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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苗药大乌泡(Rubus multibracteatus Lev1&Vant)分布于中国鄂、湘、滇、川、贵等地区，全株可入药，

具有镇痛、抗炎、抗氧化等药理活性，但目前，对于悬钩子属大乌泡的生物活性和有效成分的研究少见

报道，尤其是根、茎、叶不同部位醇提取物的成分及功效，本综述旨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为苗

药大乌泡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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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ao medicine Rubus multibracteatus is located in China’s Hubei, Hunan, Yunnan, Sichuan, Guizhou 
and other regions. The plants can be used as a medicine, which has analgesic,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d other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few reports on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ubus multibracteatus Lev1&Vant, especially in 
root, stem and leaf composition and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alcohol extract.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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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o summarize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for miao medicine Rubus 
multibracteatus Lev1&Vant of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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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乌泡(Rubus multibracteatus Lev1&Vant)又名乌袍、六月泡、倒生根、牛毛泡刺，为蔷薇科悬钩子

属(Rubus L.)的一种落叶灌木，是常用苗药之一，主产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1] [2] [3]。大乌泡全株可

入药，其味苦、性凉，入脾、肝二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祛风除湿、接骨等功效[4]，主要用

于治疗龋齿痛及牙周炎，是上海中药制剂龋齿宁含片中的一味重要药材[5]。民间常针对不同的病症使用

大乌泡不同的部位，如清热解毒多以叶入药，治疗痢疾和倒经则以根、茎入药，证明该植物不同的部位

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有所差异[5] [6]。但目前，对于悬钩子属大乌泡的生物活性和化学成分的研

究少见报道，尤其是根、茎、叶不同部位醇提取物的成分及功效，本综述旨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

为苗药大乌泡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2. 大乌泡不同部位醇提取物的成分研究进展 

大乌泡果实含丰富的氨基酸，其全株可分为根、茎、叶三个部分，因其全株可用药，本文将介绍和

总结目前所研究出大乌泡不同部位醇提取物的相关成分。 

2.1. 大乌泡叶醇提取物 

对大乌泡叶成分的提取主要采用高相液相色谱法(HPLC)，有研究确定大乌泡叶的最佳提取溶剂为 80%
乙醇[7]。 

在分离提纯方面，孟鑫[7]等首次从大乌泡叶中分离出一个甾醇类化合物：β-谷甾醇；一个三萜类化

合物：齐墩果酸；两个黄酮类化合物：山奈酚和槲皮素。根据相关文献报道，三萜类化合物具有保肝、

抗肿瘤等活性[8] [9]，黄酮类化合物被证明具有镇痛、抗氧化、抗炎、抗菌等活性[10]-[16]。其他相关研

究发现，大乌泡叶中含有许多黄酮类成分，在经过对大乌泡总黄酮的测定后，研究表明：1) 采用索氏提

取总黄酮，测得吸光度值最大。2) 采用 5%亚硝酸钠、10%硝酸铝、4%氢氧化钠溶液显色，吸光度值最

大。3) 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大乌泡叶中总黄酮的含量进行测定，是一种方便有效的含量测定方法。 

2.2. 大乌泡茎醇提取物 

杜世杰[17]等人采用硅胶柱、制备液相色谱、Sephadex LX-20 凝胶柱等对大乌泡茎 90%乙醇提取物

进行分离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波谱数据分析鉴定化合物结构，从中分离得到 5,4'-二羟基-8-(3,3-二甲基

烯丙基)-2,2 二甲基毗喃[5,6:6,7]异黄酮 (1)、3-羟基-1-(4'-羟基-3'-甲氧基苯)-1-丙酮 (2)、3β-羟基豆甾-5-
烯-7-酮 (3)、羽扇豆醇 (4)、松柏醛 (5)、反式对羟基肉桂酸 (6)、染料木黄酮 (7)、1-Ο-对羟基肉桂酰单

甘油酯 (8)、东宕内酯 (9)、山柰酚 (10)。其中化合物 1~9 均为首次从大乌泡植物中分离得到，化合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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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为首次从悬钩子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2.3. 大乌泡根醇提取物 

对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类植物，其根部主要是黄酮类化合物，黄酮类成分作为中草药重要的活性物质，

