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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色金鸡菊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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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色金鸡菊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为菊科金鸡属植物，原产于北美，在我国新疆昆仑山区被发现并在当地作为茶

饮用，至今有十多年的历史。两色金鸡菊含有的化学成分主要为黄酮类、皂苷类、有机酸、鞣质、糖类、挥发油或油脂类和

酚性成分。研究表明两色金鸡菊具有降血糖、抗氧化、降血压、降血脂等药理活性，有潜在的药用价值。综述近年来两色金

鸡菊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为其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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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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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opsis tinctoria, the plant of Coreopsis L., Compositae, was first distributed in North America, and was described in  
Kunlun Mountain regions, Xinjiang, China, and has been used as herbal tea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ma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separated from C. tinctoria mainly consist of flavonoids, saponins, organic acids, tannins, saccharides, essential oils, and phenolic 
compound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C. tinctoria has hypoglycemic, anti-oxidative, hypotensive, 
hypolipidemic activities, etc., and these results indicate potential medicinal value of this material.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C. tinctoria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utilization of the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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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色金鸡菊 Coreopsis tinctoria Nutt.又名雪

菊、金钱菊、金鸡菊、蛇目菊，系菊科金鸡菊属的

干燥头状花序，一年生草本，高 30～100 cm。在

北美大平原和南部各州常被称为“calliopsis”。1823
年北美人 Thomas Nuttall 首次对其进行描述，两色

金鸡菊是一个小的、无毛、具有芳香气味的一年生

草本植物，叶对生，二回羽状全裂，裂片条形或条

状披针形，全缘，头状花序，舌状花黄色，或片舌

基部褐色，舌片倒卵形，筒状花红褐色，窄钟状，

瘦果纺锤形，两面光滑或有突起，花期 6～9 月[1]。

首次发现于美国低矮潮湿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

部、南部、中大西洋沿岸各州，现世界范围内均有

分布[2]。金鸡菊属植物约有 100 种，主要分布于美

洲、非洲南部及夏威夷群岛等地，在我国常见金鸡

菊属植物有两色金鸡菊 C. tinctoria Nutt.、大花金

鸡菊 C. grandiflora Hogg.、金鸡菊 C. drummondii 
                                         

收稿日期：2013-12-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81274188） 

作者简介：姜保平，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药用植物资源学。Tel: (010)62818235  E-mail: baoping.jiang@163.com 
*通信作者  贾晓光，男，教授，研究方向为新疆民族药物研究与开发。Tel: (024)23986475  E-mail: xgjia@vip.sina.com 

肖培根，男，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为药用植物资源学。Tel: (010)62894462  E-mail: xiaopg@public.bta.net.cn 



现代药物与临床    Drugs & Clinic    第 29 卷  第 5 期    2014 年 5 月 

   

