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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吴风草为药食两用植物，长期的民间和地方用药均显示该植物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大吴风草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挥发油、萜类（倍半萜、二萜、三萜）、酚类、生物碱类、甾体类以及脂肪酸类等；并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抗肿瘤、

抗炎、对黄疸型肝炎的治疗作用以及杀螨除虫作用。对国内外有关大吴风草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着重对其基源、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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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吴风草Farfugium japonicum (L. f.) Kitam. 为

菊科（Compositae）千里光族款冬亚族大吴风草属

Farfugium Lindl. 多年生草本植物。《名医别录》和

《本草蒙荃》中均有记载，又名莲蓬草（《福建民间

草药》）、野金瓜（《浙江民间常用草药》）、八角乌、

活血莲（湖南、湖北）、金杯盂、金钵盂、独脚莲（《质

问本草》）、橐吾、铁冬苋、大马蹄、大马蹄香、马

蹄当归、一叶莲、熊掌七（湖北）、台湾山菊（台湾），

产于湖北、湖南、广西、福建、台湾等省[1-4]。该植

物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韩国、日本大陆以及琉

球群岛[5]，也栽培于国内外的一些植物园和家庭中。

夏、秋季采收，全草入药，味辛、甘、微苦，性凉，

可治疗咳嗽咯血、便血、月经不调、跌打损伤、乳

腺炎、痈疖肿毒[2]。在日本，大吴风草的嫩叶和茎

常作为蔬菜食用[6]。此外，该植物在韩国被称作

“Yeon-Bong-Cho”，民间广泛用于治疗湿疹、咳嗽、

支气管炎、淋巴腺炎、痢疾等疾病，并具有退热和

解毒功效[7]。长期的民间临床用药显示，大吴风草

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本文首次对大吴风草的基源、

化学成分以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进行综述，以便为其

深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1  基源鉴定 
1.1  大吴风草的历史来源 

大吴风草为单种属植物，产于中国和日本。

该种早在 1856 年就由 Fortune 从我国引至英国栽

培[1]。起初，Koyama 等[8]将大吴风草属植物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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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rande、F. japonicum 和 F. hiberniflorum 3 个种，

其中 F. hiberniflorum、F. grande 分别为日本地方品

种和栽培种，但刘尚武[9]则建议将 3 个种合并为 F. 
japonicum 1 个种。国内本草学专著有关大吴风草的

记载较为混乱，这与菊科千里光族款冬亚族的复杂

分类系统有关。根据外部形态学的研究，长期以来，

大吴风草属被认为与橐吾属 Ligularia Cass. 近缘，

并比之原始[1,9]。千里光族作为紫菀目菊科最大的

族，包括近 120 个属、3 200 种植物。Nordenstam[10]

认为千里光族由 Blennospermatinae 和 Senecioninae 
2 个亚族构成。然而，Jeffrey 等[11]将东亚地区千里

光族分为 3 个亚族：千里光亚族、款冬亚族和狗舌

草亚族。款冬亚族包括了大吴风草属在内的 13 个

属，其中款冬属 Tussilago L. 和蜂斗菜属 Petasites 
Mill. 早期则形成了独立的进化枝，除此以外的 11
个属被 Liu 等[12]归并为 Ligularia-Cremanthodium- 
Parasenecio（L-C-P）系统，并认为大吴风草属的发

源地位于中国中部，向东扩散至日本。 
1.2  生物学特性及地域分布研究 

有关大吴风草属植物的生物学研究，目前国内

外仅见对其核形态、花粉表面纹饰以及核基因序列

的相关报道。刘建全[13]通过对南川地区大吴风草

F. japonicum 核形态的研究发现，前期染色体为中

间型，间期为复杂型，长度 3.70～2.64 μm，核型

公式 2n＝60＝14m＋26sm＋20st（4SAT），为 3A
类型。Okuno 等[5]通过对日本生长的大吴风草染色

体研究发现，其染色体减数分裂形态为 2n＝60＝
30II。Hajime 等[14]通过对采自日本 68 个地区 31
个县以及中国台湾 2个地区的 190株大吴风草样品

