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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是木犀科女贞属药用植物，其果实、叶、花等部位均可作为药用。女贞不同药用部位及单体

成分具有多种功效，现已开发为多种制剂，既有中药单方制剂，也有以单体成分为主的化学药。大量研究表明，女贞相关药

品被广泛用于治疗消化系统、免疫系统等疾病，且临床效果较好。通过对女贞不同药用部位的化学成分、临床应用及药理作

用、女贞相关上市药品的工艺与质量、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进行综述，进而探讨女贞的潜在应用价值和开发前景，为女贞的

综合开发与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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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ustrum lucidum is a medicinal plant of Ligustrum of the family Oleaceae, and its fruit, leaves, flowers and other parts are 

used for medicine. Different parts and monomeric components of Ligustrum lucidum. have a variety of effects, and have been developed 

into a variety of preparations, not onl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but also chemical drugs with monomeric components. 

Ligustrum lucidum associated drugs are mostly used to treat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immune system disease and other diseases, with 

good clinical e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different part of Ligustrum 

lucidum, its related listed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and quality, clinical practice and basic research,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Ligustrum lucidum, for i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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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 Ligustrum lucidum Ait.是木犀科女贞属的

木本植物，又名冬青树、蜡树等[1]，是我国常用的药

用植物。女贞主要药用部位为果实和叶，其花、树

皮及树根等部位亦常做药用，在保健品、轻工业及

食品加工等已有较多应用[2]。女贞主要含三萜类、

环烯醚萜类及苯乙醇苷类等化学成分，具有抗炎、

抗氧化、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及调节糖脂代谢紊乱

等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广泛[3-4]。目前已有多种临床

疗效显著的上市药品，如胃祥宁颗粒[5]、泰脂安胶

囊[6]及扶正女贞素片[7]等。然而，关于女贞及其相关

上市药品研究进展的报道较少。本文从女贞的果实、

叶、花等不同部位入手，对女贞的化学成分和药理

作用，女贞相关上市药物的工艺、质量研究及其临

床研究以及该植物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进展进行综

述，为女贞的综合开发提供借鉴。 

1  女贞药用价值概要 

1.1  不同药用部位概况 

《本草纲目》记载：“此木岭冬青翠，有贞守之

操，故以女贞状之”[8]。女贞的常用药用部位为女贞

子 Ligustri Lucidi Fructus 和女贞叶。女贞子最早记

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其性凉，味甘苦，

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明目乌发之功效[9]。女

贞叶，别名爆竹叶、土金刚叶、冬青叶等，始载于

《本草纲目》，性平，味微苦，无毒，具有明目解毒、

消肿止咳功效，主治风热赤眼、口舌生疮、牙龈肿

痛、疮肿溃烂、水火烫伤[10-11]。 

女贞的树皮和树根分别为女贞皮、女贞根，为

非常用中药，但也有药用记载。女贞皮性凉，味微

苦，具有强筋健骨、清热解毒之功效，主治腰膝酸

痛、两脚无力、水火烫伤。《本草图经》谓之“浸酒，

补腰膝”[12]，其与木犀科中药秦皮易混淆，常充当秦

皮的伪品混入中药市场[13]。女贞根性平，味苦，无毒，