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病毒、保护心血管系统等多方面的疗效[10]-[16]。所以在大乌泡根提取物的

活性成分研究中，对黄酮类的鉴定类实验开展较多。 
而研究药材有效部位的提取工艺条件中被广泛应用的是正交实验法，正交实验法是研究与处理多因

素实验的一种科学方法，是数理统计中的一个较大的分支。利用规格化的表格–正交表，科学地挑选试

验条件，合理安排实验。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在很多试验方案中挑选出代表性强的少数几个试验方案，

并且通过这些试验方案的结果的分析，推断出最优方案，同时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得到比试验结果

本身给出的还要多的有关各因素的信息。正交试验设计法最早由日本质量管理专家田口玄一提出，称为

国际标准型正交试验法。 
孟鑫[18]等亦选用正交试验法对大乌泡根总黄酮的乙醇提取工艺条件进行筛选及优化，在此之前尚未

见对大乌泡根部总黄酮提取工艺条件研究的报道，根据文献报道[19] [20] [21]及大生产实际情况，影响药

材黄酮提取效率的主要因素为提取溶剂的种类、浓度、提取温度与提取次数。依据黄酮的理化性质，选

择影响提取的主要因素料液比、乙醇溶液体积分数、提取时间、提取温度 4 个因素，采用 L9(34)正交试验，

以总黄酮含量为考察指标。每个试验重复 3 次进行，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见表 1。 
 
Table 1. Factors and levels of flavonoids extraction in Rubus multibracteatus Levl&Vant 
表 1. 大乌泡根总黄酮提取的因素及水平 

水平 
因素 

料液比(g:mL) 乙醇浓度(%) 提取时间(h) 提取温度(℃) 

1 1:6 60 1 60 

2 1:8 70 2 70 

3 1:10 80 3 80 

 
该课题组采用芦丁为标准品测定其所含黄酮类成分的含量，以芦丁溶液浓度 C (mg/mL)为横坐标，

分光光度法测定的吸光度 A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于 512 nm 处测定总黄酮，依据公式大乌泡根总黄

酮含量(mg/g) = (C × V × N)/W，计算出大乌泡根中总黄酮含量为 4.8%。 
正交试验结果表明，提取时间是影响提取条件的最主要因素，料液比影响次之，由直观分析确定并

综合经济性和实验室条件等各因素考虑，最终确定最优方案显示大乌泡根总黄酮的最佳提取工艺为用料

液比为 1:10，乙醇溶液体积分数为 60%，提取时间为 2 h，提取温度为 70℃。 

3. 大乌泡不同部位功效的研究进展 

截止目前国内外对苗药大乌泡的功效研究开展较少，其镇痛活性、体外抑菌活性、抗氧化活性和止

泻作用已被证实。 

3.1. 镇痛活性 

目前大乌泡在叶部位的镇痛活性已被证实，孟鑫[22]等利用动物模型对大乌泡叶进行醇提取物的提取

并观察其对扭体法、热板法疼痛模型小鼠的镇痛作用，筛选出大乌泡叶的镇痛活性部位主要集中在正丁

醇和 80%醇提部位。此外，毛政益[23]等研究了大乌泡水提物对小鼠的镇痛作用，研究表明大乌泡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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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镇痛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小鼠血清中 NO 含量有关。 

3.2. 体外抑菌活性 

刘瑶[24]等在课题的前期研究上进一步考察了苗药大乌泡叶提取物的体外抑菌活性，他们将大乌泡叶

煎水提取物和 80%醇提取物均制备成质量浓度为 200 mg/ml 的药液，并以氨苄青霉素和氟康唑为阳性对

照(50 mg/ml)，采用管碟法测定其金黄色葡萄球球菌、表皮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痢疾志贺菌、普通变

形杆菌、白色念珠菌、新型隐球菌的抑菌作用，研究表明：1) 大乌泡的水提取物几乎无抑菌活性，80%
醇提取物对菌株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2) 抑菌效果：对五种细菌的抑制作用强于两种真菌，其

中又对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效果优于其他细菌。3) MIC 和 MBC 测定结果显示，大乌

