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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的本草考证及现代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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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参是一种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中草药，在我国有悠久的中医临床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参本草记载，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参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本文综述了人参及其加工炮制品红参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等现代

研究，并对人参的研究发展趋势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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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Ｒｅｎｓｈｅｎ，ＧｉｎｓｅｎｇＲａｄｉｘｅｔＲｈｉｚｏｍａ）为五
加科植物人参Ｐａ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的干燥根和
根茎［１］。为我国名贵中药材，号称“百草之王”［２］。

具有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和益智的功效，是一

种滋补强壮的药物［３］。栽培品和野生品２种，前者
为“园参”，后者为“山参”。多于秋季采挖，洗净后

晒干或烘干。生晒参是园参经晒干和烘干所得，红

参则是经蒸制后烘干或晒干所得。人参多生长在北

纬４０～４５度之间，黑吉辽等地是人参的道地产
区［４］。人参作为一种古老的中药材，千百年来有大

量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通过历代人的努力，人

参的研究卓有成效。现对人参的本草记载及现代药

化和药理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１　人参的本草考证
人参起源于中国，使用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

期，人参就被用来治疗和防御疾病。具《神农本草

经》中记载，人参具有“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

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治。久服，轻身延年”

的功效［５］。在我国医药史上，人参自古以来被人们

当作上上佳品。历史上，记载关于人参的文献和传

说非常多，如《礼斗威仪》中记载的“下有人参，上有

紫气”。迄今为止，人参有“人衔”“棒槌”“地精”等

等的很多别名。而《名医别录》中“如人形者有神”

的记载，被本草注者广为引用［６］。之后，在《本草纲

目拾遗》《新修本草》以及《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中

都有据可查。而关于东北长白山人参，在 １７００～
１８００年前，长白山人参就被开采且药用了。最早记
载于《太平御览》，与《本草纲目》相距约 １５０～２００
年，李时珍道，“今用者皆是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

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在我

国历代医药经典中，关于人参的论述和专著有很多，

如李言闻著《人参传》二部，其为李时珍的父亲；清

代唐衡铨的《人参考》等等。黄叔烂的《参谱》，关于

人参的性状特点、栽培手段、药材商品规格等方面，

都有广泛的论述［７］。

对于人参的药用价值，我国历代医药学家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用药经验。东汉时期

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有１／５的方剂中含有人参，如
“人参四逆汤”“人参加白虎汤”等等。三国时期，华

佗曾用人参治疗偏风，肌肤麻木，呕血等病症。根据

以往的研究和实践，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表

述了人参。迄今为止，以人参原材料为配方的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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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和配制的汤剂在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

科等各科中都发挥了较大的用处。

人参不仅在国内广为药用，在朝鲜、日本等其他

远东国家的民族医药学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朝鲜所著《东医宝鉴》，日本江户时代吉益东洞所著

《药微》等名著中，都有关于人参药用方面等较为详

尽的记载［８］。

２　人参的现代研究
人参的化学成分相对复杂，有许多研究者从十

九世纪就致力于研究人参，但进展不大，经过１００多
年的不懈努力，才取得比较优异的成绩。现代药学

研究表明，人参含有多种活性物质［９］，而人参皂

苷［１０］是主要的有效成分。杨武韬等［１１］研究也证

明，人参含皂苷类、挥发油类、多糖类等等７大类活
性成分。下面对人参皂苷、人参多糖和挥发油［１２］三

大主要活性成分的研究现状分类论述。

２１　人参皂苷类成分　现代研究进展中，科学家已
从人参中分离出４０余种人参单体皂苷［１３］，这即奠

定了人参皂苷的主体地位。其基本再现了人参粗制

剂的全部药理活性［１４１５］。因此研究人参大部分都会

涉及对其皂苷类的研究。目前，已经可以从红参和

生晒参中分离出５０多种人参皂苷单体［１６］。根据水

解后的苷元结构可分为２种类型：１）达玛烷型四环
三萜皂苷，水解成人参二醇或人参三醇；２）齐墩果烷
型五环三萜皂苷，水解后苷元为齐墩果酸［１７２０］。

迄今为止，主要致力于人参皂苷研究。主要包

括提取分离、药理作用和生物合成等方面的研究。

如曹树萍［２１］等利用 ＨＰＬＣ法测定了人参制剂———
参麦注射液中 ９种人参皂苷的含量；如 Ｈｅｅｊｕｎｇ
Ｙａｎｇ［２２］利用柱层析等方法和 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分析
从人参的干燥纯化提取物中鉴定人参皂苷标记物；

