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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生物学特性、有效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组织培养等方面综述山茱萸的研究概况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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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为山茱萸科 Cornaceae山茱萸属 Cornus植物 山茱萸 叶脉间有黄褐色毛丛；有叶柄，花先叶开放，伞形花序生于小枝顶 

Comus offwinalis Sieb．et Zucc、的干燥成熟果肉，又名枣皮 ，药枣 、 端；总苞片4，黄绿色；花瓣 4，黄色；雄蕊 4；花盘环状 ，肉质；子房下 

蜀枣、鼠矢、鸡足、山萸肉、实枣儿、萸肉、山萸等，果肉内含有 16种 位，2室。核果椭圆形，熟时深红色。果期9～10月，果长 1～1．5 cm， 

氨基酸和大量人体所必需的元素 。f。近年 ，随着山茱萸应用范围 宽 0．5～1 cm，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果肉呈片状或 

扩大，其药理、药效研究日益深入，现就此综述如下。 囊状，厚约 1 mm，质柔软，气味微酸。花期 3～4月。山茱萸 自然分布 

1 资源学研究 在北温带 、亚热带的高山地区，多生于海拔 600～1 400 m的阴凉、 

1．1 形态学特征 湿润、背风的深山区。常见于山沟 、壤窝 、溪边 、路旁等腐殖质土层 

山茱萸原植物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树高 4～7 m。老枝黑褐 厚的地方 l。 

色，嫩枝绿色，叶对生，卵形至长椭圆形，长 5～10cm，宽2、5～5．5 cm， 1 2 资源分布 

先端渐尖，基部楔形，上面疏生平贴毛，下面毛较密，侧脉6～8对， 全世界山茱萸科植物共 14属，100多种，主要分布于欧洲中部 

3．3 土木香 

横切面I!I：木栓层为数列木栓细胞，韧皮部宽广，彤成层环不甚 

明显；木质部射线宽6～25列细胞；导管少，单个或数个成群 ，径向 

排列；木纤维少数 ，成束存在于木质部中心的导管周围，薄壁细胞 

含菊糖；油室分布于韧皮部于木质部 ，直径 80～300 Ixm。 

粉末 ：淡黄棕色。菊糖众多，无色，呈不规则碎片状；网纹导管 

直径 3O～1O0 Ixm，木栓细胞多角性 ，黄棕色；木纤维长梭形，末端倾 

斜，具斜纹孔。 

3．4 白木香 

横切面 ：射线宽 1～2列细胞，充满棕色树脂；导管圆多角形， 

直径 42～128 Ixm，有的含棕色树脂；木纤维多角形，直径 2O～45 Ixm， 

壁稍厚，木化；木间韧皮部扁长椭圆状或条带状，常与射线相交 ，细 

胞薄壁，非木化，内含棕色树脂；其问散有少数纤维，有的薄壁细胞 

含少数草酸钙柱晶。 

粉末：黑棕色⋯。纤维管胞长梭形，多呈束 ，直径 2O～30 Ixm，壁 

较薄，有具缘纹孔；韧型纤维较少见，直径 25～45 m，径向壁上有 

单斜纹孔；具缘纹孔导管多见，直径约至 130 Ixm，具缘纹孔排列紧 

密，互列，导管内棕色树脂团块常破碎脱出；木射线细胞单纹孔较 

密；内涵韧皮部薄壁细胞含黄棕色物质，细胞壁非木化，有时可见 

纵斜交错纹理及菌丝；草酸钙柱晶，长 68 p．m，直径 9～15 p．m。 

4 理化鉴别 

4．1 木香：取本品粉末 0．5 g，加三氯甲烷 10 mL，超声处理 30 min， 

滤过 ，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去氢木香内酯对照品、木香烃内 

酯对照品，分别加三氯 甲烷制成每 1 mL含 0．5 mg的溶液，作为 

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附录ⅥB)试验，吸取上述 3种溶液各 

5 mL，分别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黏合剂的硅胶 G薄层板 

上，以三氯甲烷 一环己烷 (5：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 

1％ 香草醛硫酸溶液，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 

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 ，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4．2 川木香：取本品粉末 2 g，加乙醚20 mL，超声处理 20 min，滤 

过，滤液挥于，残渣加甲醇 1 mL使溶解 ，作为供试品溶液 ；另取川 

木香对照药材 ，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附录ⅥB) 

· 6O· 

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5 m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薄层板上， 

以甲苯 一乙酸乙酯(19：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喷以5％香 

草醛硫酸溶液，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药 

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4．3 土木香 ：取本品粉末 0．5 g，加甲醇 4 mL，密塞 ，振摇 ，放置 

3O min，滤过，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土木香内酯对照品与异土 

木香内酯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 ImL各含 2 mL的混合溶液，作为 

对照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试验 ，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5 mL，分别 

