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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天南星（Rhizoma Arisaematis）来源于天

南星科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属植物约 150 种，大

都分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少数产热带非

洲，中美和北美也有数种。我国南北各省区有 82

种（其中 59 种系我国特有），以云南 为丰富
[1]
。

中医理论认为，天南星味苦、辛、性温有毒，具有

燥湿化痰、祛风止疼、散结消肿等功效，主治顽痰

咳嗽、胸膈胀闷、眩晕、中风、口眼歪斜、癫痫及

破伤风等，外用治疗疔疮肿毒、结核、毒蛇咬伤。

《中国药典》收载的药用正品有天南星（Arisaema 
erubescens（Wall.）Schott）、异叶天南星（Arisaema 
heterophyllum Blume）和东北天南星（Arisaema 
amurense Maxim.）3 个品种，以其块茎入药

[2]
。近

年来，应用天南星配伍治疗肿瘤、冠心病等取得了

很好的疗效，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分析

国内外文献，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做一综

述。 

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掌叶半夏（ Pinellia 
pedatisecta Schott，即虎掌南星）常作为天南星代用

品广泛使用，因此放在这里一并讨论。《中国植物志》

中，Arisaema erubescens（Wall.）Schott 的中文种名

为一把伞南星、Arisaema heterophyllum Blume 的中

文种名为天南星，与《中国药典》略有不同，在查

阅相关文献时应予以注意。 
1  化学成分研究 

1.1  苷类 

胡萝卜苷广泛存在于一把伞南星
[3]
、天南星

[4, 5]
、

东北天南星
[5, 6]

、螃蟹七（Arisaema fargesii Buchet）
[7]
等天南星属植物中。 

杜树山等从一把伞南星块茎中分离得到 6 个黄

酮苷类化合物：夏佛托苷、异夏佛托苷、芹菜素-6-C-

阿拉伯糖-8-C-半乳糖苷、芹菜素-6-C-半乳糖-8-C-

阿拉伯糖苷、芹菜素-6,8-二-C-吡喃葡萄糖苷、芹

菜素-6,8-二-C-半乳糖苷
[8]
。东北天南星块茎中也

含有夏佛托苷和异夏佛托苷
[9]
。 

朝鲜学者从东北天南星中分离到 9个二酰基甘

油基半乳糖苷类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抗小鼠白血病

（P388）和人结直肠腺癌（DLD-1）的细胞毒作用
[10]

。

Jung 等
[11]

从东北天南星中分到 5 个脑苷脂类化合

物，其中4个为新脑苷脂类，具有保护肝脏的活性。 

1.2  氨基酸类 

天南星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成分。季申等
[12]

对 10

种药用天南星块茎部分进行分析，从中检测出精氨

酸、色氨酸、赖氨酸、瓜氨酸、缬氨酸、γ-氨基丁

酸等 39 种氨基酸，各品种南星的氨基酸含量有差

异，总氨基酸含量以掌叶半夏 高，花南星 低。 

1.3  脂肪酸及甾醇类 

李绪文等
[13]

利用 GC-MS技术首次对东北天南星

根的脂肪酸部分进行了定性定量分析，从中鉴定出

caprlylic acid 等 16 种脂肪酸。其中主要为饱和

脂肪酸，但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亚麻酸相对含

量也较高，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含量的 20％。

杜树山等
[3]
从一把伞南星块茎分离得到三十烷

酸、二十六烷酸、没食子酸、β-谷甾醇。宋治中

等
[7]
从螃蟹七块根分离得到安息香酸、琥珀酸、棕

榈酸、硬脂酸、β-谷甾醇、豆甾醇。β-谷甾醇广

泛存在于天南星属各种植物中
[12]

。 

1.4  生物碱类 

秦文娟等
[14～19]

从掌叶半夏中分离到 32 个生物

碱结晶，其中 15 个为环二肽类化合物。此外，天南

星还含有胡芦巴碱
[20]

、氯化胆碱
[7]
、秋水仙碱

[21]
、

胆碱和水苏碱
[22]

。 

1.5  凝集素类 

凝集素是一类广泛分布在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体内的蛋白质或糖蛋白，包括血液凝集素、淋巴凝

