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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竹沥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进展及质量标志物（Q-Marker）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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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鲜竹沥为禾本科植物粉绿竹、净竹及同属数种植物得鲜杆经加热后自然沥出的液体，被誉为“痰家圣剂”，在汉代《神

农本草经》就有记载。鲜竹沥有清热化痰的功效，其相关药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为保护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已有

报道表明，鲜竹沥中含有酚酸类、氨基酸类、糖类、醇类、酮类、黄酮类等成分。现代药理学表明鲜竹沥可有效保护支气管黏

膜完整，并减少炎性细胞浸润。通过对鲜竹沥标准沿革、化学成分和功效等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从化学成分的特有性、可测性

及其质量标准稳定性、传递性、中医药理论关联性、药效关联性等方面对其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进行预测，

初步预测愈创木酚、紫丁香醇、香草酸、二氢丁香酚等可作为鲜竹沥的 Q-Marker，为鲜竹沥质量标准的完善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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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nzhuli (fresh bamboo juice) is the liquid naturally leached from Phyllostachys glauca, Phyllostachys nuda and several 

related bamboo varieti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heating. It has been revered as a “phlegm holy medicine” since its mention was 

recorded in the Han Dynasty’s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The Fresh bamboo juice possesses the capability of clearing 

heat and resolving phlegm, and its pharmaceutical derivatives have proven instrumental in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fresh bamboo juice comprises various constituents such as phenolic acids, amino 

acids, sugars, alcohols, ketones, flavonoids. Modern pharmacology also substantiates its effectiveness in preserv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bronchial mucosa and curbing the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By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es on the standard histor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efficacy of fresh bamboo juice, the quality marker (Q-Marker) of fresh bamboo juice was predi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uniqueness and measurability of chemical components, stability of quality standard, transmission, theoretical 

relev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odynamic relevance, etc. It was preliminarily predicted that guaiacol, syringol, 

vanillic acid and dihydroeugenol could be used as Q-markers for fresh bamboo juice, which provided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fresh bamboo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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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竹沥为禾本科植物粉绿竹 Phyllostachys 

glauca McClure、净竹 P. nuda McClure 及同属数种

植物的鲜杆经加热后自然沥出的液体，早在汉代的

《神农本草经》[1]就有关于“竹汁”的记载。传统生

产鲜竹沥的方法为火烤，因其存在污染环境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鲜竹沥生产厂家采用干馏法，也有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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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采用水蒸气蒸馏法等方法。鲜竹沥中含有酚酸

类、氨基酸类、糖类、醇类、酮类、黄酮类等成分。

现代药理学表明鲜竹沥具有保护支气管黏膜完整、

减少炎性细胞浸润的药理活性。目前鲜竹沥执行标

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1992 年版，

此标准主要对性状、酪氨酸、pH 值、总固体含量、

相对密度进行规定。有报道指出鲜竹沥存在假药生

产及非法添加的问题，如添加蔗糖以满足密度要求，

或以竹醋液（即竹材热解得到的液体产物）冒充鲜

竹沥的情况，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鲜竹沥产品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然而现有标准所覆盖的项目尚难以

对假药劣药进行有效区分，鲜竹沥的质量标准亟待

提高完善。 

刘昌孝院士[2]提出了中药质量标志物（quality 

marker，Q-Marker）的概念，随着 Q-Marker 理念的

不断深入，形成了围绕“指纹成分-工艺过程可重现

性”“生物学-有效性、安全性”“中药功效-作用机

制关联性”“质量物质可测性”和“质量标准稳定性”

探索 Q-Marker 的五要素[3]，Q-Marker 的研究已经

成为中药质量控制的热点方向[4-5]。本文通过查阅文

献，对鲜竹沥标准现状、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

究进行总结，基于已有研究对鲜竹沥的 Q-Marker

进行预测，为鲜竹沥的质量控制提供思路参考。 

1  鲜竹沥质量标准研究现状 

鲜竹沥标准最早收录于《中国药典》1977 年版，

标准仅对鲜竹沥的 pH 值进行测定，要求其 pH 值应

在 5.0～6.0。《中国药典》2020 年版没有对鲜竹沥进

行收载，仅收载了复方鲜竹沥[6]。现行标准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1992 年版，相较于

