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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龙胆属植物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其中龙胆与秦艽最为重要,这两种同属多基源药材,所含化

学成分相似,但存在一定区别,化学成分的差异必将导致药理作用的不同。种质是影响药材质量的最

主要因素,通过对龙胆与秦艽药材的资源分布、药用历史、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差异分析,发现从

化学成分来说,獐芽菜苦苷和獐芽菜苷的含量无显著差异,主要差异成分为龙胆苦苷和马钱苷酸。龙

胆类药材龙胆苦苷含量较高,秦艽药材马钱苷酸含量较高。龙胆中条叶龙胆的龙胆苦苷含量最高,比

秦艽高25%~70%,三花龙胆和滇龙胆含量较低;大叶秦艽和粗茎秦艽马钱苷酸的含量较高,小秦艽

含量最低。从药理作用来说,龙胆主要药理作用为保肝;秦艽抗炎作用显著好于龙胆,但镇痛作用较

龙胆差。龙胆和秦艽药理作用基本相同,药效作用存在差异。龙胆四种基原中条叶龙胆质量较佳,秦

艽四种基原中大叶秦艽和粗茎秦艽品质较佳,而三花龙胆、滇龙胆及麻花秦艽、小秦艽品质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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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ntianplantshaveawiderangeofapplicationvalue,amongwhichGentianandGentianamacrophyllaare
themostimportant.Themedicinalmaterialsbelongingtothesamemulti-basesourcehavesimilarchemicalcomposi-
tion,buttherearesomedifferences.Thedifferenceofchemicalcompositionwillleadtodifferentpharmacologicalac-
tions.Germplasmisthemostimportantfactoraffectingthequalityofmedicinalmaterials,Thispaperanalyzesthe
differencesbetweenGentianaandGentianamacrophyllainresourcedistribution,medicinalhistory,chemicalcomposi-
tionandpharmacologicalaction.Fromtheanalysisofchemicalcomponents,thereisno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con-
tentsofswertiamarinandsweroside,andthemaindifferencecomponentsaregentiopicrosideandloganicacid.Thecon-
tentofgentiopicrosideinGentianaishigher,andthecontentofloganicacidinGentianamacrophyllaishigher.Thecon-
tentofgentiopicrosideinG.ManshuricaKitag.isthehighest,itis25%~70%higherthanGentianamacrophylla.and
thecontentsofG.trifloraPall.andG.rigescensFranch.exHemsl.arelower;ThecontentofloganicacidinG.Macro-
phyllaPall.andG.crassicaulisDuthieexBurk.ishigher,andthecontentofG.dahuricaFisch.isthelowest.fromthe
analysisofpharmacologicaleffects,gentiansmainpharmacologicalactionistoprotectliver;Theanti-inflammatory
effectofGentianamacrophyllaisbetterthanGentiana,buttheanalgesiceffectisworsethanGentiana.Gentianaand
Gentianamacrophylla havethesamepharmacologicaleffects,butdifferentpharmacologicaleffectsaredifferent.
AmongthefouroriginsofGentiana,thequalityofG.manshuricaKitag.isbetter,amongthefouroriginsofGentiana
macrophylla,thequalityofG.macrophyllaPall.andG.crassicaulisDuthieexBurk.isbetter,whilethequalityofG.
trifloraPall.,G.rigescensFranch.exHemsl.,G.stramineaMaxim.andG.dahuricaFisch.areworse.
Keywords:Gentian;GentianaMacrophylla;Chemical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Action;Research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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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龙胆属(Gentiana)植物约有500种,我
国有247种,遍布全国各地,它们大多集中在西南
部的山区,主要生长于高山流石滩、高山草甸和灌
木丛中[1]。龙胆属分为秦艽组、龙胆草组、多枝组、
耳褶龙胆组、高山龙胆组、匐茎组、叶萼组、微籽组、
狭蕊组、柱果组、小龙胆组等,其中龙胆草组和秦艽
组的根在我国属于重要的中药材,药材名分别为龙
胆和秦艽。中药材龙胆来源于条叶龙胆Gentiana
manshuricaKitag.、龙胆G.scabraBge.、三花龙胆

