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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附子为天南星科犁头尖属植物独角莲 Typhonium giganteum 的干燥块茎，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肿瘤、中风、三叉神

经痛、面瘫等，但其具体的药效、毒性成分及药理机制尚不明确。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与分析，对白附子的本草考证及药

典沿革、化学成分、药理毒理作用、炮制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综述，为合理开发白附子药用价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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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yphonii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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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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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yphonii Rhizoma, the dried tuber of Typhonium giganteum, is a kind of commonly use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for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stroke, trigeminal neuralgia, facial paralysis, and many other illnesses, but its active and toxic components as well 
as molecular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specified. In this paper, the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historical evolutions in Pharmacopoeia,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processing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yphonii Rhizoma were summarized in detail, 
so as to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yphonii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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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附子为天南星科犁头尖属植物独角莲

Typhonium giganteum Engl. 的干燥块茎，又名禹白附、

奶白附、鸡心白附；其味辛，性温，有毒；归胃、肝

经；有祛风痰、定惊搐、解毒散结、止痛之功效。白

附子内服治疗中风痰壅、口眼歪斜、语言謇涩、痰厥

头痛、偏正头痛、惊风癫痫、破伤风；外用可治瘰疠

痰核、毒蛇咬伤。其主产于河南、陕西、四川、湖北

等地，以河南禹州产者为道地药材。白附子生品一般

外用，制品多为内服。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与

分析，对白附子的本草考证及药典沿革、化学成分、

药理毒理作用、炮制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较

全面的综述，为合理开发白附子药用价值提供参考。 
1  本草考证及药典沿革 

白附子始载于《名医别录》，列为下品。《唐本

草》云：“此物，本出高丽，今出凉州，巴西，形似

天雄”。《海药本草》：“苗与附子相似”。《本草纲目》

谓：“白附子乃阳明经药，因与附子相似故得此名。

根正如草乌头之大小者，长寸许，干者皱皮有节”。

清代《本草从新》谓：“根如草乌之小者，皱纹有节，

炮用。”显然，自唐代到清代期间药用白附子是以毛

茛科的黄花乌头即关白附为主流[1]。而由明•李中立

《本草原始》附图所示根形呈长方形或长卵形，中部

稍缢缩，形如蚕茧，具环纹，并图注“色白”，此似

为今药材禹白附；且今河南为此主产地，最早使用

并为河南杞县的李中立所录。 
由以上考证可知明末将今药材禹白附、关白附

并称白附子入药[2]。从功效上看，关白附和禹白附

都有长期临床应用历史，都具有本草所说白附子疗 
                                         

收稿日期：2014-11-05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2014ZX09304307-002） 
作者简介：黄金钰（1990—），女，硕士在读，主要从事药学研究。E-mail: ewhahjy@foxmail.com 
*通信作者  戴  忠，男，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药品质量控制的研究。Tel: (010)67095376  E-mail: daizhong@nifdc.org.cn 

马双成，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药质量控制与标准物质研究。Tel: (010)67095272  E-mail: masc@nifdc.org.cn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6 卷 第 18 期 2015 年 9 月 

   

