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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的化学成分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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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苍耳子主要含有挥发油、脂肪油、酚酸、苍耳子噻嗪双酮等杂环类化合物、蒽醌、黄酮、生物碱及其他类成分，毒

性成分为苍术苷及其衍生物。临床应用以治疗鼻病为多，多配伍辛夷、白芷、薄荷（苍耳子散）加减用于慢性鼻炎、过敏性

鼻炎、鼻窦炎、副鼻窦炎等，尚可治疗皮肤病、关节痛、牙痛等疾病。 
关键词：苍耳子；酚酸类；绿原酸；鼻炎；过敏性鼻炎 
中图分类号：R28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5515(2012)06 - 0614 - 05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Xanthii 
Fru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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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volatile oil, fatty oil, phenolic acids, heterocyclic compounds like xanthiazone, anthraquinone, 
flavonoids, alkaloids and other types of components from Xanthii Fructus have been reported. The toxic components are thought to be 
atractyloside and its derivatives. It’s used to treat nasal diseases mainly in clinic, for example, chronic rhinitis, allergic rhinitis, sinusitis, 
paranasal sinusitis, etc. The compatibility of xanthii fructus with flos magnolia, angelica and mint to treat nasal diseases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Xanthii Fructus can be used to treat skin diseases, joint pain, toothach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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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耳子为菊科植物苍耳 Xanthium sibiricum 
Patr.的干燥成熟带总苞的果实，具有散风寒、通鼻

窍、祛风湿的功效，用于风寒头痛、鼻塞流涕、鼻

鼽、鼻渊、风疹瘙痒、湿痹拘挛[1]。苍耳子中已报

道的成分主要有挥发油、脂肪油、酚酸、苍耳子噻

嗪双酮等杂环类化合物、蒽醌、黄酮、生物碱、苍

术苷及其衍生物以及其他类成分。苍耳子的药理作

用包括镇痛、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过敏、降血

糖等。苍耳子药用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

为祛风湿的良药。临床上苍耳子多配伍辛夷、白芷、

薄荷（苍耳子散）加减用于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鼻窦炎、副鼻窦炎等鼻部疾病，尚可治疗皮肤病、

关节痛、牙痛等疾病。市售治疗鼻炎的中成药如鼻

渊舒口服液、通窍鼻炎片（颗粒）、防芷鼻炎片、鼻

舒适片、鼻炎灵片、滴通鼻炎水、芩芷鼻炎糖浆等

均含苍耳子。本文对苍耳子的化学成分及临床应用

进行总结，为进一步研究与开发苍耳子提供参考。 
1  化学成分 
1.1  挥发油 

郭亚红等[2]用水蒸气蒸馏提取苍耳子挥发油，

经 GC-MS 分析确认了 17 个成分，其中二十烷

（4.16%）、十九烷（3.77%）、二十一烷（3.30%）等

烷烃类成分相对质量分数较高。 
王淑萍等[3]采用同样的方法鉴定出 29 种化合

物，烷烃类成分的量较高，其中正十六烷酸

（10.73%）含量最高，其次为正十八烷（7.34%）。 
覃振林等[4]研究发现苍耳子挥发油主要含脂肪

酸和萜烯类，苍耳草挥发油主要含萜烯和醇、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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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有相同成分，但总体差异较大。 
魏刚等 [5] 认为苍耳子几乎不含有挥发油