《中国药典》1977 年版的标准项目，增加了薄层鉴

别、总固体含量、相对密度的测定。其中薄层鉴别

是对鲜竹沥中的酪氨酸进行测定；同时规定总固体

含量应大于 2.0%，即在一定温度下，使供试品的液

体成分蒸发，用剩余的固体成分计算获得的供试品

的固体总量应大于 2.0%；相对密度规定其应大于

1.010[7]；pH 值测定将 pH 值修订为 4.4～5.5。现执

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鲜竹沥的质量特征，但

检测项目仍较为单一，难以有效控制鲜竹沥的质量。

随着标准研究的不断深入，2022 年 8 月 1 日江西省

颁布的地方鲜竹沥中药饮片标准中，增加了紫丁香

醇和 (＋)-南烛木树脂酚-3α-O-β-D-吡喃葡萄糖苷

的薄层鉴别[8]，其主要目的是对干馏法和水煮法、

水蒸气蒸馏法生产的鲜竹沥进行区分。此标准的建

立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工艺，对规范鲜竹沥市场有重

要意义。鲜竹沥因其属于冷背药材[9]，经济效益低，

常出现价格倒挂现象，因此在制订质量标准时也需

考虑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工艺可控。故结合鲜竹沥标

准研究进展，参照一定原则寻找鲜竹沥中的

Q-Marker 是制定鲜竹沥质量标准的重要前提。 

2  化学成分 

现有研究表明，从鲜竹沥中分离得到 100 多个

化合物，主要为糖类、氨基酸、酚酸类、醇类、木

脂素、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化学成分。本文汇总了

鲜竹沥或竹子提取物中的部分化学成分，为鲜竹沥

的质量控制提供参考。 

2.1  糖类和糖苷类 

赵 雯 等 [10] 采 用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联合蒸

发光散射检测器对鲜竹沥中糖类成分进行含量测

定，并通过方法学验证后证明符合实验要求。对 9

批采用标准干馏法生产的鲜竹沥，及直火烤生产的

鲜竹沥和高温蒸、煮制备的非标准样品的单糖、双

糖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干馏法和直火烤鲜竹

沥样品均检测到了果糖、蔗糖、葡萄糖。其中直火

烤制备的鲜竹沥果糖、蔗糖和葡萄糖的质量浓度分

别为 7.9、11.4、11.2 mg/mL，干馏法生产的鲜竹沥

果糖、蔗糖和葡萄糖的含量分别为 3.1、11.4、3.3 

mg/mL，而在高温蒸制的样品中未检测到上述 3 种

糖，在高温煮制的样品中仅检测到了蔗糖，其质量

浓度为 12.1 mg/mL。同时发现部分样品中存在检出

蔗糖含量异常高的现象，检出质量浓度分别为 48.2、

54.4、50.5、51.4 mg/mL。鲜竹沥中的单糖、二糖含

量测定结果可用于初步为判断鲜竹沥生产工艺是否

符合标准要求，及判断鲜竹沥生产厂家是否存在人

为添加蔗糖的情况。据文献报道，鲜竹沥中除了糖

类，还有许多糖苷类成分，见表 1。 

2.2  氨基酸类 

鲜竹沥中含酪氨酸、组氨酸（21、22）等 17

种氨基酸。鲜竹沥作为传统中药，其炮制的方法、

工艺水平不同，制备的鲜竹沥所含氨基酸成分含量

差异较大[13]。现行鲜竹沥的质控标准采用薄层色谱

法对其酪氨酸进行测定，亦说明氨基酸是鲜竹沥质

控的重要指标成分。文献报道中已检测到的氨基酸，

见表 2。 

2.3  酚酸类 

有研究报道指出愈创木酚类是鲜竹沥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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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鲜竹沥中的糖苷类成分 