·2817·

效，功效略有异同。关白附因含次乌头碱，毒性较

大，又甚燥烈，功偏祛寒湿、止疼痛，适用于中风

偏正头痛、风湿痹、中风口眼歪斜等；禹白附祛风

痰、熄风止痉功能强，适用于破伤风抽搐及中风痰

壅，半身不遂之证[3]。20 世纪 50 年代《中药志》

收录的白附子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干燥块茎。

《中国药典》1963 年版关白附、禹白附单独列出，《中

国药典》1977 年版收录白附子，且白附子药名下加

用括弧标出禹白附，同时又另外列有“关白附”，而

《中国药典》1985 年版白附子药名下仍加用括弧标

出禹白附，关白附不再收录。之后历版药典只单列

白附子，不再加用括弧标出禹白附。综上所述，禹

白附逐渐取代关白附作为白附子正品成为主流。 
2  化学成分 
2.1  苷类化合物 

陈雪松[4]从白附子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鉴定

出 23 个化合物，其中 10 个为首次从犁头尖属植物

中发现的脑苷类化合物（1～10），4 种为新化合物，

分别命名为白附子脑苷 A（1）、白附子脑苷 B（2）、
白附子脑苷 C（3）、白附子脑苷 D（4）。白附子中

其他苷类化合物有芸苔甾醇苷（11）、胡萝卜苷

（12）、松柏苷（13）、乙基松柏苷（14）、松脂素- 
4-O-β-D-葡萄糖苷（15）、棕榈酰半乳糖甘油酯

（16）、胡萝卜苷-6′-O-棕榈酸酯（17）等[4-7]。近年

来，从白附子中分离得到的苷类成分结构见表 1
和图 1。 

2.2  有机酸及脂类 
李娟等[8]通过 GC-MS 从独角莲块茎中分离出

7 种脂肪酸：辛烷酸、7-十六碳烯酸、十六烷酸、

9,12-十八碳二烯酸、十八烷酸、十六烷二酸、10,13-
二十碳二烯酸。陈雪松[4]从白附子的低极性部位分

离出天师酸、桂皮酸、琥珀酸等。白附子还含有油

酸、亚油酸等有机酸，以及亚麻脂、甘油脂等多种

脂类。 
2.3  挥发油成分 

李静等[9]用水蒸气蒸馏法从白附子鲜品中提

取挥发油，并通过 GC-MS 分离鉴定出 31 种挥发

油成分，其中脂肪族化合物占 12.52%，芳香族占

13.83%，倍半萜类仅 0.65%，且有毒的含氮化合物

N-苯基-苯胺量最高，占总量的 47.35%，认为挥发

油可能是其毒性成分。彭广等[10]从独角莲块茎微

粉中分离鉴定出 31 个化合物，其中相对质量分数

大于 2.0%的化合物分别确定为己醛、2-庚醇、1-
辛烯-3-醇、樟脑、2-正戊基呋喃、菲、异丁基邻苯

二酸酯、乙酸龙脑酯、3,8-二甲基-5-(1-甲基亚乙

基)-1,2,3,4,5,6,7,8-八氢薁-6-酮、芫妥醇。除己醛和

壬醛外其余 29 个挥发性成分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

得到。张婷婷等[11]从白附子生品中共分离鉴定出

43 个化合物，从制品中共分离鉴定出 34 个化合物；

其中共有成分 15 个；且生品和制品中的主要成分、

量的差异明显；不同条件放置后生品、制品的挥发

油成分发生明显变化。 

表 1  白附子中苷类化学成分 
Table 1  Glycosides from Typhon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文献

1 白附子脑苷 A（typhonoside A） 4 
2 白附子脑苷 B（typhonoside B） 4 
3 白附子脑苷 C（typhonoside C） 4 
4 白附子脑苷 D（typhonoside D） 4 
5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E)-2-[2′(R)-hydroxyico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6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Z)-2-[2′(R)-hydroxyico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7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E)-2-[2′(R)-hydroxyoctadec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8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Z)-2-[2′(R)-hydroxyoctadec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9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E)-2-[2′(R)-hydroxyhexadec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10 1-O-β-D-glucopyranosyl-(2S,3R,4E,8Z)-2-[2′(R)-hydroxyhexadecanoyl-amino]-4,8-octadecadiene-1,3-diol 4 
11 芸苔甾醇苷 4 
12 β-胡萝卜苷 4-5,7 
13 松柏苷 5 
14 乙基松柏苷 5 
15 松脂素-4-O-β-D-葡萄糖苷 5 
16 棕榈酰半乳糖甘油酯 4 
17 胡萝卜苷-6′-O-棕榈酸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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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附子中苷类化学成分的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glycosides from Typhonii Rhizoma 

2.4  微量元素 
毛淑杰[12]在独角莲块茎中共测定了 15 种元素，

其中宏量元素 K、Na、Ca、Mg、P 5 种，人体必需

元素 Fe、Cu、Mn、Mo、Sn、Sr 6 种。经过炮制后

独角莲的微量元素的量均有变化，其中 Mg、Mn 量

减少，Al、Fe、Sr 量增加，Fe 的增加量最明显。独

角莲中仅含一种有害元素Pb且量较低。孙淑芬等[13]

对独角莲中 6 种元素的量进行测定，发现与抗癌药

黄芩、鳖甲相比，独角莲 Cu 的量较低，Fe 的量高

于鳖甲低于黄芩，利于肿瘤治疗的 Zn、Mn 的量比

黄芩和鳖甲多且 Ca 的量丰富。 
2.5  其他成分 

孙启良等[14]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出独

角莲块茎中除色氨酸、天冬酰胺、谷氨酰胺外，含

有 17 种常见的氨基酸。从白附子分离出的化学成分

还有尿苷、腺苷、2-氨基腺苷、尿嘧啶、肌苷、鸟

苷、胸苷、次黄嘌呤、黄嘌呤、胆碱、核黄素（18）、
烟酸、2,6-二氨基-9-β-D-呋喃核糖基嘌呤（19）、butyl- 
2-(6-oxo-6,9-dihydro-1H-purin-2-ylamino) propanoate
（20）以及蔗糖、白附子凝集素、草酸钙、α-棕榈精

