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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戟属植物是大戟科植物中种类最多、生境最为广泛和变异性最大的一属，也是被子植物中分类最困难的属之一。
该属约有２０００种，遍布世界各地。我国有８０余种，其中原产６０余种，栽培和归化１０余种，在西南的横断山区和西北的
干旱地区较为多。目前，对大戟属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方面。本文就该属植物的药用概况及共有

的生药学特征、显微特征、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和质量控制等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其今后的药用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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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戟属（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为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植
物中最大的一属，全世界有２０００余种，我国有８０余
种［１］。大戟属植物分布较为广泛，热带、亚热带、陆

地和沙漠均可生长。我国大戟属植物主要有地锦草

亚属、美洲大戟亚属、大戟亚属、一品红亚属和乳浆

大戟亚属等５个亚属［２］，主要分布于西南的横断山

区和西北的干旱地区均有分布。大戟属植物中具有

药用作用的较多，我国医药著作记载较多，从明代的

《本草纲目》至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生草药性备

要》等均有记载，在近代中医药专著《中药大辞典》

记载有３２种，《中草药汇编》（１９８７年版）记载有３７
种。２０１５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了京
大戟、月腺大戟、狼毒大戟、甘遂、地锦草、飞扬草、地

锦草、续随子等８种。中国民族医药中使用的大戟
属植物更为丰富，例如蒙医常用的麻拉干扎拉额部

苏、塔日奴、八嘎塔日奴、胡德日奈杜日吉德、砂麻杜

日吉德等均为大戟属植物。药用大戟属植物主要当

做通便、利尿药物使用。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大戟属

植物研究的不断加深，其具有的抗肿瘤、抗白血病、

抗菌、抗炎、抗病毒、抗结核等药理活性［３］和致炎、致

癌，对皮肤和口腔、胃肠道黏膜刺激性等不良反应［４］

的双重性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极大兴趣。现围

绕大戟属植物的药用概况及共有的生药学特征、显

微特征、化学成分、药理活性、质量控制进行了详述，

为其今后的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１　大戟属植物药用概况
大戟属植物种类较为多，作用广泛。据文献记

载大戟属植物有４０余种已入药，其中较为常用的有
狼毒、甘遂、千金子、京大戟、地锦草和蒙医常用品种

喜马拉雅大戟、中尼大戟等［２，５］，它们基本上性苦寒、

有毒，具有峻下逐水药用功效，一般用于通便、利尿、

治疗水肿、结核、银屑病、疥疮和无名肿毒，尤其是除

疣、抗肿瘤等［２］。见表１。
２　大戟属植物共有的生药学特征

大戟属植物为１年生、２年生或多年生草本、灌
木或乔木，植物体具乳状液汁。根圆柱状，或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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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戟属药用植物

药材名 拉丁名 药用部位 功效

京大戟 Ｅ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ｕｐｒ 根 泻水逐饮，消肿散结

狼毒大戟 ＥｐａｌｌａｓｉｉＴｕｒｃｚ 根 逐水祛痰，破积杀虫

月腺大戟 Ｅ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ａｔａＨａｙａｔａ 根 逐水散结，破积杀虫

甘遂 ＥｋａｎｓｕｉＴＮＬｉｏｕｅｘＴＰＷａｎｇ 块根 泻水逐饮，破积通便

续随子（千金子） ＥｌａｔｈｙｒｉｓＬ 种子 泻水消肿，破血消症

湖北大戟 Ｅｈｙｌｏｎｏｍ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根、茎叶 消疲，逐水，攻积，止血，止痛

地锦草 ＥＨｕｍｉｆｕｓａｅＷｉｌｌｄ 全草 清热解毒，利湿退黄，活血止血

泽漆 ＥｈｅｌｉｏｓｃｏｐｉａＬ 地上部份 利尿消肿，化痰散结，杀虫止痒

大狼毒 Ｅｎｅｍａｔｏｃｙｐｈ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根 化瘀止血，杀虫止痒

飞扬草 ＥｈｉｒｔａＬ 全草 清热解毒，利湿止痒

三朵云 ＥｅｒｙｔｈｒａｅａＨｅｍｓｌ 根 活血，通便

土瓜狼毒 ＥｐｉｎｕｓＬéｖｌ 根 舒筋活血，止痛，通便

小飞扬草（通奶草） ＥｔｈｙｍｉｆｏｌｉａＬ 根 清热利湿，收敛止痒

小狼毒 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ＢｕｃｈＨａｍ 根 利水消肿，泻下通便，湿阻中满

