放射性口干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且成本低廉[6]。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草珊瑚抗肿瘤功效明显，

但抑制肿瘤的物质基础尚不明确，在众多化学成分

中，是哪些成分发挥功效还有待进一步筛选研究。 
3.2  抗菌及抗炎作用   

草珊瑚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伤寒杆菌、副伤

寒杆菌等均表现出抑制功效。蒋伟哲等[1]的研究表

明草珊瑚对巴豆油所致的小鼠耳廓炎症、角叉菜胶

所致大鼠足跖炎症和小鼠棉球肉芽肿有显著抑制作

用，并能明显减轻醋酸所致的腹痛和抑制细菌生长。

许旭东等[17]研究表明，草珊瑚乙醇提取物中 6 个香

豆素类化合物对牙龈卟啉单胞菌和转糖链球菌均显

示较好的抑菌活性，其中异秦皮啶的抗牙龈卟啉单

胞菌效果 好，而 4, 4′-双异秦皮啶对转糖链球菌的

抗菌效果 好，可进一步开发成为口腔细菌的天然

药物植物制剂。草珊瑚挥发油中的一些成分对絮状

表皮藓菌、石膏样毛藓菌、石膏样小孢子菌和白色

念球菌有一定的抑制和灭杀作用[27]。由于草珊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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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从草珊瑚中分离得到的各类型化合物 
Table 1  Various types of compounds isolated from S. glabra 

类  别 化合物名称 

倍半萜类 白术内酯 II、III、IV，金粟兰内酯 A、B、E、F、G，呋喃二烯酮，银线草内酯 A、E、F，橙花倍半萜醇，

斯巴醇，苍术烯内酯 II，金粟兰酮 B、E，二氢沃密夫醇-O-β-D-吡喃葡萄糖苷，沃密夫醇-O-β-D-吡喃葡

萄糖苷，二氢沃密夫醇，chloranoside A、B，shizukanolide A，(－)-istanbulin A，istanbulin B，sarcaglaboside 
A～H，sarcandralactones A、B，sarcandranolide A、C、D、F、G、H，sarcandrolides A～E，neolitacumone 
B，cycloshizukaol A，chlorahololide F， shizukaol B、C、E、G，chloranthalactone A photodimer，
9-hydroxy-heterogorgiolide，chloranthalactone E 8-O-β-D-glucopyranoside，3α-acetoxy-8,12-epoxyeudesma- 4, 7, 
11-triene，8β, 9α-dihydroxyeudesman-4(15), 7(11)-dien-8α, 12-olide，8β, 9α-dihydroxylindan-4(5), 7(11)-dien-8α, 
12-olide，8β, 9α-dihydroxylindan-4(15), 7(11)-dien-8α, 12-olide，3-eudesmene-1β, 7, 11-triol，(－)-4β, 7α- 
dihydroxyaromadendrane，spathulenol，dihydrovomifoliol-O-β-D-glucopyranoside，dihydrovomi foliol 

黄酮类 异甘草素、异甘草苷、7-O-甲基柚皮素、柚皮素-6-C-β-D-吡喃葡萄糖苷、柚皮素-8-C-β-D-葡萄糖苷、5, 7, 3′, 4′-
四羟基-二氢黄酮-3-鼠李糖苷、5, 7, 3′, 5′-四羟基-二氢黄酮-3-鼠李糖苷、异嗪皮啶-7-O-α-D-吡喃葡萄糖苷、5, 7, 
3′, 4′-四羟基-6-C-β-D-葡萄糖二氢黄酮碳苷、芦丁、朝藿定 C、2′, 3′-二羟基-4′, 6′-二甲氧基查耳酮、2′, 4′-二羟

基-6′-甲氧基查耳酮、2′-羟基-4′, 5′-二甲氧基查耳酮、2′, 6′-二羟基-4′-甲氧基二氢查耳酮、2′, 6′-二羟基-4, 4′-二
甲氧基二氢查耳酮、2′, 4′-二羟基-4, 6′-二甲氧基查耳酮、2′-羟基-4, 4′, 6′-三甲氧基二氢查耳酮、金丝桃苷、山

