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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地龙是我国常用动物药材 ，药理作用广泛 。笔者从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品种鉴定与分类 、养殖加工 、品质评价

等方面对地龙的研究现状做较全面的综述 ，指出了各方面研究可能存在的研究空白 、重点及难点 ，为后续地龙相关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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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eretima is one kind of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 with multipl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Resear唱
ches on chemical constituen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dentification ，artificial breeding ，machining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Pheretima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Study gaps and key points were pointed out to provide the basis on follow唱up 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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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蚯蚓又名曲蟮 ，是一种生长在土壤中的软体动

物 ，相传因用其治好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哮喘和带状

疱疹而得名“地龙” ，由此“地龙”便成了具药用价值

蚯蚓的统称 。地龙（Pheretima）属动物门 A nnelida
后孔寡毛目 Op isthopora ，是民间常用中药 ，性咸 、

寒 ；归肝 、脾 、膀胱经 ；具清热定惊 、通络 、平喘 、利尿

之功效 ；用于高热神昏 、惊痫抽搐 、关节痹痛 、肢体麻

木 、半身不遂 、肺热喘咳 、尿少水肿 、高血压等症 。蚯

蚓品种繁多 ，其药用价值也因种而异 ，我国药典自

１９５７年起对“地龙”做了规定 。 １９９５年前 ，药典规定

的“地龙”指的是钜蚓科 Megascolecidae动物参环毛
蚓 Peretima aspergillum （ Perrier ） 或 缟 蚯 蚓
A llolobophora caliginosa （Savigny ） ezoides（Ant ．
Duges）的干燥体 。 前者习称“广地龙” ，后者习称

“土地龙”
［１］

。 １９９５ 年后地龙涵盖钜蚓科动物参环

毛蚓 Pheretima aspergillum （E ．Perrier） 、威廉腔
蚓 Pheretima guillelmi （Michaelsen） 、通俗腔蚓

Pheretima vulgaris （Chen）或栉盲远盲蚓 Phereti唱
ma pectini f era （Michaelsen）的干燥全体 。前一种

习称“广地龙” ，后三种习称“沪地龙”
［２］

。作为我国

传统动物药材 ，地龙常见 、易得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

其药用资源 ，笔者对地龙的品种鉴定 、化学成分 、药

理作用 、人工养殖 、采收加工和品质评价等研究情况

进行综述 。

1 　化学成分

1 ．1 　 氨基酸 　 地龙的总游离氨基酸含量为

８畅６２９％
［３］

，富含亮氨酸 、谷氨酸 、天冬氨酸 、赖氨酸 、

缬氨酸 、精氨酸 、丝氨酸 、蛋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苏

氨酸 、苯丙氨酸 、脯氨酸 、组氨酸 、酪氨酸等 ２０多种

氨基酸 。包括人体所必需的 ８ 种氨基酸 ，其中亮氨

酸和谷氨酸的含量最高 ，其次有天冬氨酸 、缬氨酸 、

赖氨酸 、精氨酸 、丙氨酸等 。

1 ．2 　 蛋白质和酶类 　 地龙含 ５６％ ～ ６６％ 的蛋白

质 ，是稻谷的 ６倍 。富含增强免疫力的脂类蛋白 、抗

微生物蛋白 、收缩血管蛋白 、溶血／凝血蛋白 、钙调素

结合蛋白 、蚯蚓新钙结合蛋白 、凋亡相关丝氨酸蛋白

等 。地龙中含有蚓激酶 、纤溶酶原激活剂 、蚯蚓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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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水解酶 、纤维素酶 、胆碱酯酶 、过氧化氢酶 、歧化

酶 、B唱D葡萄糖苷酸酶 、碱性磷酸酶 、酯酶 、卟啉合成

酶 、超氧化歧化酶 、丝氨酸内切蛋白酶 、蚯蚓磷脂激

酶等 。

1 ．3 　酯类 　地龙中富含饱和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和甾醇类 。脂类部分包括 ：脂肪酸 、肉豆蔻酸 、次亚

油酸 、棕榈酸 、十五烷酸 、十六烷酸 、十七烷酸 、十八

烷酸 、硬脂酸 、花生酸 、琥珀酸 、油酸 、亚油酸 、花生三

烯酸 、花生四烯酸 、丫一亚油酸 、月桂酸 、附子脂酸 、

二十四烷酸 、磷脂 、十九碳烯酸 、十九碳酸 、次亚油

酸 、豆蔻酸等 ；甾醇类以胆固醇含量最高 。广地龙和

沪地龙的总脂 、不皂化物和脂肪酸含量相近 ，且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分别占总脂肪酸含量的

