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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外来植物药穗花牡荆（Ｖｉｔｅｘ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Ｌ）的科学研究文献，结合中医药理论探讨穗花牡荆的中药药性，
为穗花牡荆在我国的研究、配伍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选取中国知网、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ＳＣＩ）和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数据库并查阅穗花牡荆相关文献，筛选设计合理、信度较高、结论可靠的科学研究文献，以４６篇临床研究文
献为依据，１２６篇化学成分、药理研究文献为佐证，结合中医理论探讨穗花牡荆的中药药性。结果：初步推断穗花牡荆的中
药药性为辛、甘，微寒，归肝、肾经；功能主治为疏肝解郁、填精益髓、强筋健骨，用于经前期综合征之烦躁易怒、乳房胀痛、

头痛等，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折愈合。结论：概括归纳穗花牡荆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赋予穗花牡荆明确的

中药药性，为穗花牡荆与中药的配伍及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穗花牡荆；中药药性；临床研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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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花牡荆别名贞洁梅、贞洁树、和尚辣椒，为马
鞭草科牡荆属小型落叶灌木植物，原产于温带或亚

热带地区，包括亚洲的中部，欧洲南部及地中海地区

等，特别是土耳其南部地区有着丰富的穗花牡荆资

源，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引种，如江苏、上海等地。

穗花牡荆果实为棕褐色，形状似黑胡椒子，有辛辣香

味，在一些地区被用做调料。其应用历史悠久，在埃

及、希腊及罗马时期，就已将贞洁梅应用于妇产科疾

病。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穗花牡荆在美国、德国、日

本等国家也广泛用于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经前期焦

虑症、月经不调、闭经、乳房疼痛及生育功能障碍等

疾病。

我国没有穗花牡荆用于治疗疾病的历史，目前

穗花牡荆医药的研究也很少，同时因其没有明确的

中药药性、功效及中医临床适用标准，阻碍了穗花牡

荆在中医药方面的发展。因此，在中医药理论指导

下，赋予其明确的中药药性、功效对其开发、利用及

与传统中药的配伍使用尤为重要。我们以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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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所提出的研究外来药物的思路与方法为指导，

通过总结分析穗花牡荆的应用历史，现代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临床应用研究，结合中医药理论归纳总结

穗花牡荆的中药药性、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赋予穗

花牡荆中药药性，为穗花牡荆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的正确应用、合理配伍、科学引导、有序开发奠定理

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选取中国知网、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核心合集（ＳＣＩ）和 ＰｕｂＭｅｄ文献数据库并进
行检索，检索文献时间段为自建库之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

１２　检索策略　中国知网以高级检方式，以其中文
名“穗花牡荆”为主题词进行检索；ＳＣＩ及ＰｕｂＭｅｄ文
献数据库以穗花牡荆拉丁名“Ｖｉｔｅｘ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Ｌ”、
英文名其及别名“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ｆｒｕｉｔ”
“Ｃｈａｓｔｅｂｅｒｒｙ”“Ｃｈａｓｔｅｔｒｅｅ”和“Ｍｏｎｋ′ｓｐｅｐｐｅｒ”为主
题词进行检索。

１３　纳入标准　纳入以穗花牡荆的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和生物活性、临床研究及安全性评价为主题的

相关文献。

１４　排除标准　１）文中涉及阿萨伊等词语但与阿
萨伊研究内容无关的文献；２）重复文献，以最早发表
为准；３）文章信息不全的文献；４）中文、英文以外其
他语言文献。

１５　数据库的建立与数据库的规范
１５１　数据库的建立　将从“中国知网”、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Ｐｕｂｍｅｄ中所检索到的文献按数据来源分
类批量导入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参考文献管理软件中，
对其进行筛选和管理。

１５２　数据库的规范　文献以题录数据形式批量
导入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３２参考文献管理软件中，以“题目
类型，作者，年份，标题”为字段查找指定数据库中的

