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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楼道地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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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重楼的本草考证、植物学、药材性状、遗传变异、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对重楼道地性研究现状进行了综

述。研究发现历代本草所记载的“蚤休”为七叶一枝花 Paris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华重楼），各产地质量差异不明显；

本草记载的“重楼”为云南重楼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滇重楼），其道地产区为西南地区，尤以云南为佳。鉴于植物

形态、遗传学和相关文献研究结果，建议将重楼的植物基原的中文学名修订为滇重楼和华重楼；不同产地的滇重楼及华重楼

在皂苷成分、脂溶性成分、氨基酸、无机元素含量和遗传上均显示出一定的差异，重楼药材质量受产地和种质的影响较大，

筛选优质重楼品种并在适宜产区规范栽培，是实现重楼品质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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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erbalism study of Paridis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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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herbalism, botany, genetic study,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Paridis Rhizoma. Herein,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views: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in many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Paris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was historically called Zao Xiu; And they mentioned 

the minor differences in restorative materials produced from diverse regions.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was historically named 

Chonglou, considering southwest China as the Dao-di region; Meanwhile, it mainly has a kind of Dao-di herbs in Yunnan. Secondly, 

given the results of plant morphology and genetic research, the Chinese name of original plants of Paridis Rhizoma are revised to 

Dianchonglou and Huachonglou. Thirdl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gions of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and 

P.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including Paris saponins, liposoluble, amino acid, inorganic element, and genetic diversity. Both areas and 

germplasm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of the herbal medicine produced. The quality stability of Paridis Rhizoma depends on screening 

high-quality Paridis Rhizoma germplasm and standard cultivation in suitabl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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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楼 Paridis Rhizoma 为传统名贵药材，具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1]，以根茎入药，具清热解毒、消肿止

痛、凉肝定惊之功效。临床用于疔疮痈肿、咽喉肿

痛、蛇虫咬伤、跌扑伤痛、惊风抽搐等[2]，以重楼为

原料的中成药有 70 多种，是云南白药、宫血宁等中

成药的重要原料[3-5]。《中国药典》2020 年版收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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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楼基原植物包括云南重楼 Paris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azz.和七叶一枝花

P.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2]，两

者分布较广，西起西藏东南部，东至浙江，北达陕

西，南到广西、集中于云南、贵川、广西、广东和

福建，其生长周期长，主要为栽培。传统认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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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产的重楼药材粉性好，产量大，又称滇重楼，为云

南道地药材，湖北、江西产的重楼药材，质量稍次，

商品习称华重楼。虽然滇重楼作为道地重楼已得到

普遍认同，但由于重楼的为多年生草本，种植年限和

采收时间都会影响药材的质量，且道地性牵涉到种

质及产地，影响因素众多，道地重楼优质的内涵仍有

待研究。鉴于此，本文从重楼道地药材本草考证、药

材原植物和性状、遗传变异、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

方面，对重楼道地性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重楼

药材品质提升和全产业链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1  重楼药材的植物学研究 

在历版《中国药典》中，重楼首次收载于《中

国药典》1977 年版一部，其植物基原记载为：“云

南重楼 Paris yunnanensis Franch.或七叶一枝花 P. 

chinensis Franch.”，沿用了 Franchet（1888 年）和

Smith（1819 年）的分类，此后，1985 年版沿用了

上述记载；自《中国药典》1990 年版一部沿用了的

李恒（1986 年）的分类系统，修订为云南重楼 P.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azz. 和 七 叶 一 枝 花 P.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定两者为 P. polyphylla 变

种，一直沿用至今。对于上述拉丁名的认识，1888

年，Franchet 发表了 P. yunnanensis Franch.[6]，而后

1936 年 Hand.将其降为变种 P. polyphylla Sm.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zt.；《中国植物志》

（1978 年）和李恒（1986 年）沿用了 Hand.的观点，

但中文学名分别定为“宽瓣重楼”和“滇重楼”，

Flora of China（2000 年）将其中文名确认为“滇重

楼”；此外，《中国植物志》将 1969 年 Franch.首次

发表的 P. polyphylla Sm.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 中文学名定为“华重楼”，认为其与 P. 