能治盐齁、乳齁、经闭及咳嗽等，《重庆草药》载明

其“散气血，止气痛”“治齁病、咳嗽、白带”[12]。

女贞花和女贞的树枝也具有不同的功效和作用特

点，但本草相关研究较少。 

1.2  不同药用部位的主要化学成分 

女贞所含化学成分种类丰富，主要为三萜类、

环烯醚萜类、苯乙醇类、黄酮类等[14]。现已发现女

贞中的三萜类化合物有 50 余种，主要为五环三萜

和四环三萜，女贞子、叶、花、树皮中均有报道。

常见三萜类成分包括齐墩果酸、熊果酸、乙酰齐墩

果酸、白桦脂醇、α-香树素及 β-香树素等[15-16]。女

贞子、女贞叶中齐墩果酸的质量分数为 0.65%～

1.89%和 0.15%～0.28%，熊果酸的质量分数则为

0.10%～0.38%和 0.45%～0.85%[11,17]。 

女贞中富含近百种环烯醚萜类化合物，主要分

为环烯醚萜和裂环环烯醚萜 2 种。女贞子中所含环

烯醚萜苷类化合物种类最多，也极具代表性，如女

贞苷、新女贞苷及特女贞苷等[18]。女贞叶、女贞花

和女贞树皮中也含有几种不同的环烯醚萜，如女贞

花和女贞叶中有 10-羟基橄榄苦苷等[15-16]，女贞树

皮中有 borreriagenin 等[19]。特女贞苷、橄榄苦苷的

质量分数分别占女贞子的 0.73% ～ 4.83% 和

0.01%～0.29%[20]。作为代表性成分，《中国药典》

2020 年版中规定女贞子中特女贞苷的质量分数不

得低于 0.70%[21]。 

黄酮类成分为女贞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化合物，

其果实、叶、花、树枝和树皮中含有 20 多种黄酮类

成分，如木犀草素、槲皮素及其衍生物等[15-16]。女

贞的果实、叶子和花中总黄酮的质量分数分别占其

自身的 0.62%～4.80%、0.03%～4.41%和 13.64%～

14.95%[22-23]。女贞中也含有多种苯乙醇类化合物，

在果实、叶和树皮中均有分布。女贞子和女贞树皮

中均含有北升麻宁[19]等，女贞叶和女贞子中均有松

果菊苷、毛蕊花糖苷等，女贞子中还含有酪醇、羟

基酪醇及红景天苷等[15-16]。女贞子中酪醇、羟基酪

醇及红景天苷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0.57%～3.78%、

1.17%～3.06%和 0.76%～2.35%[24]。研究表明，经炮

制后女贞子中的特女贞苷会转化为红景天苷[25]。 

1.3  不同药用部位的临床应用及药理作用 

女贞不同部位防治代谢性疾病的临床疗效显

著，同时，对肿瘤、皮肤损伤及呼吸道、消化道等

疾病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现代医学表明，女贞子

对高脂血症、高血糖、冠心病、反复呼吸道感染、

皮肤炎症、肿瘤等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26-27]。

女贞叶治疗皮肤外伤、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等

疾病的临床效果显著，在高脂血症、冠心病等疾病

的治疗与恢复过程中也具有良好疗效[28-29]。女贞树

根皮油膏可以治疗烧伤[30]，女贞花能预防和治疗

代谢综合征[31]。 

女贞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其果实、叶子、花

和嫩枝均具有抗氧化作用，女贞子和女贞叶均具

有抗炎、抗菌、调血脂、抗病毒及抗肿瘤等药理活

性[4,32-33]。女贞子中多糖、三萜、环烯醚萜及黄酮等

成分对肝、肾及血管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还可



 中草药 2023 年 3 月 第 54 卷 第 5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March Vol. 54 No. 5 ·1665· 

   

调节机体的糖脂代谢，促进动物骨、肌肉及毛发的

生长等，具体表现为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抑郁、抗

骨质疏松、抗衰老、保肝、增强免疫、调节糖脂代

谢等药理作用[27,34-35]。女贞叶还具有祛痰镇咳和酶

抑制作用[36-37]，女贞皮有抗疟、退热等作用[28]。 

2  女贞相关上市药物的研究进展 

2.1  上市药品概述 

女贞不同药用部位可发挥保肝护肝、调血脂、

增强免疫及抗肿瘤等功效，具有良好的成药性。特

别是女贞子、女贞叶，现已有多款药品上市，具有

良好的临床效果。此外，女贞中的有效成分齐墩果

酸、熊果酸等已开发成具有保肝护肝、抗肿瘤的药

物，临床应用广泛。常见女贞相关的药物品种见表

1，其中批文数量信息收集自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截止时间 2022 年 8 月 31 日）。本文着重论述源于

药用植物女贞的药品研究进展。 

表 1  女贞相关的上市药物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marketed drugs derived from Ligustrum lucidum 

药用部位 药品名称 批文数量 功能主治或适应证 

女贞子 女贞子膏  9 滋补肝肾、强壮腰膝，用于肝肾两亏所致腰膝酸软、耳鸣目昏、须发早白 

女贞子糖浆  2 

胃祥宁颗粒  1 舒肝止痛、养阴润肠，用于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所致的胃脘痛、腹胀、嗳气、口渴等 

