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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石生黄堇研究进展 

黄巧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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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传统民族药用植物石生黄堇植物形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 园林应用前景进行总结和 归纳，以期对石生黄堇今 

后的研 究工作起到促进和参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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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d on the Medicinal Plant Coryda／／s sax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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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plant anthenticates，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effects，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landscap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medicinal and ornamental plant of Coryda／／s saxicola were summarized．It S expected to help and promote the future research 

workon Corydalis saxi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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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黄堇(Corydd／s saxicolarBunting)是紫堇科(Fumar— 

iaceae)紫堇属(Corydal／s)植物，又称岩黄连，因其功效近似 

黄连且生长于石缝中或岩石旁而得名，也有岩连(四川、云 

南)、黄连(湖北、云南)、菊花黄连、鸡爪连等称呼f 。它是壮 

族、藏族和汉族传统民间用于口舌糜烂、目赤、急性腹肝炎、 

肝硬化、痢疾、痔疮出血、晚期癌疼痛等症的特效草药嘲。现 

对其研究进展作一探讨。 

1 植物形态 

石生黄堇为多年生草本，全株无毛。主根圆柱状，黄色。 

茎萎软或近匍匐，高 10～40 cm。叶三角状卵圆形，长为 10～ 

30 cnl，下面灰白色，有长柄，2回羽状分裂，1回裂片通常 5 

枚，奇数对生，末回裂片菱形或卵形，长 2～5 cm，宽 1—3 cm， 

先端有粗圆齿。花淡黄色；总状花序顶生或与叶对生。长 7～ 

14 cm；苞片椭圆形或披针形，不分裂，与花梗等长或长于花 

梗 ；萼片2，鳞片状，小，早落；花瓣 4，长 1．6～2．5 Cm，基部有 

短距，微向下弯曲；雄蕊 6，合生成 2束；柱头 2裂。蒴果长 

3～4 cm，圆柱状 。种子圆形 ，有附属体[41。 

2 化学成分研究 

前人对石生黄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含生物碱 。迄 

今 ，从中共分离鉴定到55个化合物，其中 39个为生物碱成 

分【5_l 1。其中 1-nitro—apocavidine，是目前天然化合物中仅发 

现的含有硝基的生物碱成分。非生物碱包括 ：齐墩果酸 

(Oleanolicacid)、白桦脂醇(Betuline)、胡萝 卜苷(Dancosteo1)、 

白桦脂酸(Betulinic acid)、B一香树脂醇乙酸酯(p一锄yIin 

acetate)、环桉烯醇(Cycloeucaleno1)、8一谷甾醇(13-Sitostero1)t51、 

十四一氨基一二十七烷、十四一氨基一二十八烷、胆甾醇(Cho— 

lestero1)[121、B-amyrin，quereetin一3—0一p—D—galactoside、5一 

hydroxy一3 ，4 。6，7-tetramethoxyflavonel、uraci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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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 

3．1 抗肿瘤作用 

袁卫平等【 31对肝癌介入化疗栓塞后肝损害治疗表明，石 

生黄堇能有效地对抗皮穿刺超选择性肝动脉插管药物灌注 

塞术治疗所致的肝功损害。谢沛珊等【 41用4个批号的岩黄连 

针剂对动物小鼠移植性肿瘤 $180肉瘤、艾氏癌实体瘤进行 

了筛选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腹腔注射岩黄连总碱 

200 ms／ks，在体内对移植性动物肿瘤有一定的抑制。其针剂 

对小鼠 S180肉瘤、艾氏癌实体瘤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平 

均抑癌率达 30％以上。另外，使用2个石生黄堇批号加增噬 

力酸，抑瘤率均提高，平均抑癌率达到50％以上，也说明增 

噬力酸与石生黄堇联合使用有增强抑瘤作用。雷 琚等【 51发 

现中草药石生黄堇脱氢卡维丁(Tetradeh)rdroscoulerine，YHL_ 

1)对人舌鳞状细胞癌 Tcaall3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此外， 

脱氢卡维丁可以明显抑制Tea8113细胞的增殖，并显著降 

低其端粒酶活性及 hTERT的表达。并揭示这可能是其抗舌 

癌的机制之一。 

3．2 抗菌消炎作用 

李 -61研究在以血管通透性增加为主要改变的急性炎 

症模型试验 中，发现石生黄堇高 、中 、低 剂量均能显著抑制 

二甲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并可显著抑制由冰醋酸所诱 

导的血管通透性的增加 。同时发现 ，低剂量(O．437 5 ng／kg)可 

显著抑制小鼠棉球肉芽肿形成，减轻慢性炎症反应，而高、 

中剂量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此外，抗菌活性强的血根碱已被 

开发成牙膏、口腔清洗剂等保健产品彻。 

3．3 抗乙肝病毒 

王 健等【一目观察石生黄茧提取物的体内抗鸭乙型肝炎病 

毒(DHBV)作用 。石生黄堇各剂量组用药后血清 DHBV— 

DNA水平显著降低(P<O．05)；用药前后血清 AIJrr和AsT变 

化与DHBV—DNA水平改变相似；鸭肝脏病理学检查显示石 

生黄堇提取物对 DHBV所致肝损伤有显著的保护作用，表 

明石生黄堇提取物在体内有显著的抗 DHBV作用。毕明刚 

等【- 探讨石生黄堇总碱提取物(CTFTAE)对小鼠免疫性肝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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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改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CTFTAE对免疫性肝损伤具有 

改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其调节辅助性 T细胞(Th)1／Th2平 

衡有关。 

3．4 中枢系统抑制作用 

石生黄堇总碱 50 ms／ks皮下注射具有抑制小鼠扭体反 

应的倾向，而增加到 100 mg／ks皮下注射时抑制作用十分明 

显。在大鼠甩尾法试验中，石生黄堇总碱 100 mg／I【g也能提 

高大鼠对热刺激的痛阔，其镇痛作用大致与安替比林相当， 

但远比杜冷丁为弱[201。 

3．5 免疫调节作用 

童 鲲等【21】研究了石生黄堇总生物碱(csBTA)对小鼠免 

疫功能的调节作用，CSBTA在体内增强溶血空