火殃鷚 ＥａｎｔｉｑｕｏｒｕｍＬ 鲜茎 祛风、行气

牛奶浆草 ＥｈｉｐｐｏｃｒｅｐｉｃａＨｅｍｓｌ 根 逐水消肿

毛地锦 ＥｈｕｍｉｆｕｓａＷｉｌｌｄ 全草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健脾开胃，活血止血

水黄花 Ｅｃｈｒｙｓｏｃｏｍａ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 根皮叶 泻水，清热解毒

林大戟 ＥｌｕｃｏｒｕｍＲｕｐｒ 根 逐水通便，消肿散结

乳浆草 ＥｅｓｕｌａＬ 根 利水道，消水肿，杀虫，攻虫，攻肠胃中积滞

细叶大戟 ＥｅｓｕｌａＬｖａｒｃｙｐａｒｉｓｓｏｉｄｅｓＢｏｉｓｓ 叶、茎 解毒消肿

贵州落地金钱 ＥｒｏｔｈｉａｎａＳｐｒｅｎｇ 根 泻下祛瘀

高山大戟 ＥｓｔｒａｃｈｅｙｉＢｏｉｓｓ 根 止血祛瘀，生肌止痛

银边翠 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Ｐｕｒｓｈ 全草 拔毒消肿

黄土大戟 Ｅｌｕｔｉｃｏｌ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根 活血解毒，利尿通便

绿玉树 ＥｔｉｒｕｃａｌｌｉＬ 全草 泻下，催吐，通便，驱风

虎刺梅（铁海棠） ＥｍｉｌｌｉＣｈ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 全草 排脓，解毒，逐水

窄叶大戟 ＥａｌｅｎｉｏｚｅｎｋｉｉＣｚｅｒｎｉａｅｖ 全草 拔毒消肿

准格尔大戟 ＥｓｏｏｎｇａｒｉｃａＢｏｉｓｓ 根 逐水饮，消肿散结

猫眼草 ＥｌｕｎｕｌａｔａＢｕｎｇｅ 全草 镇咳，祛痰，散结，逐水，拔毒，杀虫

斑地锦 ＥｍａｃｕｌａｔａＬ 全草 止血，清湿热，通乳

猩猩木（一品 Ｅ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Ｗｉｌｌｄ 调经止血，活血化痰，接骨消肿

红癣草 ＥｐｅｐｌｕｓＬ 全草 杀虫解毒

霸王鞭 ＥｒｏｙｌｅａｎａＢｏｉｓｓ 全草 祛风解毒，杀虫止痒

鸡肠狼毒 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ＢｕｃｈＨａｍ 根 舒筋活血，止痛，通便

喜马拉雅大戟 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ｅｎｓｉｓＢｏｉｓｓ 根 泻下，催吐，止腐

中尼大戟 Ｅ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ｋｋｉｍｅｎｓｉｓ（ＨｕｒｕｓａｗａｅｔＹＴａｎａｋａ）Ｃｈｉｎ 根 泻下，催吐，止腐

状，或具不规则块根。叶常互生或对生，少轮生，常

全缘，少分裂或具齿或不规则；叶常无叶柄，少数具

叶柄；托叶常无，少数存在或呈钻状或呈刺状。杯状

聚伞花序，外围绿色杯状的总苞，有萼状裂片４～５
片，裂片与肥厚肉质的腺体互生；内含有多数或少数

雄花，雌花１朵；雄花仅具１个雄蕊，花丝和花柄间
有关节；雌花单生于杯状花序的中央而突出于外，由

１个３心皮雌蕊组成，子房３室，每室有１个胚珠，３
个花柱，上部每个花柱再分为三叉；果实为蒴果；种

子每室１枚，常卵球状，种皮革质，深褐色或淡黄色，
具纹饰或否；胚乳丰富；子叶肥大［６７］。具乳状液汁

为本属植物一大特点［２］。

３　大戟属植物显微特征的共性
大戟属药用植物的用药部位多为根部，其根木

栓层较厚，次生皮层发达，有大量的乳汁管，韧皮部

缺乏，木质部狭窄呈辐射状，网纹导管及周围纤维。

乳汁管细胞存在于幼苗的子叶茎节部位，而在成熟

植物中则发生在木质部的髓部及茎轴皮层，叶脉中

也有发生，形状为杆状、髓状或淀粉粒状［７］。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植物的显微特征也略有

