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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菜和播娘蒿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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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和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 分别系十字花科独行菜属和播娘蒿属植物，其种子入药分别

称为北葶苈子和南葶苈子。现已从 2 种植物中分离得到了异硫氰酸和硫苷类成分，以及强心苷、黄酮、三萜、甾醇、香豆素、

生物碱、酚酸、挥发油、脂肪油、氨基酸等成分。这两种植物对心血管、高血脂等疾病具有显著功效，所含的成分具有降压、

抗癌、细胞毒、抗氧化等药理活性。对独行菜和播娘蒿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行分类汇总和比较，为进一步研究常用

中药葶苈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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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chemical constituents of Lepidium apetalum and 
Descurainia sophia and thei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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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Descurainia sophia and Lepidium apetalum, belonging to Cruciferae (Brassiaceae) family,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and their seeds are commonly called “Nan Tinglizi” and “Bei Tinglizi” in Chinese, respectively. So far large quantity of unique 
glucosinolate degradation products such as isosulfocyanic acids and thioglycosides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the two plants, together 
with other types of active principles, such as cardiac glycosides, flavonoids, terpenoids, sterols, cumarins, alkaloids, phenolic acids, 
volatile oils, fixed oils, and amino acids. The two plants have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a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hyperlipemia, and 
the active principles have entitled the plant to serve several different bioactivities including antihypertensive, anticarcinogenic, 
cytotoxic, and antioxidative effects. This paper reviews in detail the categorization of chemical constituents from  L. apetalum and 
D. sophia and thei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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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是我国传统中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下品，是中医临床上常用的泻肺平喘、利水消

肿重要中药。葶苈子药材来源为十字花科独行菜属

植物独行菜 Lepidium apetalum Willd.（习称“北葶

苈子”或“苦葶苈”）或播娘蒿属植物播娘蒿

Descurainia sophia (L.) Webb ex Prantl.（习称“南葶

苈子”或“甜葶苈”）的干燥成熟种子，《中国药典》

2010 版均将其列为葶苈子正品。在临床上，虽然二

者都作为葶苈子入药，但无论是古代医药学家或是

现代医药科研工作者都一致认为二者存有差异，如

《汤液本草》记载“葶苈，本草虽云治同，甜、苦之

味，安得不异”。现代药学研究人员对它们的药效物

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已从独

行菜和播娘蒿中分离得到了大量结构独特的异硫氰

酸和硫苷类成分，同时分离得到强心苷、黄酮、香

豆素、生物碱、酚酸等成分，多个成分具有降压、

抗癌、细胞毒、抗氧化等药理活性[1]。同时对化学

成分进行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生物活

性，为葶苈子的临床运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对独行菜和播娘蒿

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分类和比较，从而更深

入地认识二者的差异，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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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成分 
现已从独行菜和播娘蒿中分离得到强心苷类、

异硫氰酸和硫苷类、脂肪油类、生物碱类、黄酮类、

酚酸类、香豆素类等化学成分。 
1.1  强心苷类 

从播娘蒿种子中分离得到 5 种强心苷：毒毛旋花

子苷元（strophanthidin，1）、伊夫单苷（evomonoside，
2）、葶苈苷（helveticoside，3）、伊夫双苷（evobioside，
4）和糖芥苷（erysimoside，5）[1-2]；从独行菜种子

中分离得到伊夫单苷[3]。 
1.2  异硫氰酸和硫苷类 

从播娘蒿种子中分离得到一个新的硫苷(1R,6S, 
8R,9S,10S)-9,10-dihydroxy-4-[(4-hydroxy-3,5-dimeth
oxyphenyl) methylene]-8-(hydroxymethyl)-2,7-dioxa- 
5-thiabicyclo[4.4.0] decan-3-one（6），命名为南葶苈

苷（descurainoside）[4]；分得的已知硫苷类成分 6 个，

分别为 3-丁烯基硫苷（gluconapin，7）、3-甲硫丙基硫

苷（glucoiberverin，8）、苯甲基硫苷（glucotropaeolin，
9）、5-氧代辛基硫苷（glucoca- ppasalin，10）、3-羟
基-5-(甲基亚硫酰基)戊基硫苷（11）、3-羟基-5-(甲
基磺酰基)戊基硫苷（12）[5]。 