polyphylla Sm 和 P. chinensis Franch.为同一物种，

李恒将其中文学名修订为“七叶一枝花”[7]，Flora 

of China（2000 年）则将其中文名确认为“华重楼”。

上述分析可见，历版《中国药典》所记载的云南重

楼 P.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

Mazz. 和 七 叶 一 枝 花 P. polyphylla Smith var. 

chinensis Franch. Hara，两者拉丁名与《中国植物

志》一致；云南重楼的中文学名有“宽瓣重楼”“滇

重楼”，但无“云南重楼”一名；而药典七叶一枝

花的中文学名有“华重楼”“七叶一枝花”；鉴于《中

国植物志》仅记载了 7 种和 8 变种，中文名易与重

楼的现代分类混淆[8]，为便于传统医学领域统一，

建议按照 Flora of China（2000 年）的分类体系，在

中国药典修订时将“七叶一枝花”的中文学名修订

为“华重楼”、“云南重楼”修订为“滇重楼”，这样

也便于商品学角度的流通和规范。 

中国植物志（1978 年）将宽瓣重楼（云南重楼）

和华重楼（七叶一枝花）归属于百合科（Liliaceae）

重楼属 Paris L.，据江媛等[9]根据叶绿体基因组的分

类证据，认为应归为延龄草科更为合理，APG Ⅳ分

类系统也支持这一观点。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华重

楼的花被片宿存，花瓣（内轮花被片）狭条形，宽

约 1～2（2.5）mm，明显短于萼片（外轮花被片），

常花后反折，长为萼片的 1/3～2/3，叶片倒卵形，

一般较狭长，基部通常楔形，稀圆形（图 1-a）；滇

重楼则花叶同出，花瓣上部常扩宽至 3～6 mm，叶

片倒卵状长圆形至倒披针形。在叶基形态方面，2 个

类群不存在明显的界限[10]。从分布来看，滇重楼产

于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等

地；生于海拔 2000～3600 m（1 400 m—）的林下或

路边，缅甸北部也有；华重楼产江苏、浙江、江西、

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

州和云南。生于林下荫处或沟谷边的草丛中，海拔

600～1350（2000）m[11]。目前重楼商品主要为种植

品，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基因交流，张开元等[12]

通过对滇重楼的 ITS 基因序列研究认为，滇重楼应

被分为 2 种基因类型（YN-I 和 YN-II）；Ji 等[13]采

用叶绿体基因组建树分析，结果显示支持滇重楼应

由 2 种不同的遗传谱系组成，从形态和分子方面可

分为“高秆”（图 1-b）和“矮秆”（图 1-c）2 种类型，

其认为矮杆重楼为 P.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Mazz.，高秆重楼是一个独立于矮杆重

楼的物种 P. liiana Y. H. Ji；刘玉雨等[14]研究结果与上

述一致，其调查研究还发现“高秆”类群主要分布在

云南中部、南部，广西西部和贵州西南部，海拔 800～

1900 m，而“矮秆”类群主要分布在云南北部、西北

部和西部、四川西南部和西藏东南部，海拔 1900～

2600 m，且它们各自的分布范围几乎没有重叠，同时，

“高秆”和“矮秆”一直作为重楼商品使用，历史悠久，

且在云南均有较大规模种植[14]。鉴于此，从植物学角

度看，重楼药材的基原植物应包含华重楼、高秆滇重

楼和矮秆滇重楼。 

2  重楼道地药材的本草考证 

随着历史变迁，药材的名称、产区也相应的发

生变迁。在历代本草中，重楼名称主要有蚤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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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华重楼  b-滇重楼（高秆）  c-滇重楼（矮秆） 

    a-P.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b-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High stem)  c-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Typical stem) 

图 1  华重楼与滇重楼 

Fig. 1  The diagram of P.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and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楼为主流的记载。蚤休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

