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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bdosia serra (Maxim.) Hara is a commo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China. This article takes a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research on the pharmacology,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expl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tivity of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Rab-
dosia serra (Maxim.) Hara over the years, 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many liver-protecting 
effects among them. Effective components,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correla-
tion research of Rabdosia serra (Maxim.) Hara,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Rabdosia serra (Maxim.) 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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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溪黄草是中国民间的常用中草药。本文章秉持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对历年来溪黄草的药理药学、化学成分以及

影响有效组分活性的植外因素的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综合论述了其中具有护肝养肝作用的多种有效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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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溪黄草的相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讨论以及展望，为今后溪黄草有效组分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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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溪黄草(Rabdosia serra (Maxim.) Hara)，又名熊胆草、山羊面、血风草、黄汁草等，但溪黄草来源比

较复杂，《中华本草》中溪黄草来源为唇形科植物溪黄草和线纹香茶菜的全草[1]。《广西中药材标准》(第
二册)中溪黄草植物来源为唇形科植物线纹香茶菜的干燥地上部分[2]，而《广西中药材标准》(第二册)将
来源为溪黄草的药材命名为花柴胡[2]。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江西、广东、

广西、福建等省区。并喜生于山谷湿润阴暗处、溪边、沟旁等，新鲜叶片捣碎有黄汁而得名[3]，溪黄草

是中国民间草药，使用较广，其性味苦、甘、凉，归肝、胆、大肠经，具有清热祛湿、凉血化瘀、利胆

退黄、保肝养肝消肿等功效，主要用于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急性胆囊炎、

湿热痢疾、宫颈癌、癃闭和家庭保健等[4]。现在市面上可见到多种以溪黄草为主要原料的药品，如沙溪

凉茶颗粒、复方溪黄草颗粒、十味溪黄草颗粒、消炎利胆片、胆石通胶囊等，而溪黄草水煎剂也一直在

肝胆、肿瘤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被社会认可。同时，溪黄草也是粤式凉茶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南方地区的老百姓所常饮用。由此可见，溪黄草在中国民间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但其治疗肝病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尚未能完全阐明，制备工艺粗放，远远不能满足临床用药的需要，

所以本文现对我国数十年有关溪黄草的主要组分以及护肝有效组分(有效组分是指从一味中药中提取的

一类或几类化学成分的混合体)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以期进一步发现其潜在作用。因为这不仅对溪黄草

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能为更好地开发利用溪黄草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溪黄草的主要化学成分研究 

数十年来，国内外对溪黄草主要化学成分的研究和报道从未停止，并日渐增加。而综合大部分的研

究内容，可知溪黄草中的主要化学成分有黄酮类、二萜类、甾醇类、酚酸类、神经酰胺类化合物、木脂

素以及多糖等[5]。同时黄珊珊[6]也对溪黄草挥发油类以及二萜类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其中，挥发油

成分含量最多，占 70%以上，而二萜类化合物含量也非常丰富。主要药效成分研究较多的为熊果酸、对

映贝壳松烯型二萜、线纹香茶菜酸、齐墩果酸、延命素、2α-羟基熊果酸等等。这对溪黄草的基础性研究

有着重要意义。相信伴随着对溪黄草主要化学成分的进一步研究，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成分被挖掘鉴定，

为其有效组分的研究坚实基础。现将以往研究中具有护肝作用的化合物进行了总结见表 1。 

3. 溪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 

3.1. 溪黄草活性成分物质基础研究 

由于溪黄草在肝胆病以及肿瘤疾病方面具有明显的疗效而且面临深入研究的需要，所以溪黄草护肝

作用有效组分的研究成为近年来中医药领域的研究重点。何国林等[7]报道溪黄草总二萜在细体内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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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均具有明确的保肝作用，其保肝作用与保护肝脏线粒体、调控肝脏内源性抗氧化酶系统有关。由

此可见溪黄草的总二萜类化合物主要依靠高效抗氧化来保护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性。而在抗病毒方面，

胡英杰等[8]首次发现溪黄草乙酸乙酯部位有显著抗病毒作用，推测 2α-羟基熊果酸和 2α,19-二羟基熊果

酸具有体外抗乙肝病毒的作用。同时，溪黄草黄酮也是溪黄草中非常重要的药理活性之一，是溪黄草

水溶性总黄酮部位中活性药理成分。李晨瑜，张喜红[9]认为溪黄草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等活

性，是其治疗肝病的活性成分，尤其是针对癌细胞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溪黄草黄酮通过抑制

Notch-1-MMP-2/-9 和 Notch-1-Cyclin D1 信号通路具有抑制肝癌细胞株 HepG2 增殖、迁移和侵袭。这也

提示我们将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溪黄草黄酮是否能增强肝癌细胞对常规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林恋竹[5]通过

提纯分离试验发现溪黄草中含有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抗菌、抗炎以及抗肿瘤的功能。闵

建斌，陈浩等[10]研究了溪黄草的水提物对于 α-萘异硫氰酸酯(Alpha-Naphthylisothiocyanate)诱导引发的

胆汁淤积的治疗作用，使用 ANIT 在引发的肝内胆汁淤积的模型，观察使用溪黄草前后的病理切片、测定

血清内各项肝功能指标，得出了其水提物能够改善胆汁淤积的病变情况。但目前在对于溪黄草有效组分

的研究中，还缺乏对其护肝养肝具体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Table 1. The active components from the Rabdosia serra (Maxim.) Hara 
表 1. 溪黄草中的有效组分化合物 