（包括野生和人工栽培品种）的染色体研究发现，

所有野生品种 F. japonicum var. japonicum（共计

177 株）的染色体数均为 2n＝60。而橐吾属植物的

染色体基数 x＝29，核型为 2A[15]。此外，刘建全

等[16]通过对大吴风草花粉形态观察发现，该植物

花粉粒呈椭圆形，具有 3 孔沟，沟短而宽，孔膜不

突出；外壁有刺状纹饰，刺渐尖；刺基部膨大；刺

间外壁光滑，具有网状纹饰。花粉粒的微观结构均

不支持大吴风草属与橐吾属近缘的观点。核基因序

列研究方面，Naofumi 等[17]采用 3 种不同的方法从

大吴风草中分离得到 8 条微卫星基因，并认为其核

基因组（nSSR）序列可用于测定该物种的基因流

及遗传多样性，并阐明大吴风草属内部种群的基因

构成。 

大吴风草主要生长在我国东南部低海拔地区的

林下、山谷和草丛中，也广泛分布在韩国、日本及

附近岛屿。在日本，该植物根据野外生长的不同环

境 被 划 分 为 1 个 普 通 品 种 F. japonicum var. 
japonicum以及3个地方性变种F. japonicum (L. f.) 
Kitam. var. giganteum (Siebold et Zucc.) Kitam.、F. 
japonicum (L. f.) Kitam. var. luchuense (Masam) 
Kitam.和F. japonicum (L. f.) Kitam. var. formosanum 
(Hay.) Kitam.，其中生于河床附近的F. japonicum var. 
luchuense (Masam) Kitamura. 极易受到人为活动和

环境变化的影响[17]。 
2  化学成分 
2.1  挥发油 

Kim 等[7]采用 GC-MS 对韩国济州岛生长的大

吴风草花部位挥发油进行了成分研究，挥发油占

0.138%。其中挥发油成分分别为 1-十一碳烯

（22.43%）、1-壬烯（19.83%）、β-石竹烯（12.26%）、

α-胡椒烯（3.7%）、甲苯（2.96%）、γ-姜黄烯（2.86%）、

吉马烯 D（germacrene D，2.69%）、1-癸烯（2.08%）、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1.56% ）、雅槛蓝油烯

（eremophilene，1.21%）、α-石竹烯（α-caryophyllene，
1.20%）、香桧烯（sabinene，1.03%）、石竹烯氧化

物（caryophyllene oxide，0.91%）、α-蒎烯（α-pinene，
0.90%）、β-荜澄茄苦素（β-cubebene，0.90%）、β-
芹 子 烯 （ β-selinene ， 0.62% ）、 α- 衣 兰 油 烯

（α-muurolene，0.54%）。以上 17 个化合物的总量占

总挥发油的 78%。 
2.2  萜类 
2.2.1  倍半萜  大吴风草植株中含有多种类型的倍

半萜类成分。Hajime 等[18-20]从大吴风草中分离得到 7
个新的呋喃骈雅槛蓝烷（furanoeremophilane）型倍

半 萜 ， 分 别 为 ： 3β-angeloyloxy-9-senecioyloxy- 
furanoeremophilane（1）、3β-angeloyloxy-9-hydroxy- 
furanoeremophilane （ 2 ）、 3β-angeloyloxy-furano- 
eremophilane （ 3 ）、 6β-senecioyloxy-10β-hydroxy- 
furanoeremophilane （ 4 ）、 6β-senecioyloxy-furano- 
eremophilane（5）、3β-angeloyloxy-10β-hydroxy-9β- 
senecioyloxy furanoeremophilane（6）、3β-angeloyloxy- 
10β-hydroxyfuranoeremophilane（7），以及 2 个新的

benzofuranosesquiterpenes 型倍半萜，大吴风草素 A
（farfugin A，8）和大吴风草素 B（farfugin B，9）。《中

华本草》和《中药大辞典》中均记载大吴风草根茎

部位含有大吴风草素 A、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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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 等 [21-23] 先 后 从 F. japonicum var. 
formosanum、大吴风草和 F. japonicum var. luchuense
中分离得到 5 个雅槛蓝烯内酯（eremophilenolide）
型倍半萜，分别为 farformolide A（10）、farformolide 
B（11）、3β-angeloyloxy-8-epi-eremophilenolide（12）、
3β-angeloyloxy-6β-hydroxy-8-epi-eremophilenolide
（ 13）和 3β-angeloyloxy-8β, 10β-dihydroxyeremo- 
phila-7(11)-en-12, 8α-lactone（14）。谢菘斐[24]对台湾