重复文献，并删除重复文献。后通阅读题目、摘要的

方法筛选出与临床应用、药理作用、化学成分、生物

活性和安全性评价相关的文献。最后通过阅读所筛

选出来文献的全文来确定最终将要纳入文献。

２　结果
２１　穗花牡荆的应用历史　据文献记载，早在２５００
年前，穗花牡荆果实就被用于治疗妇科疾病，如痛

经、月经不调等，并传说其常用于牧师和教士，以减

少其性欲。此外自古希腊以来其果实就一直被用做

妇女保健植物药。在土耳其，居民用穗花牡荆叶子

来治疗腹痛［２］，果实被用于利尿，驱风，镇静，而花、

叶和根茎用于治疗月经周期紊乱；在巴西，穗花牡荆

被用于宗教仪式典礼及公园观赏性植物，其嫩枝与

果实也用于治疗胃痛、头痛和梅毒等；在伊朗民间，

穗花牡荆被用来治疗乳汁不畅、惊厥、癫痫、便秘等。

随着国外学者对穗花牡荆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发

现穗花牡荆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对女性疾病有很好

的疗效，德国也于１９９２年将穗花牡荆果实提取物批
准用于治疗月经不调、经前期综合征和乳腺痛［３］，同

时穗花牡荆果实也被载入欧洲药典，使其有明确的

药用标准。

２２　穗花牡荆的化学成分　穗花牡荆含有众多具
有生物活性的化学成分。紫花牡荆素是穗花牡荆的

主要化学成分和标志性成分，在《欧洲药典》中规

定，穗花牡荆果实中紫花牡荆素的含量不低于

０８％，可发挥纵多生物活性，如抗炎、抗肿瘤、抑制
催乳素分泌等。穗花牡荆中还含有丰富的挥发油成

分，主要包括桉树脑、桃金娘烯醇、蒎烯、香桧烯、法

呢烯、牛儿烯、石竹烯和 α乙酸松油酯等［４］；黄酮

类，如芹菜素、木犀草素、山柰酚３Ｏ芸香糖苷、异木
犀草素６ｃ（２Ｏ反式咖啡基）葡萄糖苷、牡荆黄素
和异东方蓼黄素等；酚酸类，如羟基苯甲酸、３，４二
羟基苯甲酸等［５］。此外还含有类胡萝卜素、绿原酸、

异绿原酸等，具有抗氧化作用。

２３　穗花牡荆的临床应用　穗花牡荆是欧洲的常
用草药之一，其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已得到了美国、德

国、日本等国家的认可，目前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也

将穗花牡荆提取物制剂如Ｚｅ４４０、ＢＮＯ１０９５等用于治
疗经前期综合征、乳房疼痛、高催乳素血及骨折等。

各临床应用文献数及分布见图１。

图１　穗花牡荆临床研究文献统计

　　经前期综合征：穗花牡荆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
经前期综合征（Ｐ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ＭＳ），Ｍｏ
ｍｏｅｄａ等［６］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Ｐｒｅｆｅｍｉｎ（Ａ（Ｒ））（含
穗花牡荆提取物２０ｍｇ）可缓解ＰＭＳ的烦躁不安，情
绪低落，愤怒，头痛，腹胀，乳房胀满，皮肤病，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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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睡和失眠等１０种疾病症状。Ｈｅ等［７］通过前瞻性

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证实ＢＮＯ１０９５（每片含穗
花牡荆果实生药４０ｍｇ）可缓解中、重度经前期综合
征，经前焦虑。

乳房疼痛：Ｍｉｒｇｈａｆｏｕｒｖａｎｄ等［８］临床研究发现穗

花牡荆片剂对周期性乳房疼痛有明显缓解作用。此

外，相关临床试验表明穗花牡荆对女性不孕症和高

催乳素血证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骨折：Ｅｆｔｅｋｈａｒｉ等［９］对６４名２０～４５岁的长骨
骨折女性进行为期８周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
验，研究发现穗花牡荆提取物与镁剂合用可升高血

清骨钙蛋白、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促进骨痂

形成，表明穗花牡荆与镁剂合用可促进骨折的愈合。

２４　穗花牡荆的药理作用　穗花牡荆具有抗氧化、
抗癌、免疫调节、抗菌、抗炎、杀虫、保肝和骨保护作

用、肾保护作用、胰腺保护作用及降糖等多方面的药

理作用。各药理作用文献数及分布见图２。

图２　穗花牡荆药理作用文献统计

抗氧化作用：Ａｈａｎｇａｒｐｏｕｒ等［１０］研究发现穗花牡荆果

实提取物可降低小鼠血清ＭＤＡ含量，增强超氧化物
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活性，延缓衰老。
穗花牡荆可改善肝脏的氧化还原状态，有一定的保