下品，谓：“蚤休，味苦微寒，主惊痫，摇头弄舌，

热气在腹中，癫疾，痈疮，阴蚀，下三虫，去蛇毒，

一名蚩休，生山谷”[15-16]，并对其功效及生境进行

了描述，但未明确具体产地。魏晋《名医别录》记

载：“蚤休，有毒，生山阳川谷及冤句”，其中“山

阳”即今山东全县或河南武县，“冤句”为今山东荷

泽市。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图 2-a）记载：“蚤休，

即紫河车也，俗称重楼金线。生山阳、川谷及冤句，

今河中、河阳、华、凤、文州及江淮间也有之”，该

著作中，同时附有滁州蚤休的植物图，文中“滁州”

即今安徽滁州、全椒一带。明代《本草纲目》（图 2-

b）载：“重楼金线处处有之，生于深山阴湿之地；

一茎独上，茎当叶心。叶绿色似芍药，凡二、三层，

每一层七叶……。王屋山产者至五、七层，根如鬼

臼、苍术状，外紫中白，有粳、糯二种”。前人考证

了其植物形态看，认为与华重楼接近；其次，《本草

纲目》提到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山西晋城一带，

对根有“粳糯二种”的叙述则是把重楼药材区分为

角质和粉质重楼，因此，上述本草记载表明蚤休主

产区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南及江淮间。明代《本草品汇

精要》在引述了历代本草中蚤休的产地后，指出道

地产区为滁州。此外，明代《本草蒙筌》（图 2-c）

载：“蚤休，一名紫河车，味苦，气微寒。有毒。川

谷俱有，江淮独多。不生傍枝，一茎挺立。茎中生

叶，叶心抽茎……俗呼七叶一枝花也[17]”，该文献首

次出现关于“七叶一枝花”的记载。清代《植物名

实图考》（图 2-d）云：“蚤休，江西、湖南山中多有，

人家亦种之，通呼为草河车，亦曰七叶一枝花”，根

据图及分布区域，亦即是湖南江西等地广泛分布的

七叶一枝花。据蒋露等[18]根据《本草图经》《本草蒙

筌》中所附图和文字记载分析，所记载的蚤休应为

华重楼 P.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该记载与王德群

和李恒的考证结果一致[19-20]。 

“重楼”之名始见于唐代《新修本草》：“蚤休，

味苦，微寒……今谓之重楼者是也，一名重台，南

人名草甘遂，苗似王孙、鬼臼等，有二三层……”。

明代兰茂著《滇南本草》（图 2-e）载：“重楼一名紫

河车，一名独脚莲。味辛、苦，性微寒……”，该著

作未使用“蚤休”一名，李恒教授认为，在兰茂看

来“重楼”与“蚤休”为两个独立的物种，并非同

物异名[20-21]；1959 年，滇南本草整理组将《滇南本

 

a-《本草图经》  b-《本草纲目》  c-《本草蒙筌》  d-《植物名实图考》  e-《滇南本草》  f-《中国道地药材》 

  a-Bencao Tujing  b-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encao Gangmu)  c-Bencao Mengquan  d-Zhiwu Mingshi Tukao  e-Dian Nan Bencao   

f-Authentic and Superior Medicinal Herbals in China  

图 2  古代本草中的重楼 

Fig. 2  Diagram of Chonglou germplasm in ancient Bencao

              a              b                  c             d                  e              f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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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重楼来源考证为滇重楼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也合乎情理，由于该物种在云南分布