从播娘蒿种子和地上部分得葡萄糖异硫氰酸酯

（glucosinolates）的降解产物，分别为 3-苯基丙腈

（ 3-phenylpropionitrile ， 13 ）、异硫氰酸烯丙酯

（allylisothiocyanate，14）、3-叔丁基异硫代异氰酸酯

（15）、2-苯乙基异硫氰酸酯（16）、1-cyano-3, 4- 
epithiobutane（17）、5-methylthiopentanitrile（18）、
芥 子 碱 硫 酸 氢 盐 （ sinapine bisulfate ， 19 ）、

4-methylthiobutyl isothiocyanate（20）[6-8]。 
1.3  脂肪油类 

采用气相色谱（GC）和气相-质谱联用（GC-MS）
法，从播娘蒿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10 个脂肪酸类成

分、17 个脂肪烃类成分、42 个挥发性成分，其中顺

式-β-罗勒烯（17.12%～20.1%）、薄荷醇（10.7%～

11.27%）、neoisomenthyl acetate（2.96%～3.5%）、

alloaromadendrene （ 2.28% ） 和 长 叶 环 烯

（longicyclene，2.25%）的量 为丰富，挥发性成分

主要为单萜类和倍半萜类及其衍生物[7, 9-10]。 
采用 GC-MS 法，对播娘蒿种子乙醇提取物中

石油醚萃取出的脂肪油进行化学成分分析，鉴定出

34 个化合物，主要有甾醇类（9.76%）、酸酯（其中

饱和酸酯 12.285%，不饱和酸酯 38.631%）、不饱和

脂肪酸（31.745%）、其余成分如烯醛类、饱和脂肪

酸、芳香环类、萜类、酮及烯醇（4.838%），不饱

和脂肪酸与不饱和酸酯在脂肪油中含量较高[7, 11]。 
采用水蒸气蒸流法提取播娘蒿全草挥发油，分

离鉴定出 51 个化合物，在挥发油中萜烯类化合物

为丰富，主要有大根香叶烯（6.15%）、β-葎草烯

（5.37%）、δ-薄荷烯（4.37%）、β-法尼烯（3.26%）、

4-蒈烯（3.74%）等，而酮、酯、烷类化合物在挥发

油中含量较低（＜1%）[12]。 

独行菜种子中挥发油成分主要为含苯环类成

分，其中以苯乙腈的质量分数 高，苯乙腈中所含

的氰键可能与其平喘功效有关，硫氢酸苄酯类成分

在种类和含量上都明显较南葶苈子少（0.20%），且

质量分数较低；独行菜种子脂肪油中含有大量的不

饱和脂肪酸（44%），其中仅油酸占到了 31.73%。

与播娘蒿种子脂肪油的对比发现，二者脂肪油成分

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13]。 
1.4  生物碱类 

从播娘蒿种子提取物中分离得到一个新天然产

物 4-戊烯酰胺（4-pentenamide，21）[14]。从独行菜

地 上 部 分 分 离 得 到 橙 黄 胡 椒 酰 胺 乙 酸 酯

（aurantiamide acetate，22）、尿嘧啶核苷（uridine，23）、
胸腺嘧啶脱氧核苷（thymidine，24）[15]。 
1.5  黄酮类 

从播娘蒿种子中分离得到的新黄酮类成分有槲

皮素-7-O-β-D-吡喃葡萄糖基(1→6)-β-D-吡喃葡萄

糖苷（25）、异鼠李素-7-O-β-龙胆二糖苷（26）、山

柰酚-3-O-β-D-吡喃葡萄糖基-7-O-[(2-O-反式-芥子

酰基)-β-D-吡喃葡萄糖基(1→6)]-β-D-吡喃葡萄糖苷

（27）、南葶苈素 A（descurainin A，28）；从播娘蒿

种子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有山柰酚（29）、槲
皮素（30）、槲皮素-3-O-β-D-吡喃葡萄糖基-7-O-β-
龙胆二糖苷（31）、山柰酚-3-O-β-D-吡喃葡萄糖基

-7-O-β-龙胆二糖苷（32）、异鼠李素-3-O-β-D-吡喃

葡萄糖基-7-O-β-龙胆二糖苷（33）、山柰酚-7-O-β-
龙胆二糖苷（34）、槲皮素-3, 7-二-O-β-D-吡喃葡萄

糖苷（35）、山柰酚-3,7-二-O-β-D-吡喃葡萄糖苷

（36）、异鼠李素-3, 7-二-O-β-D-吡喃葡萄糖苷（37）、
异鼠李素-3-O-β-D-吡喃葡萄糖苷（38）、异鼠李素

（isorhamnetin，39）和槲皮素-3-O-β-D-吡喃葡萄糖

苷（40），其中化合物 38 对急性髓性白血病和 HL-60
细胞具有细胞毒活性[2, 7-8, 16-18]。从播娘蒿地上部分

分离得到 3 个黄酮类成分，分别为山柰酚、槲皮素

和异鼠李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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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行菜种子 75%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黄酮