５０畅５９％ 和 ４８ ．０６％
［４］

。

1 ．4 　核苷酸 　现代药学证明 ，地龙的药用物质基础

包括 ：黄嘌呤 、腺嘌呤 、次黄嘌呤 、海波黄嘌呤 、鸟嘌

呤 、尿嘧啶等人体核酸代谢不可缺少的核苷酸成分 。

1 ．5 　微量元素 　 地龙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如钙 、

镁 、铜 、硒 、锶 、钼 、镍 、钴 、铁 、钾 、铬 、锰 、铅 、鎘 、锌等 。

1 ．6 　其他 　地龙中还有透明质酸 、促髓细胞增殖组

分［５］
、类血小板活性因子（PAF）［６］ 、免疫球蛋白样粘

连物［７］
、碳水化合物 、色素以及蚯蚓解热碱 、蚯蚓素 、

蚯蚓毒素 、胆碱 、黄色素等重要活性成分 。

2 　药理作用

2 ．1 　抗血栓 　地龙体内溶栓成分主要有纤维蛋白

溶解酶 、蚓激酶和蚓胶质酶 。研究证明蚓激酶在体

外具有强的纤溶活性 ，可使体外血栓形成的时间延

长 ，既抗凝又不影响止血 ，有利于血栓的防治 。 １９９２

年 ，Mihara发现蚓激酶不但在体内具有直接纤溶活
性而且可以通过激活 t唱PA 发挥纤溶活性 。陈遗发

等［８］用蚓激酶胶囊治疗 ５５例脑缺血性脑血管病 ，临

床总有效率 ９４ ．１％ 。曹晓岗等［９］用蚓激酶胶囊治

疗缺血性脑卒中 ６９ 例 ，有效率 ９４ ．２％ 。 此后的多

项研究结果均显示蚓激酶具有显著的抗血小板的凝

集效应和明显的抗栓及增强纤溶的作用 。

2 ．2 　抗肿瘤与增强免疫 　 地龙的抗肿瘤作用机制

复杂 ，其物质基础正在逐步明确 。 Hrzenjak等［１０］从

赤子爱胜蚓（Eisenia f oetida）中提取出糖脂蛋白混
合物（G唱９０） ，发现其具有抗氧化作用 、纤溶酶和抗

氧化酶活性 ，提示其较强的抑制肿瘤生长和促凋亡

作用 。此外 ，地龙还对免疫细胞有明显促进作用 ，即

巨噬细胞活化的作用 。地龙活性蛋白可明显提高巨

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和 B细胞反
应 ，并有促进骨髓造血祖细胞作用［１１］

。蚯蚓提取物

在辐射杀伤大部分肿瘤细胞后 ，使机体抗瘤潜能得

以发挥 ，还可抵抗辐射引起的免疫低下 。 En唱
gelmann 等［１２］推测蚯蚓体腔细胞液可能包含生物

活性因子 ，可以通过合成和分泌细胞毒蛋白杀伤肿

瘤细胞 。此外 ，谢江碧等［１３］研究发现地龙抽提物对

多种人癌细胞株有抑制杀伤作用 ，其中凋亡相关丝

氨酸蛋白酶 I（ARSP I）是地龙抑制癌细胞生长的物
质基础 。

2 ．3 　解热镇痛 　 地龙具有明显的解热作用 。地龙

加小青龙汤可增强小青龙汤的解热作用 。研究发

现 ，地龙粉针有明显的解热镇痛作用 ，但与扑热息痛

没有协同作用 。地龙水提取物对于因大肠杆菌毒素

引起的发热家兔具有良好的解热作用 。日本科学家

分离出的蚯蚓解热碱是地龙解热的物质基础 ，其化

学成分为酪氨酸衍生物［１４］
。它的解热机制推测为

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 ，使散热增加 ，因而体温下

降［１５］
。也有研究表明 ，地龙中蛋白质经加热或酸解

后始终有解热作用 ，因而认为其解热成分为所含的

各种氨基酸［１６］
。

2 ．4 　平喘 　地龙有显著的舒张支气管作用 ，并能对

抗组胺及毛果芸香碱引起的支气管收缩 。该药止喘

的有效成分是琥珀酸 、次黄嘌呤 ，其中琥珀酸的作用

大于次黄嘌呤［１５］