集素和精子凝集素等。印度学者 1995 年从一把伞南

星和弯曲天南星 Arisaema curvatum Kunth 中分离得

到凝集素 ACA 和 ACmA，具有粘结兔、大鼠、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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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的作用，但对人的红细胞不具有作用
[23]

。肖

啸等
[24]

从象鼻南星 Arisaema elephas S. Buchet 的块

茎中分离出象鼻南星凝集素（AEL），它能选择性地

凝集人的 O型红细胞，及鸽、兔、小鼠、马和熊猫

等动物的红细胞，但不凝集人的其他血型及鱼、

蛙、龟等动物的红细胞；并且 AEL 具有促外周血淋

巴细胞转化的功能，能凝集人和某些动物的精子。

潘映红等
[25]

从掌叶半夏块茎中分离纯化得到 PPA凝

集素，它在刺吸口器害虫棉蚜或桃蚜的人工饲料中

分别含0.12％或0.15％时即显示出明显的致死作用。

朱黎等
[26]

从掌叶半夏块茎中分离得到的凝集素能

体外抑制 S180 细胞生长，却并非通过促进其细胞凋

亡途径实现，而对 S180 荷瘤小鼠体内的肿瘤细胞杀

伤作用弱且无明显的免疫激活作用。此外，在其他

天南星属植物中也分到一些凝集素，具有杀虫、体

外抑制癌细胞增殖等作用
[27, 28]

。 

1.6  其他 

杨迺嘉等
[29]

采用水蒸气蒸馏法提取一把伞南

星块茎中的挥发油，利用 GC-MS 技术对其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共鉴定出间位甲酚、芫妥醇等 52 种挥发

性成分。 

李蕾等
[30]

利用 GC-MS 测定东北天南星脂溶性成

分，主要包含酯类化合物占 31.77％，醚类化合物

占 14.64％，烯烃类化合物占 25.01％，还有少量醇、

酸和其他的烃类。代表性成分为硬脂酸甲酯占

16.10％，阿拉伯糖酯占 6.66％，丁烯基-环庚烯占

13.91％，1,2-二甲基萘烷占 6.15％。 
2  药理作用研究 

2.1  抗肿瘤作用 

20 世纪 7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用

掌叶半夏治疗宫颈癌，在临床上取得确切疗效
[31]

。

李荆超等
[32]

从掌叶半夏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β-谷

甾醇，并将其制成栓片及棒剂用于临床观察，有效

率达 75％，可见 β-谷甾醇可能是其抗癌的有效成

分，但其抗癌机制尚不清楚。掌叶半夏提取物对体

外培养的宫颈癌细胞株HeLa和CaSki的生长有明显

的抑制及促凋亡作用，其促凋亡机制尚不明确
[33]

。 

掌叶半夏中分离出的总蛋白 1％生理盐水液每

天给每只小鼠 ip 0.1 mL，对小鼠 S180 癌细胞生长

有明显抑制作用
[34]

。 

体 外 实 验 表 明 ， 天 南 星 提 取 物 对 肝 癌

SMMC-7721 细胞增殖有显著抑制作用，能诱导

SMMC-7721 细胞程序性凋亡，其抑制细胞生长率与

药物浓度、作用时间呈剂量依赖性，诱导细胞凋亡

的机制可能是通过激活特定的传导通路 caspase 途

径实现的
[35]

。 

含生南星的复方三生注射液对小鼠 Lewis 肺

癌、艾氏腹水癌及 S180 等均有明显抑制作用，对小

鼠肝癌腹水型及实体型亦有一定疗效。体外试验表

明，本品对人肺癌、肝癌及胃癌细胞有直接杀伤效

应或抑制作用，使细胞分裂停止在中期以前
[36]

。复

方三生注射液对小鼠肝癌细胞的生长有明显抑制作

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为抑制生物大分子合成，对

DNA、RNA 的合成抑制强于对蛋白质合成的抑制，但

对外周血淋巴细胞 ANAE 阳性率、淋巴细胞转化率、

血清 IgG 及溶菌酶含量均无明显影响
[37]