类成分有槲皮素、异鼠李素-3-O-β-D-吡喃葡萄糖

苷、槲皮素-3-O-β-D-吡喃葡萄糖苷、槲皮素-3-O-[2- 
O-(6-O-E-芥子酰基)-β-D-吡喃葡萄糖基]-β-D-吡喃

葡萄糖苷（41）、异鼠李素-3-O-[2-O-(6-O-E-芥子酰

基)-β-D-吡喃葡萄糖基]-β-D-吡喃葡萄糖苷（42）、槲
皮素-7-O-β-D-吡喃葡萄糖苷（43）、异鼠李素-7-O-β- 
D-吡喃葡萄糖苷（44）、山柰酚-7-O-β-D-吡喃葡萄

糖苷（45）[19]。 
独行菜种子和播娘蒿种子中的黄酮类成分母核

主要以槲皮素、异鼠李素、山柰酚 3 种为主，并且

其苷类均含有芥子酰基，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独行

菜及播娘蒿两种植物同时作为葶苈子入药的合理

性。但二者含有的黄酮苷类化合物在糖链上有一定

的差异，独行菜种子中的黄酮苷多以单糖苷为主，

播娘蒿种子中的黄酮苷多以二糖及三糖苷为主。 
1.6  酚酸类 

从播娘蒿种子中分离得到一个新苯丙素苷类成

分南葶苈苷 B（descurainoside B，46），系统命名为

1-ethyl ether-(2-O-trans-sinapoyl)-β-D-glucopyranoside；
已知化合物有芥子酸（sinapic acid，47）、3, 5-二甲

氧基-4-羟基苯甲醛（48）、芥子酸乙酯（sinapic acid 
ethyl ester，49）、3, 4, 5-三甲氧基桂皮酸（50）、2, 5-
二甲基-7-羟基色酮（51）、对羟基苯甲醛（p-hydroxy 
benzaldehyde，52）、异香草酸（isovanillic acid，53）、
丁香酸（syringic acid，54）、对羟基苯甲酸（55）
和烟酸（nicotinic acid，56）[2, 4, 8, 16, 20]。 
1.7  类萜类 

从播娘蒿地上部分中分离得到 3 个类萜类成

分，分别为 β-谷甾醇（57）、β-香树脂醇（58）、胆

固醇（59）[9]。从播娘蒿种子分离得到 β-谷甾醇、

胡萝卜苷（daucosterol，60）[8]。 
从独行菜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β-谷甾醇、胡萝卜

苷、委陵菜酸（tormentic acid，61）[15]。从独行菜种子

75%乙醇提取物中也分离到 β-谷甾醇、胡萝卜苷[19]。 
1.8  香豆素类 

从播娘蒿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7 个香豆素类成

分，分别为莨菪亭（scopoletine，62）、东莨菪苷

（scopoline，63）、异东莨菪醇（isoscopoline，64）、
xanthtoxol （ 65 ）、 xanthtoxin （ 66 ）、补骨脂素

（psoralene，67）、bergaptane（68）[9]。 
1.9  其他成分 

从播娘蒿种子中分离得到了两个新的内酯类化

合物和 1 个新的化合物 aryl-8-oxa-bicyclo [3, 2, 1]- 
oct-3-en-2-one ， 分 别 命 名 为 南 葶 苈 内 酯 A
（descurainolide A，69）、南葶苈内酯 B（70）和

descurainin（71）[2]。从播娘蒿种子的乙醇提取物中

分离得到一个新的降木脂素类成分 1, 2-dihydro-7- 
hydroxy-1-(4′-hydroxy-3′, 5′-dimethoxyphenyl)-6, 8- 
dimethoxy-3-naphthalenecarboxylic acid，命名为南葶

苈酸（descuraic acid，72）[21]。从播娘蒿种子提取

物中分离得到 5-羟甲基糠醛（5-hydroxymethyl 
furfural，73）[14]。此外，播娘蒿种子还含有较丰富

的铁、锌、锰、铜等微量元素和多糖类成分[22-24]。

从播娘蒿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15 种氨基酸类成分[9]。 
从独行菜种子 75%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蔗糖