·568· 

Torr. et Gray、大叶金鸡菊 C. major Watt.、三叶金鸡

菊C. tripteris Linn.、轮叶金鸡菊C. verticllata Linn.[3]。

其中两色金鸡菊在新疆又称昆仑雪菊，自 2004 年和

田地区开始有规模的种植两色金鸡菊以来新疆先后

有 20 个县种植，仅 2011 年年产量达到 3 000 t，面

积达 6.6×104 km2以上，从民间作为别样茶至今全国

各地广为饮用，以和田地区质量为佳[3-4]。 
两色金鸡菊是一种养生、保健的天然植物，其味

甘、性平，归肝、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化湿止痢

之功效。土著印第安人用来治疗腹泻、内部疼痛、出

血、催吐[5]。新疆维吾尔医院作为维药材应用，具有

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和胃健脾、降血脂、软化血管

等作用，对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等有特殊疗效[6]。

在葡萄牙也有每天喝两杯热两色金鸡菊茶用于控制

糖尿病的传统[7]。 
1  化学成分 

1956 年日本学者 Shimokoriyama[8]首次对两色

金鸡菊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国内外学者并未对两色金鸡菊的化学成分进行研

究，直到 2006 年中国学者对两色金鸡菊花的甲醇提

取物进行了研究。随后几年来国内外也有少量关于

两色金鸡菊化学成分研究的报道。研究发现两色金

鸡菊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糖类、黄酮类、皂苷类、

有机酸、鞣质、挥发油或油脂类和酚性成分；可能

含有香豆素或内酯、三萜类或载体氨基酸、多肽或

蛋白质[9]。2013 年新疆研究者对新疆产两色金鸡菊

中绿原酸和总黄酮进行了测定，并建立了指纹图谱，

由此可比较不同产地两色金鸡菊的有效成分，为其

质量标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0]。 
1.1  挥发性成分 

两色金鸡菊挥发油为棕黄色透明油状液体，具

有特殊浓郁的芳香气味。研究者采用水蒸气蒸馏

法，利用挥发油提取器对雪菊挥发油进行了提取。

利用 GC-MS 联用技术对雪菊挥发油进行了分离、

分析与鉴定，从中共检测出 23 个色谱峰，并初步

鉴定了其中 22 个化合物，占挥发油总量的 92.66%。

从分析结果来看，质量分数较高的主要有苧稀

（63.50%）、3-蒈稀（7.05%）、β-对繖花烃（5.23%）、

姜烯（2.45%）等[11]。 
1.2  黄酮类成分 

两色金鸡菊中富含黄酮类化合物，总黄酮高达

14.25%；其结构母核包括查尔酮类、橙酮类、黄酮

类、二氢黄酮类、黄酮醇和黄烷醇类。但目前从两

色金鸡菊中仅分离得到 25 个黄酮类成分。 
1.2.1  查尔酮和橙酮类  目前从两色金鸡菊分离得

到 6 个查尔酮和 1 个橙酮。早在 1956 年，日本学者

Shimokoriyama 首次对两色金鸡菊的头状花序中的

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并分离到 2 个黄酮类化合物，

分别鉴定为马里苷（1）和橙酮金鸡菊苷（2）[8]。此

外还从该种鉴定出马里苷的糖苷配基奥卡宁（3）。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两色金鸡菊中分得 1 个新化合

物奥卡宁-4′-O-β-(6′′-O-丙二酰基)-吡喃葡糖糖苷（4）
和 3 个已知化合物马里苷、紫铆花素（5）和金鸡菊

苷[12]（6），结构见图 1。 
 

 

图 1  两色金鸡菊中查尔酮和橙酮类化合物结构 
Fig. 1  Structures of chalcones and aurone in C. tinctoria 

1.2.2  二氢黄酮  从两色金鸡菊中分离的二氢黄酮

居多，共 12 个，主要有异奥卡宁 7-O-β-吡喃葡萄糖

苷（7）、(2R,3R)-二氢槲皮素-7-O-β-D-吡喃葡萄糖

苷（8）、2S-3′,4′,7,8-四羟基二氢黄酮（9）、(2R,3R)- 
3,3′,5,5′,7-五羟基二氢黄酮（10）、(2R,3R)-3,4′,5,6,7-

五羟基二氢黄酮（11）、2S-3′,5,5′,7-四羟基二氢黄酮

（12）、2S-3',5',7-三羟基二氢黄酮（13）、(2R,3R)- 
3,4',5,7-四羟基二氢黄酮（14）[12-13]；3,4′,5,6,7-五羟

基二氢黄酮-O-己糖苷（15）、3,3',5,5',7-五羟基二氢

黄酮-O-己糖苷（16）、3',5,5',7-四羟基二氢黄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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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糖苷（17）[14-15]、8-羟基黄颜木素（18）[15]，主

要结构见图 2。 
1.2.3  黄酮醇和黄烷醇  Dias 等[14]从两色金鸡菊

的花中鉴定出黄酮醇类化合物槲皮素（19）、槲皮万

寿菊素-7-O-β-吡喃葡萄糖苷/栎草亭-7-O-β-吡喃葡

萄糖苷（20）。Abdureyim 等[16]首次从两色金鸡菊的

醋酸乙酯和正丁醇部位分离得到 3 个黄酮醇类化合

物山柰酚-3-O-D-葡萄糖苷（21）、槲皮素-3-O-葡萄

糖苷（22）、槲皮素-3-O-芸香糖苷（23）和 1 个黄

烷醇类化合物儿茶素（24）。结构见图 3。 

 

图 2  两色金鸡菊中黄酮和黄烷酮类化合物结构 
Fig. 2  Structures of flavonoids and flavanone in C. tinctoria 

 

图 3  两色金鸡菊中黄酮醇和黄烷醇类化合物结构 
Fig. 3  Structures of flavonols and flavanols in C. tinctoria 

1.3  苯丙素类成分 
目前从两色金鸡菊中分离得到的苯丙素类化合

物主要为苯丙酸，主要有 1′-羟基-丁香油酚（25）、
1′,2′-环氧基-Z-松柏基醇[17]（26）、咖啡酸（27）、绿

原酸（28）、1,3-二咖啡酰奎宁酸（29）[17]、4-异丁

酰基-1′-乙酰氧基-丁香油酚（30）、4-异丁酰基-1′-
异丁酰氧基-丁香油酚（31）、4-异丁酰基-1′-(2-甲基)-
丁酰氧基-丁香油酚（32）、4-异丁酰基-1′-异戊酰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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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丁香油酚（33）、4-异丁酰氧基-1′,2′-环氧基-3′-
异丁酰氧基-松柏醇（34）[17-18]和对羟基桂皮酸甲酯

