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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茎、叶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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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整理有关黄芪地上部分（茎、叶）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等文献，并参照地下部分的相关研究，探讨其地上部分

的合理利用，为黄芪药用植物资源的充分利用及新药源的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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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 of Radix Astragali aerial parts 
(stem and leaves)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underground parts,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Radix 
Astragali aerial parts and development of Radix Astragali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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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芪 为 豆 科 植 物 膜 荚 黄 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unge 和 蒙 古 黄 芪 A. 
membranaceus (Fisch.) Bunge var. mongholicus 
(Bunge) Hsiao 的干燥根[1-2]，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临床应用极为广泛，其传统药用部位是根，近年来

对于黄芪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已有大量报

道[3-4]。伴随科研人员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入，黄芪用

量逐年增加，目前除供药用外，还广泛用于饮料、

补品、化妆品等工业中，这给药用黄芪植物资源带

来一定压力。黄芪地上部分产量是根的几倍[5]，但

我国大部分黄芪产地把黄芪茎叶弃之为废，资源浪

费严重。黄芪茎叶入药始载于《名医别录》，其味甘、

辛，性平，入心、肝二经，具有生津止渴、舒筋活

血、消肿疗疮等功能，主治消渴、热病伤阴之口渴

咽干、筋脉拘挛、关节屈伸不利、痈疽疮疖等症[6]。

其丰富的资源、良好的药用价值以及已有的地下部

分的深入研究资料，使得黄芪地上部分具有较好的

开发利用前景，同时，对黄芪地上部分的深入研究

将为黄芪的全面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化学成分 
1.1  皂苷类 

刘娟等[7]通过实验发现黄芪地上部分与地下部

分所含皂苷类成分基本相同。郑友兰等[8]利用比色

法对黄芪根及茎叶中黄芪皂苷进行了测定，结果表

明黄芪根中总皂苷为 0.261 6%，黄芪甲苷为 0.085%；

黄芪茎叶总皂苷为 0.216 2%，黄芪甲苷为 0.052%，

因此，可利用黄芪茎、叶提取黄芪总皂苷和黄芪甲

苷作为药用。张宇等[9]通过实验证明，黄芪叶中总

皂苷量是根中的 5～6 倍，茎中总皂苷量略低于根，

因此建议开发黄芪地上部分。万国靖等[10]也以黄芪

甲苷为对照品，采用薄层扫描法对黄芪根、茎、叶

中黄芪甲苷的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黄芪叶中黄

芪甲苷量高于根。杨桂明等[11]对不同采收期的黄芪

地上部分的产量、黄芪总苷量以及不同时期割去地

上部分的黄芪根的产量和黄芪总苷的量进行了研究

比较，指出果盛期黄芪地上部分产量最高，黄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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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量也最高，与枯萎期（成熟期）相比，果盛期割

去地上部分对黄芪根的产量及黄芪总苷的量无明显

影响。江蔚新等[12]分别采用索氏回流提取法与超声

波提取法对黄芪茎叶中成分进行提取，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法测定总黄酮、总皂苷和多糖的量，结果表

明总黄酮和多糖以超声提取率最高，总皂苷以回流

提取率最高。 
1.2  黄酮类 

吕曙华等[13]从蒙古黄芪地上部分中分到 3 个结

晶单体，根据物理常数、UV、IR、NMR、MS 数据

和水解产物鉴定为山柰素-4′-甲醚-3-β-D-葡萄糖苷、

异鼠李素-3-β-D-葡萄糖苷、异槲皮苷，确证这些黄

酮苷首次从蒙古黄芪地上部分中分得。毕志明等[14]

对蒙古黄芪地上部分的黄酮类化学成分进行分离，

并鉴定了 6 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为山柰素-4′-甲醚- 
3-β-D-葡萄糖苷、异鼠李素-3-β-D-葡萄糖苷、异槲