最广、应用最普遍。此外，清代《植物名实图考》

载：“滇南谓之重楼一枝箭，以其根老横纹粗皱如

虫形乃作虫蒌字”[22]，这里的滇南所产“重楼一

枝箭”，观其带花之图，也应为滇重楼。李恒对“重

楼”基原进行了考证，认为本草所记载的重楼应为

滇重楼[20]。胡世林在《中国道地药材》（图 2-f）一

书中，将重楼列为云南的道地药材[23]；王艳等[1]认

为陕西秦巴山区是重楼的道地产区之一；谢宗万

先生考证认为“历代本草所载重楼，其原植物均

属重楼（七叶一枝花）类型，其中，华重楼和滇重

楼作为重楼使用自汉魏六朝以来历时 2000 年品

种延续不断”[24]。 

3  基于分子生物学方法的重楼道地性研究 

程虎印等[25]采用 SCoT 分子标记技术，对陕

西产的重楼属 6 个类群遗传多样研究显示，重楼

属植物在物种水平上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何

颖飞等[26]采用 ISSR 分子标记，对浙江 8 个华重楼

野生种群共 48 个样本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

显示华重楼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种内遗传相似

性高于种间，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另外，滇重楼

也存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何俊等[27]采用 ISSR 分

子标记，对 6 个居群 153 个滇重楼样本的遗传多样

性研究，结果显示，各居群的遗传多样性存在一定

差异，但短暂的引种栽培并未使栽培居群与野生居

群间产生明显的遗传分化。Huang 等[28]基于 AFLP

标记，对 15 个滇重楼野生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

了研究，发现野生种群具有明显的亲缘地理结构，

被分成 3 个亚群，相比滇西居群，滇中与贵州的居

群关系更近；其次，栽培居群比野生居群具有更高

的遗传多样性。陈中苏直等采用 SSR 分子标记技

术，对滇重楼 5 个不同居群 115 份样品遗传多样性

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滇重楼具有丰富的遗传变异，

5 个居群被分为 2 类[29]。同时，赵晶晶等[30]采用叶

绿体基因组序列 trnL-trnF PCR 测序的方法，对滇重

楼 32 个居群共 413 个样本的谱系地理学研究，结

果显示栽培居群的倍型丰富度高于野生，野生和栽

培居群分别各有 10 个和 14 个单倍型，二者有 9 个

共享单倍型；野生居群被分为 2 支，第 I 支主要分

布于贵州，第 II 支主要分布于云南及四川会东。此

外，张金渝等采用 RAPD 技术，对 4 个产区的 69 份

滇重楼和华重楼样本的遗传多样性研究发现，所有

样品聚成滇重楼和华重楼两类，提示两者间分化较

大，并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

性[31]。李壮等[32]利用 SCOT 标记技术，通过对电泳

图谱数据矩阵进行遗传相似系数计算与聚类分析，

结论与张金渝等一致。张晓瑞等[33]基于 ITS2 条形

码，对 4 个产地的 6 份滇重楼和 11 份华重楼样本

构建进化树，发现华重楼和滇重楼明显分成 2 支，

且同一物种所生长的地理位置越接近，其相对遗传

距离就越小，反之则差异越大，表明不同环境下所

生长的重楼有着不同的进化趋势，生长区域是重楼

遗传变异及进化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上述研究提

示道地药材是基因型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其可能受药材生境和地理种源的影响而发生变异。 

4  基于药材性状的重楼道地性研究 

在重楼药材商品中，习惯将断面接白色，粉性者

称为“粉质重楼”，将断面浅黄棕色角质或半透明状者

称作“胶（角）质重楼”，由于前者在制药中易粉

碎，药粉洁白，故药厂多用此类重楼，后者难粉

碎，色泽较差，故多弃而不用[34]。传统认为，重

楼商品“以粗壮，体实，断面白色、粉性足者为

佳”[35-39]。现代研究表明，角质重楼可与粉质重

楼同等入药[40]，且角质重楼总皂苷含量比粉质重

楼高[41-42]，但与王飞飞等[43]结果相矛盾；尹鸿翔

等[44]发现，角质药材和混合质地药材的重楼皂苷 I、

II 含量平均水平高于粉质药材，支持易尚平、王

强、许晓佳等的看法[41-42,45]。因此，角质重楼的药

用价值有待重新评估，传统上仅以药材质地作为

评价标准的科学依据不足，尚需完善。同时药效

研究表明，角质重楼的镇静、止血、扭体法镇痛[46]