G.trifloraPall.或坚龙胆G.rigescensFranch.,秦
艽来源于秦艽G.macrophyllaPall.、麻花秦艽G.
stramineaMaxim.、粗茎秦艽G.crassicaulisDuth-
ieexBurk.或小秦艽G.dahuricaFisch.,两种药材
均为多基原药材,化学成分主要有环烯醚萜类、生
物碱类、三萜类及黄酮类等,极其相似,但是龙胆与
秦艽在功效和临床应用方面却不相同。种质是影
响植物药功效和质量的重要因素,虽然同属植物形
态相近,化学成分的种类也十分相近,但由于不同

种植物产地环境差异较大,其化学成分含量或不同
成分间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药理作用、临床应
用等方面不同,如薯蓣属的山药、穿龙薯蓣、粉萆
薢、绵萆薢、黄药子等功效方面就存在极显著不
同[2]。环境是影响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环
境下植物可形成不同的生态型,通过选育可形成不
同品种,而同种植物不同品种或不同产地生物药材
质量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如种质对白芍和赤芍药材
的分化起着决定性作用[3]。本研究通过对龙胆与
秦艽的药用历史、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进行系统分
析和综述,以期为更好开发利用该药用植物资源提
供参考依据。

1 植物资源分布

龙胆喜潮湿凉爽气候,野生于山区、坡地、林绿
及灌木丛中。秦艽喜湿润、凉爽气候,适宜在土层深
厚、肥沃的壤土或砂壤土中生长。龙胆和秦艽药材
主要基原分布和生境,见表1。

表1 我国龙胆与秦艽资源分布

药材 基源 分布 环境

龙胆 龙胆G.scabraBunge 东北、华北、华东及华南等地区
生于山坡草地、路边、河滩、灌丛中、林缘及林下、草甸,海拔200~
1700m

条叶龙胆G.manshuricaKitag. 东北、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 生于山坡草地、湿草地、路旁,海拔100~1100m
三花龙胆G.trifloraPall. 东北及华北地区 生于草地、湿草地、林下,海拔440~950m
滇 龙 胆 G.rigescensFranch.ex
Hemsl.

西南及华中地区 生于山坡草地、林下、灌丛及山谷中,海拔1100~3000m

秦艽 秦艽G.macrophyllaPall. 西北、华北及东北地区
河滩、路旁、水沟边、山坡草地、草甸、林下及林缘,海拔400~
2400m

粗茎 秦 艽 G.crassicaulisDuthie
exBurk.

西南及西北地区
山坡草地、山坡路旁、高山草甸、撩荒地、灌丛中、林下及林缘,海
拔2100~4500m

麻花秦艽G.stramineaMaxim. 西北、西南地区及湖北西部
高山草甸、灌丛、林下、林间空地、山沟、多石干山坡及河滩等地,
海拔2000~5000m

小秦艽G.dahuricaFisch. 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区 山坡草地,海拔1500~3500m

  从表1可以看出,秦艽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北和
西南地区,主产地为西北;历史上主流品种的龙胆主
要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龙胆药材原产地为华中
和华东地区,民国后产区变迁至东北[4];而滇龙胆在
清代开始使用,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独树一帜。目
前,龙胆属药材的主产地主要分为三个区域:西北地
区(秦艽)、东北地区(关龙胆)和西南地区(滇龙胆)。
采用ITS2序列分析研究证明,龙胆草组物种(粗糙
龙胆、三花龙胆和条叶龙胆)和秦艽、麻花秦艽亲缘
关系较近,其中粗糙龙胆和条叶龙胆间的关系更近,
资源分布也有交集;滇龙胆分布于云贵等西南省份,
与其他5种龙胆属药用植物间的关系较远[5],这一
研究结果与龙胆属中“组”的分类不相吻合,而与分
布区域相吻合,这可能是ITS2序列在物种水平上变
异速度快的原因所致,也表明生长环境对遗传变异
有重要影响,这可能会对药材质量产生影响。