山菊 F. japonicum var. formosanum 的根以及地上部

位分别进行了化学成分研究，从根部位分离得到 4
个 furanoeremophilane 型倍半萜类化合物：10β- 
hydroxy-6β-methoxyfuranoeremophilane（15）、furano- 
eremophilan-6β, 10β-diol （ 16 ）、 6β-ethoxy-10β- 
hydroxyfuranoeremophilane（17）和 farfugin A（8）；
以及 5 个雅槛蓝烯内酯型倍半萜：farformolide B
（11）、8β, 10β-dihydroxy-6β-methoxyeremophileno- 
lide（18）、6β, 8β, 10β-trihydroxyeremophilenoalide
（19）、3β-acetoxyl-8α-hydroxy-6β-methoxyeremophil- 
7(11), 9-dien-8, 12-olide （ 20 ）、 8α-hydroxy-6β- 
methoxyeremophil-7(11), 9-dien-8, 12-olide（21）。此

外，Hsieh 等[25]从中国台湾生长的大吴风草中同样

分离得到了化合物 farformolide B（11），并通过 X
射线衍射技术确定了该化合物的三维结构。 

Tozaburo 等[26]从大吴风草根茎部位分离得到 2
个新的雅槛蓝烷型（eremophilane）倍半萜，分别为

α, α′-bis (3β-angeloyloxyfuranoeremophilane)（22）
和 3β-angeloyloxy-8β-hydroxy-9β-senecioyloxy- 
eremophilenolide（23）。Motoo 等[27-28]先后从大吴风

草新鲜根茎部位分离得到 6 个雅槛蓝烯内酯型倍半

萜（34～39），以及其他类型倍半萜，分别是

eremodimers A～C（24～26），eremolactams A、B
（27、28），eremofarfuginoic acid（29），methyl 
eremofarfuginoate（30），2 个 noreremophilanes 类化

合物（31、32），furanoeremophilane（33），eremo- 
farfugin A（40）、eremopetasitenin B3（41）和 7 个

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43～49）。Shen 等[29]对大吴

风草根部位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分离得到 4 个雅

槛 蓝 烯 内 酯 型 倍 半 萜 ： 3β-angeloyloxy-6α- 
hydroxy-8β-methoxy-9α-senecioyloxyeremophila-7(11)-
en-12, 8α-lactone（42）、3β-angeloyloxy-8β, 10β- 
dihydroxyeremophila-7(11)-en-12, 8α-lactone（14）、
3β-angeloyloxy-10β-hydroxy-8α-methoxyeremophila-
7(11)-en-12, 8β-lactone（35）、3β-angeloyloxy-10β- 

hydroxy-8β-methoxyeremophila-7(11)-en-12, 8α-lactone
（36）。倍半萜类化合物结构式见图 1。 
2.2.2  二萜  谢菘斐[24]从台湾山菊中分离得到 3 个

二萜类化合物，分别为 phytol（50）、phytan-3- 
methoxy-1, 2-diol（51）和 phytan-1, 2, 3-triol（52）。
结构式见图 2。 
2.2.3  三萜  大吴风草植株中还含有一些三萜类化

合物。谢菘斐[24]从台湾山菊的地上部位分离得到 5
个三萜类化学成分，分别为木栓酮（friedelin，53）、
表木栓醇（friedelan-3β-ol，54）、熊果酸（ursolic acid，
55）、α-香树脂素（α-amyrin，56）和 α-香树脂醇乙

酸乙酯（α-amyrin acetate，57）。结构式见图 2。 
2.3  酚类化合物 

大吴风草属植物除了含有多种类型的萜类化合

物外，还含有一些酚类化合物。谢斐菘[24]从台湾山

菊地上及根部位分离得到 8 个酚类化合物，分别为

petasiphenol（58）、4-acetonyl-3, 5-dimethoxy-p-quinol
（59）、caffeic acid（60）、methyl caffeate（61）、methyl 
4-hydroxy-3-methoxycinnamate （ 62 ）、 p-hydroxy- 
benzaldehyde（63）、4-hydroxymethyl ketone（64）、
p-hydroxybenzoic acid（65）。结构式见图 3。 
2.4  生物碱类 

