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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查阅了大量藏药莪大夏的研究文献，从藏药莪大夏的生长环境、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

栽培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综述了莪大夏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藏药莪大夏开发的方向，为其进一步开发和

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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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ibetan medicine, E Daxia,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growing environment,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cultiv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E Daxia were discussed. Furthermor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medicine, E Daxia wa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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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药莪大夏的基源药材是镰形棘豆、轮叶

棘豆以及小叶棘豆，其中，以镰形棘豆为主要

药材来源。镰形棘豆为豆科棘豆属植物镰形棘豆

Oxytropisfalcate Bunge的干燥全草，每年五至七月

份花期旺盛时采挖，洗去泥土，除去枯叶及根须，

用棒砸碎，以纸遮蔽，晒干即可；藏药称之为“莪

大夏，达夏，大夏”，它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药品标准》藏药（第一册）。镰形棘豆主要

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海拔2700～4300 m的沟谷、河

滩、沙地和草甸，是青藏高原常用的民间草药，因

其药效广泛，有“草药之王”之称。该药性寒、味

辛，归肺、脾经，有小毒，具有解毒生肌、止血通

便等功效。内服用于流行性感冒、扁桃体炎、气管

炎、便秘、高烧、出血等症，外敷用于创伤、肿

痛、骨折，民间多用于刀伤[1]。镰形棘豆是多种复

方藏药制剂的主要组成药材，为更好地开发、利用

镰形棘豆，本文就近年来对镰形棘豆的化学成分、

质量控制、制剂及其临床应用、药理作用等研究情

况进行综述。

1   化学成分
1.1   黄酮类

现代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是莪大夏的主要

化学成分，在该植物中所占比例较高。已发现的黄

酮类成分主要为黄酮苷、黄酮、二氢黄酮、二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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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酮、黄酮醇、查耳酮、异黄烷及黄烷酮等[2-3]。

1.2   生物碱类

生物碱类是莪大夏中抗肿瘤的主要活性成

分，主要集中于正丁醇萃取部分，按其基本结构可

以分为喳诺里西咤类、叫垛里西咤类、有机酞胺类

和吗啡烷类等[2,4]。

1.3   微量元素

杨光明等[5]运用电感藕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测定莪大夏及其炭品水煎液中砷、锌、铅、

钻、锅、铁、锰、铬、镁、铜、钙11种微量元素

的含量，结果发现莪大夏制炭后钙元素的含量显

著提高，而其他10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

1.4   挥发性成分

王栋等[6]通过水蒸气蒸馏、超临界CO2萃取和

顶空萃取3种方法，并利用气相色谱和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分析藏药莪大夏中的挥发性成分，