柰酚、槲皮素、槲皮素-3-O-α-L-鼠李糖苷、槲皮素-3-O-α-D-葡萄糖醛酸苷、槲皮素-3-O-β-D-葡萄糖醛酸甲酯、

山柰酚-3-O-β-D-葡萄糖醛酸甲酯、山柰酚-3-O-葡萄糖苷、5, 7, 4′-三羟基-8-C-β-D-葡萄糖二氢黄酮碳苷、5-
羟基-7, 4′-二甲氧基二氢黄酮、5-羟基-7-甲氧基二氢黄酮、7-羟基-5, 6-二甲氧基二氢黄酮、7-羟基-5-甲氧基二

氢黄酮、柚皮素-4′, 7-二甲醚、5, 7, 3′, 4′-四羟基二氢黄酮-3-鼠李糖苷、3, 4′, 5, 7-四羟基二氢黄酮-3-O-葡萄糖

苷、(＋)-3, 3′, 5, 5′, 7-五羟基双氢黄酮、异美五针松二氢黄酮、落新妇苷、新落新妇苷、异落新妇苷、新异落

新妇苷、boesenbergin B、 sarcandrone A～F、glabraoside A～D、 catechin-O-α-L-rhamnopyranoside、
3′-(7′′-allylphenyl)-2′, 4′, 4′′-trihydroxy-6'-methoxy-dihydrochalcone、pelargonidin 3-rhamnosylglucoside、cyanidine 
3-rhamnosylglucoside 、 eucryphin 、 6-C-glucosyl-quercetin 、 7-hydroxy-5, 8-dimethoxyflavanone 、 5, 7, 3′, 
5′-tetrahydroxy-2R, 3R-flavanonol-3-O-α-L-rhamnopyranoside、neosmitilbin 

香豆素类 异嗪皮啶、嗪皮啶、嗪皮苷、东莨菪苷、东莨菪内酯、刺木骨苷 B1、秦皮乙素、秦皮素、滨蒿内酯、刺五

加苷 B1、3, 3′-双异嗪皮啶、4, 4′-双异嗪皮啶、嗪皮啶-8-O-β-D-吡喃葡萄糖苷、异嗪皮啶-7-O-β-D-吡喃

葡萄糖苷、6, 7-二甲氧基香豆精-8-乙二醇-2′-O-β-D-吡喃葡萄糖苷、sarcandracourmarin、hemidesmin-1 
有机酸类 延胡索酸（富马酸）、丁香酸葡萄糖苷、琥珀酸、3, 4-二羟基苯甲酸、3, 4-二羟基苯乙醇、(3, 4-二羟基-苯基)-

乙醇-1-O-半乳糖、(3, 4, 6-三羟基-苯基)-乙醇-1-O-半乳糖、3, 4, 6-三羟基-甲酸甲酯环己烯、3, 5-二甲氧

基-4-酚羟基甲苯-O-β-D-吡喃葡萄糖苷、对羟基苯甲酸、邻苯二甲酸、棕榈酸、异香草酸、3, 5-二甲氧基

-4-酚羟基甲苯-O-β-D-葡萄糖苷、丁香酸葡萄糖苷、奎尼酸、莽草酸、4, 5, 6-三羟基-甲酸甲酯环己烯、山柰

酚-3-O-β-D-葡萄糖酸酐、迷迭香酸-4-O-葡萄糖苷、异嗪皮啶-7-O-β-D-葡萄糖苷、槲皮素-3-O-α-L-鼠李

糖苷、evofolin A、evofolin A-8-O-β-D-glucopyranoside、β-hydroxypropiovanillone、sovanillic acid、
protocatechuic acid、methyl rosmarinate、ethyl rosmarinate、N-trans-feruloyltyramine 

