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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川射干为２００５年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川产道地药材，是治疗咽喉肿痛的常用中药。近年来随着川射干
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的中药新药的上市，使其受到了研究学者及诸多医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川射干的基

源考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药代动力学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全面总结并分析川射干的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应用，以期为

该药材的进一步研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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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射干为鸢尾科植物鸢尾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
的干燥根茎，苦、寒，归肺经，具有清热解毒、祛痰利

咽的功效，用于热毒痰火郁结，咽喉肿痛、痰涎壅盛、

咳嗽气喘等症状，于２００５年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属川产道地药材。现将近年来对川射干的

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应用情况加以总结分析，以期

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支持。

１　生药学研究
１１　基源研究　鸢尾科射干类药材始载于《神龙本
草经》，被称为“治疗喉痹咽痛之要药”。鸢尾科品

种外观形状略为相似的有３个种：一个是鸢尾科鸢

尾属植物射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ＤＣ，一个是
鸢尾科鸢尾属白花射干 Ｉｒ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一个是
鸢尾科植物鸢尾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以上３种植物
虽为同科，性味较接近，但为不同种［１］。在《中国植

物志》中，鸢尾科共分１１属，其中鸢尾属（Ｉｒｉｓ）又包
括６个亚属：无附属物亚属、琴瓣鸢尾亚属、尼泊尔
鸢尾亚属、野鸢尾亚属、鸡冠状附属物亚属、须毛状

附属物亚属。

川射干是２００５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
部）新增药材之一，是鸢尾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ｘｉｍ的干
燥根茎，在民间常被当作射干应用［２］。射干于１９９０

·００２·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０，Ｖｏｌ．１５，Ｎｏ．２



年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载入，为鸢尾科植物

射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ＤＣ的干燥根茎。两
者为同科不同属植物，需要从性味、归经、功效、主治

等方面对其不同性加以区别。目前已有的川射干中

药材标准有《四川省中药材标准（１９８７年版）》，川射
干中药饮片包括《贵州省中药饮片炮制标准（２００５
年版）》《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标准（２０１０年版）》
《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标准（２００８年版）》《陕西省
中药饮片标准第二册》《重庆市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２００６年版）》等。由四川大学、四川省食品药品检
验所牵头的“川产道地药材川射干的标准化研究”

在对川射干基源、名称、原植物、产地分布、采收加工

及应用历史与现状进行文献调研与考察的基础上，

开展了川射干与药典所载射干的显微鉴别、色谱鉴

别、含量测定等分析比较研究，发现川射干与药典载

射干存在显著差异。其薄层色谱显现出药典载射干

没有的特异性亮绿色荧光斑点，川射干中射干苷的

平均含量高达４６％，在此基础上，侯世祥教授带领
团队制订并完善了川射干药材质量标准，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５年版川射干的收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１２　道地性考证　川射干在１９８７版《四川省中药
材标准》中被正式载入：“经研究，鸢尾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
Ｍａｚｉｍ和射干（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ＤＣ）的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相似，且在我省作为射干使用的

历史较长，故收入本标准，以‘川射干’为正名，鸢尾

为副名”［３］。经专家考证，射干的名称及含义变化经

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元代以前一直与鸢尾分开分别

药用，但各个时期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而元代以

后，射干与鸢尾不再完全划分，但在这一时期，药用

射干均为紫花，即鸢尾。正所谓“陶弘景曰射干和鸢

尾是一种；苏恭陈藏器曰紫花者是鸢尾，红花者是射

干；苏颂曰花红黄者是射干，白花者亦其类；朱震亨

曰紫花者是射干，红花者非，各执一说，何以凭

依？”［４］。现代研究表明，利用内部简单重复序列ＩＳ
ＳＲ标记仅能用于射干与其混伪品间的分子鉴定，而
采用目标起始密码子多态性 ＳＣｏＴ分子标记技术能
稳定、快速、准确的用于射干、川射干药材的分子鉴

定［５］。更有学者利用流式细胞仪碘化丙啶（Ｐｒｏｐｉｄｉ
ｕｍＩｏｄｉｄｅ，ＰＩ）染色法分别测定鸢尾、射干和巴西鸢
尾新鲜叶片核悬液的荧光吸收强度以估算３种鸢尾
科植物基因组的大小，以期为药材的鉴定提供科学

