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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鸡血藤的研究进展

赵庆芳
1
,夏　泉

2
,孔　杰

3
,魏进文

1*
,鲁润华

3
,汪汉卿

3 

( 1.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 ,北京 100085;　 3. 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OSSO国家重点实验室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对来源于 4种植物的商品鸡血藤进行了生药性状描述 ,并对其进行了化学成分及生理活性的综述 ,为正确

使用鸡血藤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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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血藤为豆科植物密花豆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

的干燥藤茎 ,因采收割断时有赤如鸡血的汁液渗出 ,药用藤

茎而得名 ,为较常用中药。 性苦、甘 ;味温 ,具有补血、活血通

络之功效 [1] ,由于此树生长期长 ,市场上常有伪品出现。据调

查 [2] ,鸡血藤的来源极其复杂 ,至少有 15种 ,常见的主要有:

红藤 Sargentodoxa cuneata ( O liv ) . Rdhd. et. Wils.、鸡血

藤 Spatholobus suberectus Dunn.、香花崖豆藤 Millettia diel-

siana Harms.和常春油麻藤 Mucuna sempervirens Hemsl. ,

由于外观形态上较相似 ,导致中药材市场混乱。因此 ,很有必

要对商品鸡血藤进行鉴别 ,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

笔者对以上 4种易混的中药材进行了生药性状描述 ,并

对其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进行了总结 ,为保证临床用药安

全、有效提供科学依据。

1　生药性状

1. 1　鸡血藤:为豆科植物密花豆的干燥藤茎 ,藤茎呈扁圆柱

形 ,稍弯曲 ,表面灰棕色 ,栓皮脱落处呈红棕色 ,质坚硬 ,难折

断。截面上有多数导管孔 ,不规则排列 ,韧皮部有树脂状分泌

物 ,呈黑棕色。

1. 2　红藤: 别名大活血、血藤、大血藤等 ,属木通科植物 ,藤

茎呈圆柱形 ,略弯曲 ,表面灰棕色 ,横断面皮质部红棕色 ,木

质部黄白色 ,导管呈细孔状 ,排列不规则。

1. 3　香花崖豆藤:为豆科植物 ,藤茎呈圆柱形 ,表面灰褐色、

粗糙 ,栓皮鳞片状 ,横切面外侧淡黄色 ,内侧分泌物呈黑褐

色 ,导管放射状排列呈轮形。

1. 4　常春油麻藤: 为豆科植物 ,藤茎呈圆柱形 ,表面黄褐色、

粗糙 ,横切面韧皮部具树脂状分泌物 ,棕褐色 ,木质部灰黄

色 ,导管放射状排列。

2　化学成分

　　鸡血藤植物为传统常用中药 ,早在 1989年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物研究所林茂研究员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分离出 18

个化合物 ,多为异黄酮 [3 ]。 并测定其含金属元素为 (μg /g ): K

2 069. 0, Na 1 529. 2, Mg 749. 9, Ca 1 658. 1, Fe 211. 2,

Mn 165. 2, Cu 4. 3, Zn 18. 0, Zn /Cu 4. 2[4 ]。 赵春贵等报道

了可溶性硅的含量为 340μg /g [5]。由于该植物伪品较多 ,刘玉

琴等研究了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来控制鸡血藤的质量标

准 [1 ]。

对红藤植物研究较多 ,从中分离出 15种化合物 ,无黄酮

类化合物 ,多为酚苷类化合物 [6～ 9]。

香花崖豆藤为中药鸡血藤的主要来源之一 ,王瑞等从中

分离到 14个化合物 ,多为异黄酮和异黄烷 [10, 11]。曾仲奎对该

植物种子中的糖蛋白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12] ,确定了凝集素

的组成。

对常春油麻藤植物化学成分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左旋

多巴 ,同时还从中分离到 3种黄酮苷类化合物 [13]。 4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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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化合物见表 1。

表 1　 4种植物中的化合物

植物 类型 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参考

文献

鸡
血
藤

红
藤

香
花
崖
豆
藤

常
春
油
麻
藤

黄
酮
类

酚
类

三
萜
类

蒽
醌
类

三
萜
类

木
脂
类

酚
苷
类

多糖类

有机酸

黄
酮
类

　糖蛋白

氨基酸

黄
酮
苷
类

1 刺芒柄花素 ( f ormonoetin )

2 芒柄花苷 ( ononin )

3 樱黄素 ( p ru net in)

4 阿夫罗摩辛 ( af rormosin)

5 卡亚宁 ( cajinin)

6 甘草查耳酮 ( licochalcone A)

7 四羟基查耳酮

8 大豆黄素 ( daidzein)

9 9-甲氧基香豆雌酚 ( 9-methoxycoumest rol )

10 表儿茶精 ( c-) epicatechin

11 3, 7-二羟基 -6-甲氧基二氢黄酮醇

12 异甘草素 ( is oliqui riti genin)

13 原儿茶酸 ( p rotocatech uic acid)

14 苜蓿酚 ( medicagol)

15 β-谷甾醇

16 胡萝卜苷

17 7-酮基 -β-谷甾酮

18 表木栓醇 ( f ried elan-3 β-ol )

19 (s tig mas t-5-ene-3 β , 7α-diol )

20 ( 5α-s tigmas tane-3β , 6α-diol)

1 大黄素

2 大黄素甲醚

3 大黄酚

4 β-谷甾醇

5 胡萝卜苷

6 崩大碗酸 ( madasiatic acid )

7 无梗五加苷 D

8 ( li riodend rin)

9 (+ ) -dih ydroguaiaretic acid

10 红藤苷

11 毛柳苷 ( salid roside)