葡萄糖苷（35）[19]，两色金鸡菊中苯丙素类化合物

结构见图 4。 

 

图 4  两色金鸡菊中苯丙素类化合物结构 
Fig. 4  Structures of phenylpropanoids in C. tinctoria 

1.4  其他成分 
张媛等[13]从两色金鸡菊中分离鉴定出 2 个甾醇

类成分，分别为豆甾醇葡萄糖苷（36）和 β-谷甾醇

（37）。另外两色金鸡菊中还含有 17 种氨基酸，总量

达 10.80%，其中 8 种为人体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

总量的 40.30%[20]；总皂苷为 8.40%[21]，总多糖为

13.9%[22]。 
2  药理活性 

两色金鸡菊其头状花序在维吾尔族民间被用

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维语称其为“古里恰依”。两

色金鸡菊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功效，维吾尔

族人民将其用于高血压、痢疾、心慌等病症的治疗。

关于两色金鸡菊现代药效、药理学的研究已初步开

展，主要集中于降血糖、抗氧化、降血压、降血脂

等方面[6]。 
2.1  降血糖作用 

葡萄牙学者 Dias 等[23]用单一的 ip 链脲霉素（40 
mg/kg）作为葡萄糖非耐受鼠模型，测定两色金鸡

菊中黄酮的降血糖活性，发现 ig 治疗 3 周后大鼠体

内的葡萄糖耐受性迅速恢复，且该提取物不会引起

肝毒性，对大鼠的正常葡萄糖稳态和胰腺功能无影

响。且两色金鸡菊提取物对鼠胰岛瘤 MIN6 细胞分

泌胰岛素也没有影响。用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

（DPPH）法评估自由基清除能力，发现两色金鸡菊

提取物具有较好的自由基清除能力，EC50 值为 21 
μg/mL。每日 ig 两色金鸡菊提取物 500 mg/kg，3 周

后能够破坏链脲霉素诱导葡萄糖非耐受大鼠模型，

并非通过诱导胰岛素分泌的机制。因为两色金鸡菊

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清除自由基能力，因此推测可能

是两色金鸡菊提取物介导抗氧化机制从而使 β-胰腺

细胞功能得以恢复。随后，对两色金鸡菊降糖物质

基础进一步研究，发现葡萄糖耐受性恢复是由于两

色金鸡菊提取物中所有多酚类共同起作用，而非主

要黄酮类成分马里苷单独起作用的结果。而且研究

还显示 ig 两色金鸡菊提取物后葡萄糖耐受量的恢

复确实部分是由于胰脏功能的恢复[14]。2012 年，

Dias 等[24]利用两色金鸡菊水提取物、醋酸乙酯部

位、马里苷和预处理 MIN6 胰岛瘤细胞，然后用

tBPH 和细胞因子诱导损伤来研究抑制细胞凋亡的

机制。结果表明，两色金鸡菊提取物及单体化合物

保护 MIN6 细胞是通过抑制凋亡信号级联，而非降

低超氧化物自由基产生。 
张淑鹏等[25]采用 α-葡萄糖苷酶体外活性抑制

模型，研究两色金鸡菊水和乙醇提取法制得的 5 种

提取物对 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 5 种

提取物抑制活性均高于阿卡波糖。张燕等[26]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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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葡萄糖苷酶体外活性抑制模型，发现水提法和有

机溶剂萃取法制备的两色金鸡菊醋酸乙酯、正丁醇、

总黄酮、水提物和中性黄酮对 α-葡萄糖苷酶均有抑

制作用，除水提物外抑制活性均高于阿卡波糖。 
2.2  抗氧化作用 

韩国学者研究发现两色金鸡菊醋酸乙酯部位具

有较强的清除 DPPH、ABTS 自由基的能力，IC50

值为 0.100 mg/mL[27-28]。我国学者研究发现 30%乙

醇提取物和 50%乙醇提取物清除羟基自由基的能力

与维生素 C 相当；当两色金鸡菊提取物质量浓度为

0.2～1.0 mg/mL 时，随着溶液质量浓度的增加，对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也增加；当质量浓度