依据［６］。

１３　生产区划　全世界约有鸢尾属植物３００种，分

布于北温带。鸢尾生于海拔５００～３５００ｍ向阳坡
地、林缘及水边湿地，我国约产６０种、１３变种及５变
型，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南、华中等地

区。全世界有射干２种，分布于亚洲东部［７］。川射

干药材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胡平等［８］对川射干野

生资源的分布、生态环境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

四川省成都、中江、井研、甘洛、越西、宝兴、安县、青

川、茂县、宣汉等地均有分布。而在该文研究的几个

产地中，井研的川射干单株块茎最重（１９６８ｇ），其
长、宽、厚均具有明显优势，可考虑作为最佳的产地

或种源。

图１　鸢尾（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ｕｍＭａｚｉｍ）
　　注：图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

图２　川射干（Ｃｈｕａｎｓｈｅｇａｎ，ＩＲＩＤ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ＩＲＨＩＺＯＭＡ）
　　注：图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１５版）

２　化学成分
川射干所含化学成分主要包括异黄酮类化合物

及其糖苷，黄酮类化合物及其糖苷，苯醌类化合物，

三萜类化合物及其皂苷等［９１０］。其中，鸢尾属植物

的特征性化学成分为异黄酮类化合物。结构见

图３。
２１　异黄酮类化合物　异黄酮类化合物为川射干
的主要活性成分。研究人员先后从川射干中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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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苷（也称射干苷，Ｔｅｃｔｏｒｉｄｉｎ）、鸢尾苷元（也称鸢
尾黄素，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白射干素（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ｉｔｉｎ）、野鸢
尾苷（Ｉｒｉｄｉｎ）、野鸢尾黄素（Ｉｒｉｇｅｎｉｎ）、次野鸢尾黄素
（Ｉｒｉｓｆｌｏｒｅｎｔｉｎ）、（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德鸢尾素（Ｉｒｉｌｏｎｅ）、染
料木素、鸢尾新苷 Ａ（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ｉｎＡ）、鸢尾甲黄素 Ａ
（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Ａ）、鸢尾新苷 Ｂ（ＩｒｉｓｔｅｃｔｏｒｉｎＢ）、二
甲基鸢尾苷元（ＤｉｍＥｔｈｙ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二氢山柰甲
黄素（Ｄｉｈｙｄｒｏ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ｉｄｅ）和鸢尾苷元７Ｏ葡萄糖
４Ｏ葡萄糖苷（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７ＯＢ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４′Ｏβ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甲基鸢尾苷元（ＤｉｍＥｔｈｙ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
５，７，４′三羟基６，３′二甲氧基异黄酮（５，７，４′Ｔｒｉｈｙ
ｄｒｏｘｙ６，３′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ｉｓｏｆｌｖｏｎｅ）等 异 黄 酮 化 合
物［１１１４］。

图３　异黄酮类成分化学结构式
　　注：Ｒ代表Ｈ、ＯＨ、ＯＣＨ３、Ｏｇｌｃ等取代基团

　　杨勇勋等［１５］采用大孔吸附树脂———酸水解法

制备川射干总异黄酮苷元，制备的总异黄酮苷元的

含量在５９％～６３％之间。通过测定川射干中７个异
黄酮成分含量，发现射干苷含量最高３５～５２ｍｇ／ｇ，
鸢尾苷元次之６～２４ｍｇ／ｇ，成分含量根据样品产地
不同而不同［１６］，陈帅等［１０］建立的川射干ＨＰＬＣ含量
测定方法可用于川射干的质量控制，聚类分析方法

