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 风 近 年 研 究 概 述
南京中医学院 � ��  �� � � 马 红

抽要 对中药防风近�年在植物资源
、

化学成分
、

中药鉴定
、

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综

述
,

较全面地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外防风研究的现状
。

中药防风
、

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 》
,

列为上品
。

味辛甘
,

性温
。

具发表
、

祛风
、

胜湿
、

止痛之功效〔
�〕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对其进行深层次地研究
,
已取得 长 足

进展
。

现将近年来防风的研究作一概述
。

� 资源研究

王建华等〔�〕通过调查我国 �� 个省市防风使用情况
,

查明目前这些地区大多使用 伞形科植

物防风�� �
� � �� �寿�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抽花茎植株的干燥根
,

与 � � � � 年

版《中国药典 》收载之防风相同
。

但其中云南
、

四川
、

河南
、

青海等地尚将伞形科另外 �� 种

植物的根作防风使用
。

王建华据产地和使用习惯
,

将防风类药材分为 �类
。

�
�

� 北防风类
� 包括正品防风及河北怀安县产的硬苗防风

,

后者为绒果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根常充防风销售湖南等省
。

�
�

� 水防风类
�

河南水防风为该省防风习 用品
,

为宽曹岩风 � 泣��
� �� 沁 ��� ��� 妙��’加 � �一

�� �� ��� �
�

� 山西运城产水防风
,

其原植物亦为上种 , 而陕西产
“
水防风

”
为华 山 前 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 防风类
� 云南使用竹叶防风与松叶防风

,

前者为竹叶西风芹� �� �� 艺从
。��’� � � ��   

,

后者为松叶西风芹�
�

夕。� � � � �  � � � � �  ! �
� 。

�
�

� 川防风类 四川东部地区仗用的川防风
,

习称竹节防风
,

为竹节 前胡 尸
�

�沁�� �。 � “,二

� � � � � � � � ��   � 而四川万县地区尚有一种同样称作
“
竹节防风

”
的药材

,

原植物为华中

前胡
,
�

�

二 � �‘� “。 � � � �
。

�
�

� 西北防风类
�

青海与甘肃
、

宁夏的某些地区以葛缕子� ��
。。 �� 口� �

�

的根作防风用
,

当地称小防风或马英子
。

此外
,

尚有杏叶防风 � ‘。夕‘� � ��� � � � � � ��� 。� 。 � ��  � � � � � �
�

及

田葛缕子�
�

�“�� � �� “姗 � � ���
�

的根常混杂于当地产防风药材中
。

桂镜生等〔�〕收集了云南省各种称为防风的 �� 种中草药
,

即竹叶防风
、

松叶防 风
、

杏叶

防风
,

绣球防风
、

大叶防风
、

广防风
、

云南牛防风
、

川防风
、

小竹叶防风
、

白花 防 风
、

串

枝防风
,

对它们的来源
、

分布
、

本草记载
。

功效及临床应用作了研究
,

指出除 竹 叶 防风和

松叶防风的功效与正品防风基本一致
、

可作防风用外
,

其余数种虽名称为防风
,
但其品种无

论在植物亲缘方面还是在性味功效方面都与正品防风相去甚远
,

不应作防风使用
。

防风的栽培研究近年来多有振道
�
阎王凝〔。和王年鹤等〔

“〕报道了防风的主要栽培 地 区

山东
、

江苏等地的不同栽培方法
,

并将栽培品与野生品的品质进行了比较
,

证明栽培品虽外

形上有所变化
,

但在化 学成分
、

药理作用等方面与野生品基本相同
。

高凤兰等〔� 〕
、

哈 永年

等〔�〕则分别对黑龙江省的关防风野生转家种进行了研究
,

认为生长期�年以上的栽培品 与野

生品质量相近
,

而少于 �年的栽培品不宜药用
。

盛世红等〔幻报道 了防风原生质 体 的 培 养 成

功
,

为采用遗传和细胞融合等生物技术对防风进行品种改良打下基础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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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化学成分

