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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竹叶柴胡为伞形科柴胡属植物，是药用柴胡重要来源之一，在我国许多地区具有丰富的野生和种植资源。竹叶柴胡的次

生代谢物主要包括皂苷、黄酮、木脂素、挥发油和多糖类等，药理作用主要有抗炎、抗氧化、抗菌、抗病毒和抗肿瘤等。本课题组

对竹叶柴胡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的研究进行综述，为竹叶柴胡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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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upleurum marginatum（B.marginatum），belongs to Umbeliferae family and Bupleurum genus，is one of the most impor⁃
tant sources of medicinal Bupleurum.This species is rich in wild and cultivated resources in China.The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B.
marginatum mainly include saponins，flavonoids，lignans，volatile oils and polysaccharides.I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include anti⁃
inflammatory，anti⁃oxidant，anti⁃microbial，anti⁃viral，and anti⁃tumor activities.In this paper，the chemical constituents and pharmaco⁃
logical effects of B. marginatum were summarize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margina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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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柴胡（Bupleurum marginatum）为伞形科

（Umbeliferae）柴胡属（Bupleurum）植物，广泛分布于

四川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云南、贵州及甘肃

等地。味辛、苦，性微寒，归肝、胆、肺经，具解表和

里、疏肝解郁、提升中气之功效。多为西南地区民

间习用品，以全草入药［1］。据报道，全世界柴胡属植

物约有200种，我国已报道42种，17种变种及7种变

型［2］。2000年以前，国内外学者对柴胡（Bupleurum

chinense）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药用柴胡三大基

源之一的竹叶柴胡研究涉入较少。随着中医药发

展，中医药科研工作者对同一药用基源植物功效及

其物质差异性的问题日趋关注。因此，近年来国内

外学者对有关竹叶柴胡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

究进行了报道，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虽然，2016
年有两位学者对竹叶柴胡近期研究内容进行了综

述［3⁃4］，但都仅限于对中文文献内容的概况，并未涉

··1913



安 徽 医 药 Anhui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Journal 2019 Oct，23（10）

及外文文献，故本课题组在上两篇综述的基础上，

对有关竹叶柴胡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对

其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进行了归纳，其目的是为

深入开发、利用资源丰富的竹叶柴胡植物提供

参考。

1 化学成分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竹叶柴胡化学成分的报道，

竹叶柴胡植物中次生代谢物主要包括皂苷类、黄酮

类、木脂素类、挥发油类和多糖类等。

1.1 皂苷类 目前从竹叶柴胡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并

鉴定出30余种皂苷类成分，包括柴胡皂苷a、柴胡皂苷

d、柴胡皂苷c、柴胡皂苷b2、柴胡皂苷 f、柴胡皂苷n、柴
胡皂苷 h、tibesaikosaponin I 和 tibesaikosaponin Ⅱ
等［5⁃6］。从报道的皂苷成分结构分析，大多数为齐