女贞叶 泰脂安胶囊  1 滋养肝肾，用于肝肾阴虚、阴虚阳亢证所致的原发性高脂血症，症见头晕痛胀、口干、烦

躁易怒、肢麻、腰酸、舌红少苔、脉细 女贞叶乙醇提取物  1 

单体成分 齐墩果酸片 93 用于急、慢性肝炎的辅助治疗 

齐墩果酸胶囊  3 

扶正女贞素片  1 抗肿瘤、抗肝炎、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用于抗肿瘤的辅助药及治疗急、慢性肝炎 
 

2.2  上市药品工艺与质量研究 

2.2.1  工艺研究  中药批文的女贞相关药品提取工

艺以水提或醇提为主，通过水提可得到女贞中较多

的水溶性成分，如有机酸、红景天苷等成分，经醇

提可得到一些脂溶性成分，如齐墩果酸、熊果酸等，

后续制剂工艺因剂型略有差异。女贞子膏是由女贞

子（酒蒸）水煎液配合蔗糖加热调制而成的煎膏；

女贞子糖浆为女贞子（酒蒸）水提液浓缩至清膏而

后加入蔗糖、羟苯乙酯，经煮沸、滤过、加水稀释

等所得的液体制剂。胃祥宁颗粒是女贞子经水提、

浓缩、干燥后，加入辅料，混匀，制粒，干燥得到

的颗粒剂。女贞叶醇提取物用乙醇复溶并与聚乙二

醇 6000 混匀，再回收乙醇、冷却、固化及过筛等，

即得泰脂安胶囊。 

化学药批文的 3 种药物均是齐墩果酸制剂。齐

墩果酸属于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可直接从女贞子醇

提物的石油醚部位分离得到[38]。齐墩果酸经制剂工

序可制得齐墩果酸片或齐墩果酸胶囊。而扶正女贞

素片的工艺则较复杂，其由女贞子粗粉用乙醇回流

提取 3 次，经酸化、碱洗、水洗、抽滤等步骤得到

结晶，加入淀粉、糊精等制备而成[39]。 

2.2.2  质量研究  源于女贞子和女贞叶的中药制

剂，其质量标准具有鲜明的中药特色，主要包括性

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女贞子膏现行质量

标准为 WS3-B-1500-93，鉴别项下注明本品与溴酚

蓝乙醇反应显黄色，与醋酐-硫酸反应由紫色渐变为

污绿色。前者是对女贞子中有机酸的显色，后者是

对女贞子中甾体皂苷的检测，这说明女贞子经水提

后，会得到较多的甾体皂苷类物质；【检查】项下相

对密度则要求不低于 1.10。女贞子糖浆 [WS-11071

（ZD-1071）-2002] 则主要采用薄层色谱法，要求供

试品与女贞子对照药材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斑

点；【检查】项下相对密度则要求不低于 1.31。 

胃祥宁颗粒的质量标准自 2010 年列入《中国药

典》，现行标准为《中国药典》2020 年版。【鉴别】

要求供试品在与女贞子对照药材和齐墩果酸对照品

相应的位置，能显现相同颜色的斑点。水提工艺也

可提取得到女贞子中的齐墩果酸，因胃祥宁颗粒中

水溶性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较高且便于检测，批文

中以红景天苷为指标对该品种进行含量控制；【含量

测定】项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每袋（3 g）含女

贞子以红景天苷（C14H20O7）计，不得少于 8.0 mg[21]。

泰脂安胶囊中总三萜类化合物以熊果酸计，不得少

于 70.0 mg，熊果酸和齐墩果酸的含量应为标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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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0.0%～110.0%[6]。 