。 

2.2  抗惊厥作用 

超临界 CO2 法提取的掌叶半夏乙醇萃取物对青

霉素诱发的大鼠惊厥模型有明显对抗作用，可延长

青霉素诱发惊厥的潜伏期，减弱发作强度。其提取

物能延长痫性放电的潜伏期，减少痫性放电频率，

减小皮质和海马发放痫波的 高波幅，同时可增加

惊厥大鼠脑海马中GABA（γ-氨基丁酸）的水平，而

对脑中 Gly，Asp，Glu 水平无明显影响
[38]

。 

对小鼠 ip 天南星水浸剂，能分别降低皮下注射

士的宁、戊四唑、咖啡因所致的惊厥率，但不能消

除小鼠 大电休克发作
[39]

。 

虎掌南星在 3 种温度下的水浸液对士的宁所致

小鼠惊厥模型表明，冷浸剂（30℃）能明显抑制惊

厥及降低惊厥死亡率，温（70℃）、热（100℃）两

种浸剂对惊厥及死亡无抑制作用，提示高温可能会

破坏天南星水提液中的抗惊厥有效成分
[40]

。 

秦彩玲等
[41]

对虎掌南星、一把伞南星、天南星

进行试验研究，除小鼠 ig 一把伞南星 60％乙醇提

取物的 10.5 g 生药/kg 能对抗戊四唑惊厥外，其余

各品种无论是口服还是腹腔给药对戊四唑惊厥和士

的宁惊厥均未显出对抗作用，可能与所用南星品种

不同及制剂的提取方法不同有关。 

2.3  镇静镇痛作用 

给小鼠口服虎掌南星、一把伞南星和天南星的

60％乙醇提取物，对戊巴比妥钠的催眠均有明显的

协同作用，也能抑制小鼠自主活动。说明 3 个不同

品种南星均有明显的镇静作用
[41]

。 

虎掌南星生、制品浸剂腹腔给药均能明显减少

小鼠自主活动，并有明显的协同戊巴比妥钠催眠作

用，且制品与生品作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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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南星的两种工艺制品（发酵法、混合蒸制法）

的混悬液ig（相当于制品4.5 g/kg/次，连续2 d共

4次）、水浸液ip（给药1次，相当于制品1.2 g/kg）、

醇提物 ip 小鼠（给药 1 次，相当于制品 1.2 g/kg），

均可增强戊巴比妥钠催眠作用，但水浸液的作用（睡

眠率 80％）明显高于混悬液（20％～30％）；混合

蒸制法醇提物的作用（80％）明显高于发酵法醇提

物（30％）（提示胆南星混合蒸制法优于发酵法）
[42]

。 

通过东北天南星生品（块茎）、果实、制南星、

胆南星、民制品的热板法镇痛作用及致死时间比较

得知，天南星生品、果实、民制品的镇痛效果 好，

民制品毒性略大，生品和果实毒性 大；制南星、

胆南星无明显镇痛作用
[43]

。 

复方三生注射液镇静、镇痛作用明显，镇痛强

度小于吗啡，但作用较持久；对戊巴比妥钠的催眠

有协同作用
[44]

。 

2.4  抗心律失常作用 

大鼠口服同等剂量的虎掌南星、一把伞南星和

天南星的 60％乙醇提取物，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

失常显示了不同程度的对抗作用，其中虎掌南星

2.7 g生药/kg组和天南星1.4 g生药/kg组为 佳，

它们既能延缓心律失常出现时间，又能缩短心律失

常持续时间
[41]

。 

虎掌南星中的生物碱 L-缬氨酰-L-缬氨酸酐

0.1～10 μg 对离体犬的心房和乳头肌收缩力及窦

房结频率均有抑制作用，其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加强，

并能拮抗异丙肾上腺素对心脏的作用，其拮抗作用

与普萘洛尔相似，但对冠脉血流量和冠脉阻力无明

显作用
[45]

。 

掌叶半夏碱乙能抑制 ADP 和胶原引起的血小板

聚集作用，也可抑制 Chandler 法形成的体外血栓，

延长血小板、血栓形成及纤维蛋白栓形成的时间，

对离体动物（猫、狗、大鼠）具有明显的扩张血管、

降低系统血管阻力、扩张冠脉血管不增加耗氧量的

作用
[15]

