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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与常见伪品鉴别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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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石菖蒲作为芳香开窍类常用中药材，是中药复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实际应用中，经常出现将藏（水）
菖蒲、金钱菖蒲、九节菖蒲、岩白菜等药材掺入石菖蒲中进行销售和使用的现象，伪品功效与石菖蒲不甚相同，且九节菖

蒲毒性较石菖蒲强，混用将影响到用药疗效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通过整理分析相关文献，在对石菖蒲及其常见混伪

品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总结了石菖蒲及其伪品的性状、显微、理化、光谱分析、色谱／色谱 －质谱分析、DNA（deoxyribonu-
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分析等不同鉴别方法，并结合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分析和总结了石菖蒲真伪鉴别检测的发展
过程和相关检测技术的发展前景，以期为石菖蒲的精准鉴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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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commonly used in aromatherapy，Shichangpu（Acori Tatarinowii Rhizoma，ATR）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In long －term practical application，the phenomenon of mixing Zangchangpu
（Acorus calamus L.），Jinqian Changpu（Acorus gramineus Soland），Jiujie Changpu（Anemone altaica Fisch），Yanbaicai［Bergenia
purpurascens（Hook.f.et Thoms.）Engl.］and other medicinal materials into ATR for sale and use is often seen.The effect of
the counterfeit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TR，and the toxicity of Jiujie Changpu（Anemone altaica Fisch）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ATR and mixed use will affec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people★s health.Through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TR and its common mixed counterfeits，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ATR and its counterfeit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including characteristics，microscopic analysis，physicochemical analysis，spectral analysis，chromatogra-
phy／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is and DNA analysis.Combined with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
cal action，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spect of the related detection technology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of A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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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菖蒲来源于天南星科植物石菖蒲 Acorus tatarinowii
Schott的干燥根茎，为历版中国药典收载。味辛、苦，性温。归
心、胃经。具有开窍豁痰、醒神益智、化湿开胃功效，可用于治

疗神昏、癫痫、健忘、失眠、耳鸣、耳聋、脘痞、不饥、噤口以及下

痢等病症［1］。汉代《神农本草经》最早将菖蒲作为药材收载其

中，但由于时代久远、种类繁多、分布区域广泛、早期记载不全

面等原因，导致历史上石菖蒲存在名称混乱、基原偏差、功效描

述杂糅混乱等现象［2］。虽然 202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已对石菖蒲基原做了唯一规定，在长期的实际应用中，市场上

出现藏（水）菖蒲 Acorus calamus L.、金钱菖蒲 Acorus gramineus
Soland、九节菖蒲 Anemone altaica Fisch、岩白菜 Bergenia pur-
purascens （Hook.f.et Thoms.）Engl.等伪品掺入石菖蒲使用的
情况。伪品功效与石菖蒲不甚相同［3］，且九节菖蒲毒性较石

菖蒲强［4］，混用将影响临床用药疗效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本文对近年来石菖蒲真伪品鉴别及其质量控制研究进展进行

概述，为石菖蒲药材临床应用选用正品提供参考，保障用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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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并为石菖蒲真伪品鉴别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1 　药材性状比较
伪品药材具有与石菖蒲相似的外形，但其在性状分析上仍

