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tanical Research 植物学研究, 2019, 8(3), 190-195 
Published Online Ma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br 
https://doi.org/10.12677/br.2019.83025   

文章引用: 韩宗博, 戚克进, 王少峰, 常秀莲. 大麻二酚的生物学功效与制备研究[J]. 植物学研究, 2019, 8(3): 190-195.  
DOI: 10.12677/br.2019.83025 

 
 

A Study Review of the Biological Effect and 
Preparation of Cannabidiol 

Zongbo Han1, Kejin Qi2, Shaofeng Wang3, Xiulian Chang1*  

1School of Life Scienc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Zhengca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of Yantai, Yantai Shandong 
3Zhangzhou Gold Saga Bio-Technology Co. Ltd., Zhangzhou Fujian 
Email: 543063040@qq.com, *changxiulian7@126.com 
 
Received: Apr. 7th, 2019; accepted: Apr. 25th, 2019; published: May 5th, 2019 

 
 

 
Abstract 

Cannabidiol is the main chemical component of medicinal plant cannabis, and has great medical 
and application values. In recent year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aken the lead in the 
application of cannabidiol; however, China's emphasis on cannabidiol is far from enough. Based 
on the existing patents and technologies for cannabidiol, the method for preparing and purifying 
cannabidiol is described in detail herein, including extraction method from plant and chemical 
synthesis method,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method are analyzed. The mea-
surement methods of cannabidiol are listed for comparison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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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麻二酚是药用植物大麻中的主要化学成分，具有重要的医学应用价值。近几年，欧美国家对于大麻二

酚的应用处于领先地位，而我国对于大麻二酚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根据现有的关于大麻二酚的专利与技

术，详细介绍了大麻二酚的制备与纯化的方法，包括植物提取法和化学合成法，并分析每种方法的优劣

势，同时列出并比较了大麻二酚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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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麻二酚的简介 

大麻是最常见的滥用毒品之一。大麻中最具有药用价值的成分是大麻二酚和四氢大麻酚，大麻二酚

是药用植物大麻中的主要化学成分，大麻含有具致幻作用的神经活性成分四氢大麻酚，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大麻的开发和利用。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对药用大麻叶的研究发现，大麻二酚不具神经毒性，有重要

药用价值。 
大麻二酚分子式为 C21H30O2，化学结构见图 1。性状表现为白色至淡黄色树脂或结晶，熔点为 66℃

~67℃，几乎不溶于水，溶于乙醇、甲醇、乙醚、苯、氯仿等有机溶剂。 
 

 
Figure 1. Chem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cannabidiol 
图 1. 大麻二酚化学结构示意图 

 
大麻二酚提取自雌性大麻植株。根据雌株花穗中四氢大麻酚的含量，可将大麻分为药用型、中间型

和纤维型 3 种类型。花穗中四氢大麻酚含量大于等于 0.5%为药用型。四氢大麻酚含量介于 0.3%至 0.5%
之间为中间型。四氢大麻酚含量小于 0.3%为纤维型，又称工业大麻[1]。常用来提取大麻二酚的原料为工

业大麻，又称为火麻或者汉麻。工业大麻起源于中亚[2]，且作为纤维、食物的来源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

[3]。随着工业大麻类产品的深入研究和发展，科学家认识到工业大麻对人体的有益作用，随之低毒型工

业大麻的种植在全球普遍开展。中国工业大麻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广西一带，可以为工业大麻产品的科学

研究与应用提供大量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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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麻二酚的生物学功效 

大麻二酚具有阻断某些多酚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不利影响，并且具有阻断乳腺癌转移[4] [5]、治疗癫痫

[6] [7]、抗类风湿关节炎[8] [9] [10]、抗失眠[11]等一系列生理活性功能，对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具有良好

的效果[12] [13]。 
医疗应用： 
止痛抗炎：大麻二酚可产生镇痛作用。镇痛的药理机制主要与 CB1 受体和 CB2 受体有关。CB1 受

体通过直接抑制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和 RVM 内的 γ-氨基丁酸，(GABA)以及脊髓内谷氨酸的释放来达到

镇痛效果。CB2 受体通过减弱神经生长因子诱发的肥大细胞脱颗粒以及嗜中性粒细胞聚集来抑制过敏性

炎症，并由此介导免疫抑制作用，达到消炎止痛的效果，且效果强于人们所熟知和广泛运用的阿司匹林

[14]。 
抗癫痫：人类大脑中的 GABA 神经递质有镇静效果，抑制大脑中枢的兴奋性。大麻二酚可以帮助控

制 GABA 神经递质的消耗量，抑制大脑兴奋，降低癫痫发作，还可以帮助提高其他抗癫痫药物的疗效。 
抗焦虑：内源性大麻二酚是帮助抑郁症病人降低焦虑情绪的一种重要物质，存在于人体内。大麻二