Table 1  Glycoside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 文献 

 1 它乔糖苷 — — 11 

 2 β-熊果苷 — — 11 

 3 丁香脂素-4-O-β-D-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4 5,5′-二甲氧基落叶松树脂醇-4′-O-β-D-吡喃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5 2,4,6-三甲氧基苯酚-1-O-β-D-吡喃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6 苯甲醇-β-D-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7 (1′R)-1′-(4-羟基-3,5-二甲氧基苯基)-1-丙醇-4-O-β-D-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8 3,5-二甲氧基-4-羟基苯基 β-D-葡萄糖苷 — — 11 

 9 dihydro-p-coumarylalcoholγ-O-glucoside 毛竹 干馏法 12 

10 (Z)-4-hydroxycinnamylalcohol-4-O-β-D-glucopyranoside 毛竹 干馏法 12 

11 β-hydroxypropiovanillone-3-O-β-D-glucopyranoside 毛竹 干馏法 12 

“—”表示鲜竹沥来源众多或炮制方法不确定，下表同。 

“—” means that there are many sources of bamboo or uncertain way of processing, same as below tables. 

表 2  鲜竹沥中的氨基酸类成分 

Table 2  Amino acid component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文献 序号 名称 文献 序号 名称 文献 

12 天门冬氨酸 13 18 缬氨酸 13 24 甲硫氨酸 14 

13 苏氨酸 13 19 异亮氨酸 13 25 精氨酸 14 

14 丝氨酸 13 20 亮氨酸 13 26 脯氨酸 15 

15 谷氨酸 13 21 酪氨酸 13 27 苯丙氨酸 15 

16 甘氨酸 13 22 组氨酸 13 28 胱氨酸 15 

17 丙氨酸 13 23 赖氨酸 13    

 

效成分[16]。肖小武等[16]建立了同时测定复方鲜竹沥

液中愈创木酚、甲基愈创木酚、苯酚（29～31）等

8 种酚酸类成分的 GC-MS 法，发现在 8 种酚酸类成

分中紫丁香醇（35）的含量最高，且紫丁香醇的含

量与其他 7 种酚类成分含量成正相关，不同厂家间

酚酸类成分含量差别较大。并且发现烟熏味越浓的

复方鲜竹沥，8 种酚酸类成分的含量越高。鲜竹沥

中的酚酸类成分见表 3。 

2.4  木脂素类 

木脂素是存在于植物中的一类天然化合物，具

有多样的结构和广泛的生物活性[23]。据文献报道鲜

竹沥中含有 7 种木脂素类成分，其中丁香脂素（59）

具有双环氧木脂素母核，此类木脂素的异构体和光

学异构体较多。见表 4。 

2.5  醛酮类 

无论是传统方法还是现代生产工艺，鲜竹沥的

生产均离不开高温。鲜竹沥中的糖和氨基酸类成分

在加热过程中会发生热降解和美拉德反应，生成 5-

羟甲基糠醛（89），且含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同时 5-羟甲基糠醛容易热分解产生糠醛（85）、2-

乙基-1-己醇和 5-甲基糠醛等衍生物[24-28]。鲜竹沥中

的醛酮类成分见表 5。 

2.6  醇类 

竹类植物中未有糠醇存在的报道[26]，但在生产

过程中糖和氨基酸可能发生美拉德反应，进而生成

糠醇[28]。据现有文献报道，鲜竹沥中含有 9 种醇类

成分，见表 6。周宇星等[29]采用 HPLC 法测定了干

馏法和直火烤法鲜竹沥中糠醇的含量，发现干馏法

生产的鲜竹沥中糠醇含量显著高于直火烤法。 

2.7  其他类 

除上述化合物外，鲜竹沥中还含有大量其他类

化合物，如 2,3-二氢苯并呋喃（104）、1,2,4-三甲氧

基苯（105）、卡西双胍（110）等，见表 7。鲜竹沥

的成分与工艺关系密切，研究发现不同工艺的鲜竹

沥物质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鲜竹沥的质量控制

应关注其共有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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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鲜竹沥中的酚酸类成分 