（74）[19]；从独行菜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5-羟甲基糠

醛、丙三醇（glycerol，75）[15]。从这 2 种植物中分

得的新化合物结构见图 1。 
2  药理作用 
2.1  改善心血管功能 
2.1.1  保护心肌  用腹主动脉不完全结扎法制造大

鼠心肌肥厚、心室重构模型，播娘蒿种子水提物对

该模型大鼠具有一定的降低血压作用，改善心肌肥

厚指数，显著降低心肌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内

皮素（ET-1）、血清醛固酮（ALD）及羟脯氨酸（Hyp）
和心肌Ⅰ、Ⅲ型胶原含量，抑制大鼠心肌醛固酮合

成基因 CYP11B1、CYP11B2 的 mRNA 表达水平，

降低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的合成，主要通过

抑制压力负荷性心室重构和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

活，减少神经内分泌因子 AngⅡ、ET-1、ALD 生成

而抑制心肌肥大、心室重构，这可能是播娘蒿种子

直接保护心肌，抑制心肌细胞纤维化的作用机制之

一[25-26]。对压力负荷大鼠血压及左心室心肌及心肌

血管周围胶原，葶苈子水提物 8 g/kg 能显著降低模

型大鼠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减慢心率

（HR）；降低左心室心肌细胞横断面面积（MCCS）、
心肌血管周围胶原面积（PVCA）、心肌组织胶原容

积分数（CVF）（P＜0.05）；葶苈子水提物 4 g/kg 能

显著降低 MCCS、PVCA、CVF（P＜0.05），因此，

葶苈子水提液能减小左心室心肌细胞的横断面面

积，降低间质和血管周围胶原沉积，改善心室重构

大鼠心肌结构[27]。 
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发小鼠、L-甲状腺素诱发大

鼠实验性心室重构模型，给小鼠每天 ig 播娘蒿种子

水提液 6、12 g/kg，连续 7 d，大鼠每天 ig 葶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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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行菜和播娘蒿中的新化合物 
Fig. 1  New compounds from L. apetalum and D. sophia 

