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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山慈菇为兰科植物杜鹃兰 Cremastra appendiculata( D． Don) Makino、独蒜兰 Pleione bulbocodioides( Franch) Ｒolef
和云南独蒜兰 Pleione yunnanensis Ｒolfe 的干燥假鳞茎。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山慈菇的化学成分、药理研究成果及其临床应用

情况、使用注意等内容，做一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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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f Shancigu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LI Qi，CHEN Yuzong，XIN Hailiang(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 Shancigu is derived from the dry tuber of Cremastra appendiculata ( D． Don) Makino，

Pleione bulbocodioides( Franch) Ｒolfe，Pleione yunnanensis Ｒolfe．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Shancigu were
overviewed through searching relevant lit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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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山慈菇为兰科植物杜鹃兰 Cremastra appen-
diculata( D． Don) Makino、独蒜兰 Pleione bulbocodioides
( Franch ) Ｒolef 和 云 南 独 蒜 兰 Pleione yunnanensis
Ｒolfe 的干燥假鳞茎，其中杜鹃兰是主流品种。山慈

菇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的功效，用于痈肿疔毒、淋巴

结核和蛇虫咬伤，现代临床多配伍应用于肿瘤［1］。本

文从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作一简要综述。

1 化学成分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山慈菇的两个品种杜鹃

兰和独蒜兰的化学成分陆续进行了研究，从其假鳞

茎中分离鉴定了 57 个化合物，从全草中分离鉴定了

2 个化合物，共 59 个化合物。其中从独蒜兰假鳞茎

中分离鉴定了 31 个化合物，主要为二氢菲类和联苄

类化合物; 从杜鹃兰假鳞茎中分离鉴定了 26 个化合

物，主要为菲类、苷类和芳香类化合物。还未见关于

云南独蒜兰化学成分研究报道。
1． 1 杜鹃兰化学成分
1． 1． 1 菲类化合物 薛震等［2］从杜鹃兰中分离得

到 10 个菲类化合物，其中 6 个单体的菲类化合物

( 包括一个吡喃葡萄糖苷和一个二氢菲) ，分别为 2-
羟基-4，7-二甲氧基-1，1-二甲氧基菲( 1 ) 、4-甲氧基

菲-2，7-二醇( 2 ) 、7-羟基-4-甲氧基菲-2-O-8-D-葡萄

糖苷( 3 ) 、1-羟基-4，7-二甲氧基-1 ( 2-丙酰基) -1H-
菲-2-酮( 4) 、1，7-二羟基-4-甲氧基-1( 2-丙酰基) -1H-
菲-2-酮( 5) 、异赫尔西酚( 6 ) ; 3 个二聚体菲( 7 ～ 9 )

和 1 个三聚体的菲( 10) ，其结构见图 1。
1． 1． 2 简单芳香化合物及其苷类 薛震等［2］从杜鹃

兰的干燥假鳞茎中分离得到了几个简单芳香化合物

及其苷类，分别为对羟基苯乙醇、3，4-二羟基苯乙醇、
4-( 2-羟乙基) -2-甲氧基苯-1-β-D-吡喃葡萄糖、对羟基

苯甲醛、对羟基苯乙醇-8-O-β-D 吡喃葡萄糖。
1． 1． 3 糖类 薛震等［2］从杜鹃兰中分离得到了蔗

糖，还有记载杜鹃兰假鳞茎中含有葡萄糖、甘露糖及

葡萄糖配甘露聚糖。
1． 1． 4 其他 Joong 等［3］用活性跟踪法从杜鹃兰中

分离鉴定了一个有强抗血管生成活性的二氢异黄酮

类化合物5，7-二羟基-3-( 3-羟基-甲氧基苯基) -6-甲氧

基苯并二氢吡喃-4-酮( 11) 。Yoshitak 等［4］在寻找乙

酰胆碱受体 M3 阻断剂的过程中，发现杜鹃兰的提取

物有较强的阻断活性，进一步用活性跟踪法发现了一

个活性成分为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 12) 并确定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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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合物 11、12 结构见图 2。日本 Fujisawa［5］制