也可为该种属植物的种植、栽培和质量评价提供科

学依据。Ｗｕ等［１７］利用 ＡＢ８树脂柱色谱分离川射
干粗提物中总黄酮类成分由传统分离方法的

１０６０％提高到５４２０％，随后结合 ＰｒｅｐＨＰＬＣ纯化
分离得到的６种异黄酮类成分———鸢尾苷、鸢尾甲
苷Ｂ、鸢尾甲苷Ａ、鸢尾黄素、鸢尾甲黄素 Ａ、鸢尾甲
黄素 Ｂ（纯度分别为 ９９８％，９８２％，８２２％，
９９６％，９２５％，９５８％）。
２２　黄酮类化合物　川射干中可分离到的黄酮类
化合物主要有茶叶花宁（Ａｐｏｃｙｎｉｎ）、鼠李柠檬素
（Ｒｈａｍｎｏｃｉｔｒｉｎ），染料木素（Ｇｅｒｉｓｔｅｉｎ），鼠李秦素
（Ｒｈａｍｎａｚｉｎ）、ＫａｎｚａｋｉｆｌａＶｏｎｅ２，二氢山柰甲黄素、
二茶叶花宁［１４］等。粗毛豚草素（Ｈｉｓｐｉｄｕｌｉｎ），黄酮醇
类有异鼠李素（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３′Ｏ甲基鼠李素（Ｒｈ
ａｍｎａｚｉｎ）。
２３　挥发油成分苯醌类化合物　川射干中可提取
到的挥发油成分主要有［１８］十四酸（ＭｙｒｉｓｔｉｃＡｃｉｄ）、

十四酸甲酯（ＩｒｉｓｑｕｉＮｏｎｅ），射干醌（Ｂｅｌａｍｃａｎｄａｑｕｉ
ｎｏｎｅ）、鸢尾烯（Ｔｅｔｒ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５庚基二氢２
（３Ｈ）呋喃酮［５Ｈｅｐｔｙｌｄｉｈｙｄｒｏ２（３Ｈ）Ｆｕｒａｎｏｎｅ］、６
庚基四氢２Ｈ吡喃２酮（６Ｈｅｐｔｙｌ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２ＨＰｙ
ｒａｎ２Ｏｎｅ）、二十一烷（Ｈｅｎｅｉｃｏｓａｎｅ）、３羟基苯甲醛
肟（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Ｂｅｎｆｒｏｍｏｘｉｎｅ）。此外还有正丁基β
Ｄ吡喃果糖苷（ＮＢｕｔｙｌβＤＦｒｕ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草夹
竹桃苷（Ａｎｄｒｏｓｉｎ）、胡萝卜苷（Ｄａｕｃｏｓｔｅｒｏｌ）、β谷甾
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和点地梅双糖苷（Ｔｅｃｔｏｒｕｓｉｄｅ）。

图４　黄酮类成分化学结构式
　　注：Ｒ代表Ｈ、ＯＨ、ＯＣＨ３、Ｏｇｌｃ等取代基团

２４　其他成分　除异黄酮类、黄酮类化合物及挥发
油外，川射干还含有三萜类化合物：二环三萜类化合

物和鸢尾型的脂肪酸酯，豆甾醇等。近年来从川射

干中分离出一系列结构复杂的新骨架鸢尾醛型三

萜，结构见图５，而且这类三萜成分仅在鸢尾科植物
中发现［１９２２］。

图５　鸢尾醛型三萜类化合物化学结构

３　药理研究
药理研究表明，川射干总黄酮具有镇咳祛痰、解

热止痛、抗炎、抗菌、抗病毒等作用，是川射干的有效

部位。川射干乙醇提取物具有抗炎、抗肿瘤、抗氧

化、降血脂，清除自由基和雌激素样作用；鸢尾苷是

川射干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也是川射干质量控制的

指标之一，其具有抗炎、雌激素样作用、保肝、抗氧化

等活性［２３］。川射干中的其他有效成分还具有抗炎、

抗氧化、抗肿瘤、神经保护等作用。

３１　镇咳祛痰作用　吴泽芳等［２４］研究发现，鸢尾

醇提物（小鼠２５ｍｇ／ｋｇ，大鼠１５ｇ／ｋｇ）灌胃给药，对
动物炎性反应早期和炎性反应晚期均有明显抑制作

用，同时对小鼠有明显的祛痰作用。此外，还能明显

抑制巴豆油所致的炎性渗出和增生，同时显著增加

小鼠呼吸道排痰量。刘亚灵等［２５］用川射干提取的

有效部位制成的胶囊（１０、０５、０２５ｇ／ｋｇ），分别灌
胃小鼠和豚鼠３ｄ，并统计小鼠和豚鼠的咳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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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川射干有效部位能显著抑制浓氨水诱导的