郜玉钢［２３］等研究人参皂苷的生物合成途径，证实了

异戊烯二磷酸异构酶和异戊烯基转移酶的重要性。

罗志勇［２４］等在分子水平上筛选鉴定人参皂苷生物

合成的相关新基因。

人参皂苷有多方面的的药理活性。实验研究结

果统计，人参皂苷在神经、心脏、血管、免疫力、内分

泌、脂类代谢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２５３０］。如彭彬［３１］

研究得出人参皂苷Ｒｇ１有延缓神经干细胞衰老的作
用及机制。阮长春［３２］研究了丙二酰基人参皂苷能

治疗大鼠２型糖尿病。
人参皂苷是人参的特征性活性成分，其总皂苷

和各单体皂苷的含量及比例决定了人参质量的优

劣［３３３４］。目前，人参质量标准主要是针对人参皂苷

类的活性成分进行研究，而对于其他有效成分含量

并未作出相关要求，如中国药典（２０１０）规定：人参皂
苷Ｒｇ１和 Ｒｅ总量及人参皂苷 Ｒｂ１分别不少于
０３０％和０２０％［１］；欧洲药典（２００１）规定：人参皂
苷Ｒｇ１和 Ｒｂ１的总量不少于 ０４０％

［３５］；美国药典

（ＵＳＰ３０ＮＦ２５）规定：人参药材人参皂苷 Ｒｇ１和 Ｒｂ１
的含量分别不得少于０２０％和０１０％［３６］。

２２　人参多糖类成分　多糖是一种由多种醛糖和
酮糖通过糖苷键聚合形成的一种化合物［３７］。多糖

是聚合程度不同的物质的混合物，比蛋白质和核酸

的结构还复杂［３８］，是最复杂的生物大分子之一。人

参多糖是人参中另一重要活性成分［３９］，其既是活性

成分，又是营养成分。人参根中所含多种糖类可分

为中性多糖级分、弱酸性多糖级分和酸性多糖级

分［４０］。张翼伸等［４１］从人参的药渣中检测出了人参

粗多糖，其中４／５是人参淀粉，其于是人参果胶。而
果胶是由 ３／５的半乳糖醛酸、约 １／５的半乳糖、
１４５％的阿拉伯糖、少量的鼠李糖及其微量的未知
戊糖组成。刘菲菲等［４２］从人参果胶中分出具有生

理活性的多糖有ＳＡ、ＳＢ、ＰＡ、ＰＮ、Ｐｓ等。
８０年代后，随着研究方法和分析仪器的发展，

人参多糖有了较大的研究进展。大量研究表明，人

参多糖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可增强吞噬巨噬细胞

的功能，增强免疫力［４３］；可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加小

鼠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的含量，以及抗肿瘤等作

用［４４４７］。如谢遵江［４８］等采用Ｂ１６黑色素瘤模型的小
鼠，皮下注射人参多糖，发现肿瘤体积缩小、重量

减少，证明人参多糖能抑制移植的 Ｂ１６黑素瘤的生
长。人参多糖能增强机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

疫，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抑制肿瘤的浸润和转

移［４９５０］。

２３　挥发油研究　人参挥发油其组分比较复杂，气
味芳香，具挥发性，随水蒸气蒸馏而不与水混溶［５１］。

王慧等［５２］从人参茎叶挥发油中分离鉴定６个倍半
萜烯类化合物。陈英杰等［５３］分离鉴定出人参挥发

油中１８种化学成分，其中大部分为倍半萜类化合
物。毛坤元等［５４］利用气相质谱法分离鉴定出２３种
化合物，其中倍半萜含量最多。倍半萜是人参挥发

油中主要的活性成分［５５５６］。

倍半萜中的β榄香烯具有抗肿瘤作用，能造成
癌细胞的代谢障碍，以致于达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并且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和造血功能影响较小［５７５９］。

