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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研究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化学成分和功效的关联性研究

贾子尧　林瑞超　郑虎占　朱昊如　韩菁婕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研究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药物成分和功效的关联性。方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菊科中药的四气属
性、药物所含化学成分和传统功效进行归纳、总结，并采用两因素关联分析方法，对菊科中药的四气属性与药物所含化学

成分、功效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查阅到的１５７种菊科中药中性温者４３味，占２７３９％；性寒者４０味，占２５４８％；性
凉者４０味，占２５４８％；性平者３２味，占２０３８％；性热者２味，占００１％。其所含化学成分的类型以挥发油、黄酮、萜类、
生物碱、酸类为主；菊科中药功能擅长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祛风除湿、凉血止血等。结论：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以寒凉为主，

四气属性与功效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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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是中
药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对中药药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仍有较大的研究

空间。菊科为被子植物第一大科，约 １０００属，
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种，是中药的重要来源。传统有“同
科同功”之说，即指同科植物，功能有其相似性，功能

相似则化学成分也有共性，基于此，我们以菊科中药

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四气属性规律、四气与功效及化

学成分的关联关系，希望为研究中药科属与性能的

相关性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本文研究的菊科中药来自于《全国中草药汇

编》［１－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３］和《中药学》［４］，

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通过电子图书检索和网络检

索等方法，对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类分析，对菊科中药

的四气属性、药物所含化学成分和传统功效进行总

结，进而采用两因素关联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计算

在某类四气属性的菊科类中药中具有某种功效的药

味数占本论文中收载的菊科中药中性寒、性凉、性

温、性热、性平的药物总数的比例；有化学成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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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菊科中药中，某类四气属性的菊科类中药含有某

类化学成分的药味数占有化学成分报道的菊科中药

中，某类四气属性的菊科类中药的药味总数的比例，

对菊科中药的四气属性与药物所含化学成分、药物

功效的关联性进行分析。

为使结果具有代表性和统计意义，在关联性分

析中做如下处理：在与四气有关的化学成分关联性

分析中，选取黄酮类、萜类、挥发油类、酸类、生物碱

类５种主要成分；在四气与有关功效的关联性分析
中，选取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凉血、止血、化痰、止

咳、消积、散瘀、止痛、活血、通经、行气、散寒、消肿、

利尿、杀虫、平喘、活络２０种为主要功效。
２　结果
２１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分析　经检索，共查阅到
１５７味菊科中药，且具有明确的四气属性记载。将
这些中药按四气属性分类（见表１）。从中可见，菊
科中药的四气属性由多到少的顺序是：温、寒、凉、

平、热。其中，性温者４３味，占２７３９％；性寒者４０
味，占２５４８％；性凉者４０味，占２５４８％；性平者３２
味，占２０３８％；性热者２味，占００１％。

表１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分析

四气 味数 药物

寒 ４０
千里光、牛蒡子、艾片、青蒿、金龙胆草、茵陈、禹州漏芦、臭灵丹草、菊花、野菊花、蒲公英、莶草、漏芦、墨旱莲、苍耳草、下

田菊、大丁草、马兰、火绒草、东风菜、苣荬菜、狗舌草、挖耳草、黄蓬花、一扫光、丁萝卜、大烟锅草、山苦菜、山莴苣、东北蛔

蒿、白子菜、红头草、驴耳朵草、苦菜、斩龙草、鸦葱、粉苞苣、剪刀股、阔叶垂头菊、滇苦菜

凉 ４０
一枝黄花、大蓟、大蓟炭、小蓟、菊苣、一年蓬、一点红、八角乌、小飞蓬、地胆草、华泽兰、红管药、夜香牛、鹿角草、蜂斗菜、蛾

药、蟛蜞菊、万寿菊、大红青菜、山柳菊、水飞蓟、毛茎马兰、白茎鸭葱、肉根还阳参、尖刀苦马菜、驴打滚草、灵香蒿、鱼眼草、

狗哇花、毒根斑鸠菊、除虫菊、胜红蓟、秋鼠曲草、黄鹌菜、野苦荬菜、野辣烟、蛇眼草、班鸠木、紫背菜、蒲儿根

平 ３２
佩兰、野马追、蓍草、鹤虱、鬼针草、菊叶三七、大鱼鳅串、飞廉、毛大丁草、杏香兔耳风、牧蒿、刺针草、苦碟子、狗仔花、细叶

刺针草、细叶鼠曲草、狼把草、蓝锡莎菊、鼠曲草、万丈深、万年蒿、山、火油草、孔雀草、向日葵、空桶参、泥胡菜、披针叶兔

耳风、鸭脚艾、猪肚子、湿鼠曲草、满天飞

温 ４３
土木香、川木香、天山雪莲、木香、艾叶、白术、灯盏细辛、红花、苍术、苍耳子、金沸草、旋覆花、款冬花、紫菀、鹅不食草、雪莲

花、刘寄奴、大风艾、飞机草、六棱菊、云木香、叶下花、羊耳菊、兔儿伞、威灵菊、绒背蓟、越西木香、八角香、小白蒿、小铜锤、

千年艾、天文草、风毛菊、血参、红尘艾、走马风、岗边菊、青兔耳风、南牧蒿、茶绒、臭威灵、葫芦叶、新疆一支蒿

热 ２ 新疆雪莲、甘青雪莲花

表２　菊科中药的四气属性与药物化学成分的关联性

化学

成分

寒凉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１）
平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２）
热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３）

