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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七 manax= notoginseng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在我国已有 QMM多年的栽培历史，其作为一种名贵中药，具有化瘀

止血、消肿止痛等功效。三七复杂的化学成分是其良好功效的基础。目前已从三七中发现了百余种化合物，其中有效成分以

皂苷类成分和三七素为主。对三七中皂苷类和非皂苷类成分的研究历程和概况进行了综述，并根据不同化合物的特点，探讨

了各类化合物今后的研究方向，以期为三七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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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manax=notoginseng= E_urkKF= fK=eK=Chen又名

田七、滇三七、参三七、血参、田三七等，为五加

科人参属植物xNz。三七已有 SMM年以上的药用历史xOz，

其根、茎、叶、花均可入药，是复方丹参滴丸、云

南白药、片仔癀、复方三七口服液等常见中药制剂

的主要成分之一，目前以三七为配方进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和《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目录》的制剂

达 OM余种。作为我国传统的名贵药材，三七生物学

特性方面的研究也已十分详实xPz。近年来，每年有关

三七的文献报道在 TMM 篇左右，内容主要集中在三

七中化学成分的分离提取和药效药理方面。三七的

药理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脑

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代谢、免疫调节系统等的影

响xQJRz。三七的药理作用与其本身的化学成分是密不

可分的，而文献中关于三七化学成分的报道，时间

跨度大、成分分散，不利于研究者对已知成分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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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研究。本文对三七化学成分的研究历程和

现阶段概况展开论述。=
N= =皂苷类成分=

皂苷类化合物是三七的主要化学成分，也是三

七中公认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迄今为止，已从三

七中发现了 UM多种皂苷类化合物，而且不断有新的

化合物被发现。三七中的皂苷类成分均为达玛烷型

的四环三萜，未发现含有齐墩果酸型皂苷。从苷元

角度分类，三七中的皂苷可分为 OMEpFJ原人参二醇

型= xOMEpFJéroíoéanañadáoäz= 皂苷（map）和 OMEpFJ
原人参三醇型= xOMEpFJéroíoéanañaíráoäz=皂苷（mqp）；
从皂苷角度分类，三七中皂苷大致可分为人参皂苷、

三七皂苷和七叶胆皂苷等。三七中皂苷量以人参皂

苷 ogN和 obN最高，质量标准中也是根据人参皂苷

ogN、obN和三七皂苷 oN的量总和不少于 RKMB作为

衡量三七质量的标准xSz。=
三七不同部位所含的皂苷种类和量不同。三七

的根中主要含有 map和 mqp，如人参皂苷 obN、obO、
od、oe、ogN、ogO、ohN和三七皂苷 oN、oO、oP、
oQ、oS以及七叶胆皂苷 usff等xTJUz；而三七叶和三

七花中则主要含有 map。=
三七的块根作为三七的主要药用部位含有多种

皂苷类成分。三七皂苷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OM
世纪 PM年代，我国中药化学研究的先驱者赵承嘏教

授首先从三七的根中分离出了 O种皂苷成分，但受

到当时实验条件的限制，未能给出化合物的具体结

构；直到 OM世纪 TM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分离手段

及测试仪器的广泛应用，三七化学成分的研究才取

得显著进展，国内外学者从三七中提取分离、鉴定

了多种皂苷类成分（表 N）。如伍明珠xNNz首次从三七

根中分离鉴定了人参皂苷 ogN和 obO。虽然已从三

七中分离出多种皂苷类成分，但是随着科技和分离

提取技术的不断进步，三七中一些微量的新皂苷类

化合物也将会不断被发现。=

表 N= =三七部分皂苷的发现历程=
qable=N= =aiscovery=process=of=some=saponins=in=mK=notoginseng=