（21）、甘露醇、核糖醇、内消旋肌醇、β-谷甾醇（22）、
β-谷甾醇 -3-O-棕榈酸酯（23）、对乙酰氨基酚、

(22E,4R)-麦角甾 -5α,8α-环二氧 -6,22-二烯 -3β-醇

（24）、环 (酪氨酰-亮氨酰)（25）、5-2′-甲基丙基乙

内酰脲（26）、5-4′-羟基苄基乙内酰脲（27）、5-苄
基乙内酰脲（28）、5-羟甲基糠醛、双 [5-甲酰基糠

基] 醚、松脂素（29）、新橄榄脂素（30）、落叶松

脂醇（31）等化合物[5-7,15-17]。白附子中分离得到的

其他成分结构见表 2 和图 2。 

表 2  白附子中其他化学成分 
Table 2  Other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yphonii Rhizoma 

编号 化合物名称 文献

18 核黄素 7 
19 2,6-二氨基-9-β-D-呋喃核糖基嘌呤 15 
20 butyl-2-(6-oxo-6,9-dihydro-1H-purin-2- 

ylamino) propanoate 
7 

21 α-棕榈精 7,5 
22 β-谷甾醇 4-5,7 
23 β-谷甾醇-3-O-棕榈酸酯 7 
24 (22E,4R)-麦角甾-5α,8α-环二氧-6,22-二烯- 

3β-醇 
7 

25 环 (酪氨酰-亮氨酰) 7 
26 5-2′-甲基丙基乙内酰脲 7 
27 5-4′-羟基苄基乙内酰脲 7 
28 5-苄基乙内酰脲 7 
29 松脂素 5 
30 新橄榄脂素 5 
31 落叶松脂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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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附子中其他化学成分结构 
Fig. 2  Structures of other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Typhonii Rhizoma 

3  药理作用 
3.1  抗肿瘤作用 

研究表明白附子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能够降

低肿瘤细胞增殖率，减低肿瘤细胞的侵袭性，恢复

机体免疫功能，对肿瘤细胞有细胞毒作用。孙淑芬

等[18]研究表明白附子水煎剂对小鼠 S180实体瘤有明

显抑制作用，抑瘤率在 30%以上，并且能够延长艾

氏腹水癌荷瘤小鼠的生存期，显著增加荷瘤小鼠淋

巴细胞转化率，增强免疫功能。王颖[19]研究发现白

附子能够提高小鼠过氧化氢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及核糖核酸酶活力，抑制机体产生有害的

超氧阴离子羟自由基，从而阻止脂质过氧化物损害

机体以达到抗肿瘤的目的。朱耀寰等[20]以肝癌腹水

型细胞系 HcaF25/CL16A3 造模，研究表明白附子水

煎剂可提高荷瘤小鼠脾指数，显著降低瘤质量，明

显下调瘤组织 p53 基因的表达。梅蕾[21]也通过动物

实验证实白附子混悬液可以通过调节肿瘤组织中突

变型 p53 和 PCNA 基因的表达，从而引起肿瘤细胞

凋亡，起到抗肿瘤的作用。王世强等[22]研究发现独

角莲根茎水提物对 HeLa、HL60、SPC、SHSY5Y

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具

有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日本学者发现白附子水提物

能在体外刺激人体淋巴细胞增生，增强细胞毒 T 淋

巴细胞、免疫球蛋白（Ig）和白介素（IL）-1 的活

性，而不增强 N 细胞杀伤活性，可用于治疗癌症[23]。 
3.2  抗炎和抑菌作用 

吴连英等[24]研究表明白附子对大鼠蛋清性酵

母性关节肿及甲醛性关节肿具有明显或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且对棉球肉芽肿增生和渗出亦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其抗炎作用与免疫器官胸腺、脾脏关系

不大。吴国娟等[25]研究发现白附子水提物对奶牛乳

房炎中的嗜热链球菌、乳房链球菌、产气荚膜梭菌

表现中敏。蒋丹等[26]研究表明白附子醇提物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亦有明显的抑菌

作用，其最低抑菌质量浓度为 2.5 g/mL。 
3.3  镇静、抗惊厥作用 

吴连英等[27]对白附子不同制品的镇静、抗惊厥

作用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白附子水浸液口服给药未

显示镇静作用，ip 给药则表现出明显的镇静作用，

且有明显的协同戊巴比妥钠催眠的作用，生品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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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品之间未表现出差异性；用白附子水浸液治疗