王建华等〔,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并测定了防风中�种色原酮的含量
,

显示其含 量

具下列规律
�
升麻素贰� �一氧甲基维斯阿米醇� 升麻素� 亥茅酚贰

。

并比较了防风与母防风

�防风抽花茎植株的根 �的色原酮含量差别
,

结果表明母防风中的含量较防风为低
。

金光沫

等〔�� 〕在防风根茎甲醇提取物中分离到 �� 个结晶
,

分别鉴定为日一谷街醇
、

香柑内醇
、

亥茅酚
、

胡萝 卜贰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一� 一甲基维斯阿米醇
、

升麻素
、

庶糖
、

� 一� 一日一� 卜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环一� 一 � �� � � �� �� �� ��� � ��
、

甘 露醇
。

在防

风果实的研究中〔� �〕
,

由果实挥发油中分析鉴定出�� 种化学成分
,

菇类化合物是其主要成分
,

此与防风根挥发油主要成分的种类及含量差别很大
。

关于地区习用品的化学成分研究
,

阎玉凝等〔� �〕对竹节前胡
、

华中前胡等从提取分 离
、

晶体鉴定
、

薄层比较
、

挥发油薄层检识等方面进行了实验
,

结果表明两者在化学成分上比较

接近
,

但与正品防风有较大区别
。

日本马场含再江�� ”〕报道了从云 防风中分离出聚 乙炔类�人

参醇 �及 �
、 �种香豆素 , 川防风中则分离出多量毗喃香豆素而不含聚乙炔类化合物

。

� 生药鉴定

王建华等〔�‘ �� 〕在查明我国的商品防风来源于伞形科 �� 种植物的基础上
,

对此 �� 种 植 物

进行 了形态组织学研究
,

编写了各种防风的性状与显微特征检索表
。

薄层层析配 以紫外检测

法进行防风的理化鉴定〔
‘�, �� 〕,

已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中药材和 中成药中防风的鉴别
,

其优 点

是方法简便
,

特异性强
。

防风原植物染色体核型研究也有报道〔�“〕
,

其核型种类为 ,’� �
”
型

,

此为鉴别防风真伪提供了有效工具
。

傅湘琦等〔� �〕在电镜下观察了防风横断面结构
,

探 索 用

电镜扫描法掌握防风的组织超微结构
,

为形态学鉴定提供依据
。

� 药理研究

药理研究表明
,

防风具解热
、

镇痛
、

镇静
、

抗炎
、

抗过敏
、

抗惊厥
、

抑菌和增强机体非

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作用
。

部分地区的防风习用品亦有类似作用
。

�
�

� 解热作用
�
防风对用伤寒副伤寒甲乙三联菌苗或酵母或蛋白殊致热大鼠均有明显降温作

用 〔�“一� �〕
,

对伤寒副伤寒甲菌苗精制破伤风类毒素混合制剂致热家兔亦有明显解热作用〔�”�
。

但亦有报道用三联疫苗致热家兔进行防风解热实 验〔�� 〕
,

经灌胃或肌注 均未能使致热家兔降

温
。

�
�

� 镇痛作用
�
用醋酸扭体法

、

热板法
、

鼠尾温裕法分别对小鼠进行镇痛实验〔�� 一� �〕
,

多

篇文献报道防风对化学刺激及热刺激引起的疼痛均有明显镇痛作用
,

且起效较快
。

王建华进

一步对防风镇痛机理进行研究〔�“〕
,

表 明其镇痛部位主要在中枢
。

�
�

� 镇静作用
�
