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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婆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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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头婆为菊科泽兰属植物，在韩国是一种茶饮，在我国是少数民族常用的草药，土家族俗称“仙草”。本文总结了近

40年来白头婆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情况，白头婆中共分离鉴定了6个化学成分(苯丙素类、倍半萜类各3个)，药理

学研究集中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具有抑制昆虫发育、抗肿瘤、抗炎、抗骨质疏松及抗菌等药理作用。白头婆的化学成分及

药理作用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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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婆Eupatorium japonicum Thunb．为菊科泽兰属植

物，多年生草本，在中国大陆的17个省份有分布，在朝鲜和

13本广布，生长于山坡草地、密疏林下、灌丛中、水湿地及河

岸水旁，分布海拔120～3，000m⋯。白头婆的花在韩国常

被当作茶饮旧J，在国内是10多个少数民族民间使用的一

种草药，可用于治疗多种疾病¨1。白头婆在湖南省湘西北

的龙山县、石门县、慈利县及湘西南的凤凰县有分布，在土

家族民间多为强盗必备的“打伤药”，强盗在行盗被打伤

后，用所备的“打伤药”疗伤，故名“强盗药”，具有止痛、活

血散瘀、消肿之功效，此外，土家族药匠(土家族对医生的

尊称)用白头婆的花直接在粮食酒中浸泡后饮用，在临床

应用中还总结出大泽兰具有抗疲劳、壮阳、治疗痛症、上呼

吸道感染、牙龈炎症、口腔溃疡、胃病等多种功效，故称之为

“仙草”【4 J。本文总结了1978—2016年国内外关于白头婆

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的文献资料，以期为白头婆的

进一步研究及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l 白头婆的化学成分

1．1化学成分分离鉴定：日本学者Nakajima等人较早的

开始了白头婆化学成分的研究，筛选白头婆叶片中对黑腹

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有抑制作用的化学成分，以甲

醇提取白头婆叶片，提取物浓缩后依次以正己烷、苯、乙酸

乙酯萃取，经反复柱层析后分离鉴定了2个化学成分香豆

素(coumRrin)和euponin”16 o；Kawazu等"1以黑腹果蝇抑制

活性为指示，继续从白头婆苯萃取物中分离到2个具有幼

虫抑制活性的愈创木烷型倍半萜类化学成分3，4一epoxy

一813一angeloyloxy一14一OXO—l(10)，11(13)一guaiadien

一12。6ct—olide和4ct—hydroxy一813一angeloyloxy一1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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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I(10)，2，11(13)一guaiatrien一12，6ct—olide；Kim

等¨1利用活性导向的方法对白头婆茎进行分离，以乙醇提

取白头婆茎，提取物以二氯甲烷萃取后，使用Sephadex LH

一20柱层析，再以液相色谱法制备得到两个具有预防骨质

疏松的化学成分香豆酸(coumaric acid)和香豆酸甲酯(COU．

maric acid methyl ester)(图2)。

图1臼头婆Eupato rium japonicum原植物

1．2化学成分分析检测：Zhao等一1首先以二甘醇二甲醚

(diglyme)将生物碱氧化成N一氧化物形式，然后以醋酸酐

加热脱氢，形成的吡咯再以Ehrlich试剂处理，以此方法发

现白头婆中含有少量双稠吡咯啶生物碱；Edgar等¨驯利用

快速原子轰击质谱测定法(FAB—MS)及气相色谱一电子

轰击质谱法(GC—MS)分析了白头婆的化学成分，发现白

头婆中有amabiline、viridiflofine、supinine、lyeopsamine、echi—

natine、rinderine等吡咯联啶生物碱；杨再波等¨¨将固相微

萃取法(SPME)与气相色谱一质谱技术(GC／MS)联用来分

析白头婆的挥发油成分，并应用质谱检索和保留指数法相

结合进行定性分析，发现白头婆挥发油成分中主要为单萜

烯类、倍半萜烯类及其含氧衍生物，相对含量较高的有B一

石竹烯(22．04％)、理一水芹烯(12．55％)、大根香叶烯D(

10．86％)、B一倍半水芹烯(10．72％)等化学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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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白头婆中的化学成分