作为化学药，齐墩果酸片、齐墩果酸胶囊、扶

正女贞素片中化学成分单一，主要成分均是齐墩果

酸。齐墩果酸片、扶正女贞素片的执行标准是卫生

部药品标准二部第 3 册，齐墩果酸胶囊现执行标准

WS-10001-（HD-0526）-2002，【含量测定】项规定，

采用滴定法测定齐墩果酸的含量，含量应为标示量

的 90.0%～110.0%[41]。 

2.3  上市药品临床应用进展 

2.3.1  保肝护肝  过量摄入药物、化学性物质、酒

精以及病毒入侵均能诱发肝脏损伤，持续发展会产

生脂肪肝、肝纤维化、肝硬化等疾病，肝脏长期处

于损伤状态将危害机体健康[42-43]。女贞相关上市药

能保护肝脏，阻止肝细胞变性坏死，促进肝细胞再

生并修复坏死的肝细胞，抑制肝损伤的发生、发展，

还可降低氨基转移酶的活性，改善肝功能，产生护

肝效果，对慢性肝炎、乙肝及肝功能异常等疾病具

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齐墩果酸片对慢性肝炎的治愈率为 48%，基本

治愈率为 18%，总有效率为 66%，复发率为 26%[43]。

扶正女贞素片与联苯酸酯联合治疗乙型肝炎病毒表

面抗原 HBsAG（＋）伴谷氨酸转移酶升高和乙肝患

者的有效率为 93.4%[44]。齐墩果酸能显著降低 D-氨

基半乳糖诱导的肝损伤小鼠血清中谷氨酸转移酶、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活性及肝组织中丙二醛的含

量，缓解肝细胞坏死病变程度，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抗氧化、抑制内质网应激和抗炎有关[45]。 