及抗炎[47]方面作用优于粉质重楼。据王世林等[40]研

究发现，有的重楼同一根茎某些段位呈粉性，某些

段位则呈胶性，推测重楼不同质地的差异与生境有

关，可能是不同年份雨水多寡所致，干旱年份生长

的部分呈粉性，多雨年份生长的部分则呈胶性；刘

福荣等[34]研究证实，生长环境条件、物种、加工等

因素会影响重楼的质地发生变化。此外，《中国药典》

在 1990 年版后记载“质坚实、断面平坦，粉质或胶

质”，2000 年版后将“胶质”修订为“角质”沿用至

今；研究发现滇重楼的根茎干重与皂苷成分含量具

有显著相关性，将重楼的根茎干重作为商品规格等

级的分级标准之一[38, 48]。符德欢等[49]研究认为滇重

楼与华重楼的药材性状基本相似，其断面均平坦，

白色至淡棕色或浅棕色，粉性或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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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不同产区、生长环境或加工方式会影响

重楼质地的形成，角（胶）质或粉质重楼均可作为

优质商品使用，重楼商品性状与品质优劣的评判标

准为“以粗壮，体实，断面白色或浅棕色、粉性足

者或角质为佳”。 

5  基于化学成分分析的重楼道地性研究 

重楼中主要含有甾体皂苷、甾醇类、黄酮苷、

氨基酸等成分，其中皂苷类成分是重楼的主要活性

成分之一，目前重楼中已报道的皂苷类化合物约有

50 余种。《中国药典》2020 年版以含重楼皂苷 I、

II、VII 总量作为评价重楼质量的指标之一[2]。相关

学者采用 HPLC、UPLC-ELSD、UPLC-QTOF/MS、

UPLC-MS/MS 等技术，从重楼皂苷、氨基酸、无机

元素、脂溶性成分等入手，对不同种质和产区重楼

的化学成分异同开展了研究。 

5.1  皂苷类成分的比较研究 

产地和种质是影响重楼药材中有效成分的重要

因素。李懿等[50]对采自 13 个产区的 56 批滇重楼药

材中的重楼皂苷 I、II、VI、VII、PA、H 含量进行

了测定，结果显示不同产地滇重楼药材样品皂苷含

量差异较大，重楼皂苷受产地、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6 种皂苷量之和较高地区为大理、红河、滇西北、

滇西地区及滇中地区（楚雄州）的部分区域，而滇

南地区（西双版纳）较其他地区略低；李海涛等[51]

对云南不同地区 22 批滇重楼样本研究显示，滇西

地区的皂苷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产区，具有明显的地

区依赖性；刘伯平等[52]对不同产区重楼药材的皂苷

含量进行了研究，表明来自云南产区的重楼药材较

好。此外，周爱存[53]、梁玉勇[54]等对浙江 21 个产

地和贵州 8 个产地的华重楼皂苷含量研究显示，不

同产地的样本有效成分含量存在显著差异。为进一

步探讨不同产地重楼药材样本的差异，本研究以

文献中重楼皂苷 I、II、VI、VII、PA、H 和纤细

薯蓣皂苷含量为线索，获得 144 批重楼药材样本

数据[51, 54-65]，其中滇重楼 83 批，华重楼 61 批，按

《中国药典》2020 年版重楼含量规定，即含重楼皂

苷 I、II、VI 总量不少于 0.60%计算，滇重楼不合格

率为 32.53%，华重楼不合格率为 70.49%，可见华

重楼 3 种皂苷的总含量合格率总体低于滇重楼。以

县为单位对数据进行归并，取平均值；分别获得 26

和 28 个产地的滇重楼及华重楼样本；对上述数据

按物种进行热图分析。结果显示滇重楼被分为 2 个

支系（图 3-a），对比发现这 2 个支系与滇重楼的 2

个不同基因型的自然分布基本重叠，其中第 1 支系

为云南东部、南部、西南部和四川南部，与“高秆”