。临床给予 ３０例老年支气管哮喘

患者服用自拟地龙汤 （地龙 、麻黄 、丹参等） １ 个

月［１７］
，给 ５０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服用地

龙细辛止喘颗粒配合吸入舒利迭治疗 ２周［１８］
，总有

效率均在 ９０％ 以上 ，显著优于对照组 。

2 ．5 　降压 　传统中医常利用地龙治疗原发性高血

压 ，其降压机制可能与直接作用于脊髓以上中枢神

经系统有关 。从地龙提取液中获得地龙耐热蛋白

（LHP） ，能显著降低正常大鼠的血压 ，起效快 、作用

强 ，且持续时间短 ；LHP还可降低高血压大鼠血浆 、

心肌和肾脏中血管紧张素 Ⅱ水平 ，心肌细胞膜 、胞浆

以及肾脏局部 AT１受体的表达也显著下调 ，对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具有明显抑制作用［１９ ，２０］
。 有研究证

明 ，地龙中重要的降压成分是从地龙脂质中分离得

到的类血小板活化因子 PAF l［６］ 。毛文洪等［２１］用地

龙提取物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降压有效率为

９０畅９１％ ，且无明显的副作用 。

2 ．6 　促进伤口愈合 　在创伤情况下 ，伤口局部生长

因子的有效浓度偏低 ，局部给予外源性生长因子有

利于损伤组织的修复 。动物伤口模型试验表明 ，地

龙可促进肉芽组织中肌纤维母细胞增生 ，增加分泌

促使伤口收缩的重要物质 ———肌动蛋白 ，有利伤口

收缩 ，促进伤口愈合 ，电镜观察发现地龙肉芽组织中

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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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生长旺盛 。崔泓等［２２］研究发现地龙组织中

含有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的活性成分 ，可促进组织

损伤的修复 。

2 ．7 　生殖系统影响 　地龙提取物有杀灭精子 、强化

精子 、兴奋子宫平滑肌的作用 。 １９８７ 年 ，国内首次

发现并报道了地龙提取物具有杀精子作用 ，其有效

成分为蚯蚓总碱 。研究证明地龙提取物有快速杀灭

人精子和较强的抗阴道毛滴虫作用 。采用提取地龙

杀精液后的剩余物治疗男性不育 ，发现可明显改善

遗精症状 ，精子浓度 、活动率及存活率均有明显增

加 。地龙对子宫平滑肌有兴奋作用 ，剂量增大时 ，子

宫平滑肌呈痉挛性收缩［１５］
。地龙水煎液对未孕大

鼠离体子宫平滑肌的兴奋作用表现为增加子宫平滑

肌收缩张力 、收缩波持续时间及子宫活动力 ，且具量

效关系 ，此作用可能通过钙通道实现［２３］
。

3 　品种鉴定与分类

3 ．1 　蚯蚓的品种鉴定与分类 　 １８７２ 年 ，国外学者

Perrier 描述了中国的第一种蚯蚓 ———参状环毛蚓

（Perichaeta aspergillum） ，从此开创了中国陆栖蚯

蚓分类研究的历史 。自 １９２９年始 ，国内学者方炳文

先生描述了产于广西凌云县的异腺环毛蚓 P ．

Parglandlaris ，中国本土蚯蚓分类与分布的工作才
拉开序幕 。截至 ２００５年 ，中国已记录的陆栖蚯蚓有

９科 ２８属 ３０６种 （含亚种） 。从分类学看 ，“广地龙”