挥发油 ２０ ０６３ ５ ０４５ １２ ０５７
黄酮 ２３ ０７２ ６ ０５５ １１ ０５２
萜类 ２０ ０６３ ３ ０２７ １７ ０８１
生物碱 ７ ０２２ ２ ０１８ ２ ０１０
酸类 ９ ０２８ ３ ０２７ ２ ０１０

　　注：ｎ为在有化学成分报道的菊科中药中，某类四气属性的菊
科中药含有某类化学成分的药味数；Ｎ为在有化学成分报道的菊科
中药中，某类四气属性的菊科中药的药味总数，其中 Ｎ１＝３２，Ｎ２＝
１１，Ｎ３＝２１。

２２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化学成分的关联性　经
过对菊科中药的化学成分的研究现状［５６７］进行总

结，发现在目前有化学成分研究报道的菊科中药中，

性寒凉、性温热、性平的药物分别有３２味、２１味、１１
味，共６４味，且这些药物所含化学成分的类型主要
以挥发油、黄酮、萜类、生物碱、酸类为主。菊科中药

的四气属性与药物化学成分之间的关联性见表２。
２３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药物功效的关联性　经
过对１５７味菊科中药的药物功效进行分析归纳整
理，发现菊科中药擅长清热解毒、散瘀止痛、祛风除

湿、凉血止血等功效。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菊科中药

中有清热作用的８２味，占５２２３％；有解毒作用的
７９味，占５０３２％；有散瘀作用的４９味，占３１２１％；
有止痛作用的３７味，占２３５７％；有祛风作用的２７
味，占 １７２０％；有利湿作用的 ４３味，占 ２７３９％。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药物功效的关联性分析见

表３。
３　讨论

在菊科中药的四气属性与药物化学成分的关联

性分析中，发现在目前有化学成分报道的菊科中药

中，８１％的温性药和６３％的寒凉药含有萜类，５５％
的平性药和７２％的寒凉药含有黄酮类，５７％的温性
药和６３％的寒凉药含有挥发油。这一方面可能与
菊科特定的化学成分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温性

药与萜类和挥发油有关，平性药与黄酮有关，寒凉药

与萜类和挥发油有关，这与文献报道的辛温药大多

含有挥发油成分，苦寒药以生物碱和含苷类成分为

主要活性成分［６８］不一致，说明尚不能以化学成分的

类型来定义药物的四气属性。

菊科药中寒凉药性共 ８０味，占菊科中药的
５０９６％，此可能与菊科特定的二次代谢产物有关。
在对四气属性与药物的功效的关联度研究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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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菊科中药四气属性与药物功效的关联性

功效
寒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１）
凉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２）
平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３）
热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４）
温性药

（ｎ）
关联度

（ｎ
%

Ｎ５）

清热 ３３ ０８３ ２５ ０６３ １７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５
解毒 ３１ ０７８ ２６ ０６５ １４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９ ０２１
凉血 ８ ０２０ ８ ０２０ ２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消肿 ８ ０２０ １２ ０３０ ７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５ ０１２
止血 ７ ０１８ ８ ０２０ ６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５
利湿 ６ ０１５ ６ ０１５ １０ ０３１ １ ０５０ １６ ０３７
止痛 ５ ０１３ ５ ０１３ ６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２２ ０５１
祛风 ４ ０１０ ６ ０１５ ５ ０１６ ０ ０００ １７ ０４０
散瘀 ４ ０１０ ７ ０１８ ６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７ ０１６
活血 ４ ０１０ ２ ００５ ６ ０１９ ２ １００ ９ ０２１
利尿 ４ ０１０ ４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止咳 ３ ００８ ７ ０１８ ８ ０２５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２３
化痰 ２ ００５ ４ ０１０ ３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６ ０１４
杀虫 ２ ００５ ３ ００８ ３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７
消积 １ ００３ ３ ００８ ３ ００９ ０ ０００ ３ ００７
平喘 １ ００３ ３ ００８ ４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４ ００９
散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５０ ９ ０２１
行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０１６
通经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１００ ５ ０１２
活络 ０ ０００ ２ ００５ １ ００３ １ ０５０ ４ ００９

　　注：ｎ为在某类四气属性的菊科类中药中具有某种功效的药味数；Ｎ为在本论文中收载的菊科类中药中性寒、性热、性温、性凉、性平的药

物总数，其中Ｎ１＝４０，Ｎ２＝４０，Ｎ３＝３２，Ｎ４＝２，Ｎ５＝４３。

５２２３％的菊科中药具有清热作用，５０３２％的菊科
中药具有解毒作用，提示菊科植物清热解毒是其主

要作用，这对于认识其他菊科植物的药性与功能提

供有益参考，有利于发现中药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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