墩果烷型五环三萜母核结构（见图1A），常见C⁃3和

C⁃28 位形成氧苷键，C⁃13 与 C⁃28 形成环氧结构，

C⁃16和C⁃23位并多见羟基取代。此类成分大多以

苷形式存在，少部分以游离状态存在，为柴胡属植

物特征性成分和主要有效成分，统称为柴胡皂苷。

竹叶柴胡与柴胡相似，柴胡皂苷a与柴胡皂苷d在皂

苷成分中相对含量较大［7⁃8］，这可能为竹叶柴胡作为

药用柴胡基源提供了依据。然而，竹叶柴胡皂苷种

类、数目及含量与柴胡不尽相同，如竹叶柴胡中柴

胡皂苷a与d总量在0.48%～1.08%之间，均大于《中

国药典》2015 年版中柴胡项下规定的最低限度

0.30%［7⁃8］，应用此特点可为竹叶柴胡质量控制及质

量标准制定提供方法与思路。

1.2 黄酮类 竹叶柴胡中黄酮类成分主要分布在

地上部分［9］。目前从竹叶柴胡中分离并鉴定出的黄

酮类化合物不及20个，主要包括槲皮素、山奈素、儿

茶素 、异鼠李素、怪柳黄素、槲皮素⁃3⁃O⁃芸香糖苷

等［10⁃13］。大多数为黄酮醇类，并以山奈素和槲皮素

为母核骨架结构的黄酮醇衍生物常见（见图 1B）。

另外，C⁃3位多见糖苷化，B环多见甲氧基取代。虽

然竹叶柴胡中黄酮类成分结构特征不明显，专属性

不强，但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生物活性［14］，故

此类成分仍是竹叶柴胡原药材质量控制的重要指

标成分。

1.3 木脂素类 竹叶柴胡中木脂素类成分报道较

少，不及 10 个，包括金不换素，marginatoxin，kaero⁃
phylin，羊草萘酚，Marginatoxin［13，16⁃18］，主要母核结构

类型多为单环氧和双环氧内酯类木脂素，苯环上常

见多个甲氧基取代和二氧亚甲基取代（见图 1C）。

此类成分为柴胡属植物中除皂苷类之外的较为特

征性次生代谢产物，显示较好的专属性，如Kaero⁃
phylin目前仅见柴胡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报道，为

柴胡属植物专属性成分。

1.4 挥发油类 挥发油是柴胡属植物药效作用的

重要活性成分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利用固相微

萃取技术（SPME）和气质联用（GC⁃MS）手段，对竹叶

柴胡挥发性成分进行分离和鉴定，共鉴定出72个成

分 ，其 中 主 要 有 十 三 烷（13.18％），十 一 烷

（10.42％），十五烷（8.71％），β⁃石竹烯（5.53％）和β⁃
石竹烯氧化物（5.29％）等［12］。对不同的药用部位所

得挥发油成分与含量分析，结果显示挥发油类成分

种类与含量显示较大的差异，并且同种来源不同提

取方法所得挥发油类成分也不尽相同［12］。挥发油

成分不一，药效作用是否一致需进一步探明。另

外，市场上竹叶柴胡药材有全草、地上部分、根茎等

多个药用部位并存现象，其药用部位市场混乱。因

此，为更安全有效地应用竹叶柴胡，使用时需区分

并规范竹叶柴胡各药用部位的临床应用。

1.5 多糖类 鲁孝先等［15］采用纸色谱法及高效薄

层色谱法等手段，对竹叶柴胡中提取的多糖的组成

进行分析鉴定，结果显示糖单元主要由鼠李糖、阿

拉伯糖、半乳糖及半乳糖醛酸等组成，并且证明了

竹叶柴胡与北柴胡具有相同的单糖组成，但相对于

北柴胡，竹叶柴胡中多糖含量较少。植物多糖是由

多个单糖分子缩合失水而成，是一类分子结构复杂

且庞大的化合物，有着较好的生物活性［19］。竹叶柴

胡与北柴胡功效差别与多糖含量多少是否有关联

有待进一步研究。

1.6 其它类 竹叶柴胡中含有甾醇类物质，包括豆

甾醇，β⁃谷甾醇及其苷，a⁃菠菜甾醇及其苷，胆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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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竹叶柴胡中皂苷类、黄酮类及木脂素类衍生物母核结构图：A示皂苷类；B示黄酮类；C示木脂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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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3β⁃醇，7⁃豆甾烯⁃3⁃醇，7⁃豆甾烷⁃7，25⁃二烯⁃3⁃醇
等［20］。糖醇类物质如十六醇，福寿草醇，核糖醇