时间= L=年= 发现者= 皂苷成分= 主要特性=
NVPT= 赵承嘏等xVz= 三七皂苷元 A和三七皂苷元 _= 三七皂苷类成分的最早报道=
NVTT= eáedaká等xNMz= 人参皂苷 ogN、oc、obN= 三七中较早报道的 P种皂苷=
NVTV= 伍明珠xNNz= 人参皂苷 ogN、obO= 我国学者首次报道的具体皂苷=
NVUN= whou等xNOz= 三七皂苷 oN、oO和人参皂苷 ogO、ohN= Q种新的皂苷化合物=
NVUP= vang等xNPz= 三七皂苷 ca、cc、ce= 三七叶中 P种新皂苷化合物=
NVUP= jaísuura等xNQz= 三七皂苷 oP、oQ、oSI=人参皂苷 obN、obO、od、

oe、ogN=
三七皂苷 oP、oQ、oS为新发现的皂苷化合物=

NVUR= 魏均娴等xUz= 三七皂苷 _N、人参皂苷 ohN= 我国学者首次发现新皂苷元=
NVUR= 杨崇仁等xNRz= 已知的 V种皂苷单体= 首次报道三七芦头中皂苷成分=
NVVS= whao等xNSz= 三七皂苷 oU、oV= 互为差向异构体，量分别仅为 MKMMM= NNB和

MKMMM=MPB=
NVVT= voshákawa等xNTz= OP种皂苷成分，其中有三七皂苷 A、_、C、a、

b、d、e、f、g=
V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NVVV= teá等xNUz= NQ种抑菌皂苷，其中有三七皂苷h、i、j= 从抑菌活性入手，报道 P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OMMN= voshákawa等xNVz= 三七皂苷 i、j、k= P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OMMN= iá等xOMz= 三七皂苷 oNM= N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OMMP= voshákawa等xONz= 三七皂苷 l、m、n、p、q= 从三七的花蕾中得到 R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OMMQ= qeng等xOOz= OM种皂苷，其中有三七皂苷 qN～qR= 在弱酸条件下，分离到 R种新的三七皂苷成分=
OMMQ= iáu等xOPz= QN 种皂苷，其中有野三七皂苷 e、b，竹节参皂

苷 iR，丙二酰基人参皂苷 ogN等=
利用 emiCJrsJjp法，首次从三七中检测到

NM种皂苷类化合物=
OMMS= Chen等xOQz= 三七皂苷 cíN、cíO和 cíP= P种新的皂苷化合物=
OMMS= homakáne等xORz= OP种皂苷，其中有 noíoéanañosáde=A= N种新的皂苷成分=
OMMT= 周家明等xOSz= U种皂苷，其中有韩国人参皂苷 oN、OMEoLpFJ人参

皂苷 ogP=
P种新的皂苷化合物=

OMMT= 曾江等xOTz= U种皂苷，其中有人参皂苷 ohQ和三七皂苷 p、q= P种新的皂苷化合物=
OMMU= tang等xOUz= OQ种皂苷，其中有三七皂苷 cmN和 cmO= 从三七果梗中得到 O种新皂苷化合物=
OMMU= iáao等xOVz= OT种皂苷，其中有三七皂苷 pqJN～pqJP和 pqJR= Q种新的三七皂苷化合物=
OMMV= tang等xPMz= 三七花皂苷 A、_、C、a= 从三七花中得到 Q种新的皂苷化合物=
OMNN= 刘利民等xPNz= NM 个化合物，其中有 vánagánsenosáde= oNR 和

éseudogánsenosáde=oqP等=
S种新的化合物，其中 O种是自然界首先发现=

时间以文献发表的时间为准=
qáme=subjecí=ío=íhe=éubäáshed=íáme=of=éaé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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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中皂苷成分的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