的原动物为钜蚓科远盲蚓属 Amynthas （Kinberg ，

１８６７）参环毛蚓 Pheretima aspergillum （E ．Perri唱
er ，１８７２） ，而“沪地龙”即为钜蚓科远盲蚓属的栉盲

远盲蚓 Amynthas pectieni f erus（Michaelsen ，１９３１）

和腔蚓属 Metaphire （Sims et Easton ，１９７２）的威廉

腔蚓 Metaphire guillelmi （Michaelsen ，１８９５）及通

俗腔蚓 Metaphire v ulgaris （Chen ，１９３０ ）的干燥

全体［２４］
。

3 ．2 　地龙的品种鉴定与分类 　 １９９９ 年 ，顺庆生等

利用传统形态学的鉴定方法对“沪地龙”原动物做了

分类学鉴定 ，解决了“沪地龙”的原动物来源问题 ，为

中国药典（１９９５年版）一部“地龙”的动物来源提供

了科学依据 ，“沪地龙”从此替代“土地龙”被收入枟中

国药典枠 。

　 　通过对地龙药材市场调查发现 ：除了药典规定

的 ４个地龙品种外 ，市场上充斥着其他科属的伪品 。

传统的主要分类鉴定是依据其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

的特点来区分种间差异 。在不少种中 ，特征常有变

异 ，特别是性乳突与性标志的形态 、位置变化较大 ，

在鉴定时需要注意 。这为原本复杂的地龙鉴定工作

增加了难度 ，于是 ，吴文如等［２５］建立了地龙 ISSR唱
PCR的反应体系 ，利用新型分子生物学技术解决地

龙的分类鉴定难题 ，并利用该方法分析了采集自广

东 、福建 、湖北 、上海等地的 ７ 个不同品种的地龙类

药用动物样品 。该研究结果表明同属蚯蚓内个体间

的亲缘关系较近 ，不同属个体间的遗传关系较远 。

聚类结果与地龙类药用动物的经典性状分类具有一

定的吻合度 。

　 　吕国庆等［２６］利用 CO Ⅰ和 １６S rDNA 对购自全
国各地医院 、药店及中药材批发市场的中药材地龙

进行了 DNA 形码初步研究 ，结果表明在遗传距离 ２

处 ，１０ 种地龙共分为 ４ 支 ：珠海 ３ 、浙江 、珠海 ２ 、北

京 １ 、北京 ２聚为一支 ；广州单独为一支 ；甘肃 、珠海

１ 、福建聚为一支 ；上海单独为一支 。说明珠海 ３ 、浙

江 、珠海 ２ 、北京 １ 、北京 ２ 可能为同一物种或（和）亚

种 ；甘肃 、珠海 １ 、福建可能为同一物种或（和）亚种 ；

而广州和上海可能属于另外 ２个不同的物种 。

3 ．3 　药理作用与品种的关系 　 经大量的文献调研

发现 ，不同的药用目的使用的地龙品种不同（见表

１） ，如用来抗肿瘤的活性蛋白多提取自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而经炮制的广地龙 （参环毛蚓

Pheretima aspergillum）则多用来治疗哮喘和降血

压 。因此 ，为适应不同的地龙用药需求 ，需要对地龙

与蚯蚓做区分 。

表 1 　不同品种地龙的药理作用与其物质基础

药理作用 　 　 地龙品种 　 　 　 　 物质基础 　 　

抗肿瘤 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蚯蚓提取物 G９０ 排
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蚯蚓体腔细胞

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丝氨酸蛋白酶

溶血栓 粉正蚓 ，L umbricus rubellus 蚓激酶

市售药材 蚓激酶

品种未知
纤 维 蛋 白 溶 解
酶 、蚓胶质酶

降压 市售药材
类血小板活性因
子（PAF）

广地龙 ，Pheretima as per gillum 类血小板活性因
子（PAF）

广地龙 ，Pheretima as per gillum 蚯蚓解热蛋白

平喘 市售药材 次黄嘌呤 、琥珀酸

抗心律失常 品种未知 地龙注射液

解热镇痛 市售药材 蚯蚓解热碱

抗炎 、镇痛 广地龙 ，Pheretima as per gillum 地龙醇提物

增强免疫 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地龙提取液

促伤口愈合 赤子爱胜蚓 ，Eisenia f oetida 地龙匀浆

生殖功能影响 市售药材 蚯蚓总碱

兴奋子宫平滑肌 广地龙 ，Pheretima as per gillum 地龙水煎液

注 ：“市售药材”多为购自中药房 ，未经品种鉴定的地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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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养殖与加工