Furuya 等[30]从大吴风草中得到克氏千里光碱

（senkirkine，66）。Haruki 等[31]针对日本生长的大

吴风草干燥全草中生物碱类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

分离得到一个新的生物碱 farfugine（67）。结构式

见图 4。 
2.5  甾体及其苷类 

大吴风草中还含有一些甾体及其苷类化合物。

《 中 华 本 草 》 中 记 载 莲 蓬 草 含 有 菜 油 甾 醇

（campesterol）、豆甾醇（stigmasterol）和 β-谷甾醇

（β-sitosterol）。Tozaburo 等[26]从大吴风草根茎中同

样分离得到了以上 3 种甾醇类化合物。谢菘斐[24]通

过对台湾山菊的研究发现，β-谷甾醇和豆甾醇广泛

分布于植株的地上和地下部位，但甾体皂苷

β-sitosteryl-3-O-β-D-glucoside 和 stigmasteryl-3-O-β- 
D-glucoside 主要存在于地上部分。 
2.6  脂肪酸 

此外，该植物中还含有棕榈酸（palmitic acid）、
亚油酸（linoleic acid）、亚麻酸（linolenic acid）等

脂肪酸类成分[4,25-26]。 
3  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吴风草总提物及其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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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吴风草中倍半萜类成分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sesquiterpenoids in F. japon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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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从大吴风草中分离得到的二萜和三萜类化合物 
Fig. 2  Diterpenoids and triterpenoids isolated from F. japonicum 

物单体具有丰富的药理活性，包括抗肿瘤、抗炎、

对黄疸型肝炎的治疗作用以及杀螨除虫作用等。 
3.1  抗肿瘤作用 

谢菘斐[24]对台湾山菊中分离出的化合物进行

了多种体外细胞活性筛选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6β-ethoxy-10β-hydroxyfuranoeremophilane（17）和

8β, 10β-dihydroxy-6β-methoxyeremophilenolide（18）
对人乳腺癌细胞（MDA-MB-231、MCF 7）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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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从大吴风草中分离得到的酚类化合物 
Fig. 3  Phenols isolated from F. japonicum 

 
图 4  从大吴风草中分离得到的生物碱类化合物 

Fig. 4  Alkaloids isolated from F. japonicum 

定的杀伤作用；10β-hydroxy-6β-methoxyfurano- 
eremophilane（15）、furanoeremophilan-6β, 10β-diol
（16）和 methyl caffeate（61）对人肺癌细胞（NCH460）
具有一定的杀伤作用。 
3.2  抗炎作用 

Kim 等[7]通过对大吴风草花部位总挥发油的药

理作用研究发现，该组分能通过抑制诱导型 NO 合

酶（iNOS）和环氧化酶-2（COX-2）mRNA 的表达

从而抑制 RAW264.7 细胞中 NO 和 PGE2 的产生，

发挥抗炎作用，且抑制作用与挥发油浓度之间存在

一定的剂量依赖关系。此外，为研究大吴风草挥发

油对人体皮肤的安全性，Kim 等[7]采用 MTT 法考察

了大吴风草总挥发油对人表皮纤维原细胞和角质形

成细胞 HaCaT 的细胞毒作用，结果显示总挥发油浓

度达到 100 μg/mL 时，人表皮纤维原细胞存活率为

100%，角质形成细胞存活率高于 80%，说明总挥发

油具有较低的细胞毒性。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该研

究小组认为大吴风草挥发油可作为一种潜在的外用

抗炎候选药物进行开发利用。谢菘斐[24]通过对台湾

山菊化学成分的生物活性测试发现，其所含 methyl 
caffeate （ 61 ） 和 methyl 4-hydroxy-3-methoxy- 
cinnamate（62）能刺激嗜中性白血球产生超氧自由