对戊巴比妥闭下睡眠剂量影响及对小鼠自发活动影响的试验显 示〔��

,
�们 ,

防风有显著的镇静作用
。

�
�

� 抗炎作用
�
在用巴豆油涂耳致炎试验中〔

“�, � �, �� 〕,

防风能明显抑制小鼠耳廓肿胀
,

说

明防风具抗炎作用
。

李淑莹〔
� “〕尚观察了防风对大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

试验 表 明

防风 对醋酸引起的炎症亦有明显抗炎作用
。

�
�

� 抗过敏作用
�
防风具明显抑制�

, � 一二硝基氯苯 � � � �� �所致迟发型超 敏 反 应 的作

用
,

并能明显降低致敏豚鼠离体气管及 回肠平猾肌过敏性收缩〔
, 。

。

但桂镜生等 〔�� 〕报道
,

在试验中
,

未见防风对致敏豚 鼠离体气管平滑肌过敏性收缩有明显抑制作用
。

�
�

� 抗惊厥作用
� 王风仁等〔

� �〕在小鼠皮下注射戊四哇或士的宁致惊厥
,

试验中防风不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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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惊厥的发生率
,

仅能使惊厥发生潜伏期延长
、

生存时间延长
,

而对电惊厥则无对抗作用
。

�
�

�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唐荣江等〔�。的试验表明防风有明显提高正常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功

能的作用
,

此与以往报道一致�� �〕
。

但桂镜生等〔� �〕的试验未见此结果
。

�
�

� 其它药理作用
� 用平板法进行体外抑菌试验〔�‘〕,

示防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型溶血性链

球菌
、

肺炎双球菌及产黄青霉
、

杂色曲霉等有抑菌作用 , 防风尚能抑制离体兔肠肌的收缩〔� �〕
。

�
�

� 急性毒性试验
�
文献报道不一

,

王建华〔� 。〕
,

唐荣江〔�� 〕按简化机率单位法计算� �
。。,

前者为 � �
�

� � 士 �
�

� � � � � � , 后者为� ��
�

� 士 � �
�

� � � � �
,

李淑蓉〔� �〕用改 良寇氏法计 算
,

L D
。。

为30046土76
.
57m g /k g

。

桂镜生c21〕按孙氏点斜法计算
,

L D
。。

为216
.5士 5

.
59/ k g

。

4

.

10 防风代用品的药效学比较研究
: 王建华等〔2。〕报道母防风解热镇痛作用不及防风

,

但

毒性较小
,

认为临床可加量使用以获较好疗效, 松叶防风和竹叶防风解热镇痛作用较强
,

毒

性较小
,

是较为合适的防风代用品, 河南水防风和川防风的解热镇痛作用介于防风与母防风

之间
,

但毒性较强
,

以慎用或少用为宜 , 青海小防风解热镇痛较果均较差
,

不宜作为防风代

用品
。

桂镜生等〔2‘〕从解热
、

镇痛
、

镇静
、

抗炎
、

抗过敏
、

非特异性免疫及毒性等方面 对云

南竹叶防风与正品防风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竹叶防风在以上诸方面作用均与防风相似
,