编号 化合物名称 类型 

1 木犀草素 

黄酮类 

3 槲皮素 

4 蓟黄素 

5 槲皮素-3-O-β-D-葡萄糖苷 

6 (IL-15),3,7,3’,4-四经基-5-甲氧基黄酮醇 

7 异槲皮苷 

8 芦丁 

酚酸类 

9 胡麻素 

10 咖啡酸 

11 原儿茶醛 

12 迷迭香酸甲酯 

13 迷迭香酸(单体含量最高) 

14 熊果酸 

皂苷类 
15 2α-羟基熊果酸 

16 齐墩果酸 

17 2α-羟基熊果酸 

18 诺多星 

二萜类 

19 延命素 

20 毛栲利素 

21 毛果青茶菜素 

22 对映贝壳松烯型二萜 

https://doi.org/10.12677/bp.2020.102002


邹泰基，邹泰森 
 

 

DOI: 10.12677/bp.2020.102002 12 生物过程 
 

3.2. 关于有效组分单体的研究 

林恋竹[5]指出溪黄草所富含的对映贝壳杉烷型二萜，抗真菌、抗肿瘤的活性较强。郭兰青等[11]自溪

黄草分离提纯出离得到的８个对映贝壳杉烷型二萜，其中 Enmein、Nodosin、Isodocarpin 和 EffusaninA 等

4 种化合物对人白血病细胞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而 Isodocarpin 和 EffusaninA 对 SMMC-7721 和 HeLa 细胞

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但是该研究组并未对这 8 种化合物的护肝活性进行详细研究及比较。在活性小分子

化合物相关研究中，溪黄草所含有的多糖具有重要的生物活性，能够参与到降低血糖、免疫调节、抗肿瘤

的过程中[12]。这类多糖常包含 6 种单糖，即阿拉伯糖、木糖、甘露糖、葡萄糖、半乳糖、鼠李糖等。该

研究组还发现溪黄草所含中性多糖抗氧化能力强于酸性多糖。Chen [13]等则用乙酸乙酯对溪黄草进一步分离

提纯，从而进行有效组分的活性研究，结果发现由乙酸乙酯分离得出的 C20 对抗病毒反应强，但其对恶性肿

瘤的作用仍待研究，具体机理不明。赵洁[14]亦通过多次硅胶柱层析和 Sephadex LH-20 凝胶柱层析的方法

进行提纯分离，并用 HPLC-MS-MS 联用技术鉴定出三种黄酮类成分槲皮素、异槲皮苷、芦丁，但未进行

相关的抗氧化功能研究。段志芳[15]等重点研究了芦丁对亚硝化反应的抑制作用，在 1.0 mg∙mL−1时，对亚

硝胺合成的最大阻断率可达 91.5%，对亚硝酸盐的最大清除率可达 89.2%。对于溪黄草有效物质单体生物

活性的研究已经有所深入，但对不同的药理活性亟待深入研究，尤其是缺乏与常规肝用药物对比性的研究。 

3.3. 关于植外因素影响有效组分活性的研究 

因为当下在研究溪黄草护肝作用的过程中，发现生长环境、栽培技术、采收期、加工工艺等因素会对

溪黄草主要物质活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冯泓瑞[16]等通过采收不同时期的溪黄草以及采取阴干、晒干

和烘干等 3 种加工方法来对比其茎叶中的迷迭香酸、咖啡酸的含量，可知二者均为多酚类化合物，对于

减少自由基造成的细胞损伤有重要的作用。经 HPLC 法对其茎叶中的迷迭香酸和咖啡酸的测定，该研究

得出以 7 月份采收的药材质量为最佳，可每年采收 2 次，采收时间为 7 月和 11 月；药材加工方法采用自

然晒干为最佳。潘雪峰[17]等则指出不同的产地前加工方法，对中药溪黄草中总黄酮、迷迭香酸及总二萜

3 种成分含量有影响，而迷迭香酸受影响最大。根据试验结果，结合产地加工条件的可行性、方法的简

便性、经济性，故建议溪黄草产地前加工采用鲜切段后再阴干的方法处理，会使其品质较佳。而龚建平

[18]等则从产地环境因素着手，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去比较不同产地溪黄草中绿原酸、隐绿原酸、咖啡

酸和迷迭香酸含量差异。该研究组得出不同产地的溪黄草中酚酸类化合物含量有差异。并提出在需要某

一成分发挥作用时，可选定特定地区的溪黄草入药。如咖啡酸可以起到抗肝炎作用，则选择福建产出的

溪黄草，因其该成分含量较高。但有效组分差异与是否为该产地溪黄草主要成分的相关性仍需进一步的

研究。张婉君[19]等在栽培选地、土壤改良、优良品种选育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技术中加以改进，利用

无公害栽培药用植物技术，从而改善溪黄草品质，且提升其产量。以上研究虽然对不同溪黄草植外因素

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但他们并未进一步对植外因素导致的有效组分差异进行临床疗效对比试验。 

4. 结论与展望 

综观各文献报道，目前对于溪黄草有效组分的研究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临床疗效实验，都还不

够深入。在很多的溪黄草研究及报道中，研究内容大多局限于某一类化合物，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科

学实验。各种分离的物质与常规护肝药物之间的活性比较也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溪黄草与其他药

植物如龙胆草、赶黄草的有效组分的比较也缺乏相关研究，也可从不同季节的溪黄草活性物质含量入手。

另可进一步研究不同护肝中药间总二萜、总黄酮及酚酸化合物的差异。再比如多环三萜类的护肝作用及

药理活性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值得深入研究。因此，今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化溪黄草护肝作用有效组分

的研究，并重点集中研究较突出的有效组分的抗病机制，为溪黄草的充分合理开发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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