有一定差异，因此可通过其形状、大小、表面特征、折断面、质

地、颜色、气味等性状鉴别对其加以区分。藏菖蒲的区别点在

于其分枝少，较易辨认特征是：折断面为海绵状；金钱菖蒲外观

与石菖蒲尤为相似，但其气味更为浓烈，这个特点较难辨认；九

节菖蒲从大小及表面特征可以与石菖蒲区分，九节菖蒲更小，

且具半环状突起的节；岩白菜质地虽坚实，但脆，据此特点可辨

认；石菖蒲及其常见伪品的性状特征比较见表 1。
2　显微鉴别

通过性状特征鉴别石菖蒲及其常见混伪品较为方便，但仅

凭肉眼的性状观察难免带有主观性，此时可增加显微结构特征

比较，对微观结构放大观察鉴别，显微鉴别法是利用光学显微

镜或电子显微镜对样品的组织、粉末等结构进行微观分析的一

种方法，该方法通过观察细胞形态、细胞内含物成分及其分布

来鉴别样品的真伪和优劣，并较早应用于石菖蒲与其伪品的鉴

别，石菖蒲及其常见伪品的显微特征比较见表 2。
藏（水）菖蒲区别于石菖蒲的显微特征是：水菖蒲的根茎

横切面可以看到薄壁细胞呈现圈链状排列的结构，且薄壁细胞

间有大型的细胞间隙；维管束鞘纤维不发达，中柱没有维管束，

在纤维束以及维管束附近的一圈细胞中通常不存在草酸钙方

晶［8］；石菖蒲无梯纹导管，水菖蒲有明显梯纹导管［9］。王雪萍

等［1 0］对石菖蒲、水菖蒲显微结构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同

样结论。

金钱菖蒲显微特征几乎和石菖蒲一样，陈佳妮［6］的实验

结果是：细胞内偶尔可以见到红棕色物；而曾晓艳等［1 1］认为金

钱菖蒲区别点在于：外壁增厚比较明显，但是不含有红棕色物，

有较多纤维束及叶迹维管束，淀粉粒直径更大。骆航等［1 2］则

认为：金钱菖蒲在维管束和纤维束的数量及分布上有所差

异：其中金钱菖蒲皮层纤维束的分布量较石菖蒲更多，而叶

迹维管束较少，中柱未见纤维束；茴香菖蒲皮层叶迹维管束

较少，而中柱维管束和纤维素分布比石菖蒲更多，其余显微

特征与石菖蒲相同。对于缺乏显微鉴别经验的人而言，这些

特征区别并不明显，因此凭借显微鉴别区分金钱菖蒲与石菖

蒲难度较大。

九节菖蒲粉末显微观察具有明显差异特征，九节菖蒲粉末

可见石细胞而石菖蒲中没有。石菖蒲粉末中含有晶纤维草酸

钙方晶并且含有油细胞，但是在九节菖蒲粉末中这些结构并未

发现［7］。横切面显微特征的差异是：九节菖蒲表皮细胞木栓

化，且形成层不明显，髓部宽广［1 3］。

岩白菜区别于石菖蒲的显微特征是：表皮细胞多残留，1 0
余列扁平的细胞组成木栓层，木栓细胞表面呈多边形，木质部

主要由导管组成。

3　理化鉴别
理化实验分析可使内在的特征化学成分通过提纯和化学

反应达到可视化，即可对其进行有效鉴别。刘传芳等［1 5］对九

节菖蒲及石菖蒲进行了鉴别：在香草醛 －盐酸反应中显黄色，
而九节菖蒲不显；在荧光（254 nm）下观察九节菖蒲显蓝白色，
而石菖蒲不显。易春等［3］用乙醚处理石菖蒲、水菖蒲、九节菖