Table 3  Phenolic acid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提取工艺 文献 

29 愈创木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0 甲基麦芽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1 苯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2 4-乙基愈创木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3 3-乙基苯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4 4-乙烯基-2-甲氧基苯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5 紫丁香醇 淡竹 火烤法 17 

36 (E)-2-甲氧基-4-(1-丙烯

基苯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7 5-叔丁基焦酚 淡竹 火烤法 17 

38 乙酸 淡竹 火烤法 17 

39 丙酸 淡竹 火烤法 17 

40 3-O-(3′-甲基咖啡酰)-奎

宁酸 

毛竹 80 ℃下 70%乙醇

回流提取 

18 

41 5-O-咖啡酰 4-甲基奎

宁酸 

毛竹 80 ℃下 70%乙醇

回流提取 

18 

42 3-O-咖啡酰 -1-甲基奎

宁酸 

毛竹 80 ℃下 70%乙醇

回流提取 

18 

43 3-甲氧基没食子酸 毛竹 干馏法 19 

44 4-甲氧基肉桂酸 毛竹 干馏法 19 

45 鲜竹沥素 A 毛竹 干馏法 20 

46 香草酸 毛竹 干馏法 20 

47 丁香酸 毛竹 干馏法 19 

48 丙酮基乙酸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49 4-甲基愈创木酚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50 对甲基苯酚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51 甲酸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52 乙酰氧基乙酸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53 间甲酚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54 间乙基苯酚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55 4-烯丙基-2,6-二甲氧基

苯酚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56 对乙烯基愈创木酚 毛竹 干馏法 21 

57 苯甲酸 — — 22 

58 山梨酸 — — 22 

表 4  鲜竹沥中的木脂素类成分 

Table 4  Lignan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 文献 

59 丁香脂素 毛竹 干馏法 20 

60 低三叉蕨酚 淡竹 火烤法 17 

61 鲜竹沥素 B 毛竹 干馏法 21 

62 (＋)-蛇菰宁 — — 11 

63 tortoside B 毛竹 干馏法 12 

64 ( ＋ )- 南烛木树脂酚 -3α- 

O-β-D-吡喃葡萄糖苷 

毛竹 干馏法 12 

65 lirioresinol-A 毛竹 干馏法 12 

表 5  鲜竹沥中醛酮类化学成分 

Table 5  Aldehydes and ketone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 文献 