2白头婆的药理作用

2．1抗肿瘤：李美丽和赵香兰¨21研究了白头婆(亦称日本

佩兰)总生物碱的抗癌活性，体外试验表明总生物碱(103．

4±9．8tLg／m1)对HeLa细胞具有50％抑制率；体内试验表

明总生物碱(50mg／kg．d)连续注射7d，可显著延长腹水型

S180肉瘤小鼠的生存期限，但腹腔注射的抗癌效果优于皮

下注射。

Woo013j等对白头婆花70％乙醇提取物抑制人类肺癌

细胞MDA—MB一231转移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提取物可

抑制癌细胞株MDA—MB一231的迁移、入侵和粘附。明胶

酶谱法(gelatin—zymography)表明，白头婆花乙醇提取物可

降低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uPA)、血管内皮细胞生长

因子(VEGF)和细胞间粘附分子(ICAM)，正己烷部位可显

著抑制肺癌细胞的转移。

2．2抗炎：Lee¨41等考察了白头婆对脂多糖LPS诱导的

RAW264．7细胞炎症反应，发现白头婆花的70％乙醇提取

物可抑制NO、前列腺素E一2(PGE2)产生以及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iNOS)、环氧合酶一2(COX一2)相关蛋白表达，

此外，可降低IL一6、IL一1B和TNFct—mRNA等因子的水

平。乙醇提取物中的乙酸乙酯部位和二氯甲烷部位具有抑

制NO产生的显著活性、且无细胞毒活性。

Gu等¨副研究了小鼠巨噬细胞中Toll样受体(TLR)激

动剂对炎性因子的作用，发现白头婆花乙醇提取物可抑制

由LPS(r11IJR4激动剂)、聚肌胞一胞苷酸(TLR3激动剂)和

巨噬细胞激活性脂肽(TLR2 and TLR6激动剂)诱导的NF

—KB的活化以及iNOS、COX一2的表达；Gu等¨刮通过进

一步研究发现，白头婆乙醇提取物通过抑制LPS、聚肌胞一

胞苷酸诱导的NF—KB、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的活化以

及干扰素诱导基因的表达，以调节TLR信号通路，从而发

挥治疗慢性炎症病症的作用。

2．3抗骨质疏松：Kim等旧1研究了白头婆对防止骨质疏松

症及骨折的作用，发现白头婆茎99％乙醇提取物可阻止脂

质堆积、抑制多功能细胞C3H10T1／2和原发性骨髓细胞中

脂肪细胞标记物的产生，但是促进碱性磷酸酶活性可诱导

多功能细胞C3H10T1／2和原发性骨髓细胞中成骨细胞标

记物的表达。化学成分活性跟踪研究发现，香豆酸和香豆

酸甲酯是抗脂肪生成和促骨原物质生成的活性成分。

2．4抗微生物：张应烙和尹彩萍¨71在筛选无公害植物源

杀菌剂的过程中，发现白头婆全草丙酮提取物具有一定的

抑菌活性，其质量浓度为0．059／mL时，对棉花枯萎病菌、

小麦赤霉病菌、番茄早疫病菌、杨树溃疡病菌的抑制率分别

为57．7％、44．8％、61．8％和38．3％。

2．5 抑制昆虫活性：Nakajima等∞1分别以黑腹果蝇D．

Melanogaster虫卵和幼虫为对象，筛选具有抑制昆虫发育作

用的化学成分，以活性导向的分离方法从白头婆叶片中发

现了香豆素和euponin。香豆素不仅具有抑制虫卵的作用，

其浓度为2．5mg／g时也可完全抑制l龄幼虫生长：Euponin

在虫卵期可影响幼虫生长，促使幼虫或蛹形态小且异常，但

虫卵孵化或变成幼虫后则没有任何作用。

Kawazu等"1自黑腹果蝇的虫卵期开始就以愈创木烷

型倍半萜类化学成分3，4一epoxy一813一angeloyloxy一14一

OXO一1(10)，1I(13)一guaiadien一12，6d—olide和4a—

hydroxy一813一angeloyloxy—14一OXO一1(10)，2，11(13)一

guaiatrien一12，6ct—olide进行处理，可显著抑制幼虫和成

虫发育，而当1龄幼虫喂食4d—hydroxy一813一angeloyloxy

一14一OXO一1(10)，2，ll(13)一guaiatrien一12，6仅一olide

时，并不会影响其发育成为正常的成虫。因此，这两种倍半

萜类化学成分只能在虫卵期起到抑制作用。

3讨论与展望

泽兰属(Eupatofium)约有1200种植物，仅有30余个种

开展了化学成分研究，研究的植物种数仅为该属总数的1／

40，从中分离到黄酮类、萜类、吡咯里西啶生物碱类、苯丙素

类、醌类及其他类化学成分300多个¨“。白头婆是我国少

数民族使用广泛的该属药用植物，到目前为止，仅从中分离

秘秘o≯If￡唪。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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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了6个化学成分(苯丙素类3个、倍半萜类3个)，因