2 本草学考证

龙胆最早见于汉代《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主
骨间寒热、惊痫、邪气续绝伤、定五脏、杀盅毒。宋代
《证类本草》载:“四月生叶,似柳叶而细,茎如小竹
枝,七月开花如牵牛花,作铃铎形,青碧色。”[6]明代
《农政全书》载:“根类牛膝,叶似柳叶而细短,又似小
竹。”这两种描述都与条叶龙胆的特征相一致,证明
本草记载的正品龙胆应该是条叶龙胆,而不是粗糙
龙胆。宋代《开宝本草》载其“叶似龙葵,味苦如胆”,
明代《本草蒙筌》言其“苗高尺余,叶类龙葵略尖,根
同牛膝甚苦”[7],描述符合粗糙龙胆的特征。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中有记载“滇龙胆草,生于南山中,
丛根族茎,叶似柳微宽,又似橘叶而小”[8],说明古代
最早使用的为条叶龙胆和粗糙龙胆,滇龙胆应用较
晚。1959年出版的《东北植物药图志》,其中收载了
三花龙胆,同年《中药志》中亦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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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龙胆与秦艽中主要环烯醚萜类化合物结构

  秦艽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主寒热邪
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魏晋《名医别
录》载:“今出甘松、龙洞、蚕陵(今四川、陕西)以根作
罗纹相交长大黄白者为佳。”唐朝《唐本草》载:“今出
泾州、鄜州、岐州者良(今甘肃、陕西)。”宋代《图经本
草》载:“今河陕州郡多有之。根土黄色而相交纠,长
一尺以来,粗细不等。枝秆高五六寸,叶婆娑,连茎
梗俱青色,如莴苣叶。六月中开花,紫色,似葛花,当
月结子。”明代《本草纲目》载:“秦艽出秦中(今陕
西),以根作罗纹交纠者佳,故名秦艽,秦乣。”根据以
上形态和产地记述,古代所用的秦艽,与现代大叶秦
艽的根最为近似,说明历代本草记载以大叶秦艽为
正品。清代《晶珠本草》中记载“茎直立,茎上有花,
花状如龙胆花,上有许多蓝斑,花萼相连”[9],这些特
征也与粗茎秦艽特征相似。

综上所述,从汉代以前龙胆和秦艽的基原和功
效就有明确区分。宋代主流品种为条叶龙胆和粗糙
龙胆,明代以后,我国南方出现滇龙胆,1963年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了粗糙龙胆和三花龙胆,
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又收载了滇龙胆和
条叶龙胆,因此龙胆开始有四基源品种。大叶秦艽
为历代正品,1985年及1990年版药典收载了四种秦
艽,说明秦艽属于多基源品种。从物种分布和植物
形态分析,龙胆药材的主要基原为条叶龙胆和粗糙
龙胆,秦艽的主要基原为大叶秦艽。

3 化学成分差异

3.1 化学成分
龙胆与秦艽化学成分相似,均含有:①环烯醚萜

类:龙胆苦苷(a)、獐芽菜苦苷(b)、獐芽菜苷(c)、马钱
苷酸(d)、6'-O-葡萄糖龙胆苦苷、大叶苷A、大叶苷B
等;②黄酮类:异荭草素、异牧荆素、山柰酚等;③三
萜类:齐墩果酸、熊果酸、α-香树素、β-香树素等;④木

