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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雪莲作为一种珍贵的民族药用植物资源，药用价值很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研究综述 

了国内外对雪莲主要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雪莲作为民族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前景进行 

展望，以及现阶段存在问题进行听了探讨，为其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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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雪莲属于菊科(Compositae)菜蓟族(Trib．Cynareae．Less)凤毛菊属(Saussurea DC．)植物。我国 

雪莲植物有40多种及 3个变种，常被用作生药的雪莲植物有 l2种和1变种，分布于西藏，青海，新 

疆，甘肃，云南等地[1]。雪莲原产于我国，国外分布较少，关于雪莲研究的英文报道也较少。雪莲是高 

寒地区民间常用的一类名贵中草药，始见于《月王药珍》，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也有记载。雪莲作为 

传统的中药材，药用历史悠久。其味苦；辛，性热，有毒。具有温肾助阳，祛风胜湿，活血通经，用于腰 

膝软弱，风湿痹痛，妇女月经不调，必经，宫冷腹痛，寒饮咳嗽等。 

2 雪莲的化学成分 

雪莲的种类较多，但并非所有种均可同等人药，常被用作生药的雪莲植物有 12种和 1变种Ⅲ。 

对药材化学成分研究较多的有新疆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Kar．et Kit．)，绵头雪莲(Saussurea 

laniceps Hand．一Mazz．)，水母雪莲(Saussurea Medusa Maxim．)，西藏雪莲(Saussurea tridactyla Sch— 

Bip)。本文对这 4种雪莲已知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从表 1—5可以看出，4种雪莲的化学成分存在 
差异 。 

表 1 雪莲中黄酮类的比较 

注释：“+”表示雪莲含有的成分[z_2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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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名称 水母雪莲 天山雪莲 西藏雪莲 绵头雪莲 

3 雪莲药理作用 

中医学认为它是有效的补肾，祛风寒和除潮气，调整月经和促进血液循环。因而，雪莲被用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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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和妇科疾病的主要用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雪莲能有效去除自由基，抗疲劳，抗炎，抗癌 ，免 

疫调节作用 。 。各种雪莲因其生境的差异，其化学成分有所不同，故其性味，药效也会随之不同， 

但雪莲通常具有以下几方面药理作用。 

3．1 抗辐射损伤作用 

苞叶雪莲水提物中的活性成分对小鼠的生殖细胞有一定程度的防辐射损伤作用，也对辐射损 

伤小鼠造血系统有促损伤恢复作用，可能与促进骨髓细胞 DNA损伤修复有关。天山雪莲水提取物 

对电离辐射产生的羟自由基有显著的清除作用，清除率达到 6O ，它还能明显抑制电离辐射所引 

起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的发生率[2 。 

3．2 抗疲劳抗缺氧及清除自由基作用 

新疆雪莲多糖兼有清除O 、抗氧化、降低耗氧量和抗疲劳等作用也能解除疲劳。水母雪莲对 

血液中Hb，LDH和 BUN及肾组织 SOD，MDA的影响，均表明水母雪莲具有抗氧化和保护细胞膜 

结构完整的功能，能明显对抗自由基的产生，阻止细胞膜脂质过氧化，从而提高小鼠的运动能力、增 

强小鼠运动耐力、抗疲劳和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对常压缺氧和组织缺氧小鼠有保护作用，而且对特 

异性增Jju,c,、脏耗氧的小鼠能明显延长其生存时间，说明能改善心肌氧的供求。雪莲的抗缺氧作用， 

改善缺氧状态，为预防和缓解高原缺氧所造成的疾病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其醇提物通过清除 
一 HO一，O 一及 H O 发挥抗氧化活性[3卜。 。获得的水母雪莲细胞培养物具有明显的抗氧化活性， 

其抗氧化活性与雪莲细胞中的黄酮含量相关[3 。雪莲花水提物通过清除 OH一，提高超氧化物歧化 

酶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而发挥抗氧化活性[3引。雪莲黄酮对大鼠创伤性脑水肿有一定的治疗 

作用，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有关 。 

3．3 抗风湿镇痛及免疫调节作用 

天山雪莲培养物(150mg·kg )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一定抑制作用；300mg·kg-1的天山雪 

莲培养物对小鼠迟发超敏反应有抑制作用，对绵羊红细胞所致小鼠特灵性抗体生成有增强作用。雪 

莲注射液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可促进 T淋巴细胞的增殖，但却抑制 B淋巴细胞的增殖，表明雪莲注 