三萜类 白桦脂酸、羽扇豆醇、2, 4-羟基羽扇豆醇、熊果酸、α-香树脂醇乙酸酯、9, 19-环阿尔廷烷-24-烯-3-醇、

sarcandroside A、B 
木脂素类 (－)-(7S, 8R)-dihydro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7S, 8R)-dihydro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 9′-O-β-D- 

glucopyranoside、(－)-(7S, 8R)-dihydrodehydrodiconiferyl alcohol 4-O-β-D-glucopyranoside、glochidiobo- 
side、syringaresinol monoside、styraxjaponoside B 

甾体类 β-谷甾醇、胡萝卜苷、(6'-O-palmitoyl)-sitosterol-3-β-D-glucoside 
苯丙素类 迷迭香酸甲酯、迷迭香酸乙酯、迷迭香酸、迷迭香酸-4-O-β-D-葡萄糖苷、丹参素甲酯、咖啡酸、咖啡酸3, 

4-二羟基苯乙酸、阿魏酸、绿原酸、5-O-咖啡酰基-奎宁酸甲酯、反式-3-羟基-4-甲氧基肉桂醛 
其他 二十六醇、草珊瑚酮 A、草珊瑚二醇 A、正三十一烷醇、大黄素、大黄酚、乙酸芳樟酯、草珊瑚二醇 A、

芳樟醇、D-甘露醇、5-羟基糠醛、己六醇、葡萄糖、蔗糖、β-半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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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减轻黏膜充血和水肿的作用，并能对黏膜进行修