戊四唑硝酸士的宁导致的小鼠强直性惊厥虽能够推

迟小鼠的惊厥出现时间和死亡时间，但未能减少惊

厥和死亡小鼠数量。不论生品还是炮制品均未见有

对咖啡因导致的惊厥有效。 
3.4  免疫调节作用 

单保恩等[28]研究发现白附子水提取物可显著

刺激小鼠脾和人淋巴细胞增殖，增强其功能如 T 细

胞的细胞毒活性和 NK 细胞活性，刺激单核细胞产

生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和 IL-1 等，并增强单核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功能，其有效成分为糖蛋白，

说明其临床可用于调节免疫功能和治疗肿瘤等疾

病。孙文平等[29]以制白附子水溶性多糖为抗原，给

予小鼠免疫刺激，结果表明白附子水溶性多糖能刺

激小鼠产生特异性 IgG 类抗体及非特异性交叉抗

体，说明白附子多糖是非特异广谱免疫调节剂。 
3.5  美容作用 

白附子常作为中药复方的主药治疗黄褐斑等色

素增加性皮肤病[30]。雷铁池等[31]研究表明白附子乙

醇提取物对酪氨酸酶活性和黑色素生成量呈剂量依

赖性抑制，且对前者的抑制率与熊果苷无统计学差

异。穆燕等[32]研究表明 20%乙醇粗提物对酪氨酸酶

活性的抑制作用最强，抑制率可达到 96.35%。 
3.6  祛痰 

白附子被中医列为止咳化痰药，据报道，给小

鼠 ip 制白附子提取物各 40、60 g/kg，对小鼠均有

显著祛痰作用。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其所含皂苷能

刺激胃黏膜或咽喉黏膜，反射性地引起轻度恶心，

促进呼吸道腺体分泌增加，从而稀释痰液，便于咯

出，发挥祛痰作用[33]。 
3.7  其他作用 

刘洁等[34]通过比较生、制白附子对胰蛋白酶活

性作用的研究，发现白附子生、制品对胰蛋白酶均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Gao 等[35]研究发现白附子

脑苷脂对小鼠肺动脉平滑肌 Ca2+激活 Cl−通道

（CaCCs）的调节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可作为研究

CaCCs 功能的工具药。过量的谷氨酸释放以及随后

的 N-甲基-D-天门冬氨基酸受体（NMDAR）Ca2+内

流是导致中风后神经细胞退化和死亡的主要病理因

素。Zhang等[36]研究表明白附子脑苷脂可酰化BKCa
通道的 STREX 域，从而激活 BKCa 通道，抑制谷

氨酸的释放，因此，白附子脑苷脂可开发为治疗缺

血性脑卒中药物。刘先琼等[37]研究发现白附子凝集

素具有促炎作用。此外，白附子还有降胆固醇、促

血球凝集、溶血、催吐、止痛、抗氧化、抗 HIV 病

毒、抗破伤风毒素等作用。 
4  毒性研究 

白附子临床中毒表现为口咽及胃肠道刺激症

状，四肢发麻、头晕心慌、视物模糊、出汗、面色

苍白甚至意识丧失，曾有服用 30 g 生白附子中毒致

死的报道[38]。动物实验表明白附子的毒性作用主要

表现为对眼结膜、胃黏膜及皮肤的局部刺激作用。

孙力等[39]研究发现生白附子混悬液 ig 给药具有毒性

作用，且随给药剂量的增大和给药时间的延长其毒

性明显增大，其半数致死量为 3 430.0 mg/kg，主要

致死原因初步认为是消化道毒副作用，以胃肠胀气

为主要表现，且部分肠管液化黏连，腹部皮肤呈淡

绿色。朱涛等[40]研究发现白附子中所含的草酸钙针

晶为其主要刺激性毒性成分。葛秀允[41]、刘先琼等[42]

研究也表明白附子针晶具有很强的刺激性毒性，该

针晶锐利的针尖、凹槽及倒刺结构是其刺激性的物

质基础；毒针晶蛋白，尤其是白附子毒针晶中含有

的白附子凝集素蛋白，能够增强白附子的刺激性毒

性。此外，吴连英等[43]给予小鼠 ip 15 g/kg 白附子生

品冷浸液（相当于口服用量 125 倍），发现可引起半

数以上小鼠死亡。综上所述，白附子中毒性成分可

能为毒针晶及其蛋白或其他未知毒性成分。 
5  炮制研究 
5.1  炮制沿革和减毒技术研究 

白附子有小毒，中医临床内服多以炮制品入

药。白附子的炮制方法始载于宋代《太平圣惠方》，

历代炮制方法有姜制、矾制、姜矾煮制、矾姜豆腐

制、矾姜黑豆甘草制、矾皂角黑豆制及矾皂角甘草

制等[44]。现今的炮制方法中，矾制、姜矾煮制沿

用最广。《中国药典》2010 年版收载白附子姜矾煮

制法。近年超微粉碎广泛用于中药材，程立平等[45]