66 甲基环戊烯醇酮 淡竹 火烤法 17 

67 乙基环戊烯醇酮 淡竹 火烤法 17 

68 四氢-2H-2-吡喃酮 淡竹 火烤法 17 

69 2-吡咯烷酮 淡竹 火烤法 17 

70 2-戊酮 淡竹 火烤法 17 

71 香草乙酮 淡竹 火烤法 17 

72 乙酰丁香酮 淡竹 火烤法 17 

73 (R)-α,4′-dihydroxy-3′-methoxypr

opiophenone 

毛竹 干馏法 19 

74 丁香醛 淡竹 火烤法 17 

75 松柏醛 毛竹 干馏法 19 

76 反式对羟基桂皮醛 毛竹 干馏法 19 

77 3,5-二羟基-4-甲氧基苯甲醛 毛竹 干馏法 19 

78 香草醛 毛竹 干馏法 20 

79 对羟基苯甲醛 毛竹 干馏法 20 

80 1-(4-羟基苯基)-2-丙酮 毛竹 干馏法 20 

81 2-羟基-1-(4-甲氧基苯基)-1-丙酮 毛竹 干馏法 20 

82 3,5-二甲氧基-4-羟基-苯丙酮 毛竹 干馏法 20 

83 3-羟基-1-(4-羟基-3,5-二甲氧基

苯基)-1-丙酮 

毛竹 干馏法 20 

84 甲氧基丙酮 水竹 干馏10 min 21 

85 糠醛 水竹 干馏10 min 21 

86 2(5H)-呋喃酮 水竹 干馏10 min 21 

87 4-羟基-2,5-二甲基-3(2H)呋喃酮 水竹 干馏10 min 21 

88 正戊醛 水竹 干馏10 min 21 

89 5-羟甲基糠醛 水竹 干馏10 min 21 

90 桃醛 水竹 干馏10 min 21 

91 1-羟基-2-丁酮 水竹 干馏50 min 21 

92 4-甲基-2(H)-呋喃酮 水竹 干馏50 min 21 

93 4-羟基-3-甲氧基苯丙酮 水竹 干馏50 min 21 

94 4′-O-甲基毛蕊花黄素 毛竹 干馏法 19 

表 6  鲜竹沥中的醇类成分 

Table 6  Alcohol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 文献 

 95 糠醇 淡竹 火烤法 17 

 96 环丙基甲醇 淡竹 火烤法 17 

 97 反式-橙花叔醇 淡竹 火烤法 17 

 98 α-桉叶醇 淡竹 火烤法 17 

 99 β-桉叶醇 淡竹 火烤法 17 

100 香草醇 毛竹 干馏法 19 

101 甘油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102 对羟基苯甲醇 — — 11 

103 松柏醇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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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鲜竹沥中的其他成分 

Table 7  Other ingredients in fresh bamboo juice 

序号 名称 来源 炮制方法 文献 

104 2,3-二氢苯并呋喃 淡竹 火烤法 17 

105 1,2,4-三甲氧基苯 淡竹 火烤法 17 

106 6-羟基-2-(4′-羟基-3′,5′-二甲氧

基苯基 )-3,7-二氧杂双环 - 

[3.3.0]-辛烷 

毛竹 干馏法 19 

107 3,5-二甲氧基-4-羟基苯酰肼 淡竹 火烤法 17 

108 6-羟基-2-(4′-羟基-3′,5′-二甲氧

基苯基 )-3,7-二氧杂双环 - 

[3.3.0]-辛烷 

毛竹 干馏法 20 

109 (＋)-lyoniresinol 毛竹 干馏法 20 

110 卡西双胍 毛竹 干馏法 20 

111 (4,4′-二羟基-二苯)-二甲基甲烷 毛竹 干馏法 20 

112 双环氧化丁二烯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113 1,2,3-三甲氧基苯 水竹 干馏 10 min 21 

114 醋酸铵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115 1-乙酰基胍 水竹 干馏 50 min 21 

116 2,6-dimethoxy-1,4-benzoquinone — — 11 

117 erythro-2,3-bis(4-hydroxy-3-met

hoxyphenyl)-3-butoxypropan1- 

1-ol 

毛竹 干馏法 12 

118 (E)-p-coumarylalcoholγ-O-meth

ylether 

毛竹 干馏法 12 

119 丙酮酸甲酯 淡竹 火烤法 17 

120 4-羟基丁酸乙酰酯 淡竹 火烤法 17 

121 a-羟基-r-丁内酯 淡竹 火烤法 17 

122 3-羟基-4-甲氧基苯甲酸甲酯 毛竹 干馏法 19 

 

2.8  鲜竹沥中的无机元素 

高吾名[14]应用原子分光光度仪对不同产地鲜

竹沥中的 Mg、Mn、Zn、Fe、Cu、Ca 6 种无机元素

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不同产地无机元素含量差别较

大，但每种无机元素占无机元素总量的比例相对稳

定，具有一定规律[30]。 

2.9  原料、生产工艺等对鲜竹沥化学成分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采用不同采收季节、不同种的竹