类型分布区基本重叠；第 2 支系为云南中部、北部、

西部和东南部以及湖北和陕西，与“矮秆”类型的

分布基本一致；上述结果表明种质是影响滇重楼药

材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华重楼的热图（图 3-b）分

析显示，各产地样本无明显的区域性划分，推测虽

然其省区分布涵盖重庆、福建、贵州、湖南、湖北、

四川、广西等区域，但纬度变化不大。上述研究显

示不同产地滇重楼或华重楼的皂苷种类和含量均存

在显著差异，受产地和种质的影响较大；提示筛选

优良重楼种质并规范栽培，对重楼品质的稳定显得

尤为必要。 

5.2  脂溶性成分的比较研究 

郭婷等[66]对华重楼和滇重楼中的脂溶性成分

含量及组分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2 种重楼中脂肪

酸类成分组成基本相同，主要包括油酸、亚油酸、

棕榈酸、硬脂酸、花生烯酸等，但各组分相对含量

存在一定差异，且滇重楼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明

显高于华重楼，生境及基因型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其

次生代谢产物不同的主要原因。 

5.3  氨基酸成分的比较研究 

谷文超等[67]采用柱前衍生-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对 27 个不同产地滇重楼须根中的 15 种氨基酸含量

进行分测定，结果显示不同产地氨基酸的种类基本

相同，各产地均以天冬氨酸和谷氨酸含量为最高，

但总含量差异显著，栽培滇重楼须根氨基酸平均含

量高于野生品。杨勤等[68]研究 5 批重楼药材的 17 种

氨基酸测定结果显示，不同产地重楼药材中氨基酸

含量亦存在着较大差异，表明产地对重楼中氨基酸

类成分影响较大。此外，王强等[45]研究发现天冬氨

酸和谷氨酸是重楼中主要的氨基酸成分，但不同产

地的重楼药材氨基酸含量差异较大，如南京引种的

华重楼氨基酸含量是安徽产的 4 倍；文山产角质重

楼氨基酸含量是云南巍山产粉质重楼的 3 倍。 

5.4  无机元素的比较研究 

重楼在中国分布地域较广，尤以云南、贵州、

四川等地资源较为丰富。李若诗等[69]采用微波消解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对云南省 10 个

产地 8 种重楼样品的重金属元素（As、Cu、Hg、Cd、

Pb、Cr）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产地对重金

属含量的影响极显著，而不同品种间差异较小，提

示重楼中的重金属含量差异主要表现为地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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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不同产地滇重楼 (a) 及华重楼 (b) 的根茎药材 7 种皂苷类成分含量热谱图 

Fig. 3  Based on the thermogram of 7 saponins contents in rhizome medicinal materials of P. polyphylla var. yunnanensis and 

P. polyphylla var. chinensis from diverse regions 

周浓等[70]研究结果与上述一致，其对三峡库区不同

产地重楼药材中重金属含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不

同产地重楼药材中重金属含量差异显著；吴珊对不

同来源地滇重楼和华重楼中 Fe、Mg、Mn、Ca、Cu、

As 和 Hg 等元素含量进行研究比较，发现滇重楼样

品中 Mg、Ca、As 和 Hg 的含量最高，华重楼样品

中 Fe、Mn、Cu 的含量相对较高[71]；李焘等[72]对滇

重楼和华重楼中 Mg、Ca、Mn、Fe、Cu、Zn 等 7 种

金属元素含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重楼中无机元素

含量的分布与药材基源有关。 

5.5  指纹图谱 

宋九华等[73]建立了不同产地重楼的HPLC指纹

图谱，结果显示贵州、四川、云南产地的 8 个重楼

样品聚为一类，甘肃产地的 2 个样品聚为一类，10

样本相似度在 0.564～0.968；钱正明等[74]采用HPLC

对 10 批云南不同产地的重楼样品指纹图谱进行了

分析，发现 10 批重楼样品可分为 3 类，仅有 1 批样

品相似度大于0.9，其他样品相似度在0.538～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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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等[75]采用 HPLC 指纹图谱，结果显示 18 批滇

重楼相似度小于 0.9，表明不同批次样品活性成分存

在较大差异；谢俊大等[76]对华重楼和滇重楼药材的

指纹图谱研究发现，华重楼的相似度为 0.34，其余

9 批滇重楼相似度为 0.59～0.97；张海珠等[77]建立

了 HPLC 指纹图谱分析方法，对采自云南不同产地

的滇重楼药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批次样品

有一定的差异，同一采样点的指纹图谱也有一定差

异，提示药材的生长环境、生长年限、遗传背景等

不同可能是影响重楼药材质量的因素。 

综上，不同产地滇重楼或华重楼的皂苷成分均

存在显著差异，受产地和种质的影响较大，从化学

成分角度看，云南西部地区是滇重楼的优质道地产

区[78]。滇重楼中皂苷成分总体优于华重楼；尤其是

滇重楼皂苷类成分具有明显的种质特征，种质可能

是影响滇重楼药材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6  基于药理作用的重楼道地性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重楼具有抗肿瘤、抑菌、