水提液 4、8 g/kg，连续 7 d。结果葶苈子水提液 12 
g/kg 可抑制小鼠左心室重构和肥厚，降低心脏指数

和血清血浆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及 Ang Ⅱ的

量（P＜0.05）；葶苈子水提液 4、8 g/kg 均可降低大

鼠心脏指数和 AngⅡ、ALD 及心肌 Hyp 水平（P＜
0.05），因此，播娘蒿种子水提液具有抑制实验动物

心肌肥大、心室重构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

制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及抑制 AngⅡ、ALD 等神经

内分泌因子激活有关[28]。 
2.1.2  改善心血管功能  方志坚等[29]研究了葶苈

苷对野百合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模型大鼠的影响，

结果葶苈苷可以显著降低大鼠右心室收缩压

（RVSP）与右心室舒张压（RVDP）以及肺动脉平

均压（mPAP），这可能是中药葶苈子降低肺动脉高

压的主要机制之一。 
2.2  细胞毒活性 

毒毛旋花子苷元和异鼠李素-3-O-β-D-吡喃葡

萄糖苷显示了极强的细胞毒活性，其中毒毛旋花子

苷元对人低分化胃癌 BGC-823 细胞株、人乳腺癌

MDA-MB-435 细胞株具有显著细胞毒活性，半数抑

制浓度（IC50）分别为 2.25×10−2、0.142 μg/mL，对

前列腺癌 PC-3M-1E8 细胞株、人肝癌 Bel-7402 细

胞株和人宫颈癌 HeLa 细胞株具有细胞毒活性，IC50

分别为 4.48、2.34、0.541 μg/mL；异鼠李素-3-O-β-D-
吡喃葡萄糖苷对人急性白血病HL-60细胞株有细胞

毒活性（IC50＝2.24 μg/mL）[2]。 
苯甲基硫苷可阻断动物体内 I 相酶（如 CYP

酶），使致癌物不能生物转化，从而起抗癌作用，具

有抗癌作用[5]。独行菜种子中分离得到伊夫单苷，

细胞毒活性研究显示对胃癌、结肠癌、肝癌 3 种癌

细胞株具有细胞毒活性， IC50 分别为 3×10−3、

3×10−2、1.24 μg/mL[3]。 
2.3  止咳平喘 

独行菜种子中黄酮类成分对血小板激活因子

（PAF）诱导的家兔中性粒细胞（PMN）黏附具有抑

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黄酮类质量浓度的升高有

增强的趋势；同时对洗涤的家兔血小板（WRP）聚

集及黏附也具有抑制作用，且该作用随质量浓度升

高有增强的趋势，因此认为独行菜种子总黄酮提取

物具有拮抗 PAF 的作用，这可能是葶苈子止咳平喘

的作用机制之一[30]。 
2.4  利尿 

对采用腹主动脉缩窄法建造的充血性心力衰竭

大鼠模型，播娘蒿种子高、中剂量组能显著增加充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第 36 卷 第 3 期  2013 年 6 月 

 

- 239 -

血性心力衰竭大鼠排尿量，与模型组比较差异非常

显著（P＜0.01）；葶苈子高、中剂量组尿 Na+、Cl−

排出量较模型组明显增加（P＜0.01），高剂量组 K+

排出明显减少（P＜0.05），播娘蒿种子具有显著的

利尿作用，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肾小管对 Na+、

Cl−1和水的重吸收，从而促进Na+、Cl−和水的排出[31]。 
2.5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对氢溴酸东莨菪碱造成小鼠记忆获得障碍，播

娘蒿籽油可减少小鼠跳台和避暗错误次数，并能增

加小鼠脑组织乙酰胆碱（ACh）含量和胆碱乙酰转

移酶（ChAT）活性，同时降低脑组织乙酰胆碱酯酶

（AchE）活性，有助于小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改

善，故播娘蒿籽油可以显著促进小鼠记忆[32]。 
播娘蒿籽油对小鼠强迫悬尾造成的抑郁症状有

一定的效果，在小鼠强迫游泳实验中，能明显缩短

游泳不动时间；能明显增强 5-羟色胺酸（5-HTP）
诱导的甩头行为，在小鼠抗利血平拮抗实验中，对

利血平造成的小鼠眼睑下垂及体温下降也表现出一

定的拮抗作用[33]。 
2.6  调血脂 

对高脂饲料建立的饮食性高脂血症模型大鼠，

每天分别 ig 2.5、5 mL/kg 的播娘蒿种子醇提物和 5、
10 mL/kg 的播娘蒿籽油，与不用药的高脂对照组比

较，播娘蒿种子醇提物、播娘蒿籽油的调血脂作用

与阳性对照药烟酸相近，能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鼠

的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水平及 LDL-C/HDL-C 比值，可

显著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及

HDL-C/TC 比值。因此认为播娘蒿种子醇提取物和

播娘蒿籽油对饮食性高脂血症大鼠具有调血脂的 
作用[34]。 
2.7  其他作用 

有研究表明播娘蒿籽油高剂量实验组与老龄鼠

对照组比较，小鼠肝匀浆丙二醛含量较低（P＜
0.05），而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显著增高（P＜
0.01）；播娘蒿油高、中剂量组的雌、雄果蝇的平均

寿命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显著延长（P＜0.01），因

此，播娘蒿籽油对果蝇和小鼠的衰老有延缓作用[35]。

此外，独行菜籽油具有抗氧化活性[36]。 
3  结语 

葶苈子具有多类化学成分和多方面的药理作

用，虽然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不够，对其具有强心活

性的甾体类成分以及具有独特结构的异硫氰酸和硫

苷类成分研究还不够深入，获得的化合物数量也不

丰富，其用来治疗肺源性心脏病以及咳喘的作用机

制还不明确。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其来源植物播娘

蒿和独行菜的化学成分既有相同之处，但是同类成

分的含量还是有差异的，因此还需要更细致的定量

检测以阐明其差异。 
此外，对葶苈子含有的多糖类成分研究还未见

报道，这些都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将其开发为

创新药物是今后的重要方向。对于其传统药理作用

止咳平喘、利水消肿功效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需要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现代代谢组学等技术，

对其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

丰富葶苈子的中医药学理论，指导中医临床合理、

科学用药。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葶苈子在调血脂、

抗癌、抗菌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药理活性，也有待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尤其葶苈子中脂肪油类成分含量

高，且调血脂药理活性明显，值得进一步开发；对

于葶苈子的地上部分也应进行研究，可以合理开发

中药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同时也可扩大新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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