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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兴安升麻植物资源分布较广泛，其根茎部分入中药组方治疗各种内科疾病已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几年来，我国学者
对其地上部分的研究逐渐增多，从对其有效成分的分析及有效成分功效的的研究到对其有效成分提取方式的改进，进而开发兴

安升麻地上部分在临床中的应用，有了较大进展。不仅扩大了兴安升麻地上部分资源的应用范围而且为其提出了更明确的研

究方向，使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更好的为我所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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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安升麻［Ｃ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Ｔｕｒｃｚ）Ｍａｘｉｍ］为毛茛科
植物，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性甘、味苦、微

寒、药性平和、无毒；是要用药用升麻主要来源之一。

主产于河北等地。兴安升麻根茎含阿魏酸、异阿魏酸，

升麻苷类等成分。具有清热解毒作用，对于时疫火毒，

口疮，咽痛，头痛寒热，痈肿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兴安

升麻传统的药用部位为它的根茎，而大量的地上部分

资源则被废弃，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在

野生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如何变废为宝，如何达到野

生资源的综合利用已成为现代中药研究首当其冲的工

作。

１　兴安升麻植物介绍
我国对升麻类植物有着较为详细的认识，早在

１９７９年的《中国植物志》中即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兴安升麻俗称北升麻、窟窿牙、地龙牙、苦老根，多年生

草本，雌雄异株。根状茎粗壮，多弯曲，表面黑色，有许

多下陷圆洞状的老茎残基。茎高达１ｍ余，微有纵槽，
无毛或微被毛。下部茎生叶为二回或三回三出复叶；

叶片三角形，宽达 ２２ｃｍ；顶生小叶宽菱形，长 ５～１０
ｃｍ，宽３５～９ｃｍ，三深裂，基部通常微心形或圆形，边
缘有锯齿，侧生小叶长椭圆状卵形，稍斜，表面无毛，背

面沿脉疏被柔毛；叶柄长达１７ｃｍ。茎上部叶似下部
叶，但较小，具短柄。花序复总状，雄株花序大，长达

３０ｃｍ，具分枝７～２０余条，雌株花序稍小，分枝也少；
轴和花梗被灰色腺毛和短毛；苞片钻形，渐尖；萼片宽

椭圆形至宽倒卵形，长３～３５ｍｍ；退化雄蕊叉状二深
裂，先端有２个乳白色的空花药；花药长约１ｍｍ，花丝
丝形，长４～５ｍ；心皮４～７枚，疏被灰色柔毛或近无
毛，无柄或有短柄。生于长１～２ｍｍ的心皮柄上，
长７～８ｍｍ，宽４ｍ，顶端近截形被贴伏的白色柔毛；种
子３～４粒，椭圆形，长约３ｍ，褐色，四周生膜质鳞翅，
中央生横鳞翅。７～８月开花，８～９月结果。在我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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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生长于

海拔３００～１０００ｍ间的山地林缘灌丛以及山坡疏林
或草地中。在苏联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地区以及蒙古

也有分布［１］。兴安升麻属隶属毛茛科，２００５年版《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收载的升麻为毛茛科植物

升麻、兴安升麻和大三叶升麻的根茎。本属植物从东

北到西南广大地区均有，且产量大，资源丰富。春季采

集地上部分的嫩芽，俗称“苦力芽”，食用有清热去火

之功效。夏秋季均可采集根茎部分，收集较容易。

２　兴安升麻地下部分及其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
升麻属植物富含三萜类成分，这类成分有多种药

理活性，德国和日本已从本属一些植物的根茎开发出

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和骨质疏松的的药物。兴安升

麻药材的一些化学成分为三萜苷类已有报道［２－３］。中

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用植物研究所刘

勇，陈迪华，斯建勇等于２００３年曾报道：为了从兴安升
麻的地上部分寻找新的生物活性物质，利用各种色谱

技术进行纯化，根据理化性质和多种波谱分析进行结

构鉴定。得到２个新的环波罗密烷型三萜皂苷，兴安
升麻Ｃ和兴安升麻 Ｄ［４］。２００５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田泽等采用常规方法

提取制备兴安升麻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总皂苷，用

ＭＴＴ法、ＤＰＰＨ法及化学发光法测定并比较二者的细
胞毒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能力。结果为兴安升麻地上

和地下部分总皂苷体外能抑制多种肿瘤细胞增殖，有

效地清除ＤＰＰＨ自由基和羟自由基。得出的结论为兴
安升麻地上和地下部分总皂苷均具有良好的细胞毒和

自由基清除能力，且二者作用强度相当［５］。协和医科

大学周亮等于２００５年发表文章指出升麻植物含有特
征性活性成分环波罗蜜烷型三萜及其衍生物。这一点

有别于毛茛科其他植物类群。该属植物的特征性三萜

类活性成分显示出多方面的药理活性。包括解毒、抑

制核苷转运、抗病毒和抗骨质疏松等活性已引起广泛

关注［６］。

３　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的提取分离工艺
近年来，各类植物有效成分提取工艺均有不断更