12 香荚兰酸

13 原儿茶酸

14 对 -香豆酸 -对 -羟基苯乙醇酯

15 蔗糖

16 硬脂酸

1 刺芒柄花素 ( f ormononetin)

2 阿弗洛莫生 ( af rom osin)

3 奥刀拉亭 ( odoratin)

4 毛蕊异黄酮 ( calycosin)

5 大豆黄素 ( daidzein)

6 8-甲雷杜辛 ( 8-O-methyl reyusin)

7 ( is o-sativan)

8 ( is o-mucromatol)

9 (pendulone)

10 (vest it ol)

11 野靛黄素 ( ps eudobapt igenin)

12 美皂异黄酮 ( bioch anin A)

13 异甘草素 ( is o-liquiriti genin)

14 染料木素 ( genis tenin)

15 岩豆凝集素 ( M CL)

1 左旋多巴 ( L-dopa)

2 ( 8-C-α-L-arabinosylluteolin)

3 ( 6, 8-di-α-L-arabonosylapigenin)

4 ( is oorien tin )

3

14

6

9

6

7

8

15

7

8

9

7

6

10

11

12

16

13

3　药理活性

　　鸡血藤在民间常用来治疗腰膝酸痛、麻木瘫痪及月经不

调等疾病 ,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属理血药。乙醇提取物具有

扩张血管作用。 以安妥明为阳性对照药 ,鸡血藤对动脉粥样

硬化病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采用造血祖细胞体外培养技术 ,

鸡血藤煎剂对化疗引起的贫血指数下降有升高作用 ,可通过

多途径激活造血系统。 30例恶性肿瘤患者在化疗同时口服

鸡血藤煎剂 ,结果显示 ,白细胞下降缓慢 ,并无毒副作用。

70%乙醇浸膏对环磷酰胺 60Co照射所致小鼠外周血白细胞、

红细胞及血小板下降有明显保护效果。鸡血藤注射液对小鼠

均有一定的抗早孕作用 [17 ]。

红藤具有清热解毒 ,活血通经以及祛风除湿等功效 ,主

治风湿痛、筋骨痛和闭经等 ,临床曾用其复方治疗急性阑尾

炎 ,能使腹痛、触痛及肌张力消失 ,为解毒药。 红藤多糖可明

显提高动物耐缺氧能力 ,能显著增加心脏正常搏动及颤动的

离体豚鼠冠脉流量 ,对离体猪冠状动脉也有直接扩张作用 ,

且能提高小鼠血浆中 cAM P水平 [18]。 红藤水提物可使实验

性心肌梗死家兔和狗已抬高的 ST段显著下降 ,改善结扎冠

脉左前降支所致的心肌乳酸代谢紊乱 ,并缩小心肌梗死范

围 [19, 20] ,可抑制大鼠血栓形成 ,提高兔血浆 cAM P水平 ,但

不提高血小板内 cAMP水平 [21]。

香花崖豆藤具有行血补血、通经活络、强筋骨之功效 ,主

治风湿痹痛。 药理活性报道很少。

常春油麻藤含有左旋多巴 ,它是治疗帕金森氏综合征的

有效药物 ,也可促进骨折愈合 [16]。

4　小结

4. 1　商品鸡血藤生药性状的鉴别主要依据是树脂状分泌

物、异型维管组织、髓部、横向环纹及纵棱的有无。 生药的颜

色、气味、栓皮的厚薄和表面特征以及皮孔的多少和大小也

具有鉴别意义。

4. 2　鸡血藤、香花崖豆藤及常春油麻藤植物中都含有黄酮

类化合物 ,但类型多有不同。红藤的化学成分类型多 ,与前 3

种植物不同 ,其药理活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药效作用机制、

途径各不相同 ,因此 ,建议这 4种植物不可混用。

4. 3　在药材市场 ,至少有 15种中药材与鸡血藤混用 ,说明

我国的中药材市场还缺乏比较健全的药材鉴定及监督管理

规范 ,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我国中药材市场的管理 ,设立一

系列规范化药材鉴定程序 ,如利用核磁共振波谱仪测定中

药 1H NM R特征指纹 ,以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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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国内外运用生物工程技术生产黄芪的次生代谢物黄芪皂苷和黄芪培养系统的一些基础研究及今后的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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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芪为中药上品 ,药用历史悠久 ,临床应用十分广泛 ,

具有补气固表 ,利尿脱毒 ,敛疮生肌 ,益气补中之功效 [1]。 现

代医药研究表明 ,黄芪在细胞培养、动物及人体内均有一定

的抗病毒感染作用 ,对抗体内干扰素系统有明显的刺激作

用 ,可促进抗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目前随着保健药日

益畅销 ,黄芪的用药量越来越大 ,天然资源甚感贫乏 ,加之黄

芪栽培品种因病虫害的影响 ,品质和产量均有所下降。 因此

应用生物技术的方法生产黄芪的有效成分 ,作为植物资源开

发和生产、减少占地的一种新技术、新方法有较大的研究和

实用意义 ,是对药材生产的根本性改革。

黄芪的有效药用成分为黄芪皂苷 [2 ] ,如何提高培养物中

有效成分的质量和含量 ,扩大培养规模 ,最终工业化生产这

些物质 ,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点 ,笔者主要综述了黄芪组织、

细胞培养 ,毛状根培养和药用的一些基础研究。

1　愈伤组织诱导和培养

1. 1　外植体: 用于诱导黄芪愈伤组织的外植体为田间不同

龄黄芪植株的根、茎、叶、花药、花蕾、未成熟种子、及由胚发

育而来的子叶、胚轴等 ,其中嫩茎、幼叶及胚培养幼苗的各部

分均是理想的外植体 ,愈伤组织经过不同时间的培养诱导率

均为 100%。 李湘串等 [3]报道 ,未成熟种子及子叶外植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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