小鼠和枸橼酸诱导的豚鼠咳嗽反应。

３２　解热止痛抗炎作用　异黄酮类成分鸢尾苷、鸢
尾黄素均能抑制腹膜巨噬细胞中环氧合酶２（ＣＯＸ
２）的诱导，从而抑制前列腺素Ｅ２（ＰＧＥ２）的产生

［２６］。

染料木素能通过抑制ＮＦκＢ、ＮＬＲＰ３炎性反应小体、
ＳＴＡＴ３等多种途径抗炎［２７２８］。宁楠等［２９］用咽喉康

胶囊内容物分别灌胃给药角叉菜胶致热模型大鼠

（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５ｇ／ｋｇ）和干酵母致热模型大鼠
（１０、０２５、０５ｇ／ｋｇ），并分别测定肛温。结果表明
鸢尾总黄酮提取物对角叉菜胶致大鼠体温升高有明

显的降低作用，６ｈ、８ｈ的体温较对照组降低明显，
１０ｈ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Ｐ＜００５）；对干酵母致大
鼠体温升高有显著降低的作用（Ｐ＜００１或 Ｐ＜
００５），且呈量效依赖关系。刘亚灵等通过醋酸扭体
法、热板法观察其镇痛作用发现，鸢尾总黄酮提取物

（１０、０５ｇ／ｋｇ，灌胃１ｄ）能显著减少醋酸致小鼠的
扭体次数，延长小鼠热板痛阈值［２５］。

３３　抗菌抗病毒作用　鸢尾苷及鸢尾苷元等异黄
酮类化合物被认为是川射干抗病毒的主要活性成

分。徐学民等［３０］合成了一种新的鸢尾苷元衍生

物———鸢尾苷元磺酸钠，水溶性为６７ｍｇ／ｍＬ，远远
高于鸢尾苷元（０１ｍｇ／ｍＬ）。抗 ＳＡＲＳ病毒测试结
果显示，鸢尾苷元磺酸钠在 ＶｅｒｏＥ６病毒感染模型
细胞上的半数抑制浓度（ＩＣ５０）为 ００５６ｍｇ／ｍＬ，治
疗指数（ＴＩ）为５３５７。当鸢尾苷元磺酸钠浓度高于
００６２５ｍｇ／ｍＬ时，可显著抑制 ＳＡＲＳ病毒对 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的感染，其效力强于利巴韦林。
３４　抗肿瘤作用　ＨｏｏｎＪｕｎｇＳａｎｇ等［３１］研究了鸢

尾苷及其苷元鸢尾黄素抑制血管增生的活性，并进

行了小鼠体内外实验。鸢尾苷和鸢尾黄素（３０ｍｇ／
ｋｇ，腹腔注射，连续１０ｄ）均能有效地抑制 Ｓａｒｃｏｍａ
１８０（Ｓ１８０Ｖ）恶性肉瘤小鼠的肿瘤大小，其中鸢尾黄
素的抗肿瘤活性更强。鸢尾黄素（３０ｍｇ／ｋｇ）皮下注
射连续２０ｄ能显著抑制鼠Ｌｅｗｉｓ肺癌（ＬＬＣ）小鼠的
肿瘤生长。黄文哲等［３２］用 ＭＴＴ法研究发现异黄酮
类单体化合物染料木素和鸢尾苷元，在浓度为

１０μｇ／ｍＬ时和１００μｇ／ｍＬ时对人胃癌细胞（ＢＧＣ）
和人淋巴样白血病细胞（ＨＬ６０）的生长均有不同程
度的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呈剂量依赖性。潘静［３３］

采用ＭＴＴ法，研究川射干中鸢尾苷和鸢尾苷元对人
胃癌细胞株ＳＧＣ７９０１的作用，结果发现其对人胃癌
细胞株ＳＧＣ７９０１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鸢尾苷
元ＩＣ５０为７９８μｇ／ｍＬ，鸢尾苷ＩＣ５０为１７６２μｇ／ｍＬ，

其作用稍弱，而鸢尾甲黄素 Ａ作用不显著［３２］。Ｍｏｒ
ｒｉｓｓｅｙＣ等［３４］考察体外环境下鸢尾苷元和野鸢尾

苷元对前列腺癌细胞 ＲＷＰＥ１、ＬＮＣａＰ和 ＰＣ３的作
用。结果表明，鸢尾苷元和野鸢尾苷元（５０～
１００ｍｏｌ／Ｌ）能显著抑制这 ３种前列腺癌细胞的增
殖，该作用可能是通过调控细胞周期来抑制癌细胞