新。为了有效的提取分离兴安升麻地上部分化学成

分，承德医学院中药研究所苏占辉等在参考文献［７］的

基础上，于２０１３年报道了以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
的含量为评价指标，采用分段萃取的方法用不同试剂

萃取升麻地上部分中的有效成分。旋转蒸发回收溶

剂，然后将正丁醇萃取物通过大孔吸附树脂柱进一步

分离，并通过紫外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检测。结果为

使用正丁醇萃取后得到的物质过大孔吸附树脂后总皂

苷含量能达到５０％以上。从而得出结论：通过萃取将
升麻地上部分进一步分离，把有效成分按极性分段，便

于后期对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进一步分离纯化，

同时能够得到较高纯度的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

苷［８］。这种方法优化了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的提

取分离工艺，得到了纯度更高的总皂苷，为今后对兴安

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进一步分离纯化奠定了基础。

４　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的应用于动物实验
为了了解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有效成分的对离体子

宫的作用。采用离体器官实验法，将经过己烯雌酚预

处理的大鼠急性处死，并取出子宫置于恒温通气麦氏

浴槽中，分别加入催产素和不同浓度的兴安升麻地上

部分总皂苷，记录子宫平滑肌收缩张力、收缩频率、收

缩波的持续时间。结果：随着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浓

度的增加，大鼠子宫平滑肌收缩性能随之增高。得出

的结论为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苷对大鼠离体子宫平

滑肌条运动具有兴奋作用。对大鼠离体子宫平滑肌有

兴奋作用［９］。这一实验结果为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的临

床应用建立了较好的实验平台。

５　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的临床应用
兴安升麻传统的药用部位为它的根茎，具有发表

透疹、清热解毒、升举阳气等功能，用于风热头痛、齿

痛、口疮、咽喉肿痛、麻疹不透、阳毒发斑、脱肛、子宫脱

垂等症［１０］。目前，兴安升麻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的

各个领域中，并且在与中药配伍治疗的临床研究中，起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对兴安升麻植物的认识，到近

２０年来中药学家对兴安升麻及其地上部分化学成分
及有效成分提取的研究，我们在实验室基础研究的基

础上，进行了临床试验研究。选取在承德市妇幼保健

院、承德市第三医院及丰宁县妇幼保健院３家医院就
诊的子宫脱垂患者，并进行中医辨证诊断属气虚型子

宫脱垂，且西医诊断为Ⅰ度轻型患者１０５例，经患者知
情同意后，采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将患者随机分

为２组，第１组采用兴安升麻与中药配伍治疗，第２组
采用兴安升麻地上部分代替兴安升麻与中药配伍治

疗，２组中兴安升麻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的质量是相
同的，其余中药组方部分药物成分及质量均不变。进

行病例对照研究，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盆底肌力测

定，以及子宫脱垂分度评价，以更好的评价治疗效果。

结果表明２组患者盆底肌力均有明显恢复，子宫脱垂
总有效率、痊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１２］。以上资料

表明，兴安升麻地上部分配伍中药治疗组和兴安升麻

地下部分配伍中药治疗组疗效相同，也就从临床的角

度说明了兴安升麻地上部分与兴安升麻地下部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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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致相同。

６　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研究的综述及展望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兴安升麻地上部分的研

究已经比较深入，不仅得出了兴安升麻地上部分总皂

苷同地下部分总皂苷的作用相当，均具有良好的细胞

毒和自由基清除能力的药理学作用的结论［１３－２３］。并

且通过新的提纯方式，得到了较高纯度的总皂苷。临

床试验证明兴安升麻地上部分入中药组方（补中益气

汤）与同等剂量的兴安升麻入中药组方，对气虚型（Ⅰ
度轻型）子宫脱垂患者的治疗效果无差异，此结果扩大

了兴安升麻药用资源的范围，并且为具体衡量中药资

源的临床作用及疗效提供了新的方法。对于此项研究

的进一步延伸，期待药品研发企业可考虑将兴安升麻

地上部分与中药配伍的方剂按比例制成中成药，既能

够得到纯度较高的药物、又有利于方便观察药物的治

疗效果；不仅节省了熬制中草药的时间、而且方便患者

服用，又节约了治疗成本。目前研究仅证实兴安升麻

地上部分治疗子宫脱垂的疗效，但其地上部分在应用

于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和骨质疏松方面，以及有效成分

的解毒、清除自由基、抗氧化作用的临床应用，兴安升

麻地上部分更多的药学作用以及与其他中药配伍的临

床功效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国兴安升麻资源丰

富，为了使兴安升麻在日常生活及临床治疗等多方面

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还需要各领域专家进行有的放矢

的药物药理基础研究以及多学科临床医生进一步的临

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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