复和抗菌，使用草珊瑚联合奥美拉唑治疗糜烂性食

管炎具有良好治疗效果[28]。对比肿节风片与双黄

连、柴银、祛痰灵口服液的抑菌效果，结果表明肿

节风片在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大肠

埃希菌等细菌方面表现出更好的抑菌作用，抑制铜

绿假单胞菌的效果与双黄连口服液效果相近[29]。对

草珊瑚抗炎活性部位筛选表明，多糖和其醋酸乙酯

提取物是其抗炎的主要活性部位[30]。 
3.3  其他作用   

草珊瑚还具有促进骨折愈合、抗疲劳、抗寒、

抗压及祛痰平喘作用[2]。肿节风片可明显改善结直

肠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免疫功能[31]。 
4  质量控制研究 

药材的质量评价可为资源利用与药材质量优化

提供依据，目前对草珊瑚及其制剂化学成分的定性

定量分析已有较多报道。在草珊瑚众多化学成分中，

多认为黄酮类化合物为主要有效成分，决定着草珊

瑚的经济价值。香豆素类成分中的异秦皮啶被认为

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中国药典》是以异秦皮啶

作为药材质量控制的指标。另外，富马酸[32]、延胡

索酸[33]、反丁烯二酸[34]、异美五针松二氢黄酮、依

斯坦布林 A[35]、迷迭香酸[36]、山柰酚-3-O-β-D-葡萄

糖酸苷[37]、异嗪皮啶-7-O-β-D-葡萄糖苷[37]和微量元

素（如铁、锌、硒和锰）[38]等也都建立了相应的定

量测定方法。 
4.1  不同产地药材质量比较 

对江西崇义、上犹、信丰、新干、贵溪和福建

武平6个产地10月份的野生草珊瑚总黄酮和异秦皮

啶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总黄酮和异秦皮啶量的变化

趋势大体一致，总黄酮量以江西新干 高

（0.693%），异秦皮啶量以江西上犹 高（0.077%），

两种评价指标均显示福建武平草珊瑚质量 差（总

黄酮 0.381%，异秦皮啶 0.021%），江西信丰质量也

较差（总黄酮 0.453%，异秦皮啶 0.035%），其余产

地差异较小[39]。对江西 5 个草珊瑚产地药材中伊斯

坦布林 A 的测定结果表明，不同产地药材伊斯坦布

林 A 的量差异超过 4 倍，上饶量 高（0.082%），

其次为崇义和新干（0.049%～0.057%）， 低为贵

溪（0.018%）[35]。对全国 21 个草珊瑚种源药材中

异秦皮啶和反丁烯二酸的量进行测定，发现不同种

源的草珊瑚质量存在显著差异，2 种成分的量均与

海拔高度呈负相关，与经、纬度关系也较密切，异

秦皮啶的量在草珊瑚的自然分布中心区 高。该研

究证实传统观点认为江西、福建和浙江所产草珊瑚

药材质量较佳具有一定科学性[40]。HPLC 法测定云

南、四川成都和广西桂林各一批以及广西玉林和安

徽亳州各 2 批草珊瑚全株的异秦皮啶的量，结果表

明不同产地异秦皮啶的量差异非常明显，云南

（0.088%）、四川成都（0.098%）以及安徽亳州

（0.095%）和广西玉林（0.087%）的其中一批样品

量较高，但其余 3 批异秦皮啶的量与此相差 3 倍以

上（0.027%～0.031%）[41]。另外，广西玉林和安徽

亳州各自 2 批药材之间异秦皮啶量的差异非常突

出，提示进行药材质量评价时，除了产地信息外，

还应考察采收期、贮藏时间等因素，否则无法判定

这种量的差异的真正来源。 
4.2  不同部位有效成分量的比较 

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药材利用既要考虑用

药部位活性成分的量，也要利于植物资源的更新和资

源量的维持，因而，考察不同药用部位的质量差异对

资源的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42]。草珊瑚为地上

部分或全草入药的多年生草本或亚灌木，宋晓虹等[43]

采用 HPLC 方法，建立了草珊瑚药材的指纹图谱，表

明草珊瑚不同药用部位的指纹图谱存在差异，地上部

分与全株较接近，叶中含有一些特征成分。多项研究

表明草珊瑚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量存在差异，对不

同部位总黄酮质量分数分析表明，叶中量 高，茎

中 低[44-45]；但励娜等[46]研究表明，不同药用部

位总黄酮量叶（3.17%）＞茎（2.38%）＞根（2.11%），

提示药材采收过程中，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

角度出发，以采用地上部分为好，地下根茎则做繁

殖和更新用。夏绘晶等[47]对江西 5 个产地草珊瑚根、

茎和叶中异秦皮啶的量测定表明，根中量 高

（0.074%～0.142%），其次是茎（0.033%～0.074%），

叶中 少（0.005%～0.020%）。张萍等[41]得出相似

结果，异嗪皮啶的量为根＞茎＞叶，根中的量为叶

的 1～2 倍，应根据不同需求合理选择药用部位，

若用于抗癌，应以根入药为主，若要发挥其抗菌功

效，则应采集全草[47]。李成仁等[48]对草珊瑚不同

部位总黄酮、异秦皮啶和反丁烯二酸的量进行了全

面分析，各部位总黄酮量为叶＞根＞茎，异秦皮啶

量为根＞茎＞叶，而反丁烯二酸量为茎＞叶＞根，

3 种有效成分分别在叶、根和茎中量 高，为达到

佳用药效果，药材应以全草采收为宜，否则易造

成有效成分的缺失。以上研究结果提示，今后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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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应更精细，不同部位的成分不同，功效相应也会

有所区别，应根据各部位的主要功效合理选择药用

部位。 
4.3  不同采收期质量比较 

中药材有效成分的形成与积累除了受遗传因子

的调控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外，同时受采收、加工、

贮藏和炮制方法的影响，采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环

节。适期采收对药材的产量、品质和收获效率都具

有保障作用，活性成分积累随季节的动态变化是药

材质量评价中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42]。对草珊瑚中

异嗪皮啶和总黄酮量的积累随季节动态变化的测定

结果表明，10 月份量达到 高，10～12 月份量也较

高，说明草珊瑚宜在秋冬季采收[39]。郁建生等[45]