肝作用。Ｍｏｒｅｎｏ等［１１］研究发现穗花牡荆提取物可

恢复部分抗氧化酶活性，降低线粒体过氧化氢产量。

Ａｓｌａｎｔｕｒｋ等［１２］研究发现穗花牡荆果实甲醇提取物

和水提取物具有较强的自由基清除能力。

细胞毒性作用（抗癌作用）：体外实验研究表

明，穗花牡荆提取物可通过抑制癌细胞 ＤＮＡ的复制
发挥细胞毒作用［１３］。另有研究表明穗花牡荆对白

血病细胞的细胞毒性水平与其分化程度有关，分化

程度越低，越容易受影响［１４］；Ｚｈｅｌｅｖ等［４］发现穗花

牡荆对宫颈腺癌细胞ＨｅＬａ的细胞毒作用较强，可作
为一种宫颈癌化疗剂。Ｋｉｋｕｃｈｉ等［１５］发现穗花牡荆

提取物可上调细胞内 ＡＴＰ水平激活 Ｐ３８ＭＡＰＫ通
路，导致组蛋白Ｈ３磷酸化，参与肿瘤细胞的凋亡。

抗菌作用：Ａｈｍａｄ等［１６］发现穗花牡荆甲醇提取

物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具有良好的

抑制作用。Ｅｒｙｉｇｉｔ，Ｔ等［１７］则研究了其对粪肠球菌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２的抗菌活性。Ａｚｉｚｕｄｄｉｎ等［１８］发现穗花

牡荆的有效成分—紫花牡荆素对许兰（氏）毛菌、黑

曲霉、西米（氏）发癣菌、尖孢镰刀菌均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１，８桉树脑和 α蒎烯对黑曲霉的抗菌活
性。ＳｔｏｊｋｏｖｉｃＤｅｊａｎ等［１９］发现穗花牡荆化学成分１，
８桉树脑和α蒎烯对黑曲霉的抗菌活性。

调节内分泌：研究发现穗花牡荆可作用于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和下丘脑垂
体肾上腺轴影响机体的中枢内分泌调节效应［２０２１］。

ＩｇｎｊａｔｏｖｉｃＤ等［２２］发现穗花牡荆精油可以降低大鼠

活动性，降低垂体催乳素的分泌。Ｉｂｒａｈｉｍ等［２３］研究

发现，穗花牡荆可促进总雌激素和孕酮的分泌，增加

子宫重量。

抗炎作用：体外实验研究表明，紫花牡荆素可通

过激活 ＰＫＣＮＦＫＢ通路抑制炎性反应递质 ＩＬ１０和
ＴＮＦα的表达，从而抑制脂多糖诱导的成纤维样细
胞滑膜细胞炎性反应的发生发展［２４］。Ｌｅｅ等［２５］研

究表明，紫花牡荆素可减少急性肺炎性反应小鼠的

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炎性反应递质和

趋化因子水平，减少炎性细胞浸润。

骨保护作用：Ｐａｎｔｅｌｉｃ等［２６］研究发现穗花牡荆

精油可刺激甲状腺 Ｃ细胞分泌降钙素，使骨骼释放
钙减少，促进骨骼吸收血浆中的钙。Ｓｅｈｍｉｓｃｈ等［２７］

研究发现，穗花牡荆可减少骨皮质损失，保护骨小

梁。ＯｚｔüｒｋＡ等［２８］研究发现，穗花牡荆提取物可促

进新西兰白兔胫骨骨折的愈合。

肾保护作用：Ｏｒｏｏｊａｎ等［２９］研究发现穗花牡荆可

通过回调血尿素氮（ＢＵＮ）、肌酐（Ｃｒ）的水平，改善
肾脏细胞形状而发挥肾保护作用。

３　讨论
３１　穗花牡荆的功能主治与归经

中药的功能主治即指其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归

经指药物对机体某些脏腑经络特殊的选择性作用，

因而对这些部位及与之相关的病症有主要或特殊的

治疗作用，指明了药物适应范围和药效所在，中药的

功能主治与归经有着内在联系。

３１１　穗花牡荆能疏肝解郁用于肝郁气滞证　穗
花牡荆可缓解经前期综合征，用于减轻经前期烦躁

易怒、精神抑郁、情绪淡漠、乳房胀痛等多种症状。

中医学认为，经前期综合征的形成与经血注入冲任

血海及全身阴血不足，气机郁滞不行而导致的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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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叶天士在