是干燥方法影响三七中有效成分的积累，马妮等xPOz

通过研究不同干燥方法对三七切片皂苷量的影响，发

现日光照晒和 RM=℃烘干更适于三七切片加工；随着

干燥技术的发展，高明菊等xPPz采用微波干燥法对三

七进行干燥，结果表明不同强度的微波辐射均导致

三七中主要皂苷成分的量降低，均低于《中国药典》

OMNM 年版标准。由此可见，传统的晾晒方法可以很

好地保持三七根部有效成分的量，但是耗时较长，

这就促使研究者探索新的、快速的干燥三七的方法

应用于大规模生产实践。此外，三七根中的皂苷成

分还受到病害的影响，其中，根腐病是三七最主要

也是最致命的病害之一，孙玉琴等xPQz研究证明三七

皂苷的量随根部腐烂程度的增加而减少，根部腐烂

对三七皂苷 oN、人参皂苷 ogN和 obN的比例无显著

影响。所以，为了保证高品质三七的生产，病虫害

的防治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情况下，三七生长 O 年及 O 年以上才会开

花，三七花在民间常作茶饮用，具有清凉、平肝、降

压之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花蕾是三七全株的精华，

总皂苷量高达 NPB以上（主要为 map），是皂苷量最

高的部位。关于三七花蕾中皂苷成分的报道最早见

于 OM 世纪 UM 年代，qanáóasu 等xPRz和左国营等xPSz报

道了三七花蕾中含有多种皂苷：三七皂苷 ce、oN，
绞股蓝皂苷 fu和人参皂苷 cO、ogN、oc、obP、od、
obN、obO、ogO、ohN 等。张媛等xPTz建立了三七花蕾

中 U 种皂苷 emiC 测定方法，并表明花蕾是三七中

人参皂苷 oc和 obP高含量部位。魏莉等xPUz利用比色

法和 emiC 法证明了不同产地和生长年限三七花蕾

中总皂苷和单体皂苷的量有显著差异性。三七花作

为三七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目前的利用率很低，

仅仅作为茶饮用，可以考虑利用三七花中的皂苷成

分生产其他高价值产品。=
此外，三七的果实中也有皂苷类成分的报道。

三七果成分的研究开始于 OM世纪 VM年代，魏均娴

等xPVJQMz从三七果梗入手，分离得到了 NN种皂苷，分

别为人参皂苷 oc、oe、obN、obP，三七皂苷 ce、
oe、ca、cc和绞股蓝皂苷 fu、us、usff，其中相

对量最高的绞股蓝皂苷 fu达到了 OVKSB。近年来，

时圣明等xQNz采用硅胶色谱和凝胶色谱以及重结晶

等方法，从三七果的 TMB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NQ
个化合物，其中 V种为皂苷，分别为人参皂苷 ohN、
ohO、ogN、ogO、ogP、oe、od、obN、obP。目前，

对于三七果的研究报道较少，而且在新方法、新仪

器的应用方面也有欠缺，这就给三七果的研究提供

了很大的空间。=
三七的不同部位所含的皂苷种类不尽相同，而

且不同部位皂苷的量也存在差异。崔翰明等xQOz通过

emiC 比较了三七不同部位 Q 种皂苷的量，实验表

明三七不同药用部位含三七皂苷 oN、人参皂苷 ogN、
oe和obN总量顺序为剪口＞主根＞筋条＞花＞叶；

而主根含上述 Q 种皂苷总量的顺序为 UM 头＞SM
头＞OM头＞QM头＞NMM头。而王其华等xQPz利用改进

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则为三七不同药用部位含三七皂

苷 oN、人参皂苷 ogN和 obN总量顺序为剪口＞病三

七（绿臭）＞筋条＞绒根，不同规格三七含 P种皂

苷总量顺序：QM头＞UM头＞OMM头＞NOM头＞无数

头，患病的三七其皂苷总量无明显降低。不同的研

究者得出的结论有差异，这可能与选取的材料、方

法和测定误差有关，这就促使研究者们应该进行更

全面、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O= =非皂苷类成分=
OKN= =氨基酸与蛋白质=