蒲粉末，并取粉末浸提液点在滤纸上，晾干后在紫外灯（254
nm）下观察，可以看到：九节菖蒲显现淡绿色荧光，水菖蒲显现
蓝紫色荧光，石菖蒲则显现紫红色荧光。

4　光谱分析鉴别
李欢欢等［1 6］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研究了石菖蒲和伪

品水菖蒲，得到实验结果：石菖蒲中蛋白质含量较水菖蒲低，而

淀粉含量比水菖蒲中的高很多，且在水菖蒲中草酸钙含量较

少。杨晓穗等［1 7］采用紫外鉴别法测得九节菖蒲、石菖蒲以及

水菖蒲的无水乙醇浸提液的紫外吸收光谱图，发现三者在 300
nm处的吸收峰形有较大区别。翁青荷［9］采用紫外吸收光谱

进行鉴别，发现石菖蒲在（279 ±0.5）nm 和（292 ±0.5）nm 波
长处有明显最小与最大吸收度；而水菖蒲在该波长范围处不存

在最小与最大吸收度。

5　色谱／色谱－质谱分析鉴别
5.1　薄层色谱鉴别　何爱玲等［1 8］用薄层层析法区别水菖蒲

和石菖蒲药材，结果表明：在α－细辛醚对照品相对应位置，石
菖蒲有相同颜色的斑点，在该位置水菖蒲则不显示斑点；且水

菖蒲共显示 7 个斑点，而石菖蒲仅显示 6 个斑点。王雪萍
等［1 0］采用薄层色谱鉴别进行比较石菖蒲与水菖蒲的特征，发

现：①紫外光下，石菖蒲的显现的荧光斑点与水菖蒲不一致；②
经碘蒸气熏蒸后，水菖蒲没有在与石菖蒲相对应的位置上出现

相同颜色的斑点。

5.2　液相色谱／液质联用鉴别　LAMK Y等［1 9］通过宏观与微

观形态分析、化学分析、内转录测序分析，比较了石菖蒲与水菖

表 1 　石菖蒲及伪品性状特征比较

品名 形状 大小 颜色 表面特征 折断面 质地 气味

石菖蒲［1］ 扁圆柱形，多弯曲，

常有分枝

长 3 ～20 cm，直径
0.3 ～1 cm

棕褐色或灰

棕色

有疏密不匀的环节，节间长 0.2 ～
0.8 cm，具细纵纹，一面残留须根或
圆点状根痕

纤维性，类白色或微红色，内皮层环

明显，可见多数维管束小点及棕色

油细胞

质硬 气芳香，味苦、微辛

藏（水）菖蒲［1，5］ 扁圆柱形，略弯曲，

分枝少

长 4 ～20 cm，直径
0.8 ～2 cm

灰棕色至棕

褐色

节明显，节间长 0.5 ～1.5 cm，具纵
皱纹，一面具密集圆点状根痕

海绵样，类白色或淡棕色，内皮层环

明显，可见众多棕色油细胞小点

质硬 气浓烈而特异，味辛

金钱菖蒲［6］ 扁圆柱形，多分枝，

须根密集

长 5 ～20 cm，直径
0.3 ～0.7 cm

暗绿色至淡

黄色

有疏密不均的环节，节间长 0.1 ～
0.5 cm，质坚实，不易折断

断面不整齐，类白色或微红色，内皮

层环明显，散有多数油点。

质坚实 气芳香浓烈，味微

辛，久嚼苦而回甜

九节菖蒲［7］ 细长纺锤形 长 1 ～4 cm，直径
0.3 ～0.5 cm

棕黄色 具多数半环状突起的节，节上有斜

向交互排列的鳞叶痕。

断面白色、粉性、颗粒状，可见淡黄

色小点维管束 6 ～9 个排列成环
质硬脆易折断 气微，味微酸而稍

麻舌

岩白菜［1］ 圆柱形，略弯曲 长 3 ～1 0 cm，直径
0.6 ～2 cm

灰棕色至黑

褐色

具密集或疏而隆起的环节，节上有

棕黑色叶基残存，有皱缩条纹和须

状根痕

断面类白色或粉红色，略显粉质，部

分断面有网状裂隙，近边缘处有点

状维管束环列

质坚实而脆，

易折断

气微，味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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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石菖蒲及伪品显微特征比较