（0.03～0.04 mL/mg），从临床应用角度考虑，苍耳

子入药主要以炒制品为主，因此他认为挥发油对苍

耳子的药效影响不大。 
1.2  脂肪酸 

黄文华等[6]采用 GC-MS 联用技术分析了苍耳

子油脂的组成，脂肪酸分别为棕桐酸、亚油酸、Z-
油酸、E-油酸、硬脂酸和山嵛酸。苍耳子油随产地

变化略有不同，但主要成分均为亚油酸、油酸、棕

榈酸和硬脂酸[7-8]。不皂化物中含 β-谷甾醇[6]、豆甾

醇、菜油甾醇等[9]。苍耳子油中脂肪酸组成为饱和

脂肪酸 7.25%、亚油酸 61.09%、油酸 31.66%[10]。 
1.3  酚酸及其衍生物 

苍耳子中酚酸类成分有咖啡酸、阿魏酸、原儿

茶酸等[11-15]。其中以咖啡酸的衍生物为多，包括 1-

咖啡酰奎宁酸、3-咖啡酰奎宁酸、4-咖啡酰奎宁酸、

5-咖啡酰奎宁酸、1,3-二咖啡酰奎宁酸、1,4-二咖啡

酰奎宁酸、1,5-二咖啡酰奎宁酸、3,5-二咖啡酰奎宁

酸、4,5-二咖啡酰奎宁酸、1,3,5-三咖啡酰奎宁酸、

3,4,5-三咖啡酰奎宁酸、3-咖啡酰奎宁酸钾、4-咖啡

酰奎宁酸甲酯、5-咖啡酰奎宁酸甲酯、咖啡酸胆碱

酯[11-16]，此外还有绿原酸甲酯[17]。 
1.4  杂环类化合物 

从苍耳子中已经分得的杂环类成分主要是噻嗪

类化合物，有苍耳子噻嗪双酮（xanthiazone，1）[11]、

苍耳子噻嗪双酮苷（xanthiside，2）[17-18]、2-羟基苍

耳子噻嗪双酮苷（3）[18]、咖啡酰苍耳子噻嗪双酮

苷（4）和苍耳噻嗪酮（xanthiazinone，5）5 个化合

物[19-20]。化合物 1～5 的结构见图 1。此外从苍耳子

中还分离到杂环化合物 6,7-二甲基-1,4-二氢-2,3-喹
喔啉二酮[14]。 

 
图 1  苍耳子中主要噻嗪类成分及其结构 

Fig. 1  The main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 of thiazide in Xanthii Fructus 

1.5  蒽醌类 
苍耳子中的蒽醌类成分不多，黄文华等[6]从苍

耳子中分离得到大黄酚、大黄素、芦荟大黄素等该

类化合物。但是含量测定未见报道。 
1.6  黄酮类 

对苍耳子中的黄酮类成分的研究很少，邱玉玲

等[17]从苍耳子中分离得到 4′-甲氧基异黄酮-7-O-β-D-
葡萄糖苷。 

1.7  生物碱类 
有人用苍耳二氯乙烷提取物与苦味酸等生物碱

沉淀试剂生成无定形沉淀，显示有生物碱存在，并

从苍耳叶的醇提物中分到胆碱[9]。程智等[15]从苍耳

子中分离得到咖啡酸胆碱酯。 
1.8  苍术苷及其衍生物 

苍术苷及其衍生物（图 2）被认为是苍耳子的

主要毒性成分，已分得有苍术苷[21]、4′-去磺基苍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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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21]、3′,4′-去二磺酸基苍术苷[17]、羧基苍术苷[17]。 

 
图 2  苍术苷及其衍生物的结构 

Fig. 2  Structure of atractyloside and its derivatives 

1.9  其他类化合物 

陈皓等 [22]对苍耳子水提液微波萃取并进行

GC–MS 分析，认为水提液中主要成分为丙三醇

（74.41%）。苍耳子尚含有苍耳子苷，即 β-谷甾醇 β-D-
葡萄糖苷[9]、4′-O-二氢红花菜豆酸钠盐-β-D-葡萄糖苷[15]、

△7-豆甾烯醇-3-O-β-D-吡喃葡萄糖苷[21]、芒柄花苷[18]

