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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檗碱的植物资源

于俊林，杨文娣

(通化师范学院药学系，吉林通化 134002)

小檗碱(berberine)为季胺型异喹啉类生物碱，主要存在于

毛茛科植物黄连、芸香科植物黄檗、小檗科植物小檗中，其主要

制剂为目前广泛应用的黄连素，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从植物中提

取出来的抗菌消炎药物。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小檗碱不仅具

有抗菌消炎、抗肠道细菌感染等作用，还有抗心律失常、扩张冠

状血管、调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小板聚集、抗消化性溃

疡，促进胆汁分泌、兴奋大脑皮层、松弛血管平滑肌，兴奋子宫、

膀胱、支气管、胃肠道平滑肌等作用。随着对小檗碱的药理作用

及临床应用研究的深人，对小檗碱需求量逐步增大，传统的提

极大的破坏。为了满足对小檗碱在医疗上的需求，本文对国内

小檗碱的植物资源进行文献整理，并予以综述，为合理地开发、

利用和保护小檗碱的植物资源提供参考。

1 小檗科

1．1 小檗属：小檗属是小檗科最大的一个属，全世界约有

500种植物，我国约有200种，入药的有50种，主要分布在

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因该属植物多带有叶刺，并呈三分枝，

故俗称三颗针。该属植物均含有异喹啉类生物碱，多数含有

小檗碱，是小檗碱最重要的资源植物类群。小檗碱主要集中

取小檗碱的几种原料植物如黄连、黄柏、三棵针等资源遭到了 于根皮、茎皮中，资源情况见表1。

表1 含小檗碱的小檗属植物资源情况

Table I Plant resources in plants of Berbe—s L-contained berberine

在我国西南地区小檗属中还可以做为小檗碱资源植物

的有：刺黑株BerbeHs sargenliana Sehneid．、滇西小檗B。

deinacantha Sehneid．、深黑小檗B．atrocarpa Schneid．、盘县

小檗B．panxianensis Hsiao et S．Z．Ho、王氏小檗B．

wangii Schneid．、刺红珠B．dictyophylla Franch．、紫云小檗

B．ziyunensis Hsiao et Z．Y．Li、贵州小檗B．caraler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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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黄枝小檗B．xanthoclada Schneid．、西南小檗B．2nn—