考察自然存放时间和采收季节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总黄酮的量以 10～12 月 高；存放时间越

长，总黄酮量越低，平均每年下降 24.74%。另一项

研究表明草珊瑚中异嗪皮啶量以 5 月和 11 月较高，

而反丁烯二酸的量在 9 月和 10 月较高，认为草珊瑚

的 佳采收期为 9～11 月[49]。李成仁等[48]对比研究

不同部位（根、茎和叶）总黄酮、异秦皮啶和反丁

烯二酸量随季节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总黄酮

量 高为 8 月的叶，异秦皮啶 高为 6 月的根，反

丁烯二酸 高为10月的茎，综合考虑3类有效成分，

采收期以 6 月和 8 月为佳。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成

分量的 高时期和部位均有所差异，简单地划定一

个时期为其 佳采收期的方法并不合理， 佳采收

期应根据不同有效成分区别对待，但目前药材采收

还很难细化到这种程度。 
此外，逆境胁迫条件可能激活植物次生代谢系

统，提高某些代谢产物的合成水平。在一定胁迫条

件（高温、高盐和紫外线照射及亚硝基铁氰化钠处

理）下，均能显著提高草珊瑚总黄酮的量积累（1.1～
7.7 倍）[50]。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对草珊瑚的质

量评价多以总黄酮或单一指标成分为评价标准，但

单一指标成分的量测定往往很难反映药材的整体

质量。而总黄酮多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该方法易

受实验中的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测定结果差异性较

大[51]。采用多种成分定量来评价草珊瑚质量的研究

报道还比较少见，王砚等[34]同时测定了反丁烯二酸

和异秦皮啶的量；李婷婷等[36]建立了同时测定异秦

皮啶和迷迭香酸的方法；朱建鑫等[37]采用 HPLC 法

同时测定异嗪皮啶-7-O-β-D-葡萄糖苷、异嗪皮啶和

山柰酚-3-O-β-D-葡萄糖酸苷 3 种成分。目前的药材

质量评价普遍存在 2 个突出问题：1）由于采收期不

一致导致不同研究结果没有可比性；2）由于样本全

面性不足导致质量评价结果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

缺乏对药材质量的全面了解。针对这些突出问题，

今后的药材质量评价研究应保证分析样本采收期一

致，且确保样品的全面性和代表性[42]。 
5  草珊瑚的人工种植 

草珊瑚为应用极广泛的中药材，目前开发的草

珊瑚产品包括：复方草珊瑚含片、草珊瑚牙膏、草

珊瑚口香糖、草珊瑚注射液、血康口服液、肿节风

片剂/针剂、草珊瑚袋泡茶、草珊瑚止痒膏、草珊瑚

鼻炎散、草珊瑚口腔膏等。江西在草珊瑚开发利用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开发

利用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但

药材资源长期以来多依赖野生资源，而且各地药农

在药材采集过程中，采取连根拔起的采收方式，忽

略了对资源的保护，使野生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

市场供求关系日益紧张[52]。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压力 终要借助人工栽培来解决。因此，开展

草珊瑚的人工栽培，尤其是符合国际良好农业规范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GAP）是未来发展的必

然趋势。 
刘贤旺等[52]对草珊瑚的栽培从生长习性、栽培

技术、田间管理和采收加工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草

珊瑚可生长在海拔 400～1 500 m 的山坡或沟谷林

下阴湿处，适宜温暖湿润气候和荫凉环境。根部萌

蘖能力强，喜腐殖质深厚、疏松肥沃和微酸性的砂

壤，采收时易连根拔起，繁殖方法可选用扦插繁殖、

种子繁殖和分株繁殖，分别适用于春季、秋冬季和

早春/晚秋季节。也有研究利用草珊瑚茎段离体培养

为栽培提供种苗，但组培苗茎节伸长较慢，培养周

期长（约 40 d），有待进一步优化培养条件[53]。 
为促进草珊瑚生产的科学化和规模化，真正实

行规范化引种栽培，种源和栽培环境的选择至关重

要。李伟等[54]对江西新干黎山林场草珊瑚种质基地

生态环境从空气环境、土壤环境和水质资源进行评

价，保证种植区环境符合绿色药材栽培的环境质量

要求。福建省三明市从 2006 年以来开展草珊瑚的引

种驯化、良种繁育及示范推广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被誉为全国首家“中国草珊瑚之乡”。在天然林和人