点于同一以 0．25％硝酸银溶液制备的硅胶 G薄层板上，以石油醚 

(60～90~C)一苯 一乙酸乙酯(5：1：1)为展开剂，置避光处展开，取 

出，晾干，喷以 5％香草醛硫酸溶液，加热至斑点显色清晰。供试品 

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位置上显相同的两个蓝紫色斑点。 

5 讨论 

5．1 来源不同：木香、川木香 、土木香均为菊科植物，药用根；白木 

香为瑞香科植物，药用含有树脂的心材。 

5．2 性状不同：木香形如枯骨，质坚实，体重，不易折断，有放射状 

纹理及油室，气香特异，味微苦；川木香外皮有瓜络状细筋脉，根头 

有“油头”，体较轻，质硬脆，易折断，有放射状纹理，气微香，味苦， 

嚼之粘牙；土木香有须根痕，根头粗大，质坚硬，断面有凹点状油 

室，气微香 ，味苦 、辛；白木香表面凹凸不平，有斑纹，质疏松，断面 

刺状，燃烧时有浓烟及强烈香气，并有黑色油状物渗出。 

5．3 从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中可以比较，它们的组织结构及理化 

性质也有显著区别。以上方法简便易行 ，可操作性强。若要深层次 

研究 ，可以采用气相色谱 、指纹图谱等方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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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部、亚洲东部及北美东部。我国有 2种：山茱萸(Comus oJ]~cinalis 