泰脂安胶囊单独治疗原发性高脂血症伴转移酶

轻度升高患者和辅助阿托伐他汀治疗伴肝功能异常

高脂血症患者，均能显著降低转移酶的含量，能产

生护肝作用并改善肝功能[46-47]。泰脂安胶囊可通过

降低肝纤维化大鼠肝组织胶原纤维和金属蛋白酶组

织抑制因子 1 的表达，显著降低丙二醛、一氧化氮

含量，抑制转化生长因子 β1 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

子等的表达（P＜0.01），起到保肝护肝作用[48]。 

2.3.2  提高免疫力  免疫力是机体的一项基本功

能，主要负责杀死入侵机体的异物，清除体内衰老、

凋亡以及异常病变细胞、组织等，保障机体的健康

状态[49-50]。齐墩果酸片、扶正女贞素片等具有增强

免疫力的作用，齐墩果酸片可改善女性围绝经期综

合征免疫功能，给药 3 个月后患者免疫功能增强，

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4
+、CD4

+/CD8
+明显增加，血

清中白细胞介素-2、γ 干扰素等上升[51]。扶正女贞素

片能显著升高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

G、免疫球蛋白 A、外周血 T 细胞亚群 CD3、CD4 以

及 CD4/CD8值，降低 CD8（P＜0.05、0.01），增强患

儿免疫力，临床观察无明显不良反应[52]。 

扶正女贞素等女贞药品还能促进免疫功能的恢

复，增强肿瘤患者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的功能，促

进肿瘤患者的治疗。临床试验结果表明，患者巨噬

细胞功能显著增强（P＜0.05），多数患者服药后一

般状况好转，食欲增进，肝功能无异常变化，是比

较理想的生物调节剂[7]。扶正女贞素片联合放射治

疗鼻咽癌患者后，肿块的全消率超过 70%，扶正女

贞素片结合放疗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的效

果（P＜0.05）[53]。 

研究报道齐墩果酸强化植物血凝素、刀豆素 A

等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降低抑制性 T 细胞对淋巴

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54]。齐墩果酸还能显著增强正

常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淋巴细胞的活性和荷

瘤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肿瘤患者服用齐墩果酸胶

囊后，可增强其 T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功能。扶

正女贞素片对模型小鼠体质量、脾脏系数降低，游

泳时间的缩短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对小鼠的血清

抗绵羊红细胞抗体生成的减少有一定的对抗作用

（P＜0.05、0.01），能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55]。 

2.3.3  调节糖脂代谢紊乱  糖脂代谢紊乱以糖代

谢、脂代谢紊乱为主要特点，具有肥胖、2 型糖尿

病、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及非酒精脂肪

肝病等表现形式，可诱发多种并发症，严重影响身

体健康[56]。女贞子膏、泰脂安胶囊、齐墩果酸片等

可显著调节糖脂代谢紊乱。女贞子水提物具有良好

的调血脂效果[57]。泰脂安胶囊能显著改善肝肾阴虚、

阴虚阳亢型的高脂血症患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0.05、

0.01）水平，且未见不良反应[58]。泰脂安胶囊联合

半量辛伐他汀或半量非诺贝特等对糖尿病患者发挥

调血脂作用时，还能降低辛伐他汀、非诺贝特等的

不良反应[59]。 

分析经齐墩果酸片干预的高脂血症患者血脂

水平发现，治疗后生长激素释放激素、两性蛋白及

纤维胶凝蛋白 3 等 21 个 mRNA 发生变化，参与谷

胱甘肽代谢、脂肪酸代谢、胆固醇代谢及氧化磷酸

化等途径[60]。齐墩果酸调血脂所涉及的代谢途径

还包含糖代谢的途径，女贞子提取物能通过保护胰

岛 β 细胞、刺激胰岛素分泌发挥降血糖作用，齐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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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酸是女贞子发挥降血糖作用的有效成分之一，其

降血糖的机制可能与提高非特异性免疫、清除自由

基、增强抗氧化、保护肝脏、肾脏和胰腺细胞等作

用有关[61-62]。 

2.3.4  保护胃黏膜功能  胃黏膜可以保护胃免受饮

食、药物及酒精的损害，保障机体正常的消化功能，

若胃黏膜遭到破坏，会导致胃炎、胃溃疡甚至胃出

血[63]，源于女贞子的胃祥宁颗粒能对胃黏膜产生一

定的保护作用。胃祥宁颗粒治疗慢性胃炎和消化性

溃疡所致胃脘痛临床疗效确切，对乙醇、水杨酸和

醋酸等所致的胃炎及幽门结扎导致的消化性溃疡有

保护作用，可减少胃酸水平、胃蛋白酶活性，抑制

酒石酸锑钾引发的疼痛[64]。胃祥宁颗粒具有用药方

便、不良反应小等优点[65]。 

2.3.5  其他应用  单服女贞药品或结合常规疗法对

多种疾病均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泰脂安胶囊能显

著降低患者血栓烷素 B2和血小板聚集率水平（P＜

0.01），可预防动脉血栓的形成，具有抗动脉粥样硬

化的作用[66]。动物实验表明泰脂安胶囊可改善高脂

血症新西兰雄兔主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其机制可能

与降低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巨噬细胞表达水平

（P＜0.05）有关[67]。 

扶正女贞素片等辅助化疗药物可提高肺结核病

患者的治疗效果[68]，扶正女贞素片配合胸腺肽还能

降低尖锐湿疣患者的复发率[69]。扶正女贞素片强化

肺结核治疗和预防尖锐湿疣复发可能与增强机体免

疫有关，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3  女贞及其相关上市药品亟需深入研究 

3.1  加强女贞相关药物防治疾病的药效确证与机

制研究 

3.1.1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明确已上市药物防病治

病的优势与原理  目前中药制剂的研究较多，其防

治病种多样，临床疗效确切，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因此对于女贞相关的上市药品建议开展系统深

入研究。针对其明确的临床适应证，利用网络药理

学、分子对接技术等，构建女贞“成分-靶点-通路”

网络，为女贞药品的机制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结合

细胞、动物模型等药效实验，对女贞药品防治疾病

的药效进行验证，为女贞药品的安全评价等提供实

验依据。 

构建血液、尿液、粪便及不同组织的样本前处

理方法和基于不同样本的分析方法等，研究女贞在

不同组织、器官中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等药动

学规律。蛋白组学、转录组学及代谢组学等多组学

研究用于发现女贞治疗重大疾病的生物标志物，结

合血清药化研究，反映生物标志物及其通路中相关

成分的含量变化，明确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3.1.2  基于中医理论探讨女贞已上市药物的临床新

应用研究  开展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以临床疗效为

导向的上市中药制剂精准适应症研究，是深入挖掘

中药制剂优势的路径之一。如女贞子和女贞叶，二

者均入肝经，肝上系于目，肝藏血，主疏泄，血养

筋，肝主筋，表明其在上述系统疾病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女贞子膏、女贞子糖浆和胃祥宁颗粒应从

