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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薤白中含有挥发油、皂苷、含氮化合物、酸性物质等，为临床治疗“胸痹”之要药，也是治疗泄痢常用之品。因薤白具
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故历来已有较多研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书籍，本文对薤白的生药来源、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及

合用历史沿革等方面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旨在为薤白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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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薤白为百合科葱属植物小根蒜 Ａｌｌｉｕｍｍａｃｒｏｓｔｅ
ｍｏｎＢｇｅ或薤 Ａｌｌ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ＧＤｏｎ的干燥鳞
茎［１］，主要产区在东北、河北、江苏、湖北等地，在全

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以个大、饱满、黄白色、半透

明者为佳。薤白可通阳散结，行气导滞，与现代医学

中的心绞痛、心肌梗死、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有一定的关系［２］。

１　生药来源
据１９６３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薤白

的生药来源为百合科葱属植物野薤（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和
小根蒜（Ａ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但 １９７７年版、１９８５年版、
１９９０年版及１９９５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只收载了小根蒜一种。同时，汪冶等［３］通过进一步

的本草考证和实地考察，认为古代使用的薤白来源

是薤（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ｅ），而不是小根蒜（Ａｍａｃｒｏｓｔｅｍｏｎ）；
把小根蒜作为薤白来使用是发生在清代以后。２０００
年版至２０１０年版的《中国药典》又重新将薤和小根
蒜同时列为薤白的主要生药来源。

２　化学成分
薤白中含有丰富的药效成分，常见的有皂苷、挥

发油、酸性物质、含氮化合物等成分。薤白中所含的

挥发油主要为含硫的化合物，蒋合众、林琳等［４５］采

用传统的水蒸气蒸馏和比较先进的超临界ＣＯ２萃取
２种方法来提取，并利用 ＧＣＭＳ对其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其差异。结果发现２种方法的主要提取物均
为含硫化合物，包括甲基烯丙基三硫醚、二甲基三硫

醚等，但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法得到的含硫化合物在
“质”和“量”上都高于水蒸气蒸馏法。另外，虽然各

产地挥发油成分不完全一致，但是各个采集地的薤

白都能够分离出甲基烯丙基三硫醚（ＭＡＴＳ）。
薤白中还含有螺甾皂苷和大量的呋甾皂苷［６］。

程书彪等［７］采用正相和反相硅胶柱对薤白的７０％
乙醇提取物进行分离纯化，从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

３个皂苷类化合物，分别为５β螺甾２５（２７）烯３β，
１２β二醇３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１→２）βＤ吡喃
半乳糖苷、（２５Ｒ）５β螺甾３β，１２β二醇３ＯβＤ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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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葡萄糖基（１→２）βＤ吡喃半乳糖苷、５β螺甾２５
（２７）烯２β，３β二醇３ＯβＤ吡喃葡萄糖基（１→
２）βＤ吡喃半乳糖苷，其中第一个化合物为新化合
物，命名为薤白皂苷 Ｓ，第二个化合物为首次从该植
物中分离得到。薤白中的含氮化合物也是它的主要

活性成分，其中抑制血小板活性最强的化学成分是

腺苷。其他的还有２，３，４，９四氢１Ｈ吡啶并［３，４ｂ］吲

哚３羧酸及其１甲基化产物［８］，以及鸟苷、色氨酸

等［９］。

另外，薤白中的长链脂肪酸种类和含量也很高，

夏新奎等［１０］从薤白的脂肪酸中共分离出１６种化合
物，鉴定出其中的 １２种，共占脂肪酸总量的
９３８６８％，主要包括亚油酸、棕榈酸、油酸和谷甾醇。
３　药理作用
３１　解痉平喘　覃丽蓉等［１１］为研究薤白提取物的

平喘作用，以磷酸组胺喷雾制作豚鼠的哮喘模型。

实验结果显示，薤白提取物组豚鼠的哮喘潜伏期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张海涛等［１２］通过观察