达到 1.0 g/L 时，30%乙醇提取物和 50%乙醇提取物

对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率分别为 55.7%、97.9%；

30%、50%、70%乙醇提取物在质量浓度为 1.0 mg/mL
时，对 DPPH 自由基的清除率均超过了 70.0%[29]。

研究者采用 50%乙醇微波辅助提取金鸡菊黄色素，

对其抗氧化活性研究发现金鸡菊黄色素具有较强的

抗杏仁油的过氧化作用，对羟基、DPPH 自由基有清

除作用，随溶液浓度的增加，清除能力逐渐增强，

提示金鸡菊黄色素具有很好的抗氧化性[30]。 
2.3  降血压作用 

用低温、高盐的方法建立小鼠高血压模型，连

续给药 28 d 后，两色金鸡菊提取物 50%乙醇洗脱物

低、高剂量组均可显著降低小鼠血压，增强机体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力及总抗氧化能力，而高剂量组可显

著降低机体丙二醛（MDA）含量，表明两色金鸡菊

提取物具有显著的降压作用和抗氧化功能。由此推

断，两色金鸡菊对高血压造成的血管与脏器的损伤

有一定程度地改善的作用，其作用途径可能是通过

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修复由高血压引起的过氧化、

血管和脏器损伤，因此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是两色

金鸡菊发挥降压作用的途径之一[31]。梁淑红等[32]

采用大鼠体外胸主动脉血管环标本研究发现，两色

金鸡菊提取物具有舒张血管、降血压的作用。其不

同溶剂提取物对氯化钾预收缩的血管环均有不同程

度的舒张作用，其中氯仿和醋酸乙酯部位舒张作用

较为明显，在终质量浓度为 3.0 mg/mL 时舒张率分

别可达到 115.20%、103.50%。同样采用上述方法，

研究者发现两色金鸡菊 70%乙醇洗脱物在终质量浓

度为 3.0 mg/mL 时对氯化钾预收缩内皮完整和去内

皮血管环的舒张率分别为 110.81%、125.14%，对苯

肾上腺素预收缩无内皮血管环的舒张率为

191.47%，表明两色金鸡菊提取物有舒张血管的作

用[33]。用肾性高血压大鼠为模型，大鼠 ig 两色金鸡

菊提取物 28 d 后发现，两色金鸡菊提取物在 40、80、
160 mg/kg 均可显著降低肾性高血压大鼠的血压、血

浆血管紧张素Ⅱ（AngⅡ）、醛固酮、内皮素、主动

脉组织中 AngⅡ含量，明显升高血清 NO 水平和左

肾重与右肾重的比值。由此可以推测其降压机制可

能通过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发挥类

似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作用，而且参与内皮因

子的调节[34-35]。 
2.4  降血脂作用 

利用高血脂模型小鼠研究两色金鸡菊总提物、

氯仿、醋酸乙酯及正丁醇萃取部位的降血脂效果，

研究发现，模型组小鼠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

甘油（TG）的含量明显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明显降低；与模型组比较给予两色金鸡

菊组（1.2 g/kg），总提取物组 TC 降低，HDL-C 升

高，氯仿组和醋酸乙酯组 TC、TG 明显降低，而

HDL-C 显著升高，正丁醇组 TC、TG 均显著降低。

以上研究表明，金鸡菊提取物有较好的降血脂作用，

值得进一步开发研究[36]。 
2.5  其他作用 

两色金鸡菊黄色素主要是黄酮类化合物，也有

研究报道黄酮及异黄酮可以抑制肠道内胆固醇的吸

收，黄酮还可以降低血液黏度，强化毛细血管，改

善心脏、肝脏功能[32, 37]。两色金鸡菊提取物富含黄

酮的部位能明显的抑制高浓度钾离子和苯肾上腺素

诱导的大鼠胸主动脉的收缩，这种作用可能与抑制

钙离子通过细胞膜运转有关[38]。另外，两色金鸡菊

乙醇提取物、氯仿、醋酸乙酯部位均有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ACE）、硝酸盐合成、放射扩散的抑制效果，

且呈剂量相关性；各部位均具有抑制结肠癌

HCT-116 细胞株的作用，且呈现剂量相关性[27]。 
3  结语 

原产于北美的两色金鸡菊，在我国引种成功后，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作为药食兼用品种，在北美印

第安人、葡萄牙人应用历史悠久。而作为茶饮应该

首先起源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该地区维吾尔族利

用玫瑰花、洋甘菊等泡茶有良好的基础。而两色金

鸡菊在和田克里阳乡出现后，各族群众泡茶饮用也

就顺理成章。综合观察近年的研究进展，其降血糖、

抗氧化、降血压、降血脂作用值得关注。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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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两色金鸡菊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已

从 初的提取物研究阶段深入到具体的单体成分研

究，为阐明两色金鸡菊生物活性物质基础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但对其降“三高”作用等重要药理活性

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需通过系统而深入的药效和

毒性评价，以进一步评估其开发利用价值。而对两

色金鸡菊主要化学成分进行结构修饰及优化研究，

获得活性与构效关系的规律，将为降“三高”候选

药物的发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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