lanscianensis Pamp．、渐尖小檗B．acuminata Franch．、庐山

小檗B．virgetorum Sehneid、蓝果小檗B．vekchii Sehneid．、

巴东小檗B．henryana Schneid．、威宁小檗B．weiningensis

H．Peng、粉叶小檗B．pruinosa Franeh．等[8]。

在我国西北地区小檗属中含小檗碱的植物还有：疣枝小

檗B．verruculosa Hemsl．et Wils．、瓦屋小檗B．gagn争

painii Schneid．var．subovata Schneid．、岷江小檗B．1iecht—

ensteinii Schneid．、拟刺小檗B．ambrozyana Sehneid．、秦岭

小檗B．circumserrata(Sehneid．)Schneid．、陕甘小檗B．

声sP“dDf^“”6Prgii P．Y．Li、陕西／J、檗B．shensiana Ahrendt、

显脉小檗B．ortrepha Schneid、日本小檗B．thunbergii DC．、

小叶小檗B．parvifolia Sprague．、大黄檗B．francisci—ferdi—

nandii Schneid．、延安小檗B．purdomii Schneid．、鄂尔多斯

小檗B．caroli Schneid．、首阳小檗B．dielsiana Fedde、长穗

小檗B．dolichobotrys Fedde、毛叶小檗B．mitifolia Stapf、涝

B．poiretii Schneid．‘1⋯。

I．2十大功劳属：小檗科十大功劳属在世界上有100多种，

在我国有近50种，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传统以茎木人

药，主要有效成分为小檗碱，该属植物是又一重要的小檗碱

的资源植物。详细细情况见表2。

值得注意的是曾有资料记载小檗科植物鲜黄连中亦含

有小檗碱，但经笔者研究发现鲜黄连不含有小檗碱，而含有

与小檗碱结构相近的药根碱。

2毛茛科

2．1黄连属：黄连属在世界上有15种，中国有6种，主要分

布在我国西南地区n]。其种类虽然没有小檗科小檗属植物

多，但因其所含小檗碱的量高而成为非常重要的小檗碱的资

源植物。小檗碱主要存在于该属植物的根茎中，具体分布在

皮层、髓和髓射线的薄壁细胞中。黄连须根中也含有小檗碱，

为0．32％[1“。在1～5年生植物中，小檗碱随时间的增加而

增长，6年生以后小檗碱增长不明显，在一年中以7、8月份的

峪小檗B．gilgiana Fedde等嘲。另外，东北地区有细叶小檗 夏眠期小檗碱的量最高。资源情况见表3。

表2含小檗碱的十大功劳属植物资源情况

Table 2 Plant resources in plants of Mahonia Nntt．contained berberine

2．2唐松草属：毛莨科唐松草属植物全世界约有200种，中

国约70种，主要分布在北温带。在我国多以民间入药，因其

根似马尾，功似黄连，俗称马尾连。唐松草属植物含有多种异

喹啉类生物碱，主要集中在根茎中，有些种含有小檗碱‘“3。如

贝加尔唐松草Thalictrum baicalense Turcz．m3、小叶唐松草

T．elegans Wall．[1“、高山唐松草71．alpinum L．m3、狭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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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草71．atriplex Rinet et Gagnep．[1“、展枝唐松草T．squar—

rosum Steph．ex Willd．、深山唐松草T．tuberiferum Max—

jm．[1叫等。关于唐松草中小檗碱定性分析的文献较少，有文献

曾报道贝加尔唐松草根茎中含小檗碱0．18％Db]，但其测定

方法用的是以正丁醇一醋酸一水(7：1；2)为展开剂的薄层扫

描法，笔者曾研究证实，在该薄层系统中，小檗碱与药根碱斑

点的Rf值和颜色完全相同，用该方法对小檗碱进行定性、定

量分析其结果值得商榷。

2．3毛茛科其他物种：在毛茛科中，除了上述的植物外，在

耧斗菜属植物耧斗菜Aquilegia viridiflora Pall．【l⋯、尖萼耧

斗菜A．oxysepala Trautv．et Mey．J”j，裂叶星果草属植物

裂叶星果草Asteropyrum cavaleriei(I。evl．et Vant．)Drumm．

et Hutch．r2⋯、毛茛科白毛茛ttydrastis candensis[2u等植物中

也发现含有小檗碱。

3芸香科

芸香科只有黄檗属植物含有小檗碱。黄檗属植物为高大

乔木，世界上有4种，我国有2种，一种是黄檗Phellodendron

al?lUTetl,ff?Rupr．，一种为黄皮树P．chinense Schneid．，其去掉

木栓层的干皮均作黄柏入药，前者称关黄檗，后者称川黄檗。

虽然芸香科含有小檗碱的植物较少，但因这两种植物适应性

强．分布范围广，单株的生物产量较大，并且小檗碱的量较

高。是非常重要的小檗碱资源植物。见表4。

表4黄檗属植物各部位含小檗碱情况[22。们

Table 4 Berberine from different parts in

plants of Phellodendron Rupr．

4其他科种

除了上述几个科外，在罂粟科植物博落回Mocleaya COt—

data[2“、白屈菜Chelidonium majus L．、蓟罂粟Argemone

mexicana I⋯防己科植物头花千金藤Stephania cepharantha

Hagata，马钱科植物吕宋果Strychnos ignatii Berg．。鼠李科

植物枣Ziziphus jujuba Mill．等植物中均发现含有小檗碱，但

未见定量的研究报道。

5小结

通过本文收集整理发现，我国共有7科14属i00多种植

物含有小檗碱，小檗碱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多数具有开发

利用价值。

传统小檗碱的资源植物如小檗属、黄连属、黄檗属的多

数植物因长期被采挖、其资源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唐

松草属、耧斗菜属、毛莨属等含小檗碱的植物因其分布广泛、

贮量大具有较大的开发应用前景。

含有小檗碱的植物同时也含有药用价值较高的巴马亭

碱、药根碱、小檗胺等生物碱，在提取小檗碱的同时，应对其

他生物碱进行分离并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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