等［20］。内酯类化合物γ⁃nonalactone［21］。这些类成分

数目较少且含量较低，其与竹叶柴胡的药理活性是

否相关或对本植物的药理作用贡献多大等问题仍

是研究的空白。

2 药理活性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竹叶柴胡具有抗氧化、

抗炎、镇痛镇静、抗菌、抗病毒和抗肿瘤等药理活

性，其主要活性物质为柴胡皂苷类、黄酮、挥发油及

多糖类等。

2.1 抗氧化活性 竹叶柴胡中挥发油类成分具有

较强的抗氧化活性，自由基清除法（DPPH法）半抑

制浓度（IC50）为46.99 μg/mL，脱氧核糖降解法 IC50为

2.12 μg/mL，其作用机制为破坏人体内脱氧核糖，抑

制抗氧化剂，清除体内的DPPH自由基，从而发挥抗

氧化活性［12⁃13］。另外，竹叶柴胡中含有较多黄酮类

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22］。

故竹叶柴胡抗氧化活性作用是否是挥发油与黄酮

两类成分的协同作用结果？值得思考。

2.2 抗炎活性 竹叶柴胡提取物中的挥发油类成

分对炎症产生所需要的前列腺素E2和环氧化酶都

具有抑制作用，从而间接抑制了炎症的发生环节，

而发挥抗炎活性成分主要是挥发油类成分，如石竹

烯、榄香烯等［12，23］。另外，竹叶柴胡和北柴胡水提液

均可以降低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及足肿胀，其抗炎

机制为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炎性因子的渗

出，阻止炎症组织组胺释放及白细胞游走，而对其

活性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抗炎活性的主要成分为柴

胡皂苷［24⁃25］。上述现象显示了，竹叶柴胡的抗炎活

性为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等作用特点。

2.3 镇痛、镇静活性 竹叶柴胡中的柴胡皂苷类成

分具有镇痛、镇静等作用。口服柴胡皂苷，能显著

延长巴比妥钠、环己烯巴比妥引起的催眠时间，并

且对咖啡因等引起的兴奋具有一定的对抗作用。

此外，对小鼠进行加压法、电击法、醋酸法等试验，

进一步证实口服柴胡皂苷具有镇痛作用［20，26］。

2.4 抗菌活性 乔亚荣等［27］通过微量稀释法和琼

脂扩散法，分别评价竹叶柴胡的甲醇和二氯甲烷提

取物的抗菌活性，并测定其最低抑菌浓度值。结果

显示，上述两种提取物对于所有易感菌的微生物都

有显著的抗菌活性，并且没有明显的差异。另外，

竹叶柴胡中的挥发油对革兰阳性菌［12］（无脓性链球

菌和芽孢杆菌）表现出显著的体外抗菌活性，其抗

菌作用主要归功于挥发油中含有的大量酚类成分，

如丁香酚，1，8⁃桉叶素等。

2.5 抗肿瘤活性 竹叶柴胡体内与体外均显示较

好的抗肿瘤活性。体外实验显示，竹叶柴胡中的挥

发油对 6种癌细胞株具有体外细胞毒性作用，并且

对CCRF⁃CEM细胞中活性最强，其细胞毒性活性主

要归因于挥发油中多种成分，如β⁃石竹烯和β⁃石竹

烯氧化物显示具有很强且广泛的细胞毒活性［12］。

柠檬烯对啮齿类动物的乳腺、肝、肺、胃、皮肤癌细

胞具有细胞毒活性［28］。金合欢醇对胰腺癌细胞有

很强的毒活性［29］。β⁃榄香烯和α⁃蛇麻烯对很多细

胞系也有很强的细胞毒性［30］。另外，竹叶柴胡中木

脂素类化合物也显示对癌细胞产生细胞毒活性［16］。

体内实验表明，竹叶柴胡中柴胡皂苷能抑制二乙基

亚硝胺诱导大鼠实验性肝癌，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抑

制淋巴细胞的生长，促进 c⁃myc 基因及 p53 基因

mRNA的表达，抑制了bcl⁃2mRNA的表达，减少了细

胞因子的分泌，达到阻止肝细胞的免疫损伤，延缓

肝肿瘤发生，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31］。

2.6 抗病毒活性 柴胡皂苷 n、柴胡皂苷 h和奈卡

托皂苷 k对甲型流感病毒A有很强的抗病毒活性，

且发现其抗病毒活性与糖链、烯键的类型有着紧密

的联系［5］。

2.7 其他药理活性 Jonathan 等［32］通过给未成熟

大鼠注射竹叶柴胡乙醇提取物，研究发现，显著增

加子宫质量，增加雌激素样水平，推测竹叶柴胡醇

提物具有强力的雌激素样活性。另外，竹叶柴胡乙

醇提取物对大鼠发情周期各阶段持续时间均有影

响，可治疗不规则的发情周期［33］。竹叶柴胡水提

取物（100 μg/mL）对细胞色素 P450 3A4 酶具有很

强的抑制作用（抑制率达 85% 以上），提示其水提

取物可能对同时服用的其它药物代谢有干扰［34］。

另有报道，竹叶柴胡的提取物能抑制糖原合成

GSK3β 酶，从而抑制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形成与发

展，其中木脂素Marginatoxin 是一个独特的GSK3β
抑制剂［35］。

3 小结

竹叶柴胡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肿瘤等多种药

理作用，为药用柴胡重要的基源，临床应用历史悠

久。然而，与临床应用相比，其基础研究相对较薄

弱，如化学成分报道相对较少，药理作用研究不够

全面，作用机制不清。另外，竹叶柴胡质量控制方

法不合理及质量标准不高，市场上的竹叶柴胡原药

材药用部位混乱。为更合理利用竹叶柴胡这一宝

贵资源，诸如上述问题都是亟须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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