薤白不同浓度提取物对豚鼠血清中的 ＩＬ６、ＴＸＢ２和
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α的影响发现：给药后，哮喘豚鼠血清中
的ＩＬ６、ＴＸＢ２的水平降低，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α水平上调，
且ＴＸＢ２／６ＫｅｔｏＰＧＦ１α比值下降，故推测薤白可能是
通过抑制炎性反应，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的痉挛，从而

进一步来平喘。

３２　调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及抑制内皮细胞凋亡
　江漫涛等［１３］通过研究显示，薤白制剂能减弱动脉

粥样硬化，使减小动脉壁厚度。该机制可能是：１）增
加前列环素的合成及前列腺素的含量；２）干扰花生
四烯酸的代谢，抑制血栓素 Ａ２的合成，从而改变前
列环素和血栓素Ａ２的比值，进而解除血液的高凝状
态。陈丽萍等［１４］通过研究观察发现，薤白中的甲基

烯丙基三硫醚抑制血小板聚集和合成血栓素的作用

较强。朱欣佚等［１５］通过研究复方薤白胶囊提取液

对过氧化氢所诱导的内皮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凋亡的保护作用发现，复方薤白胶囊是可改变内

皮细胞线粒体的通透性，增强线粒体跨膜电位的表

达，同时下调 ＮＦκＢ及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的信号转导通路，
从而提高抗凋亡基因Ｂｃｌ２的水平表达，从而达到抗
内皮细胞凋亡的作用。

３３　抗氧化作用　李向红、孟庆国等［１６１８］通过研究

发现其鲜汁可显著提高过量氧应激态大鼠的血清

ＳＯＤ和ＣＡＴ的活性，保护 Ｔ淋巴细胞，进而抑制形
成血清过氧化脂质。夏新奎等［１９］研究薤白多糖半

纯品（ＰＡＭ）及３种精制多糖（Ｉｂ，ＩＩａ和 ＩＩＩ）的体外

抗氧化活性。结果显示，ＰＡＭ具有抗羟自由基（·
ＯＨ）和超氧阴离子（Ｏ－２·）的双重功效，且呈剂量
依赖关系；３种精制多糖清除·ＯＨ和 Ｏ－２·的活性
较弱，且程度均不相同。

３４　抑制血小板活化聚集及相关炎性反应的作用
ＯｕＷＣ等［２０］从薤白中分离得到的一种新的呋甾皂

苷有明显的抑制血小板活化聚集的作用。彭军鹏

等［２１］通过研究发现，从薤白、薤及大蒜中分离得到

的薤白苷Ｅ和 Ｆ均能不同程度的抑制 ＡＤＰ诱导的
血小板的聚集。其中薤白苷 Ｆ的 ＩＣ５０为 ００２０
ｍｍｏｌ／Ｌ，作用较强，其抑制作用强于阿司匹林５０倍
左右。

３５　抗肿瘤作用　ＣｈｅｎＨＦ等［２２］通过细胞毒性试

验发现其分得的第一种甾体皂苷对 ＳＦ２６８细胞有
毒性作用，第二种对 ＮＣＩＨ４６０和 ＳＦ２６８细胞有毒
性作用。另外，小鼠皮肤及小鼠肺二阶段致癌实验

显示薤白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２３］。吴志民等［２４］

发现薤白挥发油可杀伤人的胃癌细胞，而且能明显

抑制小鼠肿瘤的生长［２５］。张占军等［２６］通过细胞实

验发现，薤白多糖 ＡＭＰ８０１对人胃癌细胞 ＢＧＣ８２３
的生长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抑制作用相对较弱。

３６　抗菌作用　薤白的水浸提取物具有广泛的抑
菌能力，陈锡雄等［２７］通过研究其不同稀释度水浸提

取物的抑菌率，结果显示，在较高浓度下，浸提物有

比较理想的抑菌能力，稀释倍数增大，其抑菌能力依

次减弱；另外，抑菌能力在菌间差异较大，其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最强，对沙门氏菌的抑制作用