酚能够帮助内源性大麻素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让病人身体感觉良好、愉悦，又不会像四氢大麻酚一

样成瘾。 

3. 大麻二酚的最新研究进展 

2019 年 3 月 Erika Simmerman [15]等人最新研究通过小鼠模型试验，证明了 CBD 对于小鼠体内的恶

性黑色素瘤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并且发现 CBD 可以提高小鼠的生存率并降低致瘤性。皮肤癌是美

国最常见的癌症形式。它可以分为两种：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是皮肤中色素生

成细胞的实体瘤，是美国最致命的皮肤癌形式，也是青少年和年轻人中第三大常见癌症。虽然对于此癌

症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中包括免疫疗法和采用各种联合方案的 BRAF 靶向治疗，但成功治疗黑色素

瘤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同时 Erika Simmerman [15]等人表明大麻药物的医疗利用会对肿瘤学领域产生积

极影响，并减少治疗剂和化疗的副作用。去除了治疗癌症的许多副作用，如恶心，呕吐和厌食。 
同年 3 月，Liat Shbiro [16]等人研究表明 CBD 是有希望治疗抑郁症的新药。抑郁症是世界第四大疾

病，很大一部分反应敏感的患者还会出现口干，腹痛，性功能障碍，焦虑增加，暴力表达甚至自杀等负

面因素。目前用于治疗 MDD 的药物的主要目标是单胺神经传递。而对血清素(一种单胺)的作用进行了

40 多年的研究，并未找出普遍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药物治愈该疾病。因此，非常需要新的药理学方法来治

疗重度抑郁症患者，并减轻现有治疗药物的普遍存在的不利影响。 
同时 Liat Shbiro [16]等人还证明了 CBD 也对其他具有无助或快感缺乏症状的疾病具有临床价值。如

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症(MS)，帕金森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4. 大麻二酚含量的测定方法 

目前文献中对大麻二酚的含量的测定方法主要为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主

要用两种检测器：紫外检测器(HPLC-UV)和蒸发光散射检测器(HPLC-ELSD)。 

4.1. 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条件[17] 

1) HPLC-UV 法： 
色谱柱：C18 柱(3.9 mm × 300 mm，10 µm)；流动相：甲醇-水(80:20)；检测波长：210 nm；流速：1 

mL/min；进样量：20 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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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PLC-ELSD 法： 
色谱柱：C18 柱(3.9 mm × 300 mm，10 µm)；流动相：甲醇-水(80:20)；流速：1 mL/min；漂移管温

度：76℃，载气流速：3 L/min；进样量：20 µL。 

4.2. 气相色谱法[18] 

文献报道的两种气相色谱的分析检测条件如下： 
1) 色谱柱：HP-5 毛细管柱(30 m × 0.32 mm × 0.25 µm，5%苯基甲基聚硅氧烷为固定液)；进样口温

度：250℃；检测器温度：270℃；柱温：程序升温，100℃持续 3 min，30℃/min 升至 250℃持续 14 min，
30℃/min 升至 280℃持续 3 min；分流比：5:1；流速：1 mL/min；进样量：1 µL。 

2) 色谱柱：HP-5 型石英毛细管柱(10 m × 0.53 mm × 2.65 μm)；FID 检测器；检测器温度：260℃；

柱温：220℃；空气流速：300 mL/min，氢气 25 mL/min，氮气 40 mL/min；进样口温度：240℃；进样量：

1 μL。 

5. 大麻二酚的制备方法 

目前工业上制取大麻二酚有植物提取法和化学合成法。对于大麻二酚的纯化方法目前主要为树脂吸

附法。 

5.1. 提取法 

截止目前为止，国内大麻二酚原料来源于四氢大麻酚含量低于千分之三的工业大麻，产品性状有晶

体、膏状物、油状物。 
提取纯化工业大麻中大麻二酚，目前有三篇相关专利文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atentsrelated to the isola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cannabidiol 
表 1. 大麻二酚提取纯化的专利 

专利名称 提取剂 层析材料 洗脱剂 

从工业大麻中提取 
二氢大麻酚工艺[19] 