泡叶 80%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位抑菌效果最强。 

3.3. 抗氧化活性 

大乌泡是一种悠久历史的苗药，富含多糖类化合物。2018 年杜世杰[25]等采用水提醇沉法对苗药大

乌泡茎中的多糖进行了提取和测定，通过单因素分析法、正交实验设计研究了提取工艺条件并进一步测

定了茎中多糖的抗氧化活性。该课题实验方法如下： 
1) 多糖的提取。首先将原料预处理，干燥的大乌泡茎粉碎，过 60 目筛，准确称定量的样品，加入

适量蒸馏水，在特定温度下水浴加热提取一段时间，过滤，所得滤渣加入蒸馏水继续加热提取，两次提

取的滤液合并，浓缩冷却，加入一定比例的乙醇，冷却析出固体，洗涤干燥后得到多糖粗品。最后称重，

计算多糖提取的收率。 
2) 苯酚硫酸法测定大乌泡茎中多糖的含量。用标准的D-无水葡萄糖配制成 1 mg∙mL−1的葡萄糖溶液。

用移液枪准确量取不同体积(分别是 0.1、0.2、0.3、0.4、0.5、0.6、0.7、0.8 mL)的葡萄糖溶液，置于试管

中，均补加蒸馏水到 2.0 mL。然后分别向各管加入 1.0 mL 6%苯酚溶液，5.0 mL 浓硫酸，摇匀后于冰水

中冷却 10 min，然后置于沸水浴中加热 10 min，再冷却至室温，于 49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A，以多糖

的浓度为横坐标，溶液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通过回归方程计算茎中所提取的多糖含量。 
3) 变更反应条件。设计单因素实验，筛选提取工艺条件。见表 2。该实验结果表明多糖的提取的最

佳工艺为：提取温度 80℃、提取时间 2.5 h、料液比 1:30 g∙mL−1。 
 
Table 2. Factors and levels for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表 2. 单因素试验因素及水平 

因素 水平 

A 提取温度 T/℃ 60 65 70 75 80 85 90 

B 提取时间 t/min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C 料液比/g∙mL−1 1:10 1:20 1:30 1:40 1:50   

 
4) 多因素试验的正交试验。通过对单因素条件的筛选对比，对每组因素各选择 3 个条件，确定正交

试验设计的因素与水平，建立三因素三水平的 L9(34)正交试验，正交试验结果显示，提取温度的方差值 R
最大，为 4.877；提取时间的方差值 R 最小，为 2.243。故在多糖提取过程中影响产率最主要的因素是提

取温度 > 提取时间 > 料液比。 
5) 抗氧化活性的研究。采用经典的 DPPH 法来测定提取到的多糖的抗氧化性。取 1 mL 配置好的大

乌泡茎多糖溶液，加入 4 mL 的 0.005%的 DPPH 溶液乙醇溶液。室温静置 0.5 h 后，在波长为 515 nm 处，

以维生素 C 为标样，对照组不加 DPPH 乙醇溶液，空白组不加多糖溶液，测定吸光度值，绘制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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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利用回归方程进行计算。 
该课题得到大乌泡中茎多糖较优的提取条件为 T = 80℃、t = 2.5 h、料液比 1:30 g/mL。加标回收率

为 99.32%，证明该提取工艺有较高准确度。另外采用 DPPH 法测定了提取得到的大乌泡多糖的抗氧化能

力，发现大乌泡多糖在 1 mg/mL 的乙醇溶液中具有不错的抗氧化效果，对 DPPH 的清除率达 74.6%。为

大乌泡的后续开发提供了借鉴。 

3.4. 抗炎活性 

李天平等[26]采用四氮唑盐比色法(MTT)和巨噬细胞色谱(CMC)法对大乌泡醇提物的不同萃取部位

以及超临界萃取部分进行活性筛选，发现超临界、乙醚、乙酸乙酯部位对炎性细胞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表现良好的抗炎活性。2022 年唐念[27]等亦对大乌泡进行了抗炎药效筛选实验，筛选出正丁醇部位、乙