增殖，从而降低癌细胞数量的。Ｔｈｅｌｅｎ等［３５］也对鸢

尾黄素、鸢尾苷、野鸢尾苷元（１００μｍｏｌ／Ｌ预处理
２４ｈ）等其他异黄酮类的抗前列腺癌活性进行了体
外实验，发现该类化合物能显著降低 ＬＮＣａＰ细胞前
列腺癌相关基因的表达，可开发为前列腺癌预防／治
疗药物。

３５　抗氧化作用　秦民坚等［３６］分离出川射干的４
种成分———异黄酮野鸢尾苷元、鸢尾苷元、鸢尾苷和

５，６，７，４′四羟基８甲氧基异黄酮，发现其均具有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鸢尾苷元清

除Ｏ２－、·ＯＨ和Ｈ２Ｏ２氧自由基的能力最强，推测其
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与其异黄酮类化合物结构相关。

韩晓静［３７］用川射干异黄酮提取物（低、中、高剂量组

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ｍｇ／ｋｇ）腹腔注射连续给药３周，
研究对 ＸａｎＸＯ系统、双氧水、ＵＶ照射诱导的３种
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细胞模型的影响，发现川射干异

黄酮提取物对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损伤小鼠也具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ＨｏｏｎＪｕｎｇＳａｎｇ等［３１］研究发现，鸢

尾苷及其苷元（１００ｍｇ／ｋｇ，腹腔注射７ｄ）能显著降
低ＣＣｌ４诱导的肝损伤大鼠血清转氨酶活性，并能大
大增强肝细胞中抗氧化酶［过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Ｈ２Ｏ２）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ＧＳＨ
ｐｘ）］活性。以上研究表明，鸢尾苷及其苷元不仅具
有抗氧化作用，还具有保肝作用。

３６　神经保护作用　此外，川射干三萜类化合物还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从鸢尾中分离得到的新的化合

物命名为 ｓｐｉｒｉｏｉｒｉｄｏｔｅｃｔａｌｓＡＦ（１６），体外实验检测
发现化合物１、２和６在对抗血清剥夺诱导的 ＰＣ１２
细胞损伤中，表现出一定的神经保护活性［１９］。于

颖［３８］采用体外实验观察了鸢尾新苷 Ａ和鸢尾新苷
Ｂ处理的受损神经细胞，结果表明川射干异黄酮类
化学成分鸢尾新苷 Ａ和鸢尾新苷 Ｂ均具有明显的
神经保护作用。染料木素对脑缺血性损伤、肌萎缩

性侧索硬化症、痴呆等疾病有一定作用，染料木素

（１０ｍｇ／ｋｇ）连续灌胃２周，能通过增加脑组织 Ｎｒｆ２
与ＮＱＯ１的表达减轻去卵巢大鼠的脑缺血性氧化损
伤［３９］，并能减轻 β淀粉样蛋白（Ａβ２５３５）诱导的
ＰＣ１２细胞氧化损伤［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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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药代动力学研究　目前仅有几篇文献报道了
鸢尾苷等单体在大鼠中的药动学研究。Ｑｕ等［４１］分

析并鉴定出大鼠单次灌胃鸢尾苷（２００ｍｇ／ｋｇ）后血
清中的４种结合型代谢产物：鸢尾黄素７Ｏ葡萄糖
醛酸苷４′Ｏ硫酸酯（Ｔｅ７Ｇ４′Ｓ），鸢尾黄素７Ｏ葡
萄糖醛酸苷（Ｔｅ７Ｇ），鸢尾黄素７Ｏ硫酸酯（Ｔｅ７Ｓ）
以及鸢尾黄素。Ｚｈａｎｇ等［４２］使用液相色谱法测定了

大鼠灌胃鸢尾黄素及鸢尾苷后血清中鸢尾黄素的浓

度，建立了适用于鸢尾黄素的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

方法。Ｙａｎｇ等［４３］使用 ＵＰＬＣＭＳ／ＭＳ分析并比较了
大鼠灌胃川射干提取物［ＩＴＭＥ（４６ｍｇ／ｋｇ，灌胃）相
当于ＰＴ（３２ｍｇ／ｋｇ，灌胃）］与鸢尾苷（ＰＴ，３２ｍｇ／ｋｇ，
灌胃）后的药动学参数变化。该研究显示，灌胃 ＩＴ
ＭＥ大鼠血清中鸢尾黄素（鸢尾苷的代谢产物）含量
远远高于 ＰＴ组（Ｐ＜００１），且 ｔ１／２值与 ＡＵＣ０∞值
也显著高于ＰＴ组（Ｐ＜００１）。因此研究人员推测，
川射干提取物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存在相互作用，该

