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第 34 卷 第 4 期  2011 年 8 月 

 

- 298 - 

南沙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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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沙参是常用中药，具有养阴清肺，化痰，益气的功效，用于肺热燥咳，阴虚劳嗽，干咳痰黏，气阴不足，燥热口

干。现代研究证明，南沙参含有多糖、β-谷甾醇及其衍生物、三萜、磷脂等多种成分，并具有免疫调节、抗辐射、抗衰老、

清除自由基、保肝等多种药理作用。通过查阅整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南沙参化学成分研究和活性研究文献，对南沙参的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综述，以便于更好地对南沙参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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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参在历代本草中都有记载，《本草从新》首次

把沙参分为南沙参和北沙参。中国药典规定南沙参

为桔梗科植物轮叶沙参 Adenophra tetraphylla 
(Thunb. Fisch.) 或杏叶沙参 Adenophora stricta Miq. 
的干燥根。春、秋二季采挖，除去须根，洗后趁皮

鲜刮去粗皮，洗净，干燥。南沙参在我国分布很广，

以贵州产量最大，四川其次，另外云南、湖北、河

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新疆、内蒙古、江

苏、浙江、安徽、黑龙江、吉林等地均有出产。南

沙参性甘，微寒。归肺、胃经，养阴清肺，化痰，

益气，用于肺热燥咳，阴虚劳嗽，干咳痰黏，气阴

不足，燥热口干。内服，9～15 g，不宜与藜芦同用。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南沙参化学成分、药理作用

制剂工艺[1-2]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

成果，现综述如下。 
1  化学成分研究 

沙参属植物化学成分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

代，从 80 年代起，人们对该属植物化学成分进行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 
1.1  多糖类 

陈谦等[3]研究发现，南沙参根中含有大量南沙参

多糖（RAPS），进一步分离得到两个均一的多糖成

分（AP-1、AP-3），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83 000、
63 000。组分分析表明，AP-1 为葡聚糖，AP-3 为葡

萄糖、鼠李糖、阿拉伯糖、葡萄糖醛酸比例为 5∶1∶
1∶3 的杂多糖。 
1.2  β-谷甾醇及其衍生物 

沙参属植物普遍含有这种成分，现已从南沙参

根中分离出了 β-谷甾醇（β-sitosterol）、7α-羟基-β-

谷甾醇（ ikshusterol）、 β-谷甾醇棕榈酰酯（ β- 
sitosteryl-palmitate）、十八酸 -3-β-谷甾醇酯（ β- 
sitosteryl octadecanoate）、胡萝卜苷（daucosterol）、
棕榈酰胡萝卜苷（daucosterol-6-O-palmitoyl）[4-6]。 
1.3  三萜类 

目前研究表明，南沙参的三萜类化合物主要以

四环三萜和五环三萜的形式存在，如蒲公英萜酮

（taraxerone）、羽扇豆烯酮（lupennone）、木栓酮

（friedelin）、羽扇豆烯醇醋酸酯（lupeol acetate）、环

阿屯醇醋酸酯（cycloartenol acetate）、α-香树脂醇醋

酸酯（α-amyrin acetate）、山梗菜酸-3-氧-异戊酸脂

（sessilifolic 3-O-isovalerate）[7]。 
1.4  酚苷类 

Kuang 等[8]从轮叶沙参根中分离出了沙参苷 I、
II、III（shashenosides I、II、III）。这类化合物还有

紫丁香苷（siringinoside）、3-甲氧基苯四酸-4-β-D-
葡萄糖苷。 
1.5  磷脂类 

磷脂对维持生物膜结构的完整与功能以及对人

体生理机能有重要意义。沙参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磷

脂。许益民等[9]对南北沙参磷脂成分进行了薄层色

谱分析，首次报道南沙参含有磷脂酰胆碱和磷脂酰

乙醇胺等，两种沙参磷脂组分基本相同，但北沙参

总磷脂量约为南沙参 2.5～3.2 倍，这为科学评价沙

参的滋补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1.6  其他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南沙参的认识也

越来越全面，发现其中还含有亚油酸（linoleic acid）、
香草酸、γ-松节油烯、莰烯、桉油精、樟脑、乙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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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脑酯、四氢萘、1-环己基-3-甲基苯以及微量元素