等苷类成分。此外，还含有苍耳子凝集素[23]、3-甲氧

基-4-羟基桂皮醛[14]、芒柄花素[18]、槲皮素、水飞蓟

素[21]以及小分子有机酸、小分子糖类、氨基酸、蛋

白质等。 
2  临床应用 
2.1  鼻病 
2.1.1  慢性鼻炎  干燥苍耳子 300 g，加生麻油（或

花生油）900 g（冷油下药），用文火缓慢煎炸至苍

耳子变焦黄色时为止，除去苍耳子，待油冷却后过

滤，取油装入滴药瓶，备用。每日滴药 2～3 次，每

次每侧鼻腔 4～5 滴，连续滴药 3 d 为 1 个疗程。苍

耳子麻油滴鼻剂对单纯性鼻炎、干燥性鼻炎、萎缩

性鼻炎疗效更为显著，平均显效率达 69.36%；而对

肥厚性鼻炎、变态反应性鼻炎及鼻窦炎的疗效则较

差，平均显效率仅为 21.48%[24]。苍耳子治疗慢性鼻

炎多配伍辛夷、白芷、薄荷，并随证加减，剂型除

油剂外尚有散剂、滴鼻液、熏洗剂、汤剂、丸剂、

口服液等。 
2.1.2  过敏性鼻炎  史久永等[25]研究了玉屏风合

苍耳子散加味治疗过敏性鼻炎，112 例患者分为治

疗组与对照组，各 56 例。治疗组口服玉屏风合苍耳

子散加味：黄芪、白术各 12 g，防风 6 g，苍耳子、

白芷、辛夷各 10 g，薄荷 8 g。加减原则：偏于肺气

虚者重用黄芪，加党参；偏于脾气虚，纳差者加山

药、山楂；鼻痒甚者加蝉蜕、地龙等。每日 1 剂，

水煎分 3 次服，14 d 为 1 疗程。对照组口服氯雷他

定片，每次 10 mg，1 次/d，14 d 为 1 疗程。两组

治疗开始前 1 周及治疗期间停用其他药物。经 1 个

疗程治疗后，治疗组显效 24 例、有效 28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2.9%；对照组显效 17 例、有效 24
例、无效 15 例，总有效率 73.2%。两组总有效率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疗程结束 1 月后，治

疗组显效 18 例、有效 27 例、无效 11 例，总有效率

80.4%；对照组显效 9 例、有效 15 例、无效 32 例，

总有效率 42.9%。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P＜0.01）。 
2.1.3  鼻窦炎  雷建军等[26]以苍耳子散为基础方

加味治疗慢性化脓性鼻窦炎 186 例，每日 1 剂，水

煎后分 2 次口服，以饭后 30 min～1 h 服用为佳，

13岁以下儿童药量酌减。结果186例患者中显效126
例、好转 46 例、无效 14 例，总有效率 92.4%。冯

宗怀[27]以加味苍耳子散治疗儿童慢性鼻窦炎，治疗

组口服加味苍耳子散煎剂（苍耳子、辛夷、白芷等

10 味），每日 1 剂，分 2 次服用，7 d 为 1 个疗程，

治疗 2～3 个疗程。对照组以 0.5%麻黄碱滴入患侧

鼻腔，施行正负压置换疗法，每周 2 次，治疗 2～3
周；同时服用头孢克芙欣 30～50 mg/(kg·d)，共 7 d。
结果治疗组治愈 22 例、显效 19 例、有效 10 例、无

效 3 例，总有效率 95%；对照组治愈 13 例、显效

15 例、有效 13 例、无效 13 例，总有效率 76%。李

全林等[28]用复方苍耳子油剂治疗鼻窦炎，将银花、

黄芪、皂刺、苍耳子等 8 味中药经过炮制、水煎浓

缩、加胡麻油而制成苍耳子油剂，每剂 10 mL，分

早、中、晚 3 次滴鼻，10 d 为 1 个疗程，每次 3～5
滴。本法治疗鼻窦炎患者 98 例，基本治愈 82 例、

显效 7 例、好转 3 例、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93.9%。 
2.1.4  副鼻窦炎  黄美英[29]用苍耳子合剂治疗慢

性副鼻窦炎 95 例，将苍耳子、辛夷、金银花等 11
味中药水煎服，每日 1 剂，10 剂为 1 个疗程。结果

显效 53 例、有效 34 例、无效 8 例，总有效率 91.6%。

池明春[30]自拟苍耳子合剂治疗急性化脓性副鼻窦

炎 100 例，将苍耳子、辛夷花、甘草等 7 味为基础

方并随证加味，水煎服，每日 1 剂，7 d 内痊愈 72
例、好转 27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9%。蒲首

                            R1       R2      R3   

atractyloside               KO3SO-   KO3SO-   H 

4′-desulphate-atractyloside    KO3SO-    OH-     H 

3′,4′-desulphate-atractyloside   OH-      OH-     H 

carboxyatractyloside        KO3SO-   KO3SO-  -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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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31]用加减苍耳子散治疗副鼻窦炎 230 例，以苍耳