除皂苷类成分外，三七中另一种重要的有效成

分是三七的特征性成分——三七素，一种非蛋白的

氨基酸成分。三七素又名田七氨酸，是三七的主要

止血活性成分。NVUM 年，hosuge 等xQQz率先从三七

的水溶性成分中分离提取出一种具有止血活性的氨

基酸，经化学降解和光谱分析证明了三七素的化学

结构为 βJ草酰基JiJαI= βJ二氨基丙酸（βJkJoñaäoJ=
iJαJβJdáamánoéroéáonác=acád），其物理性质为无色板

状结晶，分子式为 CReUkOlR，同时还分离得到其旋

光异构体；之后，国内的鲁岐等xQRz也从三七中分离

得到了三七素，并测定了不同规格三七中三七素的

量平均为 MKUTB。随着三七素结构的确定，更多学

者利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展开了对三七素的研究，

崔秀明等xQSz指出产地、采收期、规格、药用部位对

三七中三七素的量都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分析方法

的进步，三七素的测定方法已由 emiC逐渐替代原

来的氨基酸分析仪，近年来多名学者建立了 emiC
测定三七中三七素的方法xQTJRMz。=

三七素作为三七的一种特征性成分，其是否存

在于其他人参属的植物中，赵毅男等xRNz比较了三

七、人参及西洋参中三七素的量，结果显示，这 P
种常见的人参属植物均含有三七素，以三七中的量

最高（MKVMB），人参次之（MKRMB），西洋参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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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PNB），这说明通过近源种研究化学成分是一条