显微
横切面

表皮 皮层 中柱 髓部

石菖蒲［1］ 细胞外壁增厚，棕色，有的含红

棕色物

宽广，散有纤维束和外韧型叶迹维管束，维管束鞘纤维成环，

木化；内皮层明显

中柱维管束周木型及外韧

型，维管束鞘纤维较少

薄壁组织中散有类圆形油细胞；并含淀

粉粒

藏（水）菖蒲［1，1 0，1 4］ 表皮细胞类方形，外壁增厚，棕

褐色

宽广，可见通气组织，由薄壁细胞构成，排列成网状，有大型腔

隙；散有纤维束和叶迹维管束，叶迹维管束外韧型；内皮层

明显

中柱散生多数维管束，周木

型和外韧型

有大型细胞间隙，壁连珠状增厚，薄壁

组织中散有棕色油细胞，薄壁细胞含淀

粉粒

金钱菖蒲［6，1 1］ 表皮细胞 1 列类方形，外壁稍
增厚，细胞内偶见红棕色物质；

宽广，散有纤维束及外韧型叶迹维管束，维管束鞘纤维发达，

多连成环状。内皮层环明显

纤维束及维管束周围的 1 列
细胞中含有草酸钙方晶

薄壁细胞排列较紧，其中散有类圆形油

细胞，偶见少量淀粉粒

九节菖蒲［7，1 3］ 表皮细胞 1 例扁平，排列紧密，
外壁增厚，黄棕色，木栓化。

皮层外缘散有石细胞，形成层不明显 有 8 ～1 2 个外韧型维管束排
列成环

髓部宽广，薄壁细胞中充满淀粉粒

岩白菜［1］ 常有残存的表皮细胞，木栓层

由 1 0 余列扁平细胞组成
形成层明显 维管束外韧型，外侧偶见中

柱鞘纤维

宽广，薄壁细胞含草酸钙簇晶、淀粉粒

和棕色物

显微
粉末

木栓／表皮细胞 导管 石细胞 纤维／晶纤维 草酸钙方晶 油细胞 淀粉粒

石菖蒲［1］ 木栓细胞长方形或椭圆形 螺纹，网纹 无 纤维束和维管束鞘纤维

周围细胞中含草酸钙方

晶，形成晶纤维

呈多面形、类多角

形、双锥形，直径

4 ～1 6 μm

类圆形或长圆形，内含黄

绿色、橙红色或红色分

泌物

单粒球形或椭圆形，直径 2 ～
9 μm；复粒由 2 ～20（或更多）
分粒组成

藏（水）菖蒲［1，1 0，1 4］ 木栓细胞长方形或长多

角形

螺纹，梯 纹，

网纹

无 纤维多成束，常与导管

相连，呈梭形，直径 9 ～
20 μm，木化，壁厚 2 ～5
μm，壁薄者可见纹孔，
晶纤维偶见

－ 多分布于薄壁组织中，类

圆形，直径 1 8 ～63 μm，内
含黄绿色或黄棕色分泌物

较多，单粒球形，椭圆形或肾

形，直径 2 ～8 μm，脐点少见，
层纹不明显，复粒含 2 ～6 个
分粒，多数单粒成团

金钱菖蒲［6，1 1］ 表皮细胞长方形或类方

形，外平周壁具裂纹；断面

观外壁角质增厚，径向壁

微弯曲

螺纹导管，少

见网纹导管，

直 径 1 5 ～
30 μm

无 纤维大多成束，少数散

在，长梭形，直径 8 ～1 8
μm，壁厚 2 ～5 μm，木
质化；具晶纤维；

簇晶直径 1 0 ～30
μm，棱角较钝；方
晶直径 7 ～50 μm，
方形、菱形、双锥形

或棒形

类圆形，直径 40 ～1 00 μm
胞腔内充满淡黄色或黄绿

色分泌物

较多，单粒椭圆形，直径 2 ～6
μm，脐点少见，层纹不明显；
复粒含 2 ～6 分粒，多数单粒
聚合成团

九节菖蒲［7，1 3］ 木栓细胞多角形，类黄

棕色

导管多为网纹

或具缘纹，直

径 7 ～35 μm

壁较薄，类圆

形，直径 85 ～
1 02 μm

无 无 无 较多，单粒类圆形，脐点星状、

点状、裂缝状，直径 4 ～20
μm，复粒含 2 ～4 分粒

岩白菜［1］ 表皮细胞红棕色，呈多角

形或类长方形，木栓细胞

呈多角形

导管多为网

纹，直径 1 3 ～
35 μm

－ － 草酸钙簇晶较多，

直径 1 5 ～58 μm
－ 椭圆形或梨形，两端略尖，直

径 3 ～1 0 μm，长 8 ～20 μm，
层纹及脐点不明显

　　注：“无”表示无该组成结构。

蒲、金钱菖蒲、九节菖蒲的区别。其中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
raphy －diode array detector，UHPLC －DAD）的化学分析方法，以
α－细辛醚和β－细辛醚作为质量标志物进行的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和层次聚类分析（hierarchi-
cal cluster analysis，HCA），可以实现石菖蒲，水菖蒲，金钱菖蒲
和九节菖蒲的鉴定。马莎莎［20］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轨道离子

阱串联质谱（ultra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
orbitrap －mass spectrometry，UPLC －Orbitrap －MS／MS）和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
try，ICP －MS）两个分析平台对石菖蒲及伪品中的有机成分及
元素成分进行表征，再用化学计量学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以

β－细辛醚含量为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即可从石菖蒲与水菖蒲
中将九节菖蒲区分开，但此法不能区分石菖蒲与水菖蒲；后对

1 3 个有机成分和 8 个无机元素成分进行采用偏最小二乘判别

分析，可实现石菖蒲与水菖蒲两者间的鉴别。

5.3　气相色谱／气质联用鉴别　李娟等［21］采用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gas chromatography －mass spectrometry，GC －MS）技术对
石菖蒲和水菖蒲挥发油成分组成进行研究，结果在石菖蒲挥发

