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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毛鸡(Centropus sinensis)是广西特色药用动物，其主要作用是调经、补血。目前关于红毛鸡的研究较

少，仅在生态学、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分子生物学等方面有一些报道，本文对这几方面进行了综述，

为今后红毛鸡的深入研究和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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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ropus sinensis is a characteristic medicinal animal in Guangxi. Its main role is to regulate 
menstruation and replenish blood.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research on Centropus sinensis, with 
only some reports in ecology,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and molecular biolo-
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se aspects,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Centropus sinensi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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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红毛鸡(Centropus sinensis)，学名褐翅鸦鹃，属鹃形目杜鹃科鸦鹃属[1]。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浙

江、福建、四川、贵州、云南及海南[2] [3]，最新的报道湖南也有分布[4]。其主要功能为用以调经、补

血，外用治跌打、风湿[5]。民间常用的毛鸡酒就是红毛鸡去内脏的鲜体或干燥体全体，配入多种植物药

材浸泡而成，能治妇女产前产后虚弱、风湿头痛、手脚麻痹、跌打损伤、面黄脚浮肿等疾病。目前关于

红毛鸡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本文对红毛鸡的生态学、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

综述，为今后该药材深入研究和综合利用奠定了基础。 

2. 生态学研究 

伊剑锋等[6]采用自动温度记录仪和野外观察结合的手段对红毛鸡的孵卵行为与节律进行研究，发现在

桂西南北热带气候环境中，较高的环境温度是红毛鸡孵卵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傅丽容等[7]通过组织解剖

观察，对成体褐翅鸦鹃雄性生殖系统进行研究，发现左侧睾丸重是右侧的 3 倍，达体重的 0.36%，曲精细管

充盈整个睾丸，没有睾丸纵隔和睾丸小叶，睾丸间质较少；而附睾 1 对，小而不明显，输精管黏膜层形成许

多纵形的皱壁，单层高柱状上皮细胞含大量糖原颗粒，固有膜无腺体，肌层发达。因为环境的影响，目前野

生红毛鸡资源锐减，使得人工养殖势在必行，徐永莉等[8]等开展了人工规范化养殖技术研究，内容包括红

毛鸡规范化养殖过程中场地选择、种苗选择、规范化养殖过程，疾病防治、档案记录等，为红毛鸡的规范化

养殖场提供了技术保障。Pramod Kumar 等[9]报道从一只野生的褐翅鸦鹃体内分离到一种新的鸟类线虫。 
原宝东等[10]对广西宜州市的褐翅鸦鹃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发现隐蔽性因子是影响春季生境选择的

主要因子，安全性和地理性因子、食物和水源因子和干扰性因子是次要因子，减少人类活动对鸟类生境

的干扰和破坏，是促进褐翅鸦鹃种群数量和分布增加的有效途径。余丽江等[11]采用样线法对广西 18 个

调查区进行调查，记录在野外观察到的褐翅鸦鹃种群数量、生境等生物学信息，广西的种群生存现状褐

翅鸦鹃可见于全部调查区，种群密度呈自桂南向桂北减少的趋势。黄清柏等[12]通过实地蹲点观察和查阅

资料的方法，发现四川省南充市郊区出现了较少见到的褐翅鸦鹃，并对其栖息地生境进行研究分析，总

结出褐翅鸦鹃在南充市郊的生境特点：常选阔叶落叶混交林边缘和灌木林作为主要的栖息生境；农耕地

或是灌草丛中作为其觅食生境。李璠等[13]对厦门上李水库褐翅鸦鹃的野外生态进行了研究，使用聚类分

析方法分析繁殖季节的褐翅鸦鹃与所在鸟类群落的其他鸟类的种间关系，发现在繁殖季节褐翅鸦鹃的竞

争种或潜在的竞争种是灰胸竹鸡，其次是红嘴蓝鹊、喜鹊，褐翅鸦鹃与其他鸟类的种间竞争随着它们之

间相似性的减少而减少。曾向武等[14]通过对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褐翅鸦鹃种群现状调查研究，发

现一年四季中，夏季样线平均个体数与春季、秋季相比，差异性显著(P < 0.05)；夏季种群密度达 17.78
只/km2，冬季种群仅为 1.11 只/km2，在 3 个保护站记录到的不同季节褐翅鸦鹃数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并