镇静、抗氧化、止血、肝脏保护等作用[79]。李焘[80]

研究了陕西产华重楼和云南产滇重楼提取物的体外

抗氧化活性、抗菌活性和 Caco-2 细胞增殖抑制作

用。结果表明，2 种重楼的提取物均呈现出一定的

抗氧化活性和抑菌活性，且 2 种活性华重楼均强于

滇重楼；滇重楼总皂苷提取物显著抑制 Caco-2 细胞

的增殖，呈现明显的量效关系，华重楼总皂苷作用

则较弱。王强等[81]研究表明华重楼和滇重楼均具有

镇痛和抑菌作用，但差异不明显；镇静和溶血作用

方面，华重楼强于滇重楼[82-83]；其中华重楼溶血成

分群主要为偏诺皂苷类，滇重楼则为偏诺皂苷和薯

蓣皂苷；两者所含的呋甾皂苷均无溶血作用；其溶

血作用强弱主要由偏诺皂苷和薯蓣皂苷类成分的绝

对含量和相对比例决定[83]。止血方面，滇重楼明显

强于华重楼。上述表明滇重楼和华重楼在药效方面

各有特色，值得临床应用中注意。 

7  结语 

重楼的道地性受关注已逾百年。本文从重楼的

本草考证、植物学、药材性状、遗传变异、化学成

分、药理作用等方面，对重楼道地性研究现状进行

了综述。研究发现，历代本草所记载的“蚤休”始

见于《神农本草经》为华重楼，“重楼”始载于《滇

南本草》，此后一直沿用，为滇重楼，两者拉丁名与

《中国植物志》记载一致，但中文名与重楼的现代分

类易混淆[8]，为便于传统医学领域统一，建议按照

Flora of China（2000）的分类体系，将中国药典“七

叶一枝花”的中文学名修订为“华重楼”、“云南重

楼”修订为“滇重楼”，以便于商品学角度的流通和

规范；从产区变迁来看，重楼（蚤休）主产区经历

了从山东、河南、山西变迁至华南，集中于云贵川、

两广和福建，延伸至陕西[84-85]甘肃，总趋势是由北

向南的变化过程，来源植物则由七叶一枝花（多叶

重楼）及其粗壮根茎类的多个变种，逐步稳定至华

重楼和滇重楼（即《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收载

的七叶一枝花和云南重楼），结合现代分类生态分布

研究成果，其经历了主要分布区→分布中心→最适

宜区→主产区→道地产区的变迁；从药材质量看，

重楼中皂苷成分总体优于华重楼，华重楼药材各产

地成分差异不明显，以四川、湖北、贵州等地为主

产，滇重楼则主产于西南地区，尤以云南为道地，

这一结果与陈士林等对重楼产地生态适宜性区划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86-88]；在植物基原方面，鉴于

“高秆”和“矮秆”滇重楼在基因型和植物形态上存

在较大差异、地理分布几乎不重叠的情况，笔者认

为 Ji 等[13]滇重楼应分为矮杆滇重楼 P. polyphylla 

Smith var. yunnanensis Franch. Hand. -Mazz.和高秆滇

重楼 P. liiana Y. H. Ji 是合理的，这样也便于重楼药

材的质量稳定；药材性状和质量方面，角（胶）质

或粉质重楼均可作为优质商品使用，不同产地的滇

重楼及华重楼在皂苷成分、脂溶性成分、氨基酸、

无机元素含量和遗传上均显示出一定的差异，重楼

药材质量受产地和种质的影响较大，筛选优质重楼

种质并在最适宜区规范栽培，是实现重楼品质稳定

的基础。鉴于重楼样本所反映的药理和化学特性，

受产地、种质、种植年限等多因素的影响，重楼道

地性内涵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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