共鉴定出58个化合物，其中烷烃类和醛类化合物

为主要挥发性成分，分别占71.0%和84.5 %。郑尚

珍等[7]采用GC-VIS联用方法对莪大夏的精油化学

成分进行了研究，共鉴定出57个成分，精油总量

达3. 8%。

1.5   其他类成分

莪大夏中还含有很多其他化合物，如β-族类

化合物，包括胡萝卜苷。

2   莪大夏质量控制
2.1   总黄酮和总酚含量的检测

莪大夏黄酮类成分和多酚类成分具有较好

的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总黄酮的测定一般采用

NaNO2-Al（NO3）3-NaOH比色法，但文献报道，

此反应对以鼠李柠檬素为代表的黄酮类化合物会

显假阴性。李茂星等[8]建立了以芦丁为对照品，

30 g·L-1二氯氧锆为显色剂，样品经2.5 mol·L-1盐

酸甲醇溶液在摄氏90℃水解30 min后于波长453 nm

处测定莪大夏总黄酮的方法，测得水提取物中总黄

酮含量为5.79%。目前，对莪大夏所含的酚类化合

物报道较少。李茂星等人的方法简便易行、灵敏、

准确、精密度高、稳定性好、重复性强，可为莪大

夏总黄酮和总酚的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2.2   总生物碱含量的检测

莪大夏总生物碱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因

此，建立总生物碱的含量测定方法对莪大夏和其制

剂的质量评价、药理作用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

所含生物碱无紫外吸收，检测难度大，相关报道很

少。顾青等[9]采用溴麝香草酚蓝酸性染料比色法，

以野决明碱为对照品，于最大吸收波长413 nm处测

定青海、西藏、甘肃3个不同产地和不同批号的莪

大夏总生物碱含量，其中，青海药材总生物碱含量

最高，约为0.1 mg·g-1。

2.3   黄酮单体成分检测

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分析速度快、检测灵敏

度高的特点，已被广泛用于莪大夏黄酮类单体成

分的定量检测。袁涛等[10]采用HPLC法测得3批莪

大夏药材中2'，4'－二羟基查耳酮的平均含量为

0.64%。姜华等[11]采用HPLC法测出5批莪大夏药材

中鼠李柠檬素的平均含量为0.39%。朱建明等[12]

采用HPLC法同时测定6批莪大夏中2'，4'－二羟基

查耳酮和鼠李柠檬素的含量，结果两者含量分别

为0.63 mg·g-1、3.65 mg·g-1。另外，侯丰灏等[13]

采用ＲP-HPLC测定出莪大夏中球松素的含量为

0.16%。上述成分的定量分析研究为制订莪大夏质

量标准提供了可靠依据。

2.4   指纹图谱分析

由于指纹图谱能全面反映药物内在化学成分

的种类与数量，在评价药物真实性、稳定性和有效

性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为全面控制莪大夏质量，燕

珂等[14]对10批莪大夏药材进行了高效液相分析，建

立了其高效液相色谱指纹图谱，经相似度评价共得

到8个特征峰，特征峰的相对峰面积积分比值差别

较大，基本反映了莪大夏药材的内在化学特征，但

是，8个特征峰所对应的具体化学成分有待进一步

研究。

3   制剂及其临床应用
莪大夏在临床上主要与其他药物配伍应用，

文献中很少报道其单味药制剂；目前，含莪大夏的

制剂及其临床作用如表1所示。

4   药理作用研究
近年来，莪大夏的药理作用研究逐年增加，

主要集中在总黄酮及其单体的抗炎、抗氧化、镇

痛、抗肿瘤、糖尿病等方面，以及生物碱抗肿瘤等

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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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莪大夏在临床上主要与其他药物的配伍应用

剂型 品名 功效 临床应用

汤剂 解吉住汤 清热解毒 疠病，咽喉肿痛

散剂 十二味翼首散 清热解毒 瘟疫，流行性感冒，乙型脑炎，痢疾，热病发烧

等症

丸剂 流感丸 清热解毒 流行性感冒，流清鼻涕，头痛咳嗽，周身酸痈，

炎症发烧等

片剂 总黄酮苷元片 祛痰平喘 慢性支气管炎

贴膏剂 奇正消痛贴膏 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急慢性扭挫伤，风湿及类风湿疼痛

软膏剂 青鹏膏 活血化瘀 消肿止痛 痛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热性“冈巴”， “黄

水”