药公司公开的一项专利报道，从杜鹃兰全草中分离得

到 2 个具有强降压活性的成分，分别命名为杜鹃兰素

Ⅰ、Ⅱ，尽管在专利中提供了其波谱学数据，但是没有提

供相关结构。还有报道从杜鹃兰中分离出 β-谷甾醇、
腺苷、胡萝卜苷等植物常见代谢产物。

1 Ｒ1 = OH Ｒ2 = OCH3 Ｒ3 = OCH3

2 Ｒ1 = OH Ｒ2 = OCH3 Ｒ3 = OH
3 Ｒ1 = O-β-D-glucoside Ｒ2 = OCH3 Ｒ3 = OH

4 Ｒ = CH3

5 Ｒ = H
6

7 Ｒ1 = CH3 Ｒ2 = H 8 Ｒ1 = Ｒ2 = CH3 9 Ｒ1 = Ｒ2 = H 10

图 1 杜鹃兰中菲类化合物结构

图 2 杜鹃兰中二氢异黄酮类化合物与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结构

1． 2 独蒜兰化学成分
1． 2． 1 二氢菲类 Li 等［6-12］对独蒜兰假鳞茎的化

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共分离鉴定了 13 个二氢菲类化

合物( 13 ～ 25) ，其结构见图 3。

13 14 15 16 Ｒ1 = OCOCH3 Ｒ2 = OCH3 Ｒ3 = OCH3

17 Ｒ1 = OCOCH3 Ｒ2 = H Ｒ3 = OCH3

18 Ｒ1 = OH Ｒ2 = OCH3 Ｒ3 =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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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Ｒ1 = OCH3 Ｒ2 = OH
20 Ｒ1 = H Ｒ2 = OOCCH3

21 Ｒ1 = OH Ｒ2 = OCH3

22 Ｒ1 = OCH3 Ｒ2 = OH
23 Ｒ1 = OH Ｒ2 = OCH3

24 Ｒ1 = OCH3 Ｒ2 = OH
25

图 3 独蒜兰中二氢菲类化合物结构

1 ． 2 ． 2 联苄类化合物 Li 等［6-12］从独蒜兰中分

离出 12 个 联 苄 类 化 合 物，其 中 包 括 2 个 吡 喃 葡

萄糖苷( 26 ～ 37 ) ，其母核结构见图 4。此类化合

物的 Ｒ1、Ｒ2、Ｒ3 位常为羟基或甲氧基，且 Ｒ1 位和

( 或) Ｒ3 位常有对羟基、苯基取代，具体化合物的

取代基见表 1。 图 4 独蒜兰中联苄类化合物母核结构

表 1 独蒜兰鳞茎中联苄类化合物结构

编号 Ｒ1 Ｒ2 Ｒ3 Ｒ4 Ｒ5 Ｒ6 Ｒ7 Ｒ8

26 p-hydroxybenzyl OH H OCH3 p-hydroxybenzyl OH H p-hydroxybenzyl
27 p-hydroxybenzyl OCH3 H OH H H OCH3 H
28 H OCH3 p-hydroxybenzyl OH H H OH H
29 p-hydroxybenzyl OH H OCH3 H H OH H
30 p-hydroxybenzyl OCH3 H OH H H OH H
31 p-hydroxybenzyl OCH3 p-hydroxybenzyl OH H H OH H
32 p-hydroxybenzyl OH p-hydroxybenzyl OCH3 H H OH H
33 p-hydroxybenzyl OH H OH p-hydroxybenzyl H OH H
34 H OH H OCH3 H H OH H
35 H OH H OCH3 H H OCH3 H
36 H O-β-D-glucoside H OCH3 H H OH H
37 H O-β-D-glucoside H OCH3 H H OCH3 H

1． 2． 3 其他 包括 2 个木脂素类化合物，3 个黄烷

类化合物和 1 个既可归为二氢菲也可归为联苄类化

合物( 38 ～ 43) ，其结构见图 5。

38 39 40 Ｒ = OCH3 41 Ｒ = H

252
药学实践杂志 2014 年 7 月 25 日第 32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Vol． 32，No． 4，July 25，2014