工林下套种草珊瑚，不与农林争地，有利于生态林

保护，又可增加林地受益，是草珊瑚种质栽培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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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模式。闵芳等[40]对全国草珊瑚药材质量评价的

研究认为江西、福建和浙江所产的草珊瑚药材质量

较佳，良种选育和栽培基地选择应重点考虑这些地

区。江西省峡江县玉笥山林场于 2009 和 2010 年分

别种植草珊瑚 1×105 hm2 和 33.3 hm2。 
6  未来研究方向 

草珊瑚是我国重点研究药用植物之一，但现有

研究主要集中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

方面。这些研究为药材和产品的深度开发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随着草珊瑚开发利用不断深入，药材

需求量急剧增加，长期依赖野生资源的利用现状使

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52]。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研究是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先决条件，同时，也

是保证药材质量的关键和源头，是开展 GAP 栽培

的理论基础，可为药用植物栽培育种提供科学指导。

此外，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对探讨药材道地

性分子机制具有重要启示。借助居群遗传学的理论

和方法，应用先进的 DNA 分子标记，开展草珊瑚

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并以优异种质资源的发

掘和利用为目标，有助于我国本土特有资源的合理

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草珊瑚种质资源的研究，

尤其是基于先进分子标记的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研究才刚刚起步。倪开诚等[55]采用 ISSR
分子标记对来源于浙江、江西、福建、浙江和广西

的草珊瑚8个种质资源的51个样品进行了遗传多样

性分析，发现草珊瑚种源的遗传距离与其产地的海

拔高度密切相关，而与地理距离无关。张志勇[56]对

重庆分布的 5 个草珊瑚居群开展了基于 RAPD 分子

标记的遗传多样性检测。两项研究为全面开展草珊

瑚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评价奠定了基础，但无论

是对科学问题的凝练、种质资源的覆盖面，还是所

采用分子标记的种类及研究结果的代表性，距离解

决草珊瑚产业化发展中瓶颈问题还相差甚远。未来

可采用共显性、稳定性好、多态性高的分子标记技

术（如 ISSR 等），严格按照居群遗传学原理和方法，

对种质资源进行全面样本收集，评价草珊瑚种质资

源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和地理分布格局。同时，结合

各种质资源的生态和生境特征，阐明草珊瑚的分子

生态遗传适应性。研究结果将为草珊瑚 GAP 栽培

优异种质和环境的选择及种质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科学数据或理论基础，并为今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奠定基础，从而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评价基础上

的良种选育及资源的合理储备，以确保我国药用植

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7  结语 

草珊瑚在长江以南各省均有分布，其化学成分

复杂，生物活性多样，药理作用广泛，在医药、食

品和日用化工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同时，

草珊瑚也是建设城市优秀的复合型绿地材料，其形

态特征、生物特性、自然分布也预示着广阔的园林

绿化市场前景。目前，草珊瑚的研究表现出不均衡

特征，集中在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方面，忽略了

资源的重要性。野生资源急剧减少是众多具有重大

开发潜力药材面临的普遍问题，从可持续利用角度

出发，药用植物资源应做到保护与发展平衡。野生

种质资源是遗传育种的原始材料，如何保护种质资

源变得越来越紧迫。借助先进的分子技术，评价种

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特性，指导药用植物的

种质资源管理、GAP 栽培的种质选择和遗传育种应

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真正做到药材的高产、

高质和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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