很好的途径。三七素可能是人参属植物特征性成分，

该化合物容易检出，因此可以考虑将三七素作为人

参属植物化学分类的标准之一。=
三七中除了其特有的氨基酸成分三七素以外，

还含有其他的氨基酸成分。关于三七中氨基酸成分

的报道，最早的是我国学者鲁歧等xROz利用氨基酸自

动分析仪，对不同规格三七中的氨基酸进行了分析

测试，共检测到 NT种氨基酸，其中 T种为人体必需

氨基酸，总氨基酸的平均量为 TKTPB，而且证明三七

素的量与总氨基酸量的累积呈正相关。李聪等xRPz用

氨基酸分析仪研究三七不同部位的氨基酸组分，研

究表明三七块根中含有 NU种氨基酸，三七花中的氨

基酸量最高但未检出精氨酸，三七的侧根中未检出

精氨酸和蛋氨酸。陈中坚等xRQz通过比较不同产地三

七氨基酸的量及特征，从三七中检测出 NV 种氨基

酸，首次测到了鸟氨酸和 βJ丙氨酸，并得出了精氨

酸、天门冬氨酸、谷氨酸量最高的结论。鉴于色氨

酸不稳定，在通常情况下易被氧化分解的特性，李

琦等xRRz采用多种方法及 O种型号氨基酸自动分析仪

从三七中检测到了结合色氨酸。=
三七中除了氨基酸成分，也含有一些蛋白质类

成分。目前对于三七中蛋白质的相关报道很少，iam
等xRSz应用阳离子交换色谱和亲和色谱的技术，从三

七根中首次分离到一种抗真菌蛋白质，此蛋白的相

对分子质量为 NKR×NMQ，且 k端序列类似于几丁质

酶，之后又利用同样的技术，在三七根中又得到一

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PKR×NMQ且具有抗真菌活性的蛋

白 éananoíán。由此可见，在三七的蛋白质研究方面

还处于起步阶段，三七中还有很多有活性的蛋白质

需要去发现。=
OKO= =多糖=

三七中另一类主要成分为糖类，主要含有鼠李

糖、木糖、葡萄糖、低聚糖和多糖，其总多糖量平

均为 VKQRBxRTz。三七多糖的研究始于 OM 世纪 UM 年

代，NVUT年，lhíaná等xRUz采用多种分离技术从三七

中分得一种多糖 sanchánan= A，并报道了其构成，其

具有活化网状内皮组织系统效应；之后，eua 等xRVz

在三七极性部分通过凝胶柱色谱分离得到 Q个多糖

类成分，分别为 mcPNNN、mcPNNO、m_dANN 和

m_dANO，这些相对分子质量为 PKT×NMQ～TKS×NMR

的杂多糖是由葡萄糖、半乳糖、阿拉伯糖、甘露糖

和木糖组成。近年来，盛卸晃等xSMz成功从三七中分

离纯化得到 O 种多糖 mkmpf 和 mkmpff，并对其结

构进行了初步解析。三七中多糖的量也是有差异的，

崔秀明等xSNz指出产地、采收期和规格是影响三七多

糖量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三七的利用率，赵嵩月

等xSOz从三七皂苷副产物（废渣、废液）中提取三七

多糖，并测定其量：废渣中提取物的收率为 NKTNB，

多糖量为 RSKTMB，废液中提取物的收率为 MKQRB，

多糖量为 ONKMUB。=
OKP= =黄酮类=

黄酮类成分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大类化合

物。三七黄酮能明显增加心肌冠脉流量，而且三七

黄酮与皂苷合用生理活性加强，但是目前从三七中

得到黄酮类化合物较少，大多以黄酮醇类化合物的

形式存在。三七中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开始的较早，

魏均娴等xTz首次从三七的绒根中分离得到三七黄酮

A和_，经鉴定分别为槲皮素和槲皮素苷；之后，魏

均娴等xSPz又从三七叶中得到了一种黄酮苷槲皮素J=
PJlJ槐糖苷。eua 等xRVz也从三七绒根分离得到槲皮

素、山柰酸，从叶中得到槲皮素JPJlJ槐糖苷。随后，

郑莹等xSQz从三七茎叶中分离得到 S 个黄酮类化合

物，分别鉴定为山柰酚、槲皮素、山柰酚JTJlJαJiJ
鼠李糖苷、山柰酚JPJlJβJaJ半乳糖苷、山柰酚JPJlJ=
βJaJ半乳糖= EO→NF=葡萄糖苷、槲皮素JPJlJβJaJ半
乳糖= EO→NF=葡萄糖苷，其中除山柰酚、槲皮素之

外，其余 Q个化合物皆首次从三七中分离得到。崔

秀明等xSRz指出产地、规格和采收期对三七中黄酮的

量都有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关于三七根茎中黄酮

类成分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可以在原来研究的

基础上分离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并进行相关的药理

研究。=
此外，也有报道三七的花蕾中分离得到一些黄

酮类化合物。张冰等xSSz从三七的花蕾中首次分离得

到黄酮类物质山柰酚JPJlJβJaJ半乳糖= EO→NF=葡萄

糖苷和槲皮素JPJlJβJaJ半乳糖= EO→NF=葡萄糖苷。

euang等xSTz从三七的花蕾中也分离得到了 O种新的

化合物，经鉴定分别为山柰酚JPJlJαJiJ鼠李糖苷和

山柰酚JPJlJEO″，P″J二反式对羟基桂皮酰基FJαJiJ鼠
李糖苷。三七中黄酮类成分的量比较低，单独以黄

酮类成分作为目标产物单一的开发，会使研究成本

大幅度提高，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要考虑

在开发三七皂苷的同时来开发三七黄酮类成分。=
OK4= =炔、醇类=

有关三七脂溶性成分的报道比较早，NVUM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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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从三七绒根的乙醇提取物的石油醚部分得到