且

毒性较小
,

亦认为是较理想的防风品种
。

王风仁等〔22 〕对山东栖霞县所引种的防风与当地 野

生防风的主要药理作用和毒性进行了比较
,

表明引种防风的解热
、

镇痛和抗惊厥作用与野生

防风基本相似
。

L D

。。

测定表明直播者毒性较大
,
扦播者次之

,
野生者毒性最小

,

故认 为 引

种防风完全可 以代替野生防风使用
。

5 临珠应用

传统中药防风
,

古人云其
“
主大风

” 、 “
为风病之主药

” 。

目前临床使用防风
,

依然主

要用于风邪所致各类疾病
。

近5年
,

防风临床应用
,

均为配入复方使用
。

所治疾病涉 及 内
、

外
、

妇
、

儿
、

伤
、

皮肤
、

五官
、

眼
、

口腔
、

肛肠等科别约计98 个病种
。

在各科中
,

皮肤科使

用频率最高
,

且多作主药; 在病种中以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所致的疾病应用尤多
。

风淫肌肤则

痒
,

防风对治疗尊麻疹
、

湿疹
、

神经性皮炎
、

银屑病
、

皮肤痛痒症等以痛痒为主症的皮肤病

疗效颇佳
。

在内科防风则主要用于感冒
、

关节炎及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
,

前者为外感风邪
,

后者乃肝风侮脾所致
,

故使用防风每易取效, 此外防风在治疗肾病
、

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也

日益增多
。

防风对小儿则着重在治疗呼吸道感染
,
急性者用之祛风发表

,
更多的则是用防风

配黄茂等药固表祛风
,
预防体弱儿反复上感

。

防风在五官科主要用治过敏性鼻炎
、

复发性口

炎
。

防风还常与清热解毒药配伍治疗疮疖
、

急性阑尾炎
、

结膜炎
、

中耳炎
、

鼻窦炎等急性炎

症 , 利用防风祛风止痛之效
,

内
、

外伤科各种治痛方剂中亦常配用
。

临床使用防风
,
根据病

情
,

除内服外
,

诸多文献均报道了外用亦具良好疗效
,
如敷贴

、

熨烫
、

薰洗
、

涂擦
、

吹鼻
、

超声雾化
、

灌肠等法
。

外用防风
,

不仅可治疗体表及骨节疾病
,

且对内脏病疗效同样显著

在剂型上
,

除应用传统的丸散汤剂外
,

片剂
、

合剂
、

冲剂
、

糊剂
、

搏剂
、

霜剂
、

精 丸
、

糖

桨
、
口服液

、

油膏等亦广泛使用
,

以适应不同的疾病
,

提高疗效
,

方便病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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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肾上腺素
,

四氧嗜陡
、

葡萄糖引起的小鼠血糖升高均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

由于女贞子果皮

中齐墩果酸含量高达 14 %
,

而齐墩果酸又有明显降血糖作用
,

因此推测齐墩果酸是女贞子降

血糖的主要成分〔18 〕
。 ’

3

.

4 抗衰老作用
: 赵瑛等揭示了女贞子抗衰防老机制

,

以对高龄鼠脑的过氧化脂质 (M D A )

的形成和高龄小鼠肝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为研究内容
,

他们将女贞子与维生素 C 作了

对比
,

结果
,

女贞子抑制M D A 的形成高于维生素C
,

且提高SO D 活性也比维生素C 强
,

说

明
:
女贞子具有 一定的抗衰防老作用〔

1幻
。

3

.

5 保肝作用
:
殷玉生等报导

,

女贞子生品
,

酒灸品
、

酒拌炒品
、

酒热品
、

清蒸品以 及 齐

墩果酸溶液
,

均能降低血清牛SG P T 值
;
将齐墩果酸和不同炮制品进行 比较

,

结果证明
,

除

齐墩果酸降低作用最强外
,

以齐墩果酸含量最高的酒蒸品降低血清中SG P T能力最佳
,

保肝

作用最强〔8〕
。

3

.

6 抑制突变作用
: 王郑选等对女贞子抗诱变效应的研究表 明

,

应用果蝇SL R L 试 测法
,

结

果环磷酞胺和乌拉坦能使果蝇致死突变明显升高
,

女贞子对它们有显著的抑制突变作用〔20 〕
。

3

.

7 对变态反应的抑制作用
:
戴岳等对女贞子作了变态反应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女 贞 子煎

剂能够对 I
、

I

、

F 型变态反应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21 〕
。

3

.

8 其它
:
李文明等人通过对四子汤的拆方实验研究

,

表明女贞子能使正常家兔眼 压 有轻

微下降
,

但不能阻止水负荷所致的兔眼压升高。幻
。

傅乃武等研究发现
,

女贞子能够对抗H P D

的光争化作用
,

体内应用能够明显减轻H P D 对小鼠的皮肤光敏反应〔“3〕
。

杭秉茜等研究表明
,

女贞子及其有效成分齐墩果酸对环磷酞胺及氨基甲酸 乙酷引起的染色体损伤有保护作用〔24 〕
。

彭悦等报道〔2“〕女贞子209 粗粉/只
,

对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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