杨艳辉等［６０］分析人参根中挥发油成分，用 ＧＣＭＳ
法共鉴定出４６种化合物，其中含量最高的是２，２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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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双［６（ｌ，１三甲基乙基）４甲基苯酚］，其具有
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３　红参的研究现状
红参是人参的炮制品［６１］。蒸制加工的红参不

但生成了新的化合物，而且改变了化学成分之间的

含量比例［６２６３］。现代研究显示，皂苷类成分和挥发

油类成分是红参主要的有效成分［６４６７］。其中，通过

对炮制前后生晒参和红参人参总皂苷的含量测定可

知，前者的总皂苷含量要比后者的高，数据表明，生

晒参中的皂苷含量范围为５２２～７１％，而红参中的
仅为３４～５１％［６８］。较生晒参相比，红参的人参苷

元结构类型具有多样性［６９］。在加工红参的过程中，

会产生水解反应，人参皂苷 Ｒｂ１首先水解为２０Ｒ和
２０ｓ人参皂苷Ｒｇ３，少数转化为Ｒｄ；其次为人参皂苷
Ｒｈ２。而人参皂苷 Ｒｅ水解为人参皂苷 Ｒｇ２ 和
Ｒｈ１

［７０］。在红参加工烘干过程中，人参皂苷 Ｒｓ１分
解释放ＣＯ２，证明该反应是由人参皂苷上的丙二元
酸遇热发生脱羧反应［７１］。鲜人参和生晒参加工成

红参后，田七素的含量降低了０５倍，减轻了人参的
毒性，因此滋补药中，与鲜人参、生晒参相比，红参更

加适长期服用［７２］。麦芽酚及其葡萄糖苷和精氨酸

双糖苷被分离鉴定出为红参的特有成分［７３］。

在医疗保健方面，如抗衰老、抗辐射的效果红参

优于人参。红参可以调节高血压状态下的 ＥＴ１及
ＡＮＧⅡ的活性，抑制 ＥＧＦ的活性，从而抑制 ＳＭＣ的
增生［７４］。同时，红参可抑制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增

多，从而缓解毛细血管基底膜的病理改变［７５］。

４　讨论
目前，对人参主要有效成分———人参皂苷，已经

有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随着人参及其制品的

广泛开发及应用，对非皂苷类等化学成分作用的研

究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但其研究程度还远不及人

参皂苷，因此也应加强对人参中其他成分的研究。

另外，现有的人参质量标准还主要是以人参皂苷类

成分作为标准物质，而其他有效成分并未作出相关

要求，希望能够通过不断的研究探索，提出能全面评

价人参质量的质量标准。

在历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人参产业已

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参在加工生产过程中其有效

成分仍遭到的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从

生理生化、临床等各个方面对人参进行研究，借鉴他

人研究成果。在传承老技术和老工艺的基础上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采用适当的实验方法，应开发利用新

技术、发明新工艺，保存有效成分，降低其毒性成分，

扩大人参的应用范围。同时对人参单方与复方需进

一步深化研究，创造出更有利于临床疗效的人参新

药品。

此外，人参作为药食同源［７６］的植物，营养丰富，

用途广泛。以人参为原料的酒、蜂蜜、醋、口服液等

新产品正逐渐呈上升趋势［７７］。因此，在人参正将进

入食品行业的背景下，更要对人参进行深入研究，推

动人参产业的发展。使人参不仅在中药领域独领风

骚，还要在食品行业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充分发

挥人参“百草之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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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疏肝和胃、增强食欲、促进吸收的功效，并能改善

气虚、脾虚症状，提高小鼠免疫力，与健脾生血颗粒

的功效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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