42 43

图 5 独蒜兰中其他类化合物结构

2 药理作用

目前，对于山慈菇药理作用的研究报道大多数

是针对于杜鹃兰中提取出的单体成分，其活性包括

抗肿瘤、抗血管生成、降压等。还有一些关于山慈菇

复方的药理作用研究。
2． 1 抗肿瘤作用 夏文斌等［13］从杜鹃兰假鳞茎乙

醇提取物中分离出的 cirrhopetalanthrin 对 HCT-8、
Be17402、BGC-823、A549、MCF-7、A-2780 细胞表现

出非选择性中等强度的细胞毒活性，其 IC50 分别为

11． 24、8． 37、10． 51、17． 79、12． 45、13． 22 μmol /L，可

为山慈菇临床抗肿瘤应用提供依据。
2． 2 对循环系统作用
2． 2． 1 抗血管生成活性 Joong 等［3］利用活性跟踪

法发现从杜鹃兰假鳞茎的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5，

7-二羟基-3-( 3-羟基-甲氧基苯基) -6-甲氧基苯并二

氢吡喃-4-酮，无论是在体外还是在体内试验中都表

现出很强的抗血管生成活性。在体外试验中，它对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FGF) 诱导的人类脐带

血管内皮细胞( hUVEC) 增殖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

用，其活性大小与剂量呈依赖关系，在提取物浓度为

0． 5 μmol /L 时仍有抑制作用; 而在没有 bFGF 存在

则不抑制 hUVEC 的增殖。同时该成分可以抑制

bFGF 诱导的 hUVEC 毛细血管的生成，抑制程度呈

剂量依赖关系，且在任何浓度下都未表现出细胞毒

性。在体内试验中，用该成分处理成长的鸡胚胎绒

毛尿囊膜，根据浓度不同，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抑制

毛细血管生成的作用。
2． 2． 2 对造血系统的影响 黄越燕等［14］研究了山

慈菇复方制剂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小鼠的药效作用。
以环磷酞胺 50 mg /kg 和甲苯 30 mg /L 吸入染毒联

合应用复制小鼠再障模型，分组给予山慈菇复方制

剂 25 g /kg，共 35 d，并与生理盐水组对照，检测各组

小鼠 Hb、WBC、PLT、ＲEr，并观察骨髓、脾脏的病理

形态及耳郭微循环等指标。结果发现山慈菇复方组

有明显促进模型组小鼠外周血细胞回升及增强骨髓

造血功能的作用，对模型组小鼠外周微循环也有一

定的改善作用，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
2． 2． 3 降压作用 日本 Fujisawa［5］制药公司公开

的专利报道从杜鹃兰全草中提取出的杜鹃兰素Ⅰ、
Ⅱ具有较强的降压活性 。有药理研究表明，杜鹃兰

素Ⅱ( 15 μg /kg，iv) 可使大鼠血压从 14． 2 kPa ( 263
mmHg) 下降到 9． 07 kPa( 168 mmHg) ，降压作用持

续大于 30 min。
2． 3 毒覃碱 M3 受体阻断作用 Yoshitaka 等［4］用活

性跟踪法从杜鹃兰 70%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出 cremas-
trine 可以选择性的阻断毒覃碱 M3 受体。在实验中，

其阻断氚标记的东莨菪碱( 3H-NMS) 同 M3 受体结合

的 IC50为 594 nmol /L，同时没有类似阿托品作为 M3

受体拮抗剂带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有希望开

发成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紊乱( 如慢性肺阻塞) 和其他

如过敏性肠胃综合征等方面的新药。
2． 4 抗菌作用 孙红祥［15］以液体培养法测定了 9
种中药和 7 种中药挥发性成分对从饲料中分离出的

短帚菌、总状共头菌、互隔交链孢霉、腊叶芽枝霉、柔
毛葡柄霉、葡萄孢霉等 16 株霉菌的最低抑制浓度

( MIC) ，以比较它们的抗霉菌活性，结果所选中药对

受试菌株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杜鹃兰 MIC 为

6． 25 ～25 mg /ml，在 25 mg /ml 的浓度下，山慈菇对所

有受试菌株均有抗菌活性。另外，以山慈菇为主药的

复方制剂外用紫金锭对致病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铜绿假单胞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作用，发现紫金

锭对这些致病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2． 5 其他作用 另有研究表明，山慈菇对酪氨酸酶

具有激活作用，可抑制细胞分裂，并有抗辐射、降糖、
镇痉等作用。

3 展望

山慈菇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之功效，在临床

上作为抗肿瘤药物被广泛配伍运用，疗效显著，使用

量不断增大; 山慈菇的许多化学成分也被证实有很

( 下转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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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抗肿瘤活性，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需要注意

的是山慈菇有少量毒性，应注意使用剂量，并观察患

者是否出现中毒作用; 而且不同品种的山慈菇毒副

作用之间存在差异，临床应用时应注意鉴别不同品

种的山慈菇，在取得疗效的同时避免引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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