子，及不同生产工艺、工艺参数对鲜竹沥中的化学

成分有较大影响。（1）在原料方面，王介庆等[31]对

一年中不同季节采收的毛竹进行传统烧制，结果发

现秋冬 2 季生产的鲜竹沥相较于春夏，色泽更鲜亮、

相对密度和旋光度均较大，且产量高。同时研究了

1 d 内不同烧制时间对鲜竹沥产品的影响，结果表明

18 点至次日 9 点烧制所得的鲜竹沥色泽更好、相对

密度等指标更高，推测可能与该时段内淡竹根系向

上大量运输营养汁液有关。（2）在生产工艺方面，

传统方法为炭火烤新鲜竹子获取鲜竹沥，因传统方

法存在污染环境等缺陷，目前鲜竹沥生产厂家主要

采用干馏法生产鲜竹沥，也有水煮法或水蒸气提取

法生产鲜竹沥的厂家。不同生产工艺对鲜竹沥中化

学成分存在很大影响，洪挺等[13]对不同生产工艺所

得鲜竹沥中的 12 种氨基酸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干馏

法和火烤法均检测出 12 种氨基酸，而蒸制和煮制法

生产的鲜竹沥有部分氨基酸（如苏氨酸、赖氨酸等）

未检出。初步认为氨基酸可用于区分不同工艺生产

的鲜竹沥，且从氨基酸结果认为干馏法更接近古法。

亦有研究表明干馏法生产的鲜竹沥中可检测到紫丁

香醇，而水煮法及水蒸气提取法无法检测到此成分。

可能是由于水煮法和水蒸气蒸馏法温度相对较低，

难以使木脂素类成分裂解所致[16]。 

即使采用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鲜竹沥，其工艺

参数（如温度）对成分也有较大的影响。喻何云等[32]

采用 GC 法对从 70～200 ℃不同干馏温度获得的鲜

竹沥中糠醛类成分进行检测。结果表明 120 ℃干馏

下生产的产品可初步检测到 5-羟甲基糠醛，150 ℃

干馏下生产的鲜竹沥，其 5-羟甲基糠醛的含量大幅

提升，即随着干馏温度升高，鲜竹沥中 5-羟甲基糠

醛的含量逐渐升高。5-羟甲基糠醛是糖和氨基酸类

成分在加热过程中会发生热降解和美拉德反应所产

生的，有研究表明 5-羟甲基糠醛为第 2 类基因毒性

杂质[33]，其最大日暴露量为 1.5 μg/d，故应关注对

其限度的制定。此外，生产温度对于酚酸类、木脂

素类成分有较大影响。毛竹和慈竹等竹子富含木脂

素类成分[34]，木脂素类成分会在高温下裂解成酚酸

类化合物，愈创木酚、紫丁香酚即为木脂素热解转

化所得到的主要产物之一[35]，且其在高温下进一步

热解生成苯酚等一系列酚酸类衍生物[36]。 

3  鲜竹沥的生物活性研究 

3.1  传统功效 

鲜竹沥常用于治疗痰热咳嗽。同时在中医药古

籍中亦有记载，鲜竹沥可治暴中风、止烦闷。如梁

代《本草经集注》[37]中记载鲜竹沥可治暴中风、风

痹、胸中大热、止烦闷、治口疮、目痛、明目、通

利九窍。明代《景岳全书》[38]记载鲜竹沥可治暴中

风痰、失音不语、胸中烦热、止烦闷消渴。清代《得

配本草》[39]记载鲜竹沥有治狂闷、利九窍、疗破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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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止因触胎动、养血明目的功效。 

3.2  现代药理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鲜竹沥具有显著的止咳化痰

作用，如蔡华芳[40]使用枸橼酸构建豚鼠咳嗽模型，使

用氨水构建小鼠咳嗽模型。对豚鼠和小鼠将不同剂量

鲜竹沥和可待因 ig 给药，观察咳嗽次数。实验结果

显示，与对照组比较，鲜竹沥可显著延长枸橼酸和氨

水引起的咳嗽的潜伏期，降低咳嗽次数。认为鲜竹沥

可能通过抗氧化作用，抑制组胺等炎性物质的释放或

促进某种保护物质的分泌来发挥镇咳作用。 

此外，在鲜竹沥临床评价中发现，其对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哮喘、肺部感染及脑卒中均有明显的