此，化学成分的研究还有广阔空间。

白头婆的药理学研究集中于亚洲国家，包括韩国、日本

和中国。白头婆引起日本学者关注的最早发现是其具有抑

制昆虫发育的作用；在韩国，白头婆是一种常用的茶饮，近

5年来，韩国学者集中报道了白头婆提取物的抗肿瘤、抗

炎、抗骨质疏松等药理作用；我国学者对白头婆的研究仅有

零星报道，研究深度不够，这与白头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

的广泛应用极不相称。

综上所述，白头婆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需要进

一步展开，这对于挖掘白头婆有效成分、实现质量控制以及

解释其传统应用科学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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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upatorium japonicum，belongs to the genus Eupatorium of Asteraceae，which has been consumed as

a tea in South Korea and used as medicines in Chinese minority groups(called“Xiancao”in Tujia)．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cent 40 years’studi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E．japonicum．

In total，only 6 chemical constituents(3 phenylpropanoids and 3 sesquiterpenes)have been separated and iden-

tiffed．Pharmacological studies were mostly in South Korea，Japan and China．It was reported that E．Japoni-

cumhas inhibitory effects against insect development，and has anti—tumor，anti—inflammatory，anti—osteopo·

rotic and antibacterial pharmacological effects．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E．Ja-

ponicum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Eupatorium japonicum；Tujia Xiancao；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effects

浅析土家药的合理使用

吴一振周明高 周 顺 罗远强 田华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基于文献整理，结合对土家药应用现状的认识，探讨、分析合理使用土家药的原则，为保证土家药临床应用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提供参考。

关键词：土家药；合理使用；原则

中图分类号：R297．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6810(2017)11—0044—02

土家药是土家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用药习惯。近年

来，因疗效确切、使用安全、价格低廉而受到土家族地区人

民的欢迎⋯。合理使用土家药，对充分发挥其功效，获得

最佳治疗效果，达到治愈疾病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有利

于彰显其医学价值，提升土家医药影响力。

1 土家药应用现状

土家药近年来在临床使用上越来越广泛，并具有以下

几个特色。①民族特色鲜明，药用资源丰富，使用方便：土

家医药的发展与土家族人民的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

俗等密切相关，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我国的土家族多居住

在地理环境较为险峻的山林地区，跌打损伤、虫蛇叮咬时常

发生，因而以正骨、祛毒为特色的土家用药经验不断被总结

和发展，形成独特的医治方法和用药习惯，并成为传统土家

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土家族主要居住在

湘、渝、鄂、黔毗邻的高山密林地区，具有适宜的气候和独特

的生态环境，用药资源十分丰富。如湘西土家族生存的武

陵山地区被誉为“华中天然药库”和“动物植物基因库”，为

土家药物用药取材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②所治病种十

分广泛，涉及内科、皮肤外科、儿科、骨伤科等多种学科疾

病门类；③临床运用方式多样：剂型上种类繁多，有汤剂，

作者简介：吴一振(1988一)，男，硕士，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中

药师。

酒剂，丸剂，粉剂，油剂等剂型；用药方法独特多样，既有炖

蒸法，磨汁法，嘴嚼法，挤汁法，包吞法，冲服法等内服方法，

又有熏蒸法，外洗法，外敷法，涂搽法，点眼法，塞鼻法，佩挂

法等外用方法；④临床疗效显著而确切。旧。

由于土家药品种繁多、来源复杂，尚未制定完善的质量

标准；毒理学研究和报道较少；部分土家药的使用剂量大；

一些药物本身含有毒性成分以及土家药很多主要应用于民

间地区等给土家药的合理使用带来了诸多的挑战。

2合理使用土家族药物的原则

2．1 正确认识、把握土家药物的药性：土家药药性理论是

指导临床遣方用药的重要依据，内容包括性能、有毒无毒、

用药禁忌、药物相反等，是土家药匠根据药物作用于人体产

生的效应和针对病证产生的疗效，经临床实践和反复验证

的基础上总结而来，是药物多种作用的高度概括，对指导临

床用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土家药冷性药能减轻或消除

热证，其功能为赶火、败毒、凉血，如冷性药物地苦胆可以用

于治疗急性喉咙肿痛，猪肝草对着凉发烧效果良好。反

之，热性药能减轻或消除寒证，具温中、散寒、补阳的作用；

平性药，性味平淡，作用比较缓和多为补养之药。一1土家药

具有的苦味、麻味、辣味、酸味、涩味、甜味、咸味、淡味同样

具有不同功效，在使用土家药中，认识和把握土家药的药

性，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家药的功效。对于毒性药物，应根

据病人的体质强弱和病情的轻重，酌情选用和确定剂量。

采用攻毒疗法时，应中病即止。应用大毒药物时，即使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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