　 　大部分关于蚯蚓养殖的研究报道中均未明确蚯

蚓的具体品种 。通过对不同品种蚯蚓的试养调查发

现它们各具特性 。通过对蚯蚓体型大小 、生活土壤

层的深浅 、生长速率 、繁殖速率以及对环境适应性的

考察发现赤子爱胜蚓虽体型小但生长发育快 、繁殖

力强 ，且性情温驯 、不善逃逸 ，可高密度饲养 ；沪地龙

和广地龙所属的环毛蚓 ，具有体型大 、喜栖于土壤深

层 、生长慢 、繁殖力差 、饲养密度低等特点 ，不宜人工

养殖 。因此 ，现有的人工饲养蚯蚓研究集中于赤子

爱胜蚓和其杂交种 。 对于药用蚯蚓的人工养殖 ，仅

发现一篇关于“广地龙”参环毛蚓的养殖技术研

究［２７］
。至于沪地龙品种的人工养殖则未见报道 。

4 ．1 　地龙的习性 　地龙是一种夜行性环节动物 ，喜

静怕光 ，白天栖息在潮湿 、通气性能好的土壤中 ，栖

息深度通常在 １０ ～ １２ cm ，夜间到土壤表面排便和

觅食 。地龙又是变温动物 ，对周围环境反应十分敏

感 ，０ ～ ５ ℃时休眠 ，０ ℃ 以下或 ４０ ℃ 以上死亡 ，最

适温度为 １５ ～ ２５ ℃ 。它利用皮肤进行呼吸 ，故其身

体必须保持湿润 ，常活动于湿度为 ６０％ ～ ７０％ 、pH
６ ．５ ～ ７ ．５的土壤中 。生长环境不适宜时会逃逸 ，或

通过休眠 、滞育 、降低新陈代谢等来减少水分消耗 。

地龙以土壤中的有机质 、腐烂植物和畜粪等为食 ，可

人工添加经发酵的动物粪便作为基料 。地龙是雌雄

同体 ，异体交配 ，交配一次繁育终生 ，无疫病 ，一般

４ ～ ６个月龄性成熟 ，１年可产卵 ３ ～ ４次 ，寿命为 １ ～

３ 年 ，繁殖后生长减慢 ，此时收获效益最高［２８］
。

4 ．2 　地龙的人工养殖 　关于地龙的人工养殖研究

大多集中在饲料配方 、水质 、饲养方式和季节以及养

殖密度等条件的不同对地龙生长和繁殖的影响 。参

环毛蚓的人工养殖结果表明 ：其繁殖率虽低但体型

大 ，适应性强 ，若饲养得当 ，可以收获 １５ ～

２０ kg／m２［２７］
。在保证适宜的温度 、湿度和 pH 值的

基础上 ，在春季以充分发酵的鸡 、牛粪做饲料在地面

饲养 ，用池塘水喷洒 ，饲养效果较好 。不同的饵料会

造成地龙质量的不同 ，如以牛粪为基料的蚯蚓纤溶

酶活性比饲养在生活垃圾中的蚯蚓纤溶酶活性更

高［２９］
。此外 ，地龙对饲料中微量元素硒具有极大的

富集和有机态转化能力 ，若在人工养殖地龙饲料中

添加适量的无机态硒盐 ，可大幅提高地龙中硒的量 ，

其有望成为一种极好的硒载体［３０］
。目前对特定品

种尤其是枟中国药典枠规定的地龙品种的人工养殖没

有予以重视 ，特别是在“沪地龙”繁育技术和种质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 。

4 ．3 　地龙的采收与加工 　 动物类药材一般在其活

动期采集 ，地龙的活动期为春 、夏 、秋 ３季 。药材学

上 ，地龙以体大肉厚为优 ，夏秋季节的体态比春季大

许多 。采收时不仅须遵循药材学更应遵循资源保护

的原则 。应错开繁殖期（春季） ，选择在夏秋时节采

收为宜 。又因地龙体内的血小板活化因子 （PAF）
的水平 ７月份最高 ，７ ～ ９月份采收的地龙药材质量

最佳 。

　 　收获时利用蚯蚓怕积水的特性 ，灌水捕捉 ；或是

将充分发酵的饲料堆在饲养田表面成 ３０ ～ ４０ cm高
的垄 ，以堆料诱捕 ，可收获活力水平较高的蚯蚓 。灌

水捕捉或堆料诱捕 ，不仅不伤害蚯蚓本身 ，且可持

续 。

　 　加工成药材有鲜地龙和干地龙 ２种 。鲜地龙入

药 ，方法之一是直接入药 ，或将其捣泥后服用 ；二是

利用蚯蚓自身的酶使其自溶后入药 。干地龙的加工

方式也有两种 ，一是传统方法 ：将收获的蚯蚓拌入草

木灰使其呛死 ，用温水除去体表黏液及杂质 ，逐条固

定 ，剖开腹部 ，温水洗净 ，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火烘干 。

二是药典收载的加工方法 ：在捕捉蚯蚓后 ，及时剖开

腹部 ，除去内脏及泥沙 ，洗净晒干或低温干燥 。张祖

珣等［３１］研究发现 ，蚯蚓经外界刺激会产生应激分泌

液 ，此液具一定毒性 ，可用草木灰吸附 ，清洗便除毒

性 。采用取活蚯蚓 ，自然吐净泥沙 ，洗涤 ，日光下曝

晒干的新加工方法 ，虽然活性成分高于传统方法 ，但

因上海夏秋多雨水天气 ，故不适用于“沪地龙”的大

规模采收加工 。蚓激酶主要存在于蚯蚓消化道内 ，

且 ７０ ℃以上完全失活 ，若加工时除去内脏或加工温

度高于 ７０ ℃便破坏了地龙药材的完整性 。同时 ，地