。掌叶半夏碱戊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
[18]

。 

2.5  抗炎作用 

含生南星的复方三生针对大鼠蛋清性足肿胀、

巴豆油所致炎性渗出以及二甲苯所致小鼠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高均有明显抑制作用，摘除大鼠双侧肾上

腺后仍保存抗炎效应，表明它本身具有糖皮质激素

样作用；三生针可使大鼠胸腺萎缩，并降低肾上腺

内维 C 含量，此作用又不为戊巴比妥钠等中枢抑制

药物所阻断，说明它能兴奋皮质下中枢。提示三生

针既有直接产生的抗炎作用，亦有通过提高垂体-肾

上腺系统功能而间接发挥的抗炎作用
[44]

。 

2.6  抗菌作用 

一把伞南星块茎的醇提物对革兰阴性菌——大

肠埃希氏菌、鸡大肠杆菌、猪大肠杆菌，和革兰阳

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藤黄微球菌、蜡样芽孢

杆菌、短小芽孢杆菌都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又以大

肠埃希氏菌为对象研究醇提物的抑菌机制和有效成

分。一把伞南星醇提物主要抑制了大肠埃希氏菌对

数生长期的菌体分裂，使菌体变形，细胞质固缩，

导致质壁分离，并随药物作用时间增长，部分细胞

壁缺失，细胞膜破裂，细胞质解体出现空腔，菌

体缢缩或断裂成颗粒状残体。电泳分析表明，一把

伞南星醇提物对菌体内大相对分子质量蛋白有破坏

作用或抑制其合成。将一把伞南星醇提物依次用石

油醚、氯仿、醋酸乙酯萃取，将各部分萃取物和萃

取剩余物进行大肠埃希氏菌敏感性检测，结果只有

醋酸乙酯萃取部分有抑菌活性，且此部分呈皂苷类

物质特有的磷钼酸显色反应，提示抑菌活性成分可

能为皂苷类物质
[46]

。 

1 日龄海蓝褐雏鸡实验接种感染鸡大肠杆菌病

后，以含天南星饮片 5 kg/L 的计量给鸡内服，治愈

率为70％，实验药物组与感染对照组差异极显著，

即天南星对雏鸡大肠杆菌病有良好的疗效
[47]

。 

2.7  杀灭钉螺作用 

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是严重危害公众

身心健康的一种全球性疾病，钉螺（Oncomlania 
hupensis）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杀灭钉螺

是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化学灭螺

方法毒害较大，易污染环境，而植物灭螺方法因其

操作简便、费用较低、对环境安全，逐渐成为研究

热点，至今已发现约 30 种植物具有较好的灭螺效

果。 

柯文山等
[48]

对天南星植物进行了一系列灭螺

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把伞南星全株均有较强的灭

螺效果，其中块茎灭螺效果 好；0.1％块茎水浸液

处理 3 d 后钉螺死亡率达 88.4％，5 d 后达 100％。

一把伞南星不同部位的灭螺效果为：块茎＞叶＞茎。

一把伞南星块茎水浸液处理钉螺后，随处理浓度的

增加和处理时间的延长，钉螺肝脏丙二醛（MDA）含

量显著升高，而过氧化物酶（POD）和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显著降低，表明一把伞南星水浸液可

引起钉螺肝细胞过氧化损伤，使其抗氧化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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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了其代谢和解毒功能， 终导致钉螺死亡。

进一步实验发现，一把伞南星水浸液与链霉菌稀释

液配伍，用于灭螺，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是单一

成分同等浓度灭螺效果的 4～5 倍；且一把伞南星能

有效抑制钉螺上爬，对提高灭螺效果和实际应用有

重要意义
[49]

。 

分别选取 5种天南星植物（一把伞南星、天南

星、灯台南星、虎掌南星、螃蟹七）的块茎和叶的

水浸液进行灭螺实验，结果发现它们均有杀螺效果。

其中，一把伞南星和螃蟹七的杀螺效果 好：1.0％

的一把伞南星块茎和叶处理 72 h 后，钉螺死亡率

分别为 100.0％和 90.0％，螃蟹七块茎和叶都为

93.3％； 弱为天南星的叶，72 h 钉螺死亡率仅为

37.4％
[50]