和氨基酸[10]。 
2  药理作用 
2.1  免疫调节作用 

南沙参水煎浓缩液 1 g/mL，每日一次对小鼠 ip 
0.5 mL/只，连续 6 d，可提高小鼠细胞免疫和非特

异性免疫，且可抑制体液免疫，具有调节免疫平衡

功能[11]。 
RAPS 对小鼠肺癌病变引起的超氧化歧化酶

（SOD）含量减少、谷胱甘肽过氧化物（GSH-PX）

活性降低有明显的保护和恢复作用[12]。 
2.2  抗辐射作用 

RAPS 对 Wistar 大鼠 ig 0.5～2 g/(kg·d)，连续

14 d，于第 15 天采用 60Co γ 射线一次性全身照射

（8.0 Gy），72 h 后进行抗氧化功能等指标测定；另

一批大鼠，ig RAPS（剂量同上）后，于第 15 天采

用 60Co γ射线一次性全身照射（6.0 Gy），观察照射

后 50 d 存活率。实验表明 RAPS 可减轻大鼠 60Co γ
射线辐射损伤，提高 50 d 存活率。可使大鼠血清丙

二醛（MDA）减少，GSH-PX 增加，红细胞 SOD
回升[13-14]。 

RAPS 对 60Co γ射线照射后的遗传损伤也有一

定的拮抗作用。小鼠用 60Co γ射线照射前，分别给

予生理盐水（NS）及 RAPS（2 000 或 1 000 mg/d）
7 d，观察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外周血淋巴细胞微

核数及精子形态。结果表明，RAPS（2 000 或 1 000 
mg/d）能使受 6.0 Gy 60Co γ射线照射后的小鼠染色

体畸变率、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数以及精子畸变率

降低，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15]。 
2.3  抗衰老作用 

对老龄小鼠连续 20 d ig 给予 1.0 g/kg RAPS，
可明显抑制血清中 MDA 的产生及肝、脑组织中脂

褐素的形成，同时降低小鼠单胺氧化酶的活性；且

提高老龄小鼠红细胞中 SOD 及全血中 GSH-PX 的

活性，小鼠血清中睾酮的量也有所提高。RAPS 还

可延长果蝇的寿命，提高其活性[16]。 
孙亚捷等[17]考察了用药前后老龄小鼠肝、脑脂

褐素、血中皮质醇、睾酮的量和肝、脑中单胺氧化

酶活性变化以及多糖对老龄小鼠体内 SOD、MDA、

GSH-PX 和体外清除氧自由基作用。结果表明 1.0 
g/kg 南沙参多糖能够降低老龄小鼠肝、脑脂褐素含

量，增加睾酮的量，并且降低单胺氧化酶活性，具

有抗衰老作用。 

2.4  改善学习记忆障碍的作用 
采用小鼠跳台法，ig 给予 RAPS 500～2 000 

mg/(kg·d)，连续 15 d，测定其对学习记忆能力的影

响。结果表明 RAPS 对东莨菪碱、亚硝酸钠、乙醇

引起的小鼠学习记忆的损害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可对抗乙醇引起的小鼠脑中 MAO-B 活性升高，

MDA 增加以及 SOD 减少[18-19]。 
2.5  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化学致癌物使癌细胞在机体产生自由基，后者

能够启动癌基因表达、突变，使大量的脂质蛋白过

氧化以及 DNA 分子发生交联反应，从而使细胞器、

细胞核及染色体发生损伤，进一步破坏细胞膜，产

生大量的脂质过氧化产物，破坏细胞膜的结构和功

能，从而诱导癌变。 
李泱等[20]选用 Lewis 肺癌瘤株感染小鼠，制成

肺癌模型。观察南沙参多糖对 SOD、MDA 和

GSH-PX 的影响及体外对羟自由基和超氧自由基的

清除作用。结果表明，南沙参多糖对小鼠肺癌病变

引起的 SOD 和 GSH-PX 活力下降有保护和恢复作

用，并且使 MDA 下降，减轻损伤。体外实验对超

氧阴离子，尤其是危害性极大的羟自由基有直接的

清除作用。 
2.6  保肝作用 

梁莉等[21]观察南沙参多糖治疗慢性乙型病毒

性肝炎患者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对 60 例慢性乙型病

毒性肝炎患者分组观察治疗，总疗程均为 24 周，结

果表明南沙参多糖的安全性好，不良反应少。本研

究结果显示南沙参多糖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有较好

的保肝、降酶、改善肝炎患者临床症状等作用。 
2.7  其他 

沙参还有强心、祛痰、抗真菌作用[6]。 
3  结语 

南沙参在我国分布广泛，而且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就开始研究，随着对南沙参提纯分离方法的提高，

对其药理作用的深入的研究，对其认识也更加深入，

但是仍然有一些作用机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因

此对南沙参更加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对其更好的开发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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