龙在 ３５ ～ ５５ ℃时有自溶现象 ，因此 ，干燥需及时 。

5 　品质评价

　 　地龙药材品质评价和质量控制研究主要包括质

控指标的选择和质量评价的方法 。由于地龙所含化

学成分较多 ，药理作用复杂 ，评价指标依据主要药理

作用来选择 ，如具有平喘止咳作用的氨基酸 、次黄嘌

呤 、尿嘧啶及尿苷 、琥珀酸 、肌苷以及具有溶纤活性

的多种酶类和其他成分如微量元素等 。品质评价的

方法除了一般传统的性状和显微粉末特征及荧光反

应和显色反应等鉴定方法外 ，还使用纸电泳检测及

纸色谱 、紫外吸收光谱 、薄层色谱 、高效液相色谱和

凝胶电泳等手段对地龙及其制剂进行鉴别 。

　 　近年来一些新兴的技术手段也应用于地龙类药

材的鉴定 ，如李兰燕等［３２］利用 X 射线衍射 Fourier
图谱鉴别获得了“广地龙”的标准 X 射线衍射 Fou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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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r 图谱及特征标记峰值 ，建立了“广地龙”药材鉴

定的新方法 ；卢丽萍等［３３］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

了不同产地的广地龙中重金属 。姜文红等［３４］利用

HPLC法建立了地龙药材指纹图谱 ，确定了 ９ 个色

谱共有峰 。方铁铮等［３５］利用薄层扫描法建立了“广

地龙”及其注射液的指纹图谱 。王光忠等［３６］用薄层

色谱法和凝胶电泳法分别对“广地龙” 、“沪地龙”和

“土地龙”３ 种药材进行了鉴别 ，发现“土地龙”不含琥

珀酸 ，３ 种地龙的薄层色谱图不仅可以作为药材品种

鉴定的依据 ，还可用作判断药材内在质量的优劣 。胡

馨等［３７］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比较了各种“沪地龙”

和“广地龙”中次黄嘌呤的质量分数 ，测定结果表明 ，

二者中次黄嘌呤相差无几 ，故可将其作为质量控制指

标 。易八贤等［３８］发现赤子爱胜蚓和秉代环毛蚓两种

蚯蚓及其不同部位的纤溶酶酶谱和酯酶酶谱有较大

差异 。有学者还发现不同产地的地龙含砷量差别很

大 ，可达 １０ ～ ２０倍 ，最高可达０ ．２２ mg／g［３９］ 。
6 　总结与展望

　 　地龙作为我国传统中药 ，其药用价值随着新药

效的发现而不断提升 ，促使人们对其逐步重视 。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地龙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品种

鉴定 、人工养殖 、品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

进展 。然而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其中还有许多

问题亟待解决 。譬如 ，①地龙的平喘 、降压 、溶栓和

抗肿瘤的物质基础虽已明确 ，但蚯蚓品种繁多 ，不同

品种的蚯蚓其活性成分含量相差甚远 ，不可一概做

药用 ，传统鉴别存难度 ，伪品混入造成地龙药材市场

鱼目混珠 ，使得“方灵药不灵” ；②由于地龙药材的主

要来源为野生采收 ，野生资源日益减少 ，使得地龙药

材的供给更加短缺 ，加剧了药材市场的“以次充好” ；

③人工养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蚯蚓饲料和土壤环

境的控制 ，对不同品种蚯蚓的习性差别研究鲜见报

道 ，对于药用地龙人工养殖和加工方式的研究仍比

较薄弱 。因此 ，对其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将为有效开

发和利用地龙这一天然药物资源提供更详尽的科学

依据 。中药地龙作为天然药物资源 ，正因其目前研

究开发的不足使其更具有开发应用的潜力和科学研

究的空间 。本文旨在对地龙各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

个整体报道 ，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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