《临证指南》中提出“女子以肝为先天”，女性常表现

出肝气有余，肝阴肝血不足的生理病理特点，而肝以

血为本、以气为用，若肝血不足，导致气血不能通畅，

肝气不能调达，气机郁滞，肝失疏泄，进而引起月经

前乳房胀痛、头痛、烦躁易怒等症状，其病变部位在

肝，穗花牡荆作为治疗经前期综合征药物之一，可缓

解其易怒，情绪改变，愤怒等症状，具有疏肝行气解

郁的作用，用于肝气瘀滞所引起的情志不畅，乳房胀

痛，头痛等。

３１２　穗花牡荆能补肾益精、强筋健骨治疗骨质疏
松、骨折　穗花牡荆能使骨骼释放钙减少，促进骨骼
吸收血浆中的钙，减少骨皮质损失，保护骨小梁，从

而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折的愈合。骨质疏松症是

以正常矿化骨单位容积、密度、骨量减少，骨微结构

退化为特征，骨的脆性增高及骨折危险性增大的一

种全身性骨病；在中医属“骨痿”“骨枯”等范畴。肾

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骨骼依赖于骨髓的滋养，骨

髓又为肾中精气所化生，肾中精气的盛衰决定着骨

骼生长发育的强健与衰弱，若肾精亏虚则骨骼失养

而痿弱无力，出现骨髓空虚，骨骼脆弱而发生骨质疏

松症，出现腰背酸痛、膝软等临床症状。又肾主藏

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与女性的天癸关系密切，肾

脏功能失调，冲任亏虚，精血不足，易导致女性在月

经前期出现各种病理状态。因此，骨骼疾病与女性

月经病的主要病变部位在肾。“肾精不足、髓减骨

痿”是骨质疏松症的主要病机，此外，骨折愈合的快

慢也与肾中精气是否充足有关，肾中精气充足则可

化髓充骨，促进骨折愈合。临床试验表明穗花牡荆

可促进长骨骨折的愈合。药理研究表明，穗花牡荆

可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折愈合，因此穗花牡荆可填

精益髓、强筋壮骨而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折的愈

合。

综上所述，穗花牡荆具有疏肝行气解郁、填精益

髓、强筋壮骨的作用；归肝、肾经。

３２　穗花牡荆的性味
３２１　穗花牡荆的味　中药有五味，指药物有酸、
苦、甘、辛、咸５种最基本的滋味。五味即指口尝之
味，又指药物作用于人体后获得的治疗效果。因此，

五味是药物味道的真实反映和药物作用的高度概

括。

辛味：据记载，穗花牡荆果实形状似黑胡椒子，

有辛辣香味，在一些地区被用做调料。辛能散能行，

具有走窜的特点，穗花牡荆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用于

缓解急躁易怒、气机郁滞、心情不畅等症状，具有行

气、疏肝、解郁的作用，因此具有辛味，这与口尝之辛

味刚好相吻合。

甘味：甘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诸药，缓急止痛

的作用。临床试验表明，穗花牡荆可用于治疗经前

期乳房胀痛、头痛，此外民间应用中也常将穗花牡荆

用于治疗痛经和腹痛，穗花牡荆具有缓急止痛的效

果，表明穗花牡荆具有甘味。

３２２　穗花牡荆的性（气）　中药有四性，即寒、热、
温、凉４种不同的属性，又称为四气，反映了药物对
人体阴阳盛衰及寒热变化的作用倾向，是对药物治

疗寒热病证作用的概括。药物的寒热温凉是药物作

用于人体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和所获得的不同疗效所

总结出来的，它与所治疗疾病的性质是相对而言的，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一般而言，能够消除