石油醚、正己烷 
或 6#溶剂油 大孔树脂或硅胶 

二氯甲烷、石油醚、乙酸乙酯、 
乙醇、甲醇中的一种， 
或者是任意几种的混合物 

一种大麻二酚的 
提取方法[20] 乙醇 大孔树脂、MCI 树脂、 

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中的一种或多种 乙醇 

一种富集大麻 
二酚的方法[21] 超临界 CO2 

大孔吸附树脂 AB-8、D101、DA210、
HPD-100、HPD-100A、LSA-10、 

MCI GEL、DIAION 或 SEPABEADS 

水、甲醇、乙醇、正丁醇、丙酮和 
氯仿中的一种或它们中任意几种的 
混合液进行梯度洗脱或等度洗脱 

 
第 1 篇专利[19]，提取的原料部位为工业大麻盛花期的花叶，此时大麻二酚的含量较高，同时采用有

机溶剂如石油醚、正己烷或 6#溶剂油对原料进行浸提，此方法因原植物中大麻酚类成分复杂，极性相似

成分较多，提取、精制后，最终产品中大麻二酚纯度不高，仍可检出精神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产品安

全性不能得到保证。制备过程中采用了石油醚、正己烷、二氯甲烷等有毒有机溶剂，此类有机溶剂的使

用会对环境产生危害，而且若终产品中溶剂残留不能除尽，对产品安全性也会有影响。 
第 2 篇专利[20]，是在第 1 篇专利的工艺基础上改用了采用乙醇对原料进行浸提和做层析洗脱介质，

既提高了成品中大麻二酚纯度，又去除了一定量的精神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提高产品安全性，适合工

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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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专利[21]，是对第 2 篇专利[19]的进一步改进，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得到粗提物后，再

采用乙醇溶解，然后进行后续的一系列分离纯化操作。该法提高了大麻二酚的纯度，去除了成品中精神

毒性成分四氢大麻酚，使产品安全性得到保障，而且使用的试剂为乙醇和水，减少了对环境、操作人员、

产品溶剂残留的影响，同时减少了柱层析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对人员造成的伤害。但超临界萃取设

备昂贵。 
吴俊峰等[22]研究了添加酶采用酶辅助溶剂法对原材料进行预处理从大麻的植物叶中提取大麻二酚

的浸膏，得出加热处理对大麻二酚提取率有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个幅度并不大，酶的加入增

加了生产成本和处理时间，所以在工业化生产中，应根据实际的经济效益而定。 

5.2. 化学合成法 

目前大麻二酚产品主要来源于化学合成法，以国际专利为主，不同方法比较如下： 
1) 专利WO2006053766A1 [23] (一种顺式四氢大麻酚和反式四氢大麻酚的纯化方法)利用氯化锌催化

进行目标产品的合成。采用的是不过柱结晶纯化工艺，纯度只有 97.1%，收率只有 22%。因为反应过程

最大杂质为二聚体，达到 20%以上，而该杂质需要 3 次以上结晶才能降至 0.1%以内(达到原料药指标要

求)。最后获得合格原料药时总收率仅有 13%，工艺成本较高。 
2) 专利 US20090036523A1 [24] (一种大麻二酚的前体药物以及前体药物的组成成份的使用方法)以

橄榄醇作为起始原料，用对甲苯磺酸催化，一步法获得目标产物，但该反应体系复杂，有较多异构体和

二聚体，后处理麻烦，需要柱层析纯化且收率较低，只有 24%。 
3) 专利US20100298579A1 [25] (一种制备合成大麻二酚的方法)以2,4-二羟基-6-戊烷基苯甲酸甲酯为

起始原料，用三氟化硼乙醚催化，制备出偶联的甲酯中间体(一)，该反应纯度比一步法稍高，异构体和二

聚体也明显比一步法少。但偶联后甲酯中间体经过酸碱处理后纯度依然只有约 75%的纯度，加之该化合

物的熔点可能较低，无法结晶。甲酯中间体(一)无法通过常规方法进行重结晶纯化，从而无法达到作为原

料药的关键中间体的化学纯度和杂质指标要求。 

6. 结论 

1) 大麻二酚具有神经系统保护作用，具有重要的药学功效，最近的研究表明，大麻二酚可以缩短癌

症的治疗过程，降低癌症治疗费用，改善癌症患者和幸存者的生活质量和整体健康状况。 
2) 目前大麻二酚的测定可以采用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3) 化学合成法生产大麻二酚产量高，成本较低，但有毒杂质含量高；植物提取法生产大麻二酚，成

本较高，但产品含有毒类杂质少，纯度高，工业生产有广阔的前景，国内需要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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