脂素类:鹅掌楸碱等[10-14]。此外,龙胆属植物还有龙

胆碱(秦艽碱甲)、龙胆次碱(秦艽碱乙)、龙胆醛碱
(秦艽碱丙)等生物碱,但这些成分并不是龙胆属天
然化学成分,而是在提取分离过程中使用了氨液,使
化学性质很不稳定的龙胆苦苷与氢氧化铵发生反应
而形成,在加工过程中如不加氢氧化铵,则不可能得

到生物碱[15]。见图1。
3.2 化学成分含量差异

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因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
不同而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物种,不同分布区域之
间也会存在质的差异。根据达尔文进化论,不同区
域同一物种由于长期的生殖隔离,在不同的环境条
件下对产生的变异进行选择而形成不同物种,遗传
物质也会产生较大变化。不同种类的植物具有不同
的遗传物质基础和生物合成途径,从而导致次生代
谢产物种类或含量的差异,而次生代谢产物大多是
中药的活性成分,也会导致药用的差异。次生代谢
产物的种类、含量和相对比例是决定中药疗效和质

量的核心要素[16],这些化学成分种类、含量和相对比
例的差异将导致功效及药材质量的差异。龙胆与秦
艽两种植物不同基原药材化学成分含量的差异情
况,见表2。

表2 龙胆与秦艽中主要环烯醚萜类成分含量的差异 (%)

药材 植物 龙胆苦苷 马钱苷酸 獐芽菜苦苷 獐芽菜苷
龙胆苦苷

平均值

马钱苷

酸平均值

獐芽菜苦

苷平均值

獐芽菜

苷平均值

样本量

(批)
参考文献

龙胆 条叶龙胆 7.90~12.71 - - - 9.77 - - - 15 [17]
粗糙龙胆 2.95~7.94 0.35~2.17 0.18~0.49 0.01~0.39 5.25 1.00 0.32 0.06 107 [18,19,20]
三花龙胆 3.30~7.94 - 0.22~0.30 0.01~0.02 4.75 - 0.25 0.01 13 [21,22]
滇龙胆 2.95~7.05 0.13~0.76 0.03~0.30 0.02~0.16 4.61 0.48 0.15 0.06 21 [23,24]

秦艽 大叶秦艽 1.45~12.62 0.35~4.05 0.23~0.32 0.03~0.09 7.00 1.42 0.28 0.06 36 [25,26,27]
粗茎秦艽 2.01~17.16 0.59~2.38 0.21~0.76 0.02~0.52 7.34 1.54 0.39 0.17 40 [25,28,29]
麻花秦艽 1.58~7.99 0.33~3.16 0.16~0.36 0.03~0.12 5.05 1.38 0.26 0.06 43 [25,30]
小秦艽 1.54~5.10 0.26~2.46 0.12~0.27 0.06~0.13 3.13 1.03 0.21 0.10 14 [25,27,31]

注:“-”代表无记录。

  由于中药材的活性成分含量受生长环境、采收
期等多方面影响,因此样本数量是保证科学客观评

价药材质量的重要前提,本研究查阅了大量有关龙
胆和秦艽含量测定的研究结果,汇总于表2。从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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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龙胆和秦艽类药材的獐芽菜苦苷和獐芽
菜苷平均含量并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种药材的药效
差异并非是獐芽菜苦苷和獐芽菜苷所引起。龙胆中
条叶龙胆的龙胆苦苷平均含量最高,比秦艽中龙胆
苦苷平均含量高25%~70%,龙胆药材道地性与龙
胆苦苷相吻合,证实了条叶龙胆是历史上商品的主
流,为道地药材;而清代以后才用的三花龙胆和滇龙
胆含量很低,仅为条叶龙胆的50%。大叶秦艽(西北
地区)和粗茎秦艽(西北和西南地区)中马钱苷酸的
平均含量都高于龙胆,比含量最高的粗糙龙胆的平
均含量高30%左右,品质较好,秦艽药材道地性与龙
胆苦苷和马钱苷酸总含量相吻合。历史上秦艽的道
地产区和主产区为我国西北地区,现在秦艽的主产
区为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和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两地
药材品质均较佳。三花龙胆、滇龙胆及麻花秦艽、小
秦艽的化学成分含量较低,差异很小,也难体现龙胆
和秦艽两类中药材的特点,其应用价值有待探讨。