油中鉴定出 41 个化合物，在水菖蒲挥发油中鉴定出 46 个化合
物，石菖蒲挥发油中主要化合物为 β－细辛醚、顺式异丁香酚
甲醚、甲基胡椒酚和长叶松烯；水菖蒲挥发油中主要化合物为

β－细辛醚、水菖蒲酮、去羟基异菖蒲烯二醇、蓝桉醇、9 －柏烷
酮和喇叭烯氧化物。由实验数据可知石菖蒲和水菖蒲的挥发

油成分有较大差异。刘和平等［22］研究来自不同基原的菖蒲药

材，通过气相指纹图谱及 PCA 主成分分析，发现在化学成分
上，江西的大叶石菖蒲、湖南的细根石菖蒲与正品石菖蒲较为

相似，因此推测两者外观性状的差异是由于产地不同导致的，

采用 PCA分析也能将三者归为一类；但是市场上常见的茴香
菖蒲、金线菖蒲、水菖蒲以及九节菖蒲等石菖蒲伪品，则与石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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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相似度则较低，采用 PCA分析归为另外的类别。因此，认为
通过气相色谱结合 PCA 分析，可鉴别石菖蒲药材。章晓娟
等［23］基于 GC －MS 联用技术对于石菖蒲和水菖蒲的比较，通
过 VISSA 算法（一种变量选择方法）结合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
（partial least squa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PLS －DA）的模型筛
选，认为原莰烷、δ－杜松烯和（＋）－长叶环烯是石菖蒲与水
菖蒲之间差异性最大的成分。

6　DNA鉴别分析
蔡铁全等［24］采用核糖核酸酶 H 依赖性聚合酶链式反应

（Rnaseh －dependent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hPCR）扩增结
合熔解曲线分析对石菖蒲与藏菖蒲进行快速鉴定及相互掺杂

检测，该方法可有效鉴别石菖蒲、藏菖蒲及掺杂样品。汪波

等［25］发明了一项专利，该专利方法可以快速鉴别石菖蒲、水菖

蒲与九节菖蒲，该方法通过设计特异性探针，结合多重连接探

针扩增技术（multiplex ligation －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
MLPA）与熔解曲线，提高了石菖蒲与伪品药材的检测效率。
刘丽等［26］探索采用 DNA 条形码技术鉴别石菖蒲及其易混伪
品（水菖蒲、金钱蒲、茴香菖蒲、金边菖蒲）的可行性，选定了

ITS2 序列鉴别石菖蒲及其易混伪品，通过 PCR扩增、测序效率
和鉴定，鉴别的效率达到了 1 00%，ITS2 序列能很好地鉴定 5
种菖蒲属药用植物。LAMK Y 等［1 9］用 ITS 序列作为 DNA 标
记来鉴定石菖蒲伪品（金钱菖蒲、藏菖蒲、九节菖蒲），结果表

明 rRNA ITS 可以用于鉴定菖蒲属药材。DNA 鉴定不受经验
鉴别能力的限制，鉴定结果更具有客观性，只需要少量的样品，

就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外部因素所影响。

7　化学成分比较
石菖蒲的化学成分可大致分为挥发性成分和非挥发性成

分。石菖蒲挥发性成分结构类型较多，主要结构类型有苯丙类

（简单苯丙类、木脂素和香豆素）和萜类（单萜类、倍半萜类、二

萜类和三萜类）。非挥发性成分主要是生物碱、醛类和酸类、

醌类和酮类、甾醇、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27 －28］。目前对石菖蒲

的化学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挥发油及其中含量较多的 α－细
辛醚和β－细辛醚的药理作用上，对非挥发性成分以及挥发油
中含量偏低成分的有关药理作用研究极少［29］。石菖蒲挥发油

成分有：α－蒎烯、β－蒎烯、（－）－莰烯、γ－松油烯、原莰烷、
2 －茨醇、芳樟醇、桉叶油醇、顺甲基异丁香酚、辛醇、δ－杜松
烯、（＋）－长叶环烯、β－榄香烯、白菖烯、大牛儿烯 B、α－细
辛醚、β－细辛醚、γ－细辛醚、菖蒲酮、α－毕橙茄醇、榄香醇、
α－gurjunene［23］；邻 －异丙基苯、双戊烯、α－萜品烯、松油烯、
4 －烯丙基苯甲醚、Α－二去氢菖蒲烯、α－Patchoulene、长叶蒎
烯、Isoshyobunone、桉油烯醇［30］；α－松油醇、α－律草烯、α－
Panasinsen、Α－菖蒲二烯、长叶烯、Eremophila ketone、Viridiflo-
rol、Aihydroagarofuran、Germacrene D －4 －ol［31］；4 －萜烯醇、β－
石竹烯、红没药醇、甲基丁香酚［32］；3 －蒈烯、桉叶素、薄荷脑、
2，4，5 －三甲氧基苯甲醛、α－古芸烯、γ－古芸烯、α－杜松
烯［33］；亚油酸、反油酸［34］等。萜类化合物有：菖蒲螺酮烯、环