或减轻热症的药物性属寒凉，如蔓荆子、薄荷等；能

够消除或减轻寒症的药物为温性或热性，如吴茱萸、

香附等。临床实验表明，穗花牡荆是治疗经前期综

合征的有效药物之一，经前期综合征以经前期的急

躁易怒，烦躁不安，心神不宁、乳房疼痛等表现为主，

主要因阴血不足，阴虚火旺，虚火内扰心神所致，根

据“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的基本治疗原则，穗花牡

荆药性应属寒凉。此外，动物实验表明，穗花牡荆对

炎性反应具有很好疗效，且具有降糖降脂的作用，炎

性反应以红、肿、热、痛为主要表现，属中医热证范

畴，消渴多与阴虚内热相关，进一步说明穗花牡荆用

于治疗热证，药性应属寒凉。因穗花牡荆提取物在

日本、欧洲等国家已被用作保健品原料，其药性应较

为缓和，总之，将穗花牡荆药性暂定为微寒。

３３　穗花牡荆的用法用量　穗花牡荆的使用部位
在不同的文献中有记载为花、果实、嫩枝和叶子，但

以穗花牡荆果实使用最多，且《欧洲药典》中记载的

穗花牡荆药用部位为果实，故暂定其药用部位为干

燥成熟的果实，用法为内服，具体可考虑制成提取物

口服，或研磨成粉冲服。ｖａｎＤｉｅＭＤ等［３０］研究穗花

牡荆果实提取物（相当于生药１０ｇ）对晚期围绝经
期妇女焦虑等症状的治疗作用，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焦虑不安、烦躁等症状明显缓解，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Ｓｃｈｅｌｌｅｎｂｅｒｇ等［３１］设置３个剂量组８ｍｇ、２０ｍｇ、
３０ｍｇ和安慰剂组研究穗花牡荆提取物 Ｚｅ４４０（２０
ｍｇＺｅ４４０相当于１８０ｍｇ穗花牡荆生药）对经前期综
合征患者的治疗作用，结果显示２０ｍｇ／ｄ剂量组能
够减轻经前期烦躁等症状且效果最好，因此穗花牡

荆提取物Ｚｅ４４０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的最佳剂量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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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ｄ，相当于生药１８０ｍｇ／ｄ。ＭａＬ等［３２］研究 ＢＮＯ
１９５０（每相当于穗花牡荆生药４０ｍｇ）对经前期综合
征的治疗作用，通过对乳房疼痛、头痛、情绪低下、愤

怒、焦虑等１７项症状的观察对其疗效进行评估，观
察组 １７项症状评分下降的百分比从 ８０１％～
９２４６％，且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总之，穗花牡
荆生药的用量为每天４０～１０００ｍｇ。
３４　穗花牡荆基原和中药性能总结　穗花牡荆果
实（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ｆｒｕｉｔ）为马鞭草科牡荆属植物穗花
牡荆ＶｉｔｅｘａｇｎｕｓｃａｓｔｕｓＬ干燥成熟的果实，果实大小
为直径约５ｍｍ圆球形，成深棕色至黑色。

【性味归经】辛、甘，微寒；归肝、肾经。

【功能主治】疏肝解郁，补肾益精，强筋壮骨。

用于肝郁气滞，情志不畅，抑郁烦躁，乳房胀痛，头痛

等，亦可用于筋骨萎软，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折愈

合。

【用法用量】每天生药用量为００４～１ｇ，制成提
取物服用。

近年来，国外效果显著的药用植物逐渐受到了

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相关学者通过研究推导并验证

了南美植物药阿萨伊、玛咖的中药药性［３３３４］。穗花

牡荆作为一种治疗经前期综合征的重要草药，不但

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同时也已经得到了日本、美

国、德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认可。随着对穗花

牡荆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有一批含穗花牡荆提取

物的保健品及药物上市，如 Ｐｒｅｆｅｍｉｎ（Ａ（Ｒ））、Ｚｅ
４４０、ＢＮＯ１０９５、ＥｌｌｅＮ（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Ｂｌｅｎｄ等，药理实
验和临床试验也证实穗花牡荆对女性疾病有着独特

的疗效，用于治疗妇科病及经前期综合征等，说明其

有着巨大的开发市场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我国对

穗花牡荆的研究及应用均很少，缺乏对其药用价值

的开发。对穗花牡荆种植、应用、化学成分分析及生

物活性的研究，尤其是把穗花牡荆“中药化”并赋予

其中药药性，对于穗花牡荆的进一步研究、恰当配

伍、合理应用，以及对于探索外来植物药的研究方法

和规律，扩大中药来源，增加临床用药方法意义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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