βJ谷甾醇，乙醇提取物的乙醚部分得到 βJ谷甾醇JaJ
葡萄糖苷，即胡萝卜苷xTz。时圣明等xQNz和李冰等xSSz分

别从三七的果和花蕾中也分离得到了 βJ谷甾醇。炔烃

类化合物在三七中的分布较少，主要存在于三七的脂

溶性成分中。近些年来，从三七中首次分离得到了一

些已知的化合物，林琦等xSUz以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

抑制实验为导向，对三七脂溶性部位进行化学成分分

析，在三七石油醚部位得到 P个化合物，其中人参炔

醇和人参环氧炔醇首次从三七中分离得到，其收率分

别为 MKMNB和 MKMPPB，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强烈的

抑制作用。段贤春等xSVz应用超临界ClO萃取法从三七

中得到高纯度（＞VUB）、高得率（MKMTTB）的人参

炔醇。周建良等xTMz对三七不同药用部位的聚炔类成分

进行气质联用分析，结果表明聚炔类成分的总量在三

七主根、花、剪口中较高，在茎叶中较低，而在三七

花中人参炔醇的量很高，但几乎未能检测到人参环氧

炔醇。虽然，三七中的炔醇类化合物在三七中的量不

高，但是对于三七在抗肿瘤、抗氧化和治疗脑缺血方

面的疗效有重要意义。=
OKR= =挥发油=

三七具有气微，味苦回甜的特性，这与其挥发

油成分是分不开的。目前已从三七的根和花中分离

出了多种挥发油成分。鲁岐等xTNz从三七的根中分离

鉴定出 PQ种化合物，包括有倍半萜类、脂肪酸、苯

取代物、萘取代物、烷烃、环烷烃、烯烃、酮等；其

中，γJ依兰油烯和莎草烯在人参中尚未发现。李丽

明等xTOz通过研究不同规格三七的挥发油成分，鉴定

了 UP种化合物，并发现不同规格三七的挥发油成分

在种类和量上不尽相同，但是，相同的是萜烯类化

合物所占的比重较大，αJ愈创木烯量较高。三七的

特殊气味与三七中的挥发油成分是密切相关的，三

七中挥发油成分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套从气味上快

速辨别三七药材真伪的新方法。=
植物的花是挥发油成分的高含量部位，三七的

花中也含有多种挥发油成分。帅绯等xTPz在国内首先

研究了不同产地三七花中的挥发油成分，从三七花

中分离得到了 βJ榄香烯，人参挥发油中的 βJ榄香烯

具有抗癌作用，由此推测三七挥发油也有抗癌作用。

胥聪等xTQz从三七花的挥发油中检测出了RV个化合物

并鉴定了其中 PT种成分，同样也是以倍半萜类化合

物为主。近年来，吕晴等xTRz利用采用自制的蒸馏萃

取装置从三七花的挥发油中分离出了 VN个成分，并

鉴定了其中 RP个化合物，主要也是以萜烯类及其含

氧衍生物为主。由此可见，三七花的挥发油成分会

受到产地的影响，但是主要成分是萜烯类及其衍生

物。鉴于萜类成分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推测三七

挥发性成分在药理方面的研究也将有一定的突破。=
OKS=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是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三七也和其

他植物一样，含有一定量的微量元素。黄淑萍等xTSz

利用电感偶合等离子原子发射光谱法（ACmJAbp）
分析了三七中的微量元素，三七中含有 wn、Cu、
Cr、Co、ká、jo、pr、Cd、_a= V种微量元素。郝

南明等xTTz对三七生长初期不同部位中的微量元素

进行测定分析，发现三七的根、茎、叶中含有丰富

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jg、m、Ca、jn、ka、ce、Co、
Cu、wn、jo、de、pe 等，且 m、Ca、jg、ce 量
较高。可见，三七作为一种药用植物，含有丰富的

微量元素。=
OKT= =其他成分=

随着对三七中化学成分研究的不断深入，三七

中一些特殊的成分也被分离出来。李琦等xTUz在三七

水溶液中分离得到一个多羟基吡嗪衍生物，经过光

谱学分析鉴定为 OJEN′，O′，P′，Q′J四羟基丁基FJSJEO″I=
P″I=Q″J三羟基丁基FJ吡嗪，并进行体外抗癌活性的研

究，结果表明，该化合物对肝癌细胞最敏感，其次

为胃癌细胞，对肺癌细胞作用较差。张冰等xSSz首次

从三七的花蕾中分离出了鸟嘌呤核苷和腺嘌呤核

苷，这也是首次从三七中得到这 O种化合物。=
P= =结语与展望=

经过国内外研究者们近 UM 年的努力，已从三七

中分离、提取、鉴定了百余种化合物，基本阐明了三

七中主要化合物的结构组成。其中，三七中主要以皂

苷类成分为主，并已经从三七的各个部位中鉴定了 UM
多种皂苷类成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其主要皂

苷量的因素。三七素作为三七止血活性的主要活性物

质，在三七的药理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

笔者建议将三七素的量也作为评价三七质量标准的

因素之一。三七中多糖、黄酮类、炔醇类以及挥发油

等成分的研究相对缓慢，应考虑尽量使用一些前沿、

创新的研究思路去探索新的化合物。=
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分离提取鉴定方法

的出现，还将不断有新化合物从三七中分离出来。

这将为进一步研究人参属植物中的化合物提供思

路。同时，不能仅从单一化合物着手去研究三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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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价值，而是应该从一类化合物或多个化合物协

同作用的角度着手去研究三七的现代药理学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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