作用可能显著促进大鼠对鸢尾苷的吸收，但具体的

作用机制目前并不清楚。

３８　毒理学研究　现代研究多认为川射干毒性较
小，基本可归为无毒性范畴。其乙醇提取物小鼠灌

胃给药ＬＤ５０为３９ｇ／ｋｇ，也有报道认为＞５０ｇ／ｋｇ。而
川射干水煎液的ＬＤ５０为９０ｇ／ｋｇ

［４４］。王琼等［４５］将生

品川射干（ＬＤ５０为 ９００１ｇ／ｋｇ）蜜制后无法测出
ＬＤ５０。韩晓静

［３７］通过研究川射干异黄酮的相关药

效学，发现川射干异黄酮提取物小鼠腹腔注射给药

的ＬＤ５０为１８６４ｍｇ／ｋｇ。川射干黄酮类提取物（咽喉
康胶囊内容物）大剂量１２５０ｍｇ／ｋｇ给药 １８０ｄ后
３３３３％（２／６）Ｂｅａｇｌｅ犬肝功能和组织出现轻微异
常，停药观察３０ｄ各检查指标未见异常，说明咽喉
康胶囊１２５０ｍｇ／ｋｇ以下剂量长期服用是安全的，而
大鼠长期给药的安全剂量在２５００ｍｇ／ｋｇ以下［４６］。

４　临床应用
４１　传统经验　川射干在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２００５年版）》之前并未完全与射干区分应用，
因此，我们以“射干”“鸢尾”搜索了传统中医记载的

相关中药方剂。其中含有射干的经典名方有５个，
包括射干麻黄汤、解肌透痧汤、清咽下痰汤、鳖甲煎

丸、甘露消毒丹。此外还有治疗咽喉疾病的百部散、

白药丸，补下焦虚惫的巴戟丸等 １６８个传统方剂。
而涉及“鸢尾”的传统方剂主要有大金牙散、狸

骨丸。

射干麻黄汤，源自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本

方宣肺祛痰，下气止咳，主要用于痰饮郁结，气逆喘

咳之证。咳而上气，喉中有水鸡声者。该方于小青

龙汤基础上减桂枝、白芍、炙甘草，加入祛痰利肺、止

咳平喘之射干、冬花、紫菀等药。方中射干性寒、善

降，与麻黄配伍，一降一宣，更能加强肺金的降泄作

用，平复上逆的肺气。各医家均认为该方主治寒饮

郁肺的哮证，多用于寒哮证［４７］。解肌透痧汤出自

《丁氏医案》，具有辛凉宣透，清热利咽之功。方中

荆芥、浮萍、蝉蜕、白僵蚕、葛根善疏风清热透痧，淡

豆豉、竹茹能清热除烦，加以具有清热解毒透疹之功

的连翘，清热利咽的生甘草、桔梗、射干等药。该方

主治痧麻初起，恶寒发热，咽喉肿痛，妨于咽饮，遍体

酸痛，烦闷呕恶。清咽下痰汤《验方新编》（清·鲍

相趝）由玄参、桔梗、炒牛蒡子、甘草、浙贝母、瓜蒌、

射干、荆芥、马兜铃九味中药组成。具清热解毒、利

咽化痰之功，主治热毒攻喉证，临床上多在该方基础

上加减治疗流行性风疹、麻疹、急性咽喉炎、小儿风

热喉痹等。鳖甲煎丸出自汉·张仲景《金匮要略》，

该方由醋鳖甲、射干、黄芩片、柴胡、鼠妇虫、干姜等

２３味中药组成。具有消痞化积、活血化瘀、疏肝解
郁之功，主治肝硬化、肝脾肿大、肝癌等病，血瘀肝郁

型黄疸。１９８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
鳖甲煎丸是将《金匮要略》鳖甲煎丸中人参替换为

党参，取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之功，用于胁下癖块。

出自《温热经纬》的甘露消毒丹具有利湿化浊、清热

解毒之功，主治湿温时疫，邪在气分，湿热并重证。

医家主要将其加减（茵陈、藿香、炒杏仁、薏苡仁、白

豆蔻、连翘、黄芩、青蒿等药）用于湿热闭肺等证。

４２　临床新用　综合各类文献资料，川射干临床主
要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例如上呼吸道感染、急慢