阿屯醇、羽扇豆醇、胡萝卜苷等［35 －36］。有机酸化合物有：富马

酸、苯甲酸、烟酸、对羟基苯甲酸、原儿茶酸、香草酸、辛二酸、咖

啡酸、阿魏酸、肉豆蔻油酸、隐绿原酸等［37 －38］；黄酮类化合物

有：紫云英苷、草质素苷、野漆树苷、莰菲醇 －3 －O －芸香糖苷
等［39］，以及β－谷甾醇、豆甾醇等其他化合物［40］。

水菖蒲的化学成分与石菖蒲类似，具有许多共有化学成

分，但在含量上有差别：石菖蒲和水菖蒲的挥发油由苯丙素

（分别约为 76.45%和 41 .75%）、倍半萜（分别约为 9.63%和
1 3.23%）、氧化倍半萜（分别约为 9.80%和 31 .86%）、单萜
（分别约为 0.22%和 0.57%）、氧化单萜（分别约为 1 .36%和
2.77%）、未分类和不确定成分（分别约为 2.54%和 3.83%）组
成。也具有差异成分，石菖蒲特有化合物有：4 －烯丙基苯甲醚
及其两个异构体、长叶蒎烯、长叶烯、α－gurjunene、Α－菖蒲二
烯、γ－muurolene、α－muurolene、大牛儿烯 B 等；水菖蒲中特有
成分为：（－）－Α－荜澄茄油烯、α－柏木烯、石竹素、异水菖蒲
二醇、菖蒲烯二醇等［23］。

金钱菖蒲的化学成分也与石菖蒲类似，其区别于石菖蒲的

特有成分有：α－萜品烯、4 －异丙基甲苯、双戊烯、香橙烯、鸟
嘌呤、愈创木烯、顺式异榄香脂素［30］。

九节菖蒲的化学成分与前三者差异较大，更易于区分。其

主要化学成分是酚酸类，王彦志等［41］提取分离鉴别得到的酚

酸类化合物有：阿魏酰酒石酸乙酯 B、绿原酸甲酯、3 －O －阿魏
酰－奎宁酸、阿魏酰乳酸单甲酯、阿魏酰乳酸二甲酯、阿魏酰酒
石酸甲酯 A、阿魏酰酒石酸甲酯 B、香草酸葡萄糖苷、对羟基苯
甲酸葡萄糖苷等，以及单阿魏酰酒石酸、阿魏酸及其糖苷类化

合物等［42］；还有脂溶性成分 1 4 －甲基 －十六酸、亚油酸、邻苯
二甲酸、油酸、硬脂酸、异阿魏酸、十五酸、9 －十六烯酸、棕榈
酸、白头翁素、β－谷甾醇和琥珀酸等［43 －44］。