所不同，如狼毒大戟木质部内侧具多环维管组

织［８］；狼毒大戟根横切面可见多轮同心内函韧皮部

异常构造［９］；高山大戟根横切面可见异常的木内异

型维管束，其粉末中也可见异常形态的木纤维和后

·１９０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８月第１３卷第８期



壁细胞［１０］。

４　化学成分
大戟属植物化学成分的研究较为多，其主要含

有二萜类、三萜类、甾醇、黄酮、鞣质和酸类化合物等

成分。

４１　二萜类　二萜酯类成分在大戟属植物中较为
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其白色乳汁中。迄今为止，已有

２０余种碳骨架类型的３００多种大戟二萜酯被分离
鉴定，且新化合物和新碳骨架仍在被发现［１１］。目前

已被发现的二萜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类型主要包括

松香烷型（ａｂｉｅｔａｎｅｔｙｐｅ）、阿替斯烷型（ａｔｉｓａｎｅ
ｔｙｐｅ）、贝壳杉烷型（ｋａｕｒａｎｅｔｙｐｅ）、海松烷型（ｐｉｍａ
ｒａｎｅｔｙｐｅ）、异海松烷型、巴豆萜烷型（Ｔｉｇｌｉａｎｅ
ｔｙｐｅ）、巨大戟烷型 （Ｉｎｇｅｎａｎｅｔｙｐｅ）、瑞香烷型
（Ｄａｐｈａｎｅｔｙｐｅ）、千金二萜烷型（Ｌａｔｈｙｒａｎｅｔｙｐｅ）、
假白榄烷型（Ｊａｔｒｏｐｈａｎｅｔｙｐｅ）、西松烷型（ｃａｓｂａｂｅ
ｔｙｐｅ）、续随子烷型（ｌａｔｈｒａｎｅｔｙｐｅ）、曼西醇烷型
（ｍｙｒｓｉｎｏｌｔｙｐｅ）、玫瑰烷型（ｒｏｓａｎｅｔｙｐｅ）、甘青大戟
醇Ａ型（ｅｕｐｈｏｒａｃｔｉｎｅＡｔｙｐｅ）、甘青大戟醇Ｂ型（ｅｕ
ｐｈｏｒａｃｔｉｎｅＢｔｙｐｅ）、甘青大戟醇Ｃ型（ｅｕｐｈｏｒａｃｔｉｎｅＣ
ｔｙｐｅ）等［１２１３］。其中，松香烷型二萜是该属植物中的

主要二萜类化合物［１３］，也是该属中数目最多的四环

二萜类成分［１４］；千金烷型二萜是本属植物中数量最

多的大环二萜类化合物［１５］；巴豆烷型二萜是大戟属

药用植物具有中毒性、刺激性、致炎和辅助致癌作用

的重要成分之一［１４］；巨大戟烷型二萜是本属植物中

最常见的刺激成分［１６］。

４２　三萜和甾醇类　三萜类成分和甾醇类化合物
在大戟属植物中分布也较为广泛。但是由于其结构

及生理活性研究较少，没有大戟二萜类成分新颖而

独特，同时多数为已知化合物，如 ｒ大戟醇、Ａ，Ｂ大
戟甾醇、甘遂醇、大戟酮及 Ｂ谷甾醇、豆甾醇等［１２］，

故其在大戟属植物中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目前已

报道的三萜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类型主要有环阿尔

廷烷型（ｃｙｃｌｏａｒｔａｎｅｔｙｐｅ）、羊毛脂烷型（ｌａｎｏｓｔａｎｅ
ｔｙｐｅ）、大戟烷型（ｅｕｐｈａｎｅｔｙｐｅ）、甘遂烷型（ｔｉｒｕｃａｌｌ
ａｎｅｔｙｐｅ）、齐敦果烷型（ｏｌｅａｎａｎｅｔｙｐｅ）、乌苏烷型
（ｕｒｓａｎｅｔｙｐｅ）、羽扇豆烷型（ｌｕｐａｎｅｔｙｐｅ）等，其中环
阿尔廷烷型三萜是该属植物中主要的三萜成分［１３］，