女贞子的传统功效着手，参考女贞子的功能主治拓

展其潜在的临床适应证。泰脂安胶囊因其为乙醇提

取，化学成分多为熊果酸等萜类成分，除防治原发

性高脂血症外，可在滋补肝肾等方面开展应用研究。 

3.2  加强现有上市药品工艺与质量研究 

女贞相关的上市药品，其质量提升和工艺控制

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加强女贞中药效成

分的挖掘和主要成分的质控等研究，能够有效解决

现行国家标准中质控指标单一、缺乏药效成分的含

量控制等问题。 

3.2.1  构建女贞不同药用部位的质量评价体系  上

市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其质量的优劣离不开对

源头的质量控制，因此需要重点关注女贞的质量研

究、评价与控制。当前，女贞的质量标准体系尚不

完善，其花、树皮、树枝等部位的质量标准尚未确

定。针对女贞的不同药用部位，构建其药材、饮片

及制剂的指纹图谱，鉴定不同部位的特征性化学成

分。对其特征成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制定女贞

不同部位的质控指标，建立女贞不同药用部位的质

控标准及该植物的质量评价体系。 

3.2.2  构建全面的女贞上市药品的质量评价体系  

目前，源于女贞的上市制剂的质量标准存有一定的

提升空间，主要体现在质量标准项目较少，不能从

整体上表征和控制制剂质量，或检测方法可进行优

化提升。胃祥宁颗粒可在现有的质量控制基础上，

增加指纹图谱等控制指标，以从整体上全面评估其

质量。女贞子膏、女贞子糖浆的质量标准中缺乏定

量指标，建议开展指纹图谱研究和指标成分定量研

究。女贞涉及的 3 个化学药，其质量标准中均采用

滴定法测定齐墩果酸含量，可采用液相色谱法或液

相色谱-质谱联用法进行定量分析，也可以采用原位

检测、光谱技术等实现这些化药品种质控指标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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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检测与质量评价。同样，杂质成分的分析、评价

与控制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为系统剖析中药成分与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采用分子、细胞及动物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索

女贞及其药物的药效成分。结合女贞不同有效部位

（群）及其相关药物的指纹图谱，明确药物治疗疾

病的“谱-效”关系，挖掘女贞药物的质量标志物，

构建一套全面包含特征成分和药效成分的质量标

准。此外，还要重视从生产过程中引入的潜在质量

风险，加强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保障最终制剂的

产品质量。 

3.2.3  构建全流程化的质控体系，采用过程分析技

术，保障生产过程产品质量  工艺参数和质量参数

贯穿于药物制剂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是影响药物制

剂质量稳定性、一致性的关键因素。重视中药质量

从源头到制剂的传递过程，实现女贞相关药物生产

全流程化的质控系统。建议改进药物的生产参数，

增强药物提取、制备工艺条件等的适用性，能促进

女贞药物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加强提取、制备等生

产过程中工艺参数的控制，对提升女贞提取物的质

量，降低药物成分的差异性有促进作用。严格监管

女贞上市药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变化，降低辅料中杂

质的含量，减小实际操控过程中的人为误差、有效

成分的流失以及无关杂质的引入等也是保障女贞药

物质量的有效措施。 

目前常用的过程分析技术，除了经典的传感技

术外，在线色谱、原位质谱、光谱技术等也越来越

多的应用于药物生产全过程，已初步取得较好的应

用效果。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和在线仪器等，对原料

药的精选、提取、分离、浓缩、纯化、混合、制剂

等工艺阶段进行在线/旁线/线内测量和控制。结合

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偏最小二乘法、模式

识别、大数据分析、专家系统、深度学习等技术，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产物的关键质量属性进行评估，