射液可促进细胞免疫和抑制体液免疫；对佐剂性关节炎原发性和继发性损害均有抑制作用，表明雪 

莲注射液有良好的抗炎和免疫调节功能口 ．39]。 

3．4 抗炎抑菌作用 

其主要成分黄酮总甙具有抗炎、镇痛、消肿的作用，直接对抗炎性介质，改善关节的内环境，改 

善微血管状态，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渗出，消除滑膜及周围组织炎症[4。。。雪莲总黄酮对巨噬 

细胞分泌TNF—a影响的研究表明降低TNF— 含量是雪莲总黄酮发挥抗炎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 

复方雪莲烧伤膏有明显抑制二甲苯所致小鼠耳部炎症的作用，尤以25 复方雪莲烧伤膏效果最 

佳，其抗炎强度与阳性对照药皮炎平的抗炎强度等效[4 。 

3．5 抗肿瘤 

通过体外培养[-3H']TdR掺入法观察到天山雪莲黄酮类化合物 4 ，5，7一三羟基 3 ，6一二甲氧基 

黄酮和粗毛豚草素，均可明显抑制腹水型肝癌和肉瘤S180癌细胞的DNA合成。二者对腹水型肝 

癌细胞 DNA合成的ID50为 70．8 g·mL 和 116／~g·mL_。，高于对肉瘤 S180的抑制[25 。“ 。 

3．6 终止妊娠作用 

中药雪莲水煎服与腹腔注射，对小鼠各个时期的妊娠及兔的早期妊娠都有终止作用，效果确实 

而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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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望及 问题 

4．1 展望 

西南、西北各地植物志有部分记载，雪莲共有28种1变种。随着雪莲药用价值的发现其用量增 

大，资源大大减少，目前雪莲已濒危，资源贮量下降。已被列为国家三级濒危物种。由于野生雪莲花 

资源的匮乏，因此寻找雪莲花的资源植物、进行组织培养和栽培有重要意义。赵德修等对雪莲的组 

织培养进行了研究，为雪莲的资源保护及广泛使用做了重要的贡献。目前已经在西藏及四川等地成 

功建立了雪莲花的GAP生产基地。这些对雪莲花民族药研究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雪莲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放在活性成分的深入研究及具抗癌、辐射损伤修复、免疫活性化合物的 

应用开发。目前，对雪莲的药理学研究还是初步的，尤其是较有前景的抗辐射功能，雪莲由于其特殊 

的生境——生长于高原天然高辐射环境中，有存在天然高原抗辐射活性成分的可能。但雪莲的抗辐 

射研究报道并不多，现阶段的抗辐射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手机电脑辐射外，还有较为严重的核辐射 

等，那么对辐射损伤的研究必将成为一个热点，可推测未来几年中雪莲抗辐射药理研究将成为藏药 

资源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这些研究工作对于雪莲民族药走向世界，提高中国传统药物研究水 

平，意义是重大的。 

同时，雪莲这种高原植物，主要分布在海波 3000m以上的高寒地带，其生境具有高寒，低氧，强 

紫外线等特点，若能从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角度，探究出其适应机制以及特定的抗性基因，分离纯 

化出特有的活性成分，开发雪莲的新一代药物，充分有效的利用雪莲资源，有益于人类健康生活；筛 

选出的抗性基因，利用生物工程技术进行分子遗传育种工作，培育出抗逆性强的农作物新品种，获 

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4．2 问题 

虽然已经有一些药理药效的研究，但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粗体物药效研究，并不是非常确定 

究竟是那一种成分在起主要作用。雪莲的药用价值很高，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应该加强对其活性成分 

的深入研究，以发挥其更积极的作用。由于雪莲野生资源十分有限，我们在开发的同时也应积极的 

保护，雪莲人工栽培的实现对其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人工栽培的雪莲，由于与野生雪莲生 

境的差异，其化学成分及其含量也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会给其药用价值带来影响还需进一步探 

究。众所周知，植物中化学成分的改变就会导致不同的药效水平。因此，对药用植物的质量评估是 

很重要的，目前，雪莲的化学成分芦丁和绿原酸已经列入中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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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ussurea involucrate，as a precious plant resource of ethnic drug，has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s for its high medicinal values．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dvances in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s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researches at home and aboard，as well as the prospec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aussurea involucrata as national medicinal plant resources，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Saussurea Involucrate；Chemical Composition；Pharmacological Effect；Resou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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