乳膏剂 镰形棘豆防晒乳膏 防晒消肿 用于水肿、水疱、脱皮

凝胶剂 复方镰形棘豆凝胶剂 消炎，消肿 敛肌 烧伤创面愈合

4.1   抗炎、镇痛、祛痰作用

莪大夏对急性和慢性炎症都有较好的作用，

其抗炎药理作用已经得到了认可。古秋莉等[15]研究

发现，莪大夏总黄酮苷元可通过促进大鼠肾上腺皮

质激素分泌而起到抗炎、祛痰的作用。抗炎与镇痛

作用往往是相互联系的，莪大夏醇提物和水提物能

明显抑制小鼠二甲苯引起的耳肿胀，能抑制鸡蛋清

引起的大鼠足肿胀，显著减少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

次数；莪大夏鼠李柠檬素也具有同样的抗炎作用。

另外，顾鹏程等[16]研究发现，在热刺激模型(热板

法)和化学刺激模型（醋酸扭体法和福尔马林法）

中，莪大夏对热板实验中的小鼠舔足或跳离时间影

响不大，对化学刺激引起的疼痛具有显著效果。这

些研究都表明莪大夏对炎症和疼痛的抑制作用。此

外，姜华等[17]研究报道了莪大夏具有一定的平喘作

用，在离体豚鼠空肠上具有抗乙酰胆碱的作用，在

离体豚鼠气管上总黄酮苷元具有抗组胺的作用。

4.2   抗氧化作用

莪大夏属于高原植物，对强紫外线具有较强

的耐受作用，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以莪大夏总

黄酮为物质基础的霜剂对急性紫外线损伤大鼠的

皮肤组织具有较好的修复作用。林小凤等[18]体外研

究表明：莪大夏总黄酮具有羟自由基清除能力、

DPPH（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清除

作用，以及具有还原能力，且有一定的剂量依赖

性。扎西东主等[19]研究报道：在D-半乳糖致亚急

性衰老小鼠抗氧化试验中，以莪大夏总黄酮提取物

连续灌胃70d后，小鼠血浆、心脏和肝脏中的丙二

醛含量显著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含量显

著升高，表明莪大夏总黄酮在抗氧化、抗衰老方面

具有显著作用。

4.3   对循环系统的作用

研究发现，莪大夏对循环系统具有有益的药

理作用。魏学红等[2]在离体心脏冠脉灌流试验中，

莪大夏总黄酮苷元能够抑制心脏收缩力，增加心脏

灌流量；对在体心脏可产生心脏收缩短暂加强或抑

制减弱的作用。在小鼠止血试验中，莪大夏总提取

物能够明显缩短小鼠出、凝血时间。此外，莪大夏

药效筛选试验显示：对凝血酶原时间和血浆复钙时

间具有明显缩短的药效部位正是正丁醇提取部位和

水溶性部位。此外，文献研究记载莪大夏粉末撒疮

生新肌、去骨结、内服涩脉止血功效。

4.4   免疫调节、抗肿瘤作用

汪云峰等[20]将莪大夏煎液给小鼠灌胃后，油镜

下观察腹腔渗液瑞氏染片，计数已吞噬红细胞的巨

噬细胞，发现其能够明显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

能。同时，2，4－二硝基氯苯皮肤试验和植物血凝

素皮肤试验中发现，莪大夏煎液对细胞免疫具有抑

制作用。顾青等[21]在抗肿瘤研究方面，发现莪大夏

黄酮类化合物对人癌细胞株SMMC-7721、HeLa、

A549、MGC-803、MDA-MB-231、LOVO的增殖具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杨光明等[22]采用莪

大夏总生物碱进行体内抗肿瘤试验中，通过观察

S180荷瘤小鼠模型体质量、抑瘤率、胸腺指数和脾

指数，发现小鼠没有出现任何毒性反应，体质量未

降低，显示其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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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近年来，人们对莪大夏的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科

学地开发莪大夏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有较

多科学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首先，藏药莪大夏

质量受气候、生态环境、产地、采收期和加工炮制

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有较多文献报道不同产

地或批次莪大夏的质量存在较大差别，但均未深入

研究该差别的形成原因。因此，需要积极探求莪大

夏的质量和生态环境的相关性，寻找其道地性的形

成规律和优质品种，并建立一种能够快速鉴别该药

材真伪和质量优劣的检测方法，从而推进藏药产业

的健康发展。其次，莪大夏的现行药材标准收载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仅对莪大夏

的基源、性状等做了描述，无理化鉴别和含量测定

项，对药材质量的可控性较差，其质量标准需进一

步修订完善。最后，目前已有学者证实莪大夏中含

有毒成分苦马豆素及其类似物，故其毒性量的剂量

反应关系、中毒机制、配伍减毒、苦马豆素类似物

结构鉴定等诸多问题都是今后待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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