对当地褐翅鸦鹃保护提出针对性的措施。 
目前红毛鸡的生态学研究主要是其分布、栖息地生境、觅食、繁殖等方面，动物生态学的种群生态

学、行为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境破碎化、分子生态学等热点研究还未开展。 

3. 化学成分研究 

江思华等[15]通过色谱及波谱技术对红毛鸡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分离鉴定出 10 个化合物，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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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从红毛鸡中分离得到。分别为顺-13-二十二碳烯酸，二亚油酸甘油酯，顺-9-十八碳烯酸，顺-17-二十

六碳烯酸，油酸-1-单甘油酯，1-油酸-3-棕榈酸酸甘油酯，顺-10-十九碳烯酸，肌苷酸钠，棕榈酸-1-单甘

油酯，脯氨酸。徐永莉等[16]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获得了褐翅鸦鹃的 12 个液相特征指纹峰，并进行了精

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重复性试验，发现方法稳定、重复性好，适用于褐翅鸦鹃的高效液相色谱指纹

图谱分析，可以褐翅鸦鹃的质量标准研究提供参考。 
江思华等[17]通过原子荧光法和原子吸收法，对 10 个产地红毛鸡药材微量元素及重金属含量研究分

析，结果发现各产地红毛鸡微量元素含量丰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但个别产地金属检出

率较高，药材质量有一定风险，各产地的微量元素与重金属含量因产地不同而有变化，重金属的含量可

能和当地红毛鸡采食环境有关。黄岛平等[18]对 12 个不同产地红毛鸡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进行了分析研

究，结果发现这些产地的红毛鸡样品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均含有 17 种氨基酸，但是具体含量随产地不同

而各异，其中必需和半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 49.42%~53.16%。 

4. 药理研究 

曾繁强等[19]用血虚模型小鼠研究红毛鸡的补血作用，把红毛鸡活体宰杀后，去除毛、内脏，烘干、

粉碎、过筛。然后超声波提取，制成高、中、低质量浓度的干燥体醇提物，通过比较给药组、模型组小

鼠外周血象指标、胸腺指数、红细胞膜 ATP 酶和肝脏中 T-AOC、SOD 活力等指标，发现这些指标均升

高，脾脏指数、肝脏指数均显著降低，补血效果依次是中剂量、高剂量、低剂量，由此可见并不是剂量

越高补血效果越好。曾繁强等[20]研究红毛鸡补血作用，通过观察正常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脾脏组织

的病理学变化、测定肝脏的抗氧化能力、脏器指数、外周血常规及 Bcl-2 和 Bax 蛋白的表达；并寻找潜

在生物标志物，分析其涉及的代谢通路，说明毛鸡酒对血虚模型大鼠有显著的补血作用。 

5. 分子生物学研究 

屈江勇等[21]研究确定了红毛鸡的完整线粒体基因组，总长度为 17,159 个 bp 的基因组，包含 13 个

蛋白质编码基因，22 个转移 RNA 基因，2 个核糖体 RNA 基因和 1 个调控区，红毛鸡线粒体基因组有利

于其系统发育关系和保护遗传学的研究。Omar M 等[22]通过序列和系统发育分析褐翅鸦鹃 18S 和 28S 核

糖体 RNA 基因揭示了遗传和进化关系褐翅鸦鹃和在公共数据库中有具有代表性的同科的其他成员。 

6. 小结与展望 

血虚证是中医临床常见病证之一，是血液功能紊乱、脏腑营养不良所致的一种病理状态，多由失血

过多、脾胃虚弱、生血不足、血液瘀滞所致[23] [24]。而动物药材红毛鸡主要功能是调经、补血，且效果

显著。红毛鸡药材在多省皆有分布，资源丰富，养殖技术成熟，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今后可进一步在其

补血、提高免疫力等方面对红毛鸡展开深入研究。 
我国动物资源很丰富，但被用作药用资源的动物很少，且动物药材的研究远远滞后于植物药材[25]。

红毛鸡药材目前也是只开展了生态学、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部分研究。今后要加强对红毛鸡药

材的资源学、本草学、鉴定学、养殖学、药理学、化学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网络药理学、生物信息学、

分子生物学，增强原始创新，推进动物药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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