Sieb et Zucc )和川I鄂山茱萸 (Comus chinen~is Wanger)。山茱萸在 

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秦岭、伏牛山以南和浙江天目山区的广 

大中低山丘陵地区 ，浙江的杭州、河南南阳、陕西汉中等地区集中 

分布 。也是我国山茱萸主产区。由于广泛引种栽培，山茱萸的生产 

区较其 自然分布区要广，山东 、山西 、四川I、江苏、甘肃、河北、江西 

等省也有栽培。川鄂山茱萸在西南地区广泛分布。药用栽培种主要 

是山茱萸 I。 

2 生药学研究 

山茱萸在长期的栽培和应用过程巾，发生了很大的变异，类型 

较多。这些品种的果实在形状、大小 、颜色 、质量 、产量 、干果肉(药 

材)得率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陈随清等 对河南、陕西、浙江等 

县市收获期不同的山茱萸品种进行了鉴定，认为在山茱萸药材性 

状鉴定中，应注意药材形状、花萼残基 、质地 、气味等．．由于 同的 

栽培品种，其药材的显微特征比较近似，鉴别比较时，主要观察草 

酸钙簇晶的多少、棱角的尖锐程度，石细胞的大小、多少、形状，纤维 

的形状、壁厚度及扫描电镜下果皮表皮细胞的形状等。宋良科等 研 

究了川I鄂山茱萸药材资源，显微观察发现它含有大量脂肪油滴、石 

细胞等。用 HPLC法测得果实中熊果酸含量为 0．34％，且果实微 

甜，和山茱萸有较大区别。 

3 化学成分 

山茱萸化学成分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30年代，主要从山茱萸 

中分离纯化了山茱萸苷类、多糖 、有机酸 、鞣质等有效成分。 

1)挥发性成分：山茱萸果肉中含有挥发油，气相色谱分析证明 

有 9种单萜烃 、6种倍半萜烃 、5种脂肪烃 、7种单萜醇 、6种脂肪 

醇、4种单萜醛及酮 、3种脂肪醛及酮 、4种酸、8种酯和 l5种芳香 

化合物，其中含量较高的成分主要有异丁醇、丁醇、异戊醇 、芳樟醇 

氧化物、B一苯乙醇 、甲基丁香油酚、棕榈酸乙酯、油酸乙酯 、亚油酸 

乙酯、桂皮酸苄酯、棕榈酸和硬脂酸等 『。 

2)苷类成分 ：主要有山茱萸苷(即马鞭草苷)、马钱索、莫诺苷 、 

獐牙菜苷 、7—0一甲基莫诺苷(疑为提取过程中的次生产物)，脱水 

莫诺苷 、7一脱氢马钱素、山茱萸新苷(该苷中马钱素和莫诺苷两部 

分通过醚键相连接) 。 

3)多糖 ：山茱萸多糖 SZYP一2由鼠李糖 、阿拉伯糖 、半乳糖和 

葡萄糖组成 ，单糖 问的摩尔 比是 1：3．3：3：3．8 1。山茱萸多糖 

PFCA m由鼠李糖 、阿拉伯糖和葡萄糖以 一糖苷键连接组成 。 

水溶性多糖 co一4含有葡萄糖 、木糖 、半乳糖和岩藻糖，其摩尔比 

为 7．75：3．88：3．20：1⋯】。 

4)有机酸类成分：果肉含熊果酸、2 一羟基熊果酸 、齐墩果酸 、 

没食子酸、苹果酸、酒石酸、原儿茶酸和 3，5一二羟基苯甲酸等。 

5)鞣质类成分：果肉中含水杨梅素 D、山茱萸鞣质 1(即异诃予 

素、菱属鞣质)、山茱萸鞣质 2(即新唢呐草素 Ⅱ)、山茱萸鞣质 3(即新 

唢呐草素 I)等 1 1种鞣质，包括 4种没食子酸鞣质和 7种鞣花鞣质。 

6)其他成分 ：有 B一谷甾醇、5，5 一二甲基糠醛醚 、5一羟甲基 

糠醛。还含有一些磷脂成分，如磷脂酰胆碱，溶血磷脂酰胆碱等。果肉 

及果核中均含有苏氨酸、缬氨酸、天门冬氨酸等 l7种氨基酸和钾、 

钙、镁 、硅、磷等 23种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A，B ，C等 I。 

4 药理作用 

4．1 免疫调节作用 

吕晓东等 121以药理学评价为导向，研究了山茱萸中具有免疫 

抑制作用的活性成分。研究结果表明活性成分主要为山茱萸总苷。 

将山茱萸总苷与免疫抑制剂环孢霉素 A进行比较，发现山茱萸总 

苷体内外均能抑制小鼠和人的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体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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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细胞毒性 T细胞(CTL)的诱导和增殖，且抑制浓度随剂量而增 