性咽炎、扁桃体炎、慢性鼻窦炎、支气管炎、哮喘、肺

气肿、肺心病等，单方／复方还可用于治疗微热口臭、
腹胀便秘、蛔虫腹痛、痞块、肝硬化腹水、黄疸肝炎、

肾气水肿、疟疾等。目前临床射干麻黄汤除用于各

类咳嗽、哮喘外，还可用于急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喘

息性支气管炎、肺炎、上呼吸道感染、肺癌等肺部疾

病［４８］。李春燕等［４９］还将该方用于艾滋病患者肺部

感染的治疗中，该患者中医诊断为“喘证，证属痰饮

伏肺，肺失宣降”。患者服用射干麻黄汤水煎液３ｄ
后，喘咳、咽痒症状好转，后在此方基础上去掉附子，

加入陈皮、香附、木香服用半个月后症状基本缓解。

鳖甲煎丸临床上除用于肝炎、肝硬化腹水、肝纤

维化、肝癌、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及腹腔其他肿瘤等，

还被用于水肿病（尿毒症期），乙肝肝硬化失代偿。

柳少逸先生根据异病同治原则，将鳖甲煎丸易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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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肿病（尿毒症期）的治疗，柳先生认为方中射

干、芦根、葶苈子开宣肺气，通透肌表，使邪毒从皮

肤、呼吸道排出。该方改善了患者肾积水、肾脏微循

环，疗效迅速，标本兼治［５０］。汪慧兰［５１］发现，恩替

卡韦联合鳖甲煎丸治疗半年后能有效改善乙肝肝硬

化失代偿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提高临床效果，同时减

少并发症的发生。作者推测，两药可能通过协同作

用抑制乙肝病毒的产生，从而避免患者发生肝癌或

肝硬化。

甘露消毒丹为治疗湿温时疫之主方，该方在内、

外、妇、儿、五官、传染等多种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较

好的临床疗效，主要包括粉刺、带下病、喉痹、鼻炎、

眼病、皮肤病等［５２］。蔡楚君［５３］发现，糠酸莫米松喷

鼻剂联合甘露消毒丹治疗较单纯使用现代医学治疗

可明显改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临床症状。在眼科
临床中，赵越娟［５４］用此方加减治疗单纯疱疹病毒性

角膜炎、毕夏综合征、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病

变等疾病，揭示了该方在眼疾治疗中“异病同治”的

特点。四川名中医刘应龙先生［５５］将甘露消毒丹灵

活运用到了各类儿科疾病中，如暑湿感冒发热、小儿

支气管炎、肺炎、鹅口疮、顽固瘙痒、泄泻、细菌性痢

疾、手足口病等。天津名中医吴深涛教授［５６］还将甘

露消毒丹于消渴并发急性湿疹的治疗。

４３　新药转化研究　与川射干相关的已上市中成
药包括虎杖解毒颗粒、小儿哮喘灵颗粒、抗病毒颗

粒、消积通便胶囊、川射干黄酮胶囊（咽喉康胶囊）

等。目前正在开发的创新中药产品主要有泰克吉宁

注射液、抗柯萨奇病毒胶囊等。贵州神奇药业开发

的消积通便胶囊用于胃肠实热所致的便秘，脘腹胀

痛，食欲不振。该制剂是由川射干粉碎为细粉装入

胶囊中。此外，以川射干为主要组分的中药制剂也

得到广泛应用。如虎杖解毒颗粒（由虎杖、青蒿、川

射干、板蓝根等药材组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用于上呼吸道感染［５７］。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的经验方小儿哮喘灵颗粒复方是川射干、黄芩等五

味药材为处方的颗粒药。可解表化饮，祛痰平喘，在

该校附属医院长期应用，疗效确切［５８］。另外，夏

瑜［５９］发明了一种含川射干的治疗鼻炎的丸剂，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用于病毒性感冒的抗病毒颗粒板包

含蓝根、忍冬藤、山豆根、川射干、鱼腥草等九味中

药。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以川射干为主要成
分／组分的公开专利１２个，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专
利２９个，授权专利达１３个。如罗艳春发明的预防
高血压的中药复方，丽珠药业发明的预防／治疗猪流