疗效。如罗霄云等[41]选取 10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用

复方鲜竹沥液辅助噻托溴铵粉雾剂治疗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治疗后发现实验组总有效率 94.00%，显著

高于对照组 82.00%。说明复方鲜竹沥液与噻托溴铵

粉雾剂起协同治疗作用，改善肺功能和血气指标。

陈勇平等[42]采用鲜竹沥雾化治疗的方法对哮喘患

者进行治疗，发现鲜竹沥雾化治疗组其效果显著优

于常规治疗组。冯建平[43]采用复方鲜竹沥雾化治疗

的方法治疗哮喘，发现鲜竹沥组止咳化痰，症状缓

解，平喘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在治疗肺炎方面，

孙青等[44]应用鲜竹沥口服液联合甲泼尼龙琥珀酸

钠对小儿肺部感染治疗后，发现其可显著降低患儿

的炎性指标，改善血气指标，有助于肺部功能恢复。

此外，临床表明鲜竹沥对脑卒中患者有一定治疗作

用，金霄汉[45]使用鲜竹沥辅助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

碍患者，发现鲜竹沥配合“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相较于常规治疗方案的对照

组有更好的疗效。 

4  鲜竹沥的 Q-Marker 预测 

刘昌孝院士提出了 Q-Marker 的概念[46]，随着

Q-Marker 的理念不断深入，提出了基于特有性、可测

性、有效性、传递性和中医药理论关联性的 Q-Marker

研究的核心五要素。基于上文的标准研究现状、化学

成分和鲜竹沥的生物活性研究，结合 Q-Marker 的“五

要素”对鲜竹沥的 Q-Marker 进行预测。 

4.1  基于“有效性”的 Q-Marker 预测 

4.1.1  基于已有文献报道的鲜竹沥中的活性化学成

分  已有研究表明鲜竹沥中的愈创木酚等酚酸类

成分可能具有药理活性，且具有愈创木酚母核结构

的如丁香醛等化合物同样具有止咳化痰作用。刘鹏

等 [47]认为鲜竹沥中一些含有大量巯基的氨基酸可

以打开支气管分泌物中的二硫键，从而稀释痰液，

且可以促进气道分泌进一步稀释痰液，增强纤毛运

动，促进痰液排出。殷玉生等[48]将鲜竹沥进行成分

分离后，对小鼠进行恒压氨刺激引咳实验，发现分

离出的氨基酸类成分相较于空白对照组有明显的镇

咳作用，但弱于可待因。推测氨基酸类成分可能对

鲜竹沥镇咳作用有一定贡献。姚金龙等[49]设计豚鼠

枸橼酸引咳实验模型探索鲜竹沥中活性成分，发现

香草醛、芥子醛、丁香醛可以保护枸橼酸损伤的支

气管黏膜完整，减少炎性细胞浸润。依据 Q-Marker

“五要素”中的“有效性”，初步预测鲜竹沥中的丁

香醛、香草醛、芥子醛和含有巯基的氨基酸类成分

是鲜竹沥的 Q-Marker。 

4.1.2  基于网络药理学预测的 Q-Marker 预测分析  

网络药理学是选取特定信号节点进行多靶点药物分

子设计的新学科，目前已被广泛用于中药研究[50]。

张雨恬等[51]采用网络药理学及分子对接分析鲜竹

沥中的活性成分，推测二氢丁香酚、对乙基苯酚、

对乙烯基愈创木酚、香草酸、丁香醛 5 种化合物主

要通过调节炎性反应、环磷酸腺苷信号通路、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信号通路等生物通路来发挥止咳、平