最弱。此外，张传军等［２８］通过研究还发现薤白乙醇

提取物对大多数细菌都有抑菌作用，且抑菌能力受

温度和ｐＨ的影响较大，在５０～６０℃时抑菌活性最
强，大于１００℃时开始下降；在中性及其附近抑菌活
性较强，随酸性和碱性的增强，抑菌活性逐渐下降。

４　合用历史沿革
薤白辛散苦降，温通滑利，善散阴寒之凝结，通

胸中之阳气；瓜蒌清肺化痰，宽畅胸膈，两药合用有

温阳化气，活血化痰，通络除痹之奇效，如出自东汉

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

夏汤等经典方剂，均是治疗胸痹之佳方。此外，针对

气滞血瘀型心绞痛，薤白往往还可同时联用活血化

瘀药丹参，二者联合使用时疗效较好，常被临床医师

采用。乔万国等［２９］用自拟生脉丹参瓜蒌薤白汤内

服治疗胸痹证，疗效显著。孔令深［３０］以加味丹参饮

合瓜萎薤白桂枝汤来温通心阳、祛寒湿、化痰浊，治

疗器质与非器质性病变所引起的各种类型心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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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张秋霞等［３１］用自拟补气活血汤加减治疗冠心

病心绞痛，方剂组成为：人参、薤白各１０ｇ，黄芪、太
子参各２０ｇ，瓜蒌、丹参、赤芍各１５ｇ，甘草５ｇ，日１
剂，水煎服。其中丹参、薤白有宽胸理气、活血化瘀

作用，能明显改善胸闷、心绞痛症状。奚肇庆等［３２］

用枳实薤白桂枝汤合人参汤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经

与金匮肾气丸比较，发现前者在咳嗽、咯痰、哮鸣音

显控率以及改善小气道通气障碍峰等方面均高于后

者，并且还具有减少感冒发作次数、降低 ＬＰＯ、提高
ＳＯＤ和免疫球蛋白等作用。李庆玉［３３］临床常用瓜

蒌薤白半夏汤合丹参饮来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发现

效果非常显著。瓜蒌薤白半夏汤出自《金匮要略》，

原方以瓜蒌开胸涤痰，薤白疏滞散结，半夏化痰降

逆；丹参饮方出自《时方歌括》，原方以丹参活血化

瘀，砂仁行气化湿，檀香行气止痛，主治血瘀气滞心

腹疼痛。两方合用，通阳泄浊，活血化瘀，化痰通络

之效显著。

薤白具有独特的葱蒜味，其作为野生蔬菜，自古

被视为席上佐餐之佳品［３４］。它分布广泛，资源丰

富，可将其开发成多种功能性食品，用薤白汁液与红

枣、山楂混合制作的保健饮料，具有降血脂、防止动

脉粥样硬化、抗癌、防衰老等功效［３５］，还可利用其含

有的甾体皂苷、含氮化合物等具有较好的抗凝、降血

脂、清除自由基的特性，将其添加到其他食品中，从

而缓慢发挥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抗肿瘤、防衰老

等作用。此外，薤白适应性较强，是一种药食兼用的

粗放型经济作物，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开发价值。

本文系统论述了薤白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以

及合用历史沿革，作为百合科葱属植物，其典型特点

是含有较多含硫化合物，具有广泛的抗肿瘤、抗炎、

抗氧化、抗菌的作用。在治疗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和

凋亡所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和高血压等疾病时，

薤白在抗血栓，降压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血管内皮细

胞的保护作用；研究指出，内皮细胞的损伤与炎性反

应侵袭和抗氧化作用密切相关，所以薤白保护内皮

细胞的机制也可能与其抗炎和抗氧化作用密切相

关。另外，薤白可以不同程度地抑制肿瘤细胞的侵

袭和迁移，从而发挥其抗肿瘤的作用，其机制也与薤

白抑制血小板聚集有关。多药合用，特别是与活血

化瘀药物丹参和化痰止咳平喘药物瓜蒌和半夏合

用，可达到更好的消散作用。所以，结合现代化学与

药理研究成果，对薤白的有效部位及其合用机制做

更深入的研究，对发掘新药和新的配伍以及心脑血

管疾病和肿瘤的治疗都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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