4 药理作用

龙胆与秦艽的主要化学成分为环烯醚萜类、黄
酮类及生物碱类等,化学成分种类相似,两种药材药
理作用分析如下。
4.1 龙胆的药理作用

4.1.1 保肝作用 龙胆具有明显的保肝作用,其
主要有效成分龙胆苦苷对CCl4 造成的急性肝损伤
有保护作用,可保护肝细胞膜,减轻肝组织片状坏
死、肿胀及脂肪变性的程度,使血清中谷丙转氨酶
(ALT)、谷 草 转 氨 酶(AST)水 平 降 低74.1%和

36.1%[32]。獐芽菜苦苷可以通过阻断参与肝细胞凋
亡的PI3K/Akt信号通路、减轻氧化应激和诱导肝脏
解毒酶合成,来改善CCl4 诱导的肝细胞凋亡和肝星

状细胞活化,从而发挥保肝作用[33-34]。
4.1.2 健胃作用 龙胆作为苦味健胃剂,主要成
分龙胆苦苷能增加胃液游离酸和总酸度;舌下涂抹
龙胆苦苷可使胃液量略有增加;静脉给药后胃液量
没有增加,表明龙胆苦苷可以直接刺激胃液和胃酸
分泌[35]。
4.1.3 抗炎作用 龙胆醇提物主要成分为龙胆苦
苷,其能显著抑制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和冰
醋酸所致小鼠疼痛及扭体反应,抑制率和抑痛率分
别为27.3%和72.2%[36]。
4.1.4 抗肿瘤作用 龙胆的抗肿瘤作用,近年来

得到广泛研究。通过右腋皮下注射 H22细胞悬液建

立H22肝癌小鼠模型,发现龙胆苦苷对H22肝癌小鼠

肿瘤生长及血管生成均有抑制作用[37]。龙胆苦苷对

SMMC-7721人肝癌细胞也具有杀伤效应,可抑制人

肝癌细胞的增殖[38]。
4.1.5 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龙胆碱对中枢神经
系统有兴奋作用,大剂量使用则产生麻醉效果。龙
胆苦苷对苯巴比妥钠所致正常小鼠的睡眠有协同作
用,但对四氯化碳中毒小鼠则可显著缩短苯巴比妥
钠睡眠时间及延长反射消失的时间[39]。
4.1.6 升血糖 给大鼠腹腔注射龙胆碱30min后
血糖升高,可持续3h,且升血糖作用与剂量成正
比[40]。
4.1.7 降压及其他作用 龙胆可抑制钙介导的血
压降低和血管舒张,通过膜钙通道的内流和其从细
胞内储存的释放,从而发挥民间抗高血压药的作
用[41]。龙胆还有利尿作用,其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
均有明显的利尿效果,地下部分的利尿作用还优于
地上部分[42],此外龙胆还有抗病毒、抗菌及调节免疫
系统等作用。
4.2 秦艽的药理作用

4.2.1 抗炎、镇痛作用 秦艽醇提物能降低二甲
苯炎症 造 成 的 小 鼠 耳 廓 肿 胀,可 使 肿 胀 度 降 低

58.9%,还能提高小鼠的痛阈,减少冰醋酸致小鼠扭
体次数,抑痛率达到40.2%[43]。马钱苷酸具有较强
的的抗炎活性,对角叉菜胶引起的小鼠脚肿胀和十
四烷佛波醇乙酯引起的小鼠耳肿胀抑制率达到