也是该属植物中最多的四环三萜结构类型［１７］。

４３　黄酮和花色苷类　黄酮类化合物和花色苷类
成分主要分布在于大戟属植物的根和茎叶中。其类

型主要为黄酮类、黄酮醇类、二氢黄酮或二氢黄酮醇

类及花色素类［１８］。其中黄酮苷元主要为槲皮素、芹

菜素及木犀草素；糖部分主要有葡萄糖、鼠李糖、半

乳糖等［１５］。石心红等［１９］首次从准噶尔大戟根的氯

仿部分离得到山柰酚、槲皮素、芹菜素、鼠李素等４
种化合物；从正丁醇部分离得到槲皮苷、槲皮素３
ＯＡＤ阿拉伯糖苷、芹菜素７ＯβＤ葡萄糖苷等３
种化合物。

４５　鞣质和酸性　大戟属植物含有一定量的鞣质
和酸性成分，但含量均为不多，相关研究也甚少，仅

限于将鞣质水解后得到的没食子鞣质、鞣花鞣质及

其低聚体等可水解鞣质。鞣质水解后可得没食子

酸、逆没食子酸及鞣花酸等酸性成分［２０］。另据报

道，日本冈山大学的奥田托南等从８种大戟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１１０多个鞣质单体化合物，其中２１个新
化合物［６］。

５　药理作用
大戟属药用植物具有抗肿瘤、抗白血病、抗病

毒、抗菌、抗炎镇痛、泻下、抗生育、保肝、抗氧化等作

用。其中抗肿瘤活性已成为其研究焦点。

５１　抗肿瘤作用　大戟属植物具有抗肿瘤活性，李
忌等［２１］采用 ＭＴＴ快速比色法，以长春碱（ｖｉｎｂｌａｓ
ｔｉｎｅ）为阳性对照组，比较研究了６种从大戟属植物
中分离得到的二萜类化合物对肝癌 ＳＭＭＣ７２２１、肺
腺癌 Ｌ３４２和胃腺癌 ＭＣｃ８０３细胞生长的抑制活
性，结果发现６种二萜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强度
与其化学结构密切相关，其中 １５Ｏｂｅｎｚｏｙｌ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ｉｓｏｌａｔｈｙｒｏｌ、ｊｏｌｋｉｎｏｌＢ和 ｅｕｐｈｏｒａｃｔｉｎｅＡ的抗
肿瘤活性强于长春碱，酯酰化取代基是影响其抗肿

瘤活性强度的主要官能团。另据研究报道，狼毒大

戟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凋亡和抑制肿瘤细胞ｃｍｙｃ和
ｒａｓ基因表达［２２］，其水浸液对小鼠由白血病细胞

Ｌ６１５攻击引起的白细胞显著增高和大有显著的降
低和缓解作用［２３］；甘遂中的巨大戟萜醇（Ｉｎｇｅｎｏｌ）型
二萜酯类有显著的抗癌活性等［２４］；鸡肠狼毒中提取

的二萜酯类成分ＥｕｐｈｏｒｐｒｏｌｉｔｈｅｒｉｎＡ和 Ｅｕｐｈｏｒｐｒｏ
ｌｉｔｈｅｒｉｎＢ，对肿瘤生长有良好的抑制作用［２５］。

５２　抗白血病作用　尚溪瀛等［２６］对 Ｌ６１５白血病
小鼠注射大戟注射液进行了体内的药物实验研究，

结果显示给药组Ｌ６１５白血病小鼠的生存期明显延
长，并阻断了Ｓ期的癌细胞，表现出了良好的抗癌活
性。

５３　抗病毒作用　大戟属植物具有良好的抗病毒
活性，郑维发［２７］采用鼻吸入法，以流感病毒亚甲型

小鼠肺炎适应株ＦＭ１对小鼠造模，观察了从甘遂醇
提物中４种化合物的体内抗病毒活性，结果４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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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均显现出了一定的体内抗病毒活性，其抗病毒

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力而实现

的。Ｗａｎｇ等［２８］研究发现羽扇豆酮对 ＨＳＶ１和
ＨＳＶ２具有很强的抗病毒抑斑作用。王立岩［２９］研

究发现甘遂中的巨大戟二萜醇酯类成分对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ＨＩＶ）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５４　抗菌作用　大戟属药用植物对大肠杆菌、绿脓
杆菌、伤寒杆菌、霍乱杆菌等肠道致病菌和结核杆菌

以及对黄色毛癣菌、同心性毛癣菌等皮肤真菌均有

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陈志宝等［３０］研究发现狼毒

大戟在试管内对大肠杆菌、绿脓杆菌、志贺氏杆菌、

宋内氏痢疾杆菌、变形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

霍乱杆菌等肠道致病菌具有完全抑制作用。月腺大

戟根的乙醇提取物所含的西松烷型二萜酯月腺大戟

素Ａ具有抗菌活性［７］；小叶地锦、通乳草对大肠杆

菌、痢疾杆菌有较强抗菌作用，斑地锦草、通乳草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显著抗菌作用［３１］；月腺大戟根部