基，从而发挥抗炎作用。 
3.3  对黄疸型肝炎的治疗作用 

王宫等[32]选用 α-萘异硫氰酸酯（ANIT）致大

鼠胆汁瘀积型黄疸模型，研究大吴风草水提液和醇

提液的退黄作用。血清总胆红素（TBIL）测试结果

显示，模型组、水提液低剂量和高剂量组、醇提低

剂量和高剂量组 TBIL 值分别为（133.12±22.16）、
（ 108.60±12.13 ）、（ 106.44±10.34 ）、（ 102.58± 

22.79）、（86.36±10.95）μmol/L，模型组与给药组

相比差异显著（P＜0.05），说明大吴风草提取液能

明显降低大鼠血清 TBIL 量，能够有效治疗黄疸型

肝炎。 
3.4  杀螨除虫作用 

Kim 等[33]对 22 种植物的甲醇提取物杀螨除虫

作用研究发现，大吴风草叶对 Tetranychus urticae
摄食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通过对 24、48、
72 h 3 个时间点抑制率的变化情况观察后发现，24 h
抑制率为 91.1%，48 h 抑制降为 73.3%，72 h 抑制

率为 80.0%。然而，其他植物甲醇提取物 72 h 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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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虫摄食行为的抑制率多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

由此推测大吴风草叶甲醇提取物中可能含有某种类

似于拒食素的化学成分，从而发挥杀螨除虫作用。

因此可作为新型杀虫剂进行开发利用。 
4  不良反应 

《中药大辞典》记载，大吴风草根和叶中含有双

稠吡咯啶类生物碱克氏千里光碱，对肝、肺有明显

毒性，能致肝癌。实验研究表明，刚出生的大鼠较

喂乳时候的幼鼠对双稠吡咯啶类生物碱敏感，较成

年大鼠更敏感。因此，证明双稠吡咯啶类生物碱并

非在肝内微粒体（刚出生鼠肝内缺乏代谢酶）转变

为毒性代谢物，而可能是在体内转变为相应的环氧

化合物而产生毒性作用[3]。 
5  结语 

目前有关东亚款冬亚族的范畴、亚族内各属的

系统位置与亲缘关系仍是千里光族系统学研究的争

论焦点[12,15]，但将大吴风草属划分到千里光族款冬亚

族的观点是被植物界普遍认可的。此外，由于菊科

在外部形态学性状方面存在严重的同塑性演化，因

此仅从外观形态方面对大吴风草进行基源鉴定是欠

妥的。正是由于外观形态上的相似性，从而导致了

历代本草学专著中将大吴风草与橐吾混为一谈。但

就目前而言，外观形态学特征、核形态以及花粉表

面纹饰依然是该属植物基源鉴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化学成分研究方面，目前从大吴风草属植物中

已分离鉴定出倍半萜类化合物 49 个，二萜和三萜类

化合物 8 个，酚类化合物 8 个，生物碱 2 个，甾体

及其苷类化合物 5 个，以及挥发油和多种脂肪酸类

化合物。已发现的倍半萜类化学结构主要是呋喃骈

雅槛蓝烷型和雅槛蓝烯内酯，均属于雅槛蓝烷型倍

半萜。此外，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具有呋喃骈雅槛

蓝烷型和雅槛蓝烯内酯骨架的倍半萜类化合物同样

存在于橐吾属[34-43]和蜂斗菜属[44-58]植物中。由此可

以推测大吴风草属、橐吾属和蜂斗菜属中雅槛蓝烷

型倍半萜类化合物很可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生物转

化途径，从而从植物次级代谢产物生物转化途径角

度证实 3 个属之间存在一定亲缘关系。 
药理研究方面，目前对大吴风草药理活性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总提物的药效层面，针对单一化合物

所开展的活性筛选仅见于谢菘斐[24]对台湾山菊的

相关报道。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从橐吾属以及蜂

斗菜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具有相同骨架的倍半萜内

酯类化合物，在抗炎以及抗肿瘤方面表现出丰富的

药理活性[40,52,59]。因此，大吴风草属植物中的倍半

萜内酯类化合物很可能具有与之相同或相似的药理

活性。但总体上有关大吴风草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研

究还不够系统和充分，特别是对活性成分的研究还

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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