。 

又有试验以一把伞南星为材料，测试不同有机

溶剂提取物对钉螺灭杀的效果。结果发现正丁醇提

取物的杀螺活性 强，其提取物 100 mg/L 浓度处理

2 d，钉螺死亡率达 76.67％，3 d 达 100％；且块

茎的杀螺活性较地上部分强，如 60 mg/L 浓度处理

2 d，地上部分和块茎正丁醇提取物对钉螺的致死率

为 13.33％和 40％，处理 4 d 后为 50％和 100％
[51]

。 

由以上研究可知，一把伞南星块茎的水浸液和

正丁醇提取物有很好的灭螺作用，此部分应含苷类

成分较多，但具体哪种化合物为其灭螺的有效成分

还需进一步研究。 

2.8  抗氧化作用 

从虎掌南星块茎氯仿提取物中得到的 2 种生物

碱能不同程度地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抑制鼠肝

线粒体脂质过氧化反应、异常膨胀和膜 ATP 酶活

性
[52]

。对亚油酸在空气中自动氧化的抑制作用表

明，虎掌南星醇提取物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动物体

内试验显示，虎掌南星能显著提高小鼠血中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GSH-Px）和过氧化氢酶（CAT）活性
[53]
。 

2.9  毒性及刺激性 

天南星为传统中药，有毒。误食天南星，初期

可致咽喉烧灼感，口舌麻木，舌强流涎，咽颊充血，

张口困难，口黏膜糜烂以至坏死脱落。继而中枢神

经系统受到影响，出现头昏心慌，四肢发麻，呼吸

开始缓慢不均，而后麻痹，严重者昏迷、窒息或惊

厥， 后呼吸麻痹致死。皮肤接触中毒可致瘙痒肿

胀。国内外文献报道天南星科植物的刺激性成分是

其植物中所含有的特殊生物代谢产物草酸钙针晶，

而对于该科植物草酸钙针晶产生的刺激作用机制认

为是通过三方面来体现，即草酸钙针晶单独起作用、

草酸钙针晶与酶类物质的共同作用以及草酸钙针晶

通过特殊的黏液细胞起作用
[42]

。 

虎掌南星、一把伞南星、天南星的 200 目细粉

对兔眼均有刺激作用，其中虎掌南星刺激作用 强，

所需恢复时间也 长，约需 7～10 d。其余 2 种南

星在 1～2 d 内即能恢复。从急性毒性看，小鼠口服

大剂量虎掌南星60％乙醇提取物（210 g生药/kg）

小鼠无死亡，未能测得口服给药的 LD50值。而一把

伞南星和天南星均测得口服给药的 LD50 分别为

167.3 g生药/kg和 159.0 g 生药/kg。三者相比，虎

掌南星毒性 小。认为刺激性并不等于毒性
[41]

。 

吴连英等
[54]

取虎掌南星干燥块茎为原材料，研

究了天南星生、制品的毒性和刺激性。结果表明，

其生品可使兔眼结膜出现明显的水肿反应和小鼠腹

膜刺激引起的扭体反应，而制品的刺激作用明显降

低。天南星混悬液以 大剂量一次灌胃，仅生品有

一定的毒性反应，受药物浓度和给药容积限制，无

法测出 LD50。24 h 内 ig 3 次，生品 大的耐受     

量为 10 g/（kg·d），制品在 36 g/（kg·d）以上。

生品混悬液大、小剂量组连续服药 4周，于药后 5 d

起其体重增加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和制品组。上述研

究表明，天南星生品确有明显的毒性和刺激性，而

炮制后的药材其毒性和刺激性明显降低或消除。天

南星生、制品水煎剂，日总剂量 120 g/kg，各组均

未见有明显毒性反应，提示天南星毒性成分可能难

溶或不溶于热水。 

3  结语 

天南星是我国传统中药，品种多，来源广，具

有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但至今对其有效成分和药

效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用药依据并不明确。因此

需要深入研究其各个化学组分，筛出有治疗作用的

活性成分与毒性成分，阐明药理作用机制，建立合

理的炮制工艺及质量标准，充分挖掘和发挥天南星

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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