44.4%[44]。獐芽菜苦苷作为AKT-PH结构域的天
然抑制剂,可抑制蛋白激酶(AKT)活性并下调AKT
磷酸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抗炎、镇痛功效[45-46]。獐芽
菜苷可以抑制白细胞介素-1(IL-1β)诱导的NO和炎
症因子PGE2的产生,对IL-1β刺激的大鼠关节软骨
细胞有抗炎作用[47]。

四种秦艽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廓肿胀抑制程度
顺序为大叶秦艽>粗茎秦艽>小秦艽>麻花秦艽,
对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镇痛效果的顺序为粗茎秦
艽>麻花秦艽>小秦艽>大叶秦艽[48]。
4.2.2 保肝作用 秦艽提取物龙胆苦苷对肝损伤
有保护作用,龙胆苦苷可明显降低血清转氨酶水平,
可 使 血 清 中 ALT、AST 水 平 降 低 49.6% 和

57.3%[49]。
4.2.3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秦艽醇提取物对小鼠
脾脏细胞和胸腺细胞的增值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表
明秦艽能影响机体免疫功能[50]。
4.2.4 降压及其他作用 高兰月等[51]研究发现,
秦艽水煎醇沉液对实验动物有降压及抑制心脏功能
的作用。秦艽还有升血糖和抗病毒等作用。

综上所述,龙胆与秦艽的药理作用较为相似,其
原因为此两种药材主要有效成分种类相似。龙胆主
要药理作用为保肝,秦艽主要药理作用为抗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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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而秦艽抗炎作用显著优于龙胆,但镇痛作用较龙
胆差。两者药理作用差异在于有效成分含量不同,
有效成分含量的差异必将导致不同的药理作用。

5 讨论

多基原就是多物种,不同的生态环境需要每个
物种以其独特的方式来适应,物种适应特殊环境的
主要途径依赖于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因此,多基原
药材的次生代谢产物种类和含量的不同,将导致质
量也会有所不同[52]。种质对甘草药材成分含量影响
很大,其中甘草酸和甘草苷含量变异系数最高,分别
达29.87%和33.23%[53]。同产地不同种质比不同
产地种质对刺五加药材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54],不
同种质金银花中忍冬花绿原酸含量为2.40%~
3.50%,灰 毡 毛 忍 冬 花 绿 原 酸 含 量 为5.53%~
6.45%,其 中 细 毡 毛 忍 冬 花 绿 原 酸 含 量 最 高 为

9.23%,说明种间遗传差异是影响化学成分含量的
主要因素[55]。虽然不同种质药材整体上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但其内在化学成分含量存在差异,这种差异
主要受基因调控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56]。说明种
质是道地药材品质形成的内因,环境是决定药材质
量的外因[57]。

多基原药材自古就有,药材多基原的产生有多
种原因。首先,中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对药
材基原的描述只能通过简单的文字和粗略的简图来
实现,同一属植物难以鉴别,这必然导致基原的混
淆;其次,药材多基原现象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古代
交通不便,各地货物运输相当困难,根据当时的生产
力水平,需要在当地采集功同低效的药材[58]。综上
所述,出现药材多基原不足为奇,这是历史的必然产
物。通过本研究对龙胆与秦艽的差异分析,两种药
材的药理作用基本相同,但对不同作用的药效有明
显差异,本质差异在于化学成分含量方面。种质是
影响道地药材质量的主要因素,龙胆的药效为保肝,
主要通过龙胆苦苷发挥作用,龙胆道地品种应为条
叶龙胆;秦艽的药效为抗炎,主要通过龙胆苦苷与马
钱苷酸发挥作用,秦艽道地品种应为大叶秦艽和粗
茎秦艽。中药材由野生转为栽培,单一种类的产量
完全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另外,当今社会公路铁路
交通网络发达,运输成本较低,应该充分发挥有利条
件,对多基源药材进行优化,将质量最佳的一个基原
优势凸现出来,建议减少三花龙胆、滇龙胆及麻花秦
艽、小秦艽质量较差的药材生产,从源头上提高药材
质量,从而提高中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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