酸乙酯部位为主要抗炎活性部位，而这两个部位是黄酮类化合物聚集的主要部位，因此，大乌泡抗炎药

效物质基础可能是黄酮类物质。该实验以黄酮类成分槲皮素、山奈酚、芦丁为指标成分，采用高效液相

色谱法对山奈酚与槲皮素进行含量测定，采用紫外线–可见光分光度法对芦丁进行含量检测，槲皮素和

山奈酚均在 360~365 nm 波长处有较好的检测效能。而此前孟鑫、刘瑶等[7] [24]根据大乌泡化合物的

1H-NMR、13C-NMR 谱图进行综合解析后发现，大乌泡正丁醇萃取部位化学成分也主要为槲皮素和山奈

酚。根据文献报道，槲皮素、槲皮素具有抗病毒、抗炎、抗肿瘤、抗氧化、免疫调节等多种药理活性[28]-[36]。
芦丁则可以通过抑制一些参与炎症的细胞信号通路和关键酶的表达，产生抗炎作用[37] [38]。综上所述，

槲皮素、山奈酚、芦丁等成分可能是大乌泡发挥抗炎作用的关键活性成分。 

3.5. 止泻作用 

苗药大乌泡叶资源丰富，有止泻止痢的功效[5]，对腹泻具有较好疗效，可作为抗生素治疗腹泻的候选

药物，但缺乏系统性研究。王鑫[39]等分别构建番泻叶、鼠伤寒沙门氏菌和外源性 5-HT 三种腹泻小鼠模型，

探讨大乌泡叶水提物对腹泻小鼠的保护作用，以及对腹泻小鼠肠道离子通道蛋白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发

现：1) 苗药大乌泡叶水提物对腹泻小鼠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其中以番泻叶腹泻模型组最为明显，能有效降

低腹泻小鼠的腹泻指数，保护肠上皮免受损伤。2) 大乌泡叶水提物能有效抑制血清中氧化应激损伤，抑制

炎症侵袭。3) 大乌泡叶水提物能有效调控肠道中各离子通道蛋白的表达，维持肠腔内外电解质稳态。 

4. 大乌泡开发现状 

苗药大乌泡摘录于《全国中草药汇编》[5]，以根及全株入药。全年可采，洗净切片晒干。性味苦，

凉。大乌泡是贵州少数民族常用的蔷薇科植物药，族药名：真溜杠(苗族)。化学成分：含氨基酸、糖、酸、

维生素等成分。药理作用：具有抗菌、消炎等作用。性味：性凉，味苦、涩。功效：清热，止血，祛风

湿。主治：感冒发热，咳嗽，咳血，鼻血，月经不调，外伤出血，痢疾，腹泻，脱肛，风湿痹痛。在贵

州当地的验方：鲜大乌泡根皮 60 g，鲜龙芽草根 30 g，水煎服(苗医治疗痢疾)；大乌泡根、倒触伞根各

30 g，芽草根、金银花藤各 15 g，煎水兑糖服(苗医治疗倒经)；鲜大乌泡 60 g，大叶紫珠叶、矮地茶各 30 
g，水煎服(苗医治疗咳嗽带血、四肢无力) [6]。而目前市面上制剂方面的唯一报道也只是龋齿宁中的一味

药材，用来治疗龋齿痛，牙周炎等。 

5. 小结与展望 

在民间，悬钩子植物被广泛作为药物使用，传统记载该属植物中含有挥发油、黄酮苷、萜类、鞣质、

酚类等多种成分，具有抑菌、抗肿瘤、抗氧自由基、消炎、保护心血管、镇痛抗焦虑、保护肝脏及降血

糖等作用[40] [41]。而目前对悬钩子植物大乌泡的提取工艺还未成熟，其整体和部分的有效成分和功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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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不甚透彻。从悬钩子属植物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来看，苗药大乌泡也具有多方面的药理活性，

日后仍有待开发。 
传统的中医用药，只是从整体上讲某一味药物有何种作用，其作用可能是一种成分引起的，也可能

是多种成分协同作用的结果。在大力提倡应该更加合理有效应用中医药的今天，为了使有限的中医药资

源更好的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希望本文对苗药大乌泡醇提取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所作的简单总结，

能为以后苗药大乌泡的开发和深层次挖掘提供借鉴。 

基金项目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9-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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