加；还能抑制白细胞介素 一2(IL一2)受体的表达。总苷部分主要作 

用于 IL一2／IL一2受体系统。山茱萸总苷和环孢霉素 A对上述免 

疫反应的抑制作用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在淋转、混合淋巴细胞反 

应(MLR)、细胞毒性 T细胞(CTL)增殖等方面有协同抑制作用 。郭 

丽丽等 0对山茱萸总苷抗类风湿关节炎免疫作用机理进行了初步 

研究，发现山茱萸总苷对类风湿关节炎有明显的防治作用，能特异 

性抑制免疫大鼠抗 C II抗体的产生、腹股沟淋巴结 Thl型细胞因子 

(IFN一 )的分泌及细胞增殖。熊果酸在体外能快速有效地杀死培 

养细胞，使培养淋巴细胞几乎完全失去淋转 、白细胞介素生成及 

LAK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产生的能力，但腹腔注射熊 

果酸的小鼠，其以上 3种免疫指标均明显提高。马钱素在高浓度时 

具有明显抑制小鼠淋巴细胞转化、IL一2的产生和 LAK细胞生成 

的作用 ，低浓度时有促进作用。山茱萸多糖无论大、小剂量均可显 

著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及吞噬指数，显著促进溶 

血素的形成及淋巴细胞转化，明显促进溶血空斑的形成⋯『。 

4．2 降血糖作用 

陈霞等 用不同极性的溶剂逐级提取山茱萸，发现乙酸乙酯 

提取部位和正丁醇提取部位能降低正常小鼠的血糖和四氧嘧啶糖 

尿病小鼠血糖 ，无水乙醇提取部位和蒸馏水提取部位也能降低四 

氧嘧啶高血糖 。在八味丸拆方研究试验中发现，山茱萸对链脲佐菌 

素所致的糖尿病大鼠有降血糖作用，且主要有效成分为熊果酸。山 

茱萸醇提物对正常大鼠的血糖无明显影响，但对由肾上腺素或四 

氧嘧啶诱发的糖尿病模型动物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并能降低高 

血糖动物的全血黏度和血小板聚集性 ，认为山茱萸可能对 I型糖 

尿病有治疗作用。用大鼠的副睾脂肪组织进行实验，发现山茱萸有 

胰岛素样作用 ，其鞣酸能抑制脂质过氧化。环烯醚萜总苷能显著降 

低糖 尿病血管并发症 模型大 鼠血清可溶性 细胞问黏 附分子 

(sICAM一1)，肿瘤坏死因子(TNF—d)水平” ，部分恢复一氧化氮 

(NO)和内皮素(ET)的动态平衡，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有利于控制 

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从山茱萸水提液中分离出的一 

种糖蛋白，在底物淀粉的存在下 ，能抑制 一淀粉酶的活性，从而 

抑制糖类在消化道内的吸收，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治疗糖尿病的 

药物 1 8[o山茱萸环烯醚萜总苷能抑制糖尿病大鼠肾皮质糖化终产物 

(AGEs)的形成 ，使其受体 mRNA表达水平下降，具有减轻糖尿病肾 

病变的作用” 。 

4．3 抗心律失常作用 

张兰桐等[2o 对山茱萸 4种不同提取液进行了研究，观察了山 

茱萸提取液对氯仿诱发小鼠室颤模型的影响，对乌头碱诱发大鼠 

心律失常模型的影响及对哇巴因诱发豚鼠心律失常模型的影响； 

同时对豚鼠离体乳头肌电生理效应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其抗心律 

失常的有效部位，证明山茱萸提取液具有十分明显的抗心律失常 

活性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心肌组织的自律性 、兴奋性和延长动 

作电位时程有关。闫润红等 ”的研究表明，山茱萸高、低剂量均能 

明显延长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潜伏期 ，降低氯化钙致大鼠 

室颤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明显提高乌头碱诱发大鼠离体左室乳头 

肌节律失常的阈剂量，且对乌头碱和氯化钙诱发的大鼠左室乳头 

肌收缩节律失常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山茱萸在抗心律失常的同时， 

有强心作用 ，这使它能在心血管急症的治疗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另 

外，山茱萸富含 K ，用药后 K 向细胞内转运也是山茱萸抗心律失 

常的作用机制之一。 

4．4 抗炎作用 

山茱萸总苷对角叉菜胶所致的大、小鼠足爪肿胀表现出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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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作用，说明它对非特异性炎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由Freund 

完全佐剂所致的免疫性炎症模型——佐剂性关节炎的作用中，总苷 

表现出了优 良的抗炎免疫抑制作用，不仅剂量小(0．15 g／kg)，作用 

持久(停药 3 d后仍有持续作用)，而且存在着一定的量效关系 zI。 

山茱萸水煎剂能抑制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高 

和大鼠棉球肉芽组织的增生、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胀及蛋清 

引起的大鼠足垫肿胀，并能降低大鼠肾上腺内抗坏血酸含量 。 

4．5 抗氧化及其他作用 

试验证明，山茱萸多糖无论大、小剂量均可显著提高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及吞噬指数，显著促进溶血素的形成及淋 

巴细胞转化，明显促进溶血空斑的形成。同时山茱萸多糖可显著提 

高衰老小鼠血液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化氢酶(CAT)及谷 

胱苷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力，显著降低血浆、脑匀浆及肝匀 

浆中过氧化脂质(LPO)水平，说明山茱萸多糖有很好的抗衰老和抗 

氧化作用 1。黄钰铃等 用自来水对山茱萸果肉进行浸提，用山茱 

萸提取液对几种常见的食品微生物进行抑菌活性的测定 ，结果表 

明，山茱萸提取液对细菌和部分酵母的抑菌效果显著，对霉菌抑制 

效果不明显。山茱萸果肉提取液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苏 

云金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均为 12．5％，对蜡样芽孢杆菌的最低抑 

菌浓度为25％，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为50％。抑菌 pH 

值范围为 3～5，且热稳定性好。山茱萸在体外能够杀死全部小鼠腹 

水癌细胞，对精巢细胞亦有同样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医诊所 

长期的研究还证明，山茱萸具有抗艾滋病的功效 。 

5 组织培养研究 

山茱萸的常规繁殖是用种子，但由于山茱萸属异花授粉植物， 

种子存在着严重的遗传分离现象，难以保持亲本的优良性状，有的 

产量高，有的根本不挂果；同时种子苗属实生苗，童期长，一般需要 

l0年以上才能挂果 ，20～30年才进人盛果期。为了解决这些难 

题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研究者尝试用扦插方法进行种苗的繁 

育，但是用硬枝扦插，生根困难，成活率低 ，无法迅速得到大量整齐 
一 致的苗木。随着植物生物技术的发展，选择优良基因型的单株 ， 

通过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进行山茱萸的无性繁殖，能在短期内获得 

大量的种苗，并且能保持亲本的优良遗传性状。陆维新1 27]等进行了 

山茱萸幼胚组织培养研究，取得较好的效果。薛建平等 以山茱萸 

茎段为外植体进行快速繁殖，移栽成活率达 60％以上。将山茱萸的 

愈伤组织进行悬浮培养，从悬浮培养的愈伤组织中得到 3一没食子 

酰葡萄糖、4一没食子酰葡萄糖、5一没食子酰葡萄糖组成的没食子 

鞣质。分析表明，主要鞣质 l，2，3，6一四没食子酰葡萄糖的含量是 

原果实中的36倍。山茱萸组织培养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加强。 

6 应用前景 

山茱萸是国家 40种用量较大的重点药材之一 ，其在医药和保 

健品等方面应用的需求量逐年增加。俄罗斯医学家通过计算机分 

析了中国、日本和朝鲜 3国500多个处方、230种植物药的使用情 

况，按 3个国家的使用总数评出25种植物药，山茱萸为其中之一。 

目前，对山茱萸果实的年需求量在 5 000吨以上，而年产量只有需 

求量的一半多，故发展山茱萸生产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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