研究表明白附子超微粉碎药材能够明显减轻白附

子刺激性且原成分基本保存不变。李先瑞等[46]采

用小鼠急性毒性、兔眼结膜刺激、镇静等动物实验，

比较了白附子生品、药典法炮制品、超微粉碎制品

的药理作用，结果发现不同样品的毒性、刺激性由

强到弱为白附子生品＞药典法炮制品＞超微粉碎

制品，超微粉碎制品药效作用与生品、药典法炮制

品基本一致。肖碧英等[47]进一步研究表明超微粉

碎使白附子粉末中草酸钙针晶碎断，数目减少。超

微粉碎粉末草酸钙针晶碎片较常规粉碎粉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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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扫描电镜观察超微粉碎白附子的草酸钙

针晶晶体出现纵向断裂，晶体呈扁的长方体，见不

到草酸钙针晶圆柱体和针尖。以上实验表明，通过

超微粉碎技术可破坏白附子针晶引起刺激性的特

殊结构，从而大大降低其毒性。 
5.2  炮制对化学成分的影响 

白附子炮制后其化学成分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且不同的炮制方法对化学成分量的变化影响亦不

同。炮制对白附子水溶性成分有一定的影响，而对

脂溶性成分影响不明显。王毅等[48]对白附子不同制

品中铝离子进行测定，表明不同制品中的铝离子基

本产生于炮制过程。铝离子具有一定的毒性，容易

在大脑中蓄积，应该对其量加以控制或采用其他新

技术如超微粉碎技术避免外源性铝离子的引入。 
6  质量控制研究 

白附子是《中国药典》收载品种，《中国药典》

2010 年版一部增加了白附子饮片的质量标准，但是

标准尚无定量测定项。以 β-谷甾醇作为对照品鉴别

药材，β-谷甾醇广泛存在于很多植物中，应选择专

属性强的化合物或者是多指标成分对白附子进行质

量控制。 
6.1  鉴别 

在定性鉴别方面，性状鉴定、显微特征及 TLC
鉴定作为法定方法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张

红伟[49]采用紫外谱线组法比较了白附子生、制品不

同溶剂部位紫外图谱峰位及峰值的变化，结果表明

紫外谱线组法可用于鉴别白附子生品与制品。在指

纹图谱鉴别研究方面，王媛等[50]采用 HPLC 对比分

析不同产地、不同来源、不同规格、不同储存年限

的白附子样品，确定了白附子的指纹图谱，结果表

明不同贮存年限的样品指纹图谱具有明显的差异，

贮存时间长甚至虫蛀样品的 7 个特征峰不明显甚至

消失，说明样品有机酸的量随着时间延长而降低。

不同规格、不同农户栽培的白附子之间无明显的差

异，以个大椭圆型质量最佳，7 个特征峰最明显，

峰面积最大。该指纹图谱可代表白附子的指纹特征，

可区别不同贮存年限的样品，可用于白附子的鉴别。 
6.2  定量分析 

蔡 中 琴 等 [51] 建 立 了 白 附 子 中 桂 皮 酸 的

RP-HPLC 测定方法，测定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期白

附子药材中桂皮酸的量。张振凌等[52]采用 HPLC 测

定白附子桂皮酸的量，比较炮制前后白附子中桂皮

酸量的变化，为白附子饮片质量标准的制定提供了

参考。刘博等[53]建立了 HPLC 测定白附子中草酸钙

针晶的方法，为白附子中刺激性毒性物质草酸钙针

晶的定量和控制奠定了基础。 
7  结语 

白附子具有悠久的民间用药历史，广泛用于治

疗恶疮、无名肿毒等症，且疗效显著。现阶段，有

关白附子化学成分的提取、分离鉴定及药理作用的

研究颇多，但对其药效、药理作用和毒性与化学成

分关系，以及炮制后药理作用与成分变化的关系尚

不明确。此外，白附子的药理作用研究仅限于水提

物或醇提物，故有必要采用活性、毒性跟踪的技术

手段，结合现代分离分析技术确定白附子的活性、

毒性物质基础，由此建立有效剂量、有毒剂量等质

量控制标准，为白附子临床应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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