感、禽流感的中药组合物，河南润弘制药发明的消

水、消食、消痰、消气的“四消丸”，林海燕发明的治

疗阑尾炎的中药组合，昌安达药业发明的治疗创伤

的中药散剂等。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徐

学民研究员团队与四川逢春制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的新药产品川射干黄酮胶囊（曾用名：咽喉康胶

囊），为中药５类新药，于 ２０１４年 ６月获得新药证
书。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作用，用于治疗急性咽

炎风热证及轻度急性单纯性喉炎风热证出现的咽喉

肿痛、声音嘶哑、咳嗽等。药理实验结果表明，川射

干黄酮胶囊具有抗炎、镇痛、解热、止咳和抗病毒等

作用［６０］。Ⅰ期临床研究表明，川射干黄酮胶囊单次
给药０７、１４、２１、３１５ｇ以及５２５ｇ连续给药１０ｄ
均未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指标改变。而单次给药

４２、５２５、６３ｇ以及６３ｇ连续给药１０ｄ组共出现
１４例患者轻度腹泻、腹痛等消化系统不良反应，但
停药后均自行缓解了。我们推测，川射干黄酮胶囊

的不良反应可能是其“行水消积”功效的表现。Ⅱ
期及Ⅲ期临床研究证实，在中医辨证为风热证的急
性咽炎与急性喉炎的治疗中，川射干黄酮胶囊的疗

效均优于银黄胶囊，主要指标包括临床痊愈率、纤维

喉镜检查、咽痛发热、中医辨证积分等，２组率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Ⅲ期临床研究结果
为例，川射干黄酮胶囊对急性喉炎（风热证）（ＦＡＳ
方案集）结果临床疗效临床痊愈率为４９１１％，银黄
胶囊对照组为 ３１４８％；川射干黄酮胶囊纤维喉镜
检查 结 果 临 床 痊 愈 率 为 ７７６８％，对 照 组 为
６４８１％。川射干黄酮胶囊对急性咽炎（风热证）
（ＰＰＳ方案集）临床疗效临床痊愈率为 ３６５７％，对
照组为３０５６％，经ＣＭＨ卡方检验，２组率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鸢尾苷元磺酸钠（ＴｅｃｔｏｒｉｇｅｎｉｎＳｏｄｉｕｍ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化学结构式为４′，５′，７′三羟基６甲氧基异黄酮５′磺
酸钠），由川射干中黄酮类有效成分进行结构修饰得

到的新型抗病毒药物，是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徐学

民等［６１６２］研发的中药一类新药，其制剂射干苷元磺

酸钠注射液（曾用名：鸢尾苷元磺酸钠注射液，ＸＹＷ
抗病毒注射液、泰克吉宁注射液），列入国家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２００２ＡＡ２Ｚ３２０６），于 ２００８
年进入临床阶段。本药物具有抗病毒、抗炎、解热和

镇痛作用，用于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性肺

炎，供肌肉注射或静脉滴注。

抗柯萨奇病毒胶囊（曾用名：ＭＪＪ抗柯萨奇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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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系本单位徐学民等研发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

产权的化药一类新药，化学名为二乙氧基射干苷元，

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题新药创制项目（一类新药

ＭＪＪ原料药及胶囊剂的临床前研究，２００９ＺＸ０９１０２～
１５３）。该药主要用于柯萨奇病毒感染引起的心肌
炎、心包炎、无菌性脑膜炎，手足口病等疾病。研究

结果表明，该药物具有较低的毒性，较强的抗病毒作

用［９］。

综上所述，川射干作为一味经典的用于咽喉肿

痛的川产道地药材，历经了上千年的中医实践。现

代研究与临床试验也证实了川射干活性成分、有效

部位、衍生物、川射干单味中药、相关复方在治疗咽

喉炎、抗炎、抗病毒、便秘、上呼吸道感染等多种疾病

中的显著疗效。川射干相关药物的开发，为我们提

供了新药研发的新思路：从传统的中药复方的开发

转变为单味中药有效部位或是活性成分衍生物的开

发，从传统的中药“无不良反应”认知转变为“如何

通过去除脂质降低不良反应”。然而目前的基础研

究还不足以支撑川射干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如川

射干一系列产品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较少，缺乏药效

物质基础的系统研究，缺乏其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

以及如何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之间的转化。因

此，我们希望通过总结川射干的研究进展，分析目前

川射干的研究热点、遇到的问题，为川射干的进一步

开发及国际化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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