丙酮提取物对小麦赤霉病病菌、油菜菌核病病菌、棉

花黄萎病病菌、苹果炭疽病病菌、甜瓜蔓枯病病菌均

有明显的抑菌作用［３２］。

５５　抗炎镇痛作用　大戟属植物具有较强的抗炎
活性和镇痛作用。观察大戟石油醚提取液对角叉菜

胶、甲醛、佐剂、乙醛等不同因素诱导的炎性渗出的

影响发现，大戟石油醚提取液角叉菜胶引起的足肿、

佐剂引起的关节炎、甲醛引起的关节炎、角叉菜胶引

起的胸膜炎、乙酸诱导的血管通透性的增强均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３３］。从Ｅｈｉｒｔａ地上部分分离得到的
三萜和甾醇类化合物对佛波酯诱发的鼠耳朵炎性反

应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７］。另据报道，狼毒大戟煎

剂对电击小鼠尾法及热板法所致的疼痛均有良好的

镇痛作用［１２］。

５６　其他作用　大戟属药用植物大部分均有较强
的泻下、促进生长因子、止泻、保肝作用［１２］。地锦草

提取物能明显提高小鼠血液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
活性，显现较强的抗自由基活性，并能降低丙二醛

（ＭＤＡ）含量，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作用［３４］。

６　质量控制研究
大戟属植物的质量控制研究并不多，集中在京

大戟［３５］、狼毒［３６，３８］、甘遂［３８３９］、千金子［４０］、地锦

草［４１４３］的含量测定方面。主要是通过直接测定法、

酸水解测定法、氧化还原后测定法等进行前处理后

采用薄层扫描法（ＴＬＣＳ）［４４］、可见分光光度法
（ＶＩＳ）［４５４６］、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４７４８］、毛细管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ＧＣＭＳ）［４９］、液相色谱质谱

联用法（ＬＣＭＳ）［５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ＩＣＰＭＳ）［５１］等进行分离和检测。其中最常用的为
高效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熊爽等［５２］对月腺大戟根

中的２种主要三萜类成分β香树脂醇乙酸酯（化合
物Ⅰ）和２４亚甲基环阿尔廷醇（化合物Ⅱ）进行含
量测定。结果化合物Ⅰ和Ⅱ进样量均在０１～５０
μｇ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均在０９９９８
以上（ｎ＝６）；平均回收率（ｎ＝６）分别为９９３％和
９６９％，ＲＳＤ分别为１９％和０８６％。贺金华等［５３］

研究发现叶大戟草中山柰酚和槲皮素的浓度分别在

５２～１５６０μｇ／ｍＬ和３１～９２１μｇ／ｍＬ范围内与
各自峰面积积分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ｒ分别为
０９９９９、０９９９７）；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试验的
ＲＳＤ均＜３％；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１０１７３％和
１０１３９％，ＲＳＤ分别 １２７％和 １５９％（ｎ均为 ６）。
王灿坚等［５４］采用 ＨＰＬＣ定量分析方法测定狼毒药
材中狼毒乙素和岩大戟内酯 Ｂ含量，结果狼毒乙素
线性范围为０００５～０８６３μｇ（ｒ＝０９９９９），平均回
收率为９６４％（ＲＳＤ＝１４％，ｎ＝６）；岩大戟内酯Ｂ线
性范围为０００３～０４９６μｇ（ｒ＝０９９９９），平均回收率
为９６０％（ＲＳＤ＝２１％，ｎ＝６）。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戟属药用植物的现代研

究主要集中在其抗肿瘤、抗白血病的化学成分及药

理药效方面，从传统中医、蒙医主要功效角度分析较

少。在传统中医、蒙医中多数大戟属植物主要用于

善涤脏腑之水邪，将其列为峻下逐水药，可用于通

便、利尿，治疗水肿、结核等［１２］。该属植物中医、蒙

医中的活性成分到底是哪一个？目前所供认的其刺

激性成分是真的其泻下功效的物质基础吗？这些问

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大戟属植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资

源丰富。目前大戟属植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萜类

成分和抗肿瘤活性上。大戟属植物主要含有萜类、

黄酮类、鞣质类等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白血病、抗病

毒、抗菌、抗炎镇痛、泻下、抗生育、保肝、抗氧化等活

性。其二萜类和三萜类成分普遍具有抗癌、抗菌活

性，具有很大的研究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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