喘、化痰的作用，可能是鲜竹沥发挥镇咳祛痰药效

的关键物质，有望成为鲜竹沥的 Q-Marker。 

4.2  基于“特有性”的 Q-Marker 预测 

鲜竹沥生产的原料大多使用毛竹、淡竹、净竹、

苦竹等[52]。鲜竹沥中的酚酸类是竹类植物的特有标

志成分，且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 [17-18]。因此基于

Q-Marker“特有性”，酚酸类成分可被认为是其特有

性成分。姚金龙[20]制备的鲜竹沥浸膏中发现了 2 个

新化合物，并进行了结构鉴定，分别命名为鲜竹沥

素 A（45）和鲜竹沥素 B（61）。这些鲜竹沥中特有

的成分有望成为鲜竹沥的潜在 Q-Marker。 

4.3  基于化学成分“可测性”的 Q-Marker 预测 

江西省鲜竹沥饮片质量标准中采用薄层色谱法

对鲜竹沥中紫丁香醇进行测定，此法快速、成本低、

操作简单。另外，如愈创木酚等作为鲜竹沥中含量

较高的化学成分，其检测方法也相对成熟[53]，具备

Q-Marker“可测性”的特点。何小稳等[54]采用顶空

单滴微萃取技术联用 HPLC 测定复方鲜竹沥中愈创

木酚的含量，结果表明方法学验证符合实验需求。

肖小武等[55]建立了同时测定复方鲜竹沥中 8 种酚类

成分的 GC-MS 法，同时对 5 家企业的 3 批复方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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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沥进行测定，结果发现不同企业间酚类成分含量

差别较大，同一企业不同批次酚类成分无显著差异。

故从可测性角度出发，愈创木酚、丁香醛和紫丁香

醇等有成为鲜竹沥 Q-Marker 的潜力。 

4.4  基于“中医药理论关联性”的 Q-Marker 预测 

《本草从新》[56]记载鲜竹沥性寒，滑，具竹香气，

归心、肝、肺经。为青黄色或黄棕色液汁，以色泽透

明者为佳。于红艳等[57]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药性-

成分间的关系，发现“寒”与生物碱和有机酸关联最

大，推测鲜竹沥中的生物碱与有机酸可能是其发挥药

效的关键活性成分，故基于“中医药理论关联性”，

生物碱和有机酸类成分可作为鲜竹沥的 Q-Marker 的

候选物。此外，鲜竹沥具有竹香气等独特的风味，可

采用超快速气相电子鼻或 GC-嗅觉测量法对其风味

进行研究[58]，寻找其香味的特征组分，鲜竹沥的香味

特征组分有望成为鲜竹沥的 Q-Marker。 

4.5  基于“传递性”的 Q-Marker 预测 

理想的 Q-Marker 应能满足全过程质量传递与质

量溯源的质量控制体系[59]，其在生产流通的全过程中

应被检测到，且在鲜竹沥中含量或结构变化能够一定

程度反映鲜竹沥的质量情况。因鲜竹沥中的部分成分

是由木脂素高温裂解而来，而愈创木酚等酚酸类是木

脂素裂解的重要产物，初步预测愈创木酚、紫丁香醇

等酚酸类成分有望成为鲜竹沥的 Q-Marker。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鲜竹沥的相关报道综述，

发现鲜竹沥主要化学成分包括酚酸类、糖类、氨基

酸类、黄酮类、木脂素类等，其中酚酸类是鲜竹沥

中的主要成分[60]。药效研究表明鲜竹沥主要具有止

咳、平喘等临床功效。按照 Q-Marker 五要素要求对

鲜竹沥进行分析，初步认为愈创木酚、紫丁香醇、

二氢丁香酚、香草酸、氨基酸类等有望成为鲜竹沥

Q-Marker 的候选物。同时，对鲜竹沥现有研究进行

总结，提出了鲜竹沥研究还应关注的重点内容：（1）

鲜竹沥的质量标准应加强质控指标与药效、活性的

关联性；（2）应进一步深入开展药理活性研究，尤

其采用现代药理模型及新兴的有效成分探索技术

（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代谢组学等）对其机制进

行深入阐述；（3）鲜竹沥作为味甘、气味独特的品

种，其质量与其性味可能存在关联性，然而关于鲜

竹沥气味研究较少，后续可采用电子鼻、电子舌等

仿生技术开展鲜竹沥的气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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