子、辛夷、蔓荆子等 10 味为基础方并随证加味，每

日 1 剂，煎药时用湿润草纸将药具口盖严，中留 1
小孔，患者用双鼻吸孔中溢出之药气，药煎成后服

80～100 mL，3 次/d，10 d 为 1 疗程，痊愈 67 例、

有效 151 例、无效 12 例，总有效率 94.8%。 
2.2  皮肤病 

苍耳子 10 g 浸泡于 75%乙醇 50 mL 内，密封浸

泡 7 d，滤渣取液用棉球沾药液涂抹患处，每日数次；

寻常疣用药 10 d 即可，扁平疣 7 d 即可，停药 10～
20 d 后其他疣自行脱落[32]。将 50～150 g 明矾敲碎，

与 30～90 g 炒苍耳子相合，加水 1 000～1 500 mL，
文火煎沸 30 min（婴幼儿药量、加水量均减半），

用药液温洗荨麻疹及痛痒处。轻者每日煎洗 1 次，

重者煎洗 2 次，一般煎洗 3～5 d 即痊愈[33]。122 例

单纯疱疹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用

苍耳子软膏外用每日外涂患处，早、晚各 1 次；对

照组用阿昔洛韦软膏外涂患处，早、晚各 1 次，两

组疗程均为 7 d，观察时间为 10 d。治疗组 60 例，

痊愈 34 例，显效 21 例，好转 5 例，总有效率 91.67%；

对照组 62 例，痊愈 35 例，显效 22 例，好转 5 例，

总有效率 91.94%[34]。 
2.3  其他 

苍耳子单用或配伍应用尚可治疗关节痛[35]、牙

痛[36]、面神经炎[37]、纤维织炎[38]、结膜炎[39]、梅尼

埃病[40]等疾病。 
2.4  毒性 

苍耳子有小毒，其急毒主要表现为肝毒性和肾

毒性，14 岁以下的儿童中毒尤为严重[41-42]。儿童用

苍耳子剂量过大（30 g 以上）可引起中毒，一般以

头痛、头晕为主要临床表现，尚有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全身无力倦怠、血压升高等症状[43]。苍

术苷类被认为是苍耳子的主要毒性成分，可抑制

ADP/ATP 载体，阻碍线粒体膜内外间的核苷酸移

动，抑制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作用，并带来严重的

血糖下降，从而导致体内代谢紊乱[44]。 
宋振玉等[44]认为苍耳子油及苍耳子蛋白均非

有毒成分，而水浸液毒性很大，并认为水浸液中分

离得到的苷类成分（AA2）可能是其主要毒性成分。

其致毒机制可能为短时间内使正常动物的血糖下

降，导致惊厥甚至死亡，初步认为 AA2 的毒性主要

表现在肝脏和脾脏。注射葡萄糖可以缓解惊厥并使

生命延长。 

3  结语 

苍耳子主要含有挥发油、脂肪油、酚酸、苍耳

子噻嗪双酮等杂环类化合物，还含有蒽醌、黄酮、

生物碱及其他类成分，毒性成分为苍术苷及其衍生

物。临床应用以治疗鼻病为常见，多配伍辛夷、白

芷、薄荷等，根据病情加减用于慢性鼻炎、过敏性

鼻炎、鼻窦炎、副鼻窦炎等，尚可治疗皮肤病、关

节痛、牙痛等疾病。苍耳子临床应用疗效显著，且

该药材产量可观，我国北方大部均产，价廉易得，

但其现代研究相对滞后。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向对苍耳子进一步研究：（1）药效物质基础的研

究。苍耳子入药有麻油煎剂、丸散剂、汤剂、熏洗

剂等不同剂型，以上几种剂型化学成分差别极大，

作用于机体产生的药效也必然不同，所以在现有研

究的基础上对苍耳子的药效物质基础进行研究，找

出苍耳子治疗不同疾病的有效成分组可以改变剂

型，更好地用于临床。（2）稳定性的研究。现有的

研究认为酚酸类成分是苍耳子抗炎、镇痛的主要有

效成分，酚酸类成分不稳定、易氧化变质，研究苍

耳子制剂的保存方法及稳定性对其临床应用具有

重要意义。（3）毒性研究。苍耳子有小毒，其毒

性成分可能存在于水煎液中，临床应用需要注意；

制剂过程中采用何种方法增效、减毒也是研究的

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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