皮苷、沙苑子苷、odoratin、odoratin-7-O-β-D-葡萄

糖苷以及 1 个皂苷类化合物 alexandroside。朱正兰

等 [15]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得黄芪茎中总黄酮

1.621 mg/g，总皂苷 1.768 mg/g，多糖 12.057 mg/g，
花中总黄酮 4.389 mg/g，总皂苷 21.842 mg/g，多糖

11.213 mg/g，由此可见，黄芪地上部分具有较大

的利用价值。田振坤等[16]采用日本岛津 CS—930
双波长薄层扫描仪对荚膜黄芪茎叶中鼠李柠檬素

3-O-葡萄糖苷的量进行了测定，结果为茎中占

0.122%，叶中占 0.506%。 
1.3  多糖类 

秦雪梅等[17]采用苯酚-硫酸比色法比较测定了

蒙古黄芪地下与地上部分黄芪多糖的量，实验表明

根的量最高，茎叶次之，种子最少，但茎叶产量大，

易采收，因此是很有潜力的黄芪多糖药源。王昶

等[18]也以紫外分光光度法对黄芪花、茎中多糖量进

行测定，结果表明黄芪花中多糖为 2.676 mg/g，茎

中为 10.599 mg/g，黄芪茎中多糖量比花中略高。王

瑞明等[19]从蒙古黄芪地上部分提取分离到多糖成

分，对其进行薄层色谱鉴别，并应用蒽酮-硫酸法测

定多糖的量，在其实验条件下定性鉴别，碱性酒石

酸铜反应呈阳性，说明黄芪地上部分所含多糖可能

包括还原性多糖。 
1.4  其他 

王瑞明等[20]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黄芪地上

部分（茎、叶）中氨基酸进行分析测定，结果表明

该部分含有 18 种氨基酸，其中以天门冬氨酸量最

高，其次为脯氨酸、赖氨酸、精氨酸。张宇等[21]也

通过研究指出黄芪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在氨基酸、

黄酮、皂苷及糖类等成分中有多种相同成分，且二

者所含皂苷类成分完全相同，黄芪地上、地下部分

均含有 5 种氨基酸，只是二者含有的黄酮类成分稍

有不同。此外，黄芪茎叶中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甾醇类物质、叶酸、亚麻酸、亚油酸、甜菜碱、胆

碱、咖啡酸、克洛酸、香豆素、尼克酸、核黄素、

维生素 P、淀粉等，其药用潜力巨大。 
2  药理作用 

焦艳等[22]研究表明膜荚黄芪茎叶总黄酮能增

加 HC 模型小鼠免疫器官脾脏的质量，增强抗体形

成细胞的功能，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提

示黄芪茎叶总黄酮对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及特异性体

液免疫具有增强作用。另外黄芪茎叶总黄酮对免疫

功能低下小鼠具有免疫刺激和免疫调节作用，为临

床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23]。从北芪茶中分离得到的

黄芪多糖不仅具有抗氧自由基形成的作用，还有增

加免疫力、调节核酸和蛋白质代谢平衡、促进 DNA
合成的能力。目前已有文献报道，黄芪地上部分与

地下部分有很多相同的成分，其中所含的黄芪皂苷

类成分对心血管系统具有重要作用[24-29]，且具有很好

的抗氧化活性[30-31]，另外黄芪甲苷能使再生肝的

DNA 量明显增加，加速肝细胞的分化增殖，可能是

由于黄芪甲苷促进再生肝的 DNA 合成，加速了肝细

胞的分化增殖[32]。 
3  应用 

近年来，随着中药保健品品种的日益丰富、品

质的日渐提高以及人们养生意识的增强，保健品市

场也不断升温，以黄芪地上部分为原料的保健品也

出现在其中。北芪茶以采自北纬 52°以北天然野生

的北芪嫩茎、叶、花，辅以枸杞、灵芝、茶精制而

成，以其优良的品质、独特的口味而获得“神茶”

的美誉。相关专利报道了黄芪茶及其生产方法：以

黄芪的茎叶为原料，经采摘、杀青、熏制、烘干、

粉碎、混匀、分装等工序而制成[33]；或以黄芪嫩叶、

主根和茶叶为原料，将黄芪嫩叶采收后清洗晒干，

再用蒸气蒸干后用文火炒制，然后打碎，将 3 者粉

末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分装封袋[34]而成。此类发明原

料来源广阔，生产方法简便易行，其产品迎合了人

们追求天然绿色、回归自然的消费时尚，极具开发

前景。 
王凤霞等[35]研究了黄芪茎叶粉对雏鸡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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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器官指数、Ea 玫瑰花环形成率和 ANAE 阳性

率的影响，其中 3%组效果最为明显；另一实验也

证实了黄芪茎叶粉可以提高雏鸡的脾脏、胸腺和法

氏囊指数[36]。丁伯良等[37]通过在小鼠日粮中搭配

5%、10%膜荚黄芪茎叶粉，经 50 d 饲喂后发现饲养

效果良好，未发现不良反应；以 20%量添加，有部

分小鼠出现中毒现象。冯学勤等[38]在肉仔鸡饲粮中

添加 8%茎叶粉，未出现任何不良反应。黄芪茎叶

是天然物质，保持了各种成分的自然性和生物活性，

解决了药物残留以及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等问题，

因此为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和防治重大疾患提供新

途径和新思路，同时也扩大了饲料来源，提高了饲

料质量。 
有专利报道了以黄芪茎叶为原料的药物，指出

黄芪茎叶中含有皂苷、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多种

有效成分，叶中黄芪皂苷和黄芪甲苷的量高于根，

具有抗炎、保肝、抗衰老、保护胰腺等功能，是一

种亟待开发的中药[39]。 
4  展望 

目前，有关黄芪茎叶的研究虽有报道，但大多

数尚处在起步阶段，为进一步扩大传统中药的利用

价值，有必要着眼于以下方面的研究：（1）对黄芪

地上部分化学成分以及生物活性进行深入研究，开

发其药用价值；（2）深入研究利用黄芪茎叶作为饲

料添加剂或免疫增强剂，取代传统饲料中类似的化

学添加成分，进行绿色养殖的探索；（3）在保健品

市场不断升温以及人们追求天然绿色、回归自然的

消费趋势下，有必要在此方面对黄芪茎叶进行深入

研究，开发出更多的绿色、健康产品，满足消费者

需求。 
黄芪茎叶具有营养物质与药物的双重作用，且

药源广泛、廉价易得、无有害残留、不良反应小。

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安全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对黄芪茎叶

的研究会越来越广泛，应用领域也将不断扩大，尤

其在医药产品及保健品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潜

力。因此，对黄芪茎叶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变废为

宝，而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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