加深对工艺的理解，优化生产工艺关键工艺参数，

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3.3  女贞具有综合开发价值 

3.3.1  常用药用部位的深入开发  女贞常用药用部

位为女贞子和女贞叶，均已有相应的上市药物。其

中，女贞子是以水提取制得的有效部位开发成女贞

子膏、女贞子糖浆和胃祥宁颗粒；女贞叶则以乙醇

提取而得泰脂安胶囊。女贞常用药用部位或其单体

成分在保健品等行业也具有广泛的应用。熊果酸等

成分在美容护肤方面效果显著，能有效预防和治疗

皮炎[70]。现已将女贞子提取物应用于动物饲料中，

可增强猪、鸡等动物的消化系统功能、机体免疫力

以及调节动物的生长状态[71]。还研发出了女贞子相

关的药酒[72]、果醋[73]及饮料[74]等，具有良好的深入

开发潜力。 

针对女贞子特定的有效组分（群），可选用适

宜的提取分离纯化技术，获得高纯度的提取物，便

于后续综合开发。如本课题组选用超临界二氧化碳

萃取技术获得了女贞子的油脂提取物，通过动物实

验发现其具有良好的保肝护肝、保护胃黏膜等作

用，提示女贞子油具有潜在的成药性。此外，基于

女贞子抗氧化、调节动物生长状态、提高免疫及保

护消化系统等作用，表明其具备开发为大健康产品

的良好潜质。 

女贞叶具有明目解毒、消肿止咳等功效，已有报

道女贞叶醋酸乙酯提取物对冠心病有明确疗效[75]，

水煎剂可用于炎症的治疗[76]，女贞叶鲜用可治疗急

性痢疾[77]，外用则具有较好的治疗烧烫伤价值[78]。

针对上述应用，明确其药效物质基础，选择合适的

提取方式和制剂工艺，有针对性地进行药物开发。

同样，作为一种绿化植物，女贞叶还能缓解环境污

染问题，分离分析女贞叶中具有保护环境作用的成

分，有助于推动环保喷雾剂的开发与推广。 

3.3.2  非常用药用部位的开发与应用  女贞花、嫩

枝、树皮、根等部位具有不同的成分和作用，具备

研发为大健康产品的潜力。女贞花具有抗氧化作用，

能抑制皮肤氧化进程，结合其本身特征香气，可炼

制精油或精制提取物，用于化妆品和食品防腐剂。

基于其抗氧化作用，还可开发为中药制剂用于压疮

的预防和治疗[79]。氧化应激是导致畜禽生产能力下

降和免疫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开发女贞花相关

的抗氧化剂对动物养殖业具有重要意义[80]。女贞花

具有预防或治疗代谢综合征的作用，可直接开发为

中药代茶饮或提取其药效部位，用于开发防治代谢

综合征的药品。 

女贞嫩枝、花等多个部位均具有抗氧化功效，

可开发植物女贞抗氧化的有效部位群，用于对抗机

体在氧化压力引起的器官衰竭、组织氧化等，如心

血管、糖尿病患者的肾脏氧化、肝脏氧化以及头皮毛

囊组织在氧化压力下老化进而导致的脱发等[81-82]。

女贞皮抗疟、退热的药效成分有待深入研究，为治

疗疟疾、高烧的药物制剂、复方制剂等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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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贞根则可精炼油膏，应用于皮肤烫伤并逐步发展

为治疗多种皮肤损伤的医药产品。 

4  结语与展望 

女贞子作为我国常用大宗药材之一，其基原植

物女贞也是中药二次开发重要的研究对象。鉴于植

物女贞不同药用部位的潜在应用价值，亟需开展系

统和深入研究，实现女贞植物的综合利用和开发。

为更好地逐步实现女贞的综合利用，建议优先开展

如下研究：（1）采用现代分离分析技术，构建女贞

不同药用部位及其上市药品的多维多息指纹图谱，

整体表征女贞不同部位质量；（2）系统开展女贞不

同药用部位的化学成分研究，阐明其不同功效的药

效物质基础，并探索及优化有效组分（群）的制备

工艺；既可以为上市药的二次开发提供研究基础，

也可为新产品的研发做好储备；（3）针对现有上市

药的临床适应证，临床试验与动物实验并行开展，

采用多组学与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阐

明其复杂作用机制，明确其作用优势，实现上市药

的精准临床定位，助力打造优质大品种；（4）基于

安全性和功效研究，建议全面开发女贞相关的大健

康产品，推进其在不同行业及领域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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