岩白菜中提取出化学成分主要是酚类成分［45］，还具有黄

酮、氨基酸、有机酸、鞣质等其他成分［46］。石晓丽等［47 －48］从岩

白菜中分离得到没食子酸、岩白菜素、（＋）－儿茶素、熊果苷、
1 1 －O －没食子酰岩白菜素、阿夫儿茶精、齐墩果酸等化合物。
8　药理作用比较

石菖蒲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包括保护神经细胞、减轻学

习和记忆障碍［49］，调节神经递质及受体、调控凋亡因子［50 －51］，

抗缺血、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52］、抗肿瘤、抗菌和抗氧化活

性等［53］。目前，石菖蒲广泛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

统、胃肠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并可用于治疗癫痫、抑郁症、失忆

症、意识障碍、焦虑、失眠、失语、耳鸣、癌症、痴呆、中风、皮肤病

等复杂疾病［28，54］。水菖蒲与金钱菖蒲功效和现代药理作用几

乎与石菖蒲相一致，但其功效侧重不同，且有研究表明三者对

神经突生长和神经丝表达的诱导作用不同，石菖蒲具有更好的

潜在作用［30］。孙守祥等［55］认为九节菖蒲照搬石菖蒲性味、作

用主治，原因是两者科属不同，因为九节菖蒲不含菖蒲类药材

所含有的挥发性成分，从气味上就有明显区别，故认为九节菖

蒲不具有芳香开窍的功能。岩白菜药理作用与石菖蒲更是相

去甚远，主要作用于呼吸系统及治疗出血。石菖蒲、藏菖蒲、金

钱菖蒲、九节菖蒲和岩白菜药理作用比较见表 3。
9　结语和展望

从石菖蒲与其伪品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差异可以看出，

伪品化学成分含量与类型均与石菖蒲正品差别较大，药理作用

也不同，因此在临床用药上应对石菖蒲进行鉴别，严格控制石

菖蒲正品来源，可以保障中药的临床治疗效果。

随着现代检测与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石菖蒲与其伪品的

鉴别方法得到了逐步补充和发展。在其鉴别与检测方法发展

历程中，先后经历过早期对其进行简单的形状、气味、颜色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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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石菖蒲及其伪品药理作用比较

品名 功效 现代药理作用 作用机制／实验验证

石菖蒲 开窍豁痰、醒神益智、

化湿开胃

防治阿尔茨海默病［50］ 调控胆碱能系统、调节突触可塑性、抗氧化应激、抑制炎症、保护神经元、清除β－淀粉样蛋白
抗癫痫［51］ 调节神经递质水平、调节原癌基因 c －fos基因的表达、抗氧化应激反应，清除氧自由基调节、

减少炎性介质产生、抗神经元凋亡、调控胶质细胞、调节血脑屏障（BBB）通透性

防治心血管病［52］ 保护血管内皮、保护心肌细胞、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度、调节血脂、抗心律失常

抗肿瘤作用［56 －57］ 诱导胃癌细胞凋亡，影响肿瘤糖酵解、抑制人胶质瘤细胞 U251 细胞的迁移、侵袭和黏附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58］ 抑制肠段 p －糖蛋白的功能，促进肠道对远志活性成分 3，4，5 －三甲氧基肉桂酸的吸收
对呼吸系统的影响［59］ β－细辛醚通过喷雾和灌胃方式延长哮喘潜伏期能力和抗跌倒能力
抗菌抗炎作用［60］ 石菖蒲挥发油对常见菌：表皮葡萄球菌、A，B群链球菌以及福氏志贺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伤

寒沙门菌具有抑制作用

藏（水）菖蒲 功用与石菖蒲同，唯开

窍之力较逊，而化湿开

胃，祛痰止咳及外治疮

痈 湿 疹 等 疗 效

颇佳［3，61］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作用［62 －63］

显著减少癫痫大鼠的湿狗样抖动前驱症状、降低棘慢波放电、降低脂质过氧化水平及大脑皮

层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有效抑制胆碱酯酶，改善老年期的记忆和认知能力

抑菌作用［64］ 挥发油及特定提取物对痤疮丙酸杆菌、植物真菌壳球孢菌、链格孢菌和弯孢菌、丝状真菌红

色毛癣菌、石膏样小孢子菌和马尔尼菲青霉等显示出不同程度抑制作用

心血管系统作用［65 －66］ 能显著地降低高脂血症大鼠的血脂活性，改善大鼠的局灶性脑缺血神经功能；通过内皮依赖

性超极化因子（EDHF），调节冠状血管舒张效应，促进冠脉血流量的增加以治疗缺血性心脏
疾病。

抗肿瘤作用［67］ 对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表现出较强的促分裂作用，并能显著抑制 J774 巨噬细胞和 b 细
胞淋巴瘤WEHI －279 的生长

杀虫作用［68 －69］ β－细辛醚是水菖蒲根茎提取物中主成分，对赤拟谷盗、谷蠹、玉米象和四纹豆象的熏蒸击倒
及致死作用明显；能较好触杀褐飞虱 3 龄若虫

降血糖［70］ 增强脂肪细胞的分化；对体外仓鼠胰岛β细胞（HIT －T1 5）细胞以及被禁食和进食葡萄糖／
淀粉的正常小鼠，表现出促进胰岛素分泌和α－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

抗炎［71］ 通过抑制白细胞介素 IL －8 和 IL －6 的 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抑制聚胞苷酸作用后核因
子κB（NF －κB）和干扰素调节因子 3（IRF3）的活性，也能抑制 IL －8 的表达和肽聚糖作用后
NF －κB的活性，有效抑制人永生表皮细胞 HaCaT细胞诱发的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

金钱菖蒲 － 抗肿瘤作用［67］ 作用功效与水菖蒲同，对小鼠脾细胞和人淋巴细胞表现出较强的促分裂作用，并能显著抑制

J774 巨噬细胞和 b细胞淋巴瘤WEHI －279 的生长

降血脂［72］ 水提液对大鼠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有积

极影响

抗炎［73］ 在透明质酸酶抑制作用实验中，金钱菖蒲表现出较强的抑制活性。

抗血栓［74］ 金钱菖蒲在大鼠动脉血栓形成模型中表现出良好抗血栓作用

治疗过敏性鼻炎［75］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在小鼠模型中具有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良好疗效

九节菖蒲 开窍祛痰，安神醒脾。

偏于温化痰湿［3，76］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77］ 通过胆碱能Μ受体及非胆碱能受体实现胃肌电活动抑制作用
缓解疼痛［43］ 氯仿和乙酸乙酯提取部位能够减少冰醋酸刺激致痛小鼠扭体的次数，对于麻醉性疼痛有显

著影响

中枢神经抑制作用［4，78］ 九节菖蒲的神经药理作用较石菖蒲弱而毒性比石菖蒲大

抗肿瘤［79］ 抗肿瘤活性可以上调一系列基因的表达，尤其是凋亡相关因子家族和 Caspase 家族基因的
表达

岩白菜 收敛止泻、止血止咳、

舒筋活络

镇痛消炎［80 －81］ 岩白菜素对醋酸引发老鼠扭体反应、甲醛致痛反应、二甲苯引发的老鼠耳朵浮肿等具有较为

明显的遏制作用

止咳祛痰［82］ 运用气管酚红排泌法以及氨水引咳法用岩白菜素对老鼠进行试验，发现岩白菜素拥有明显

的止咳祛痰作用

抗肿瘤、保肝［83］ 岩白菜素对人肝癌细胞 HepG2 细胞增殖、克隆形成、迁移和侵袭能力有显著抑制作用，能够
提高 RNA合成度，修补 D －半乳糖酰胺对肝脏形成的伤害，进而能够对肝脏形成保护作用

状鉴别、显微鉴别、理化、光谱鉴别，再到近期的色谱 －质谱联
用分析、DNA分子鉴定等，其鉴别方法逐渐丰富和多样化，鉴
别效果也得到了较快的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石菖蒲伪品种类较多，虽然对石菖蒲真伪鉴别研究起步较

早，但性状鉴别、显微和理化鉴别等传统检测方法可以快速但

不能准确地区分伪品，液质／气质联用以及 DNA分子鉴定等鉴
别方法虽能更准确，但对仪器要求以及技术人员要求较高，实

验耗费也较高。

液相色谱目前在国内各大实验室配备相对充分，对操作技

术人员的要求也相对较低，目前已有采用液相色谱对石菖蒲及

981



第 42 卷　第 1 1 期
2 0 2 4年 1 1 月

中　华　中　医　药　学　刊
CHINESE　ARCHIVES　OF　TRAD 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42 No.1 1
Nov.2 0 2 4

其伪品进行鉴别的相关研究，在该研究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开

发优化试验方法，结合成熟的计量学分析手段，对石菖蒲中掺

杂伪品等情况进行更准确、快捷鉴别。因石菖蒲混伪品种类繁

多，这对鉴别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当正品中混入多个伪品，

常规的肉眼识别以及显微、理化鉴别则无能为力，在这个层面

上，液相色谱无疑具有较大优势，通过对特征峰的识别，可以实

现同时快速鉴别多个混伪品的功能。

随着智能传感技术与信息技术等现代检测技术的不断发

展，药材的鉴别不再局限于感官检验、光谱色谱分析等传统检

测方法，机器视觉、电子鼻、电子舌等技术日益成熟。石菖蒲及

其大部分伪品均具芳香气味，逐步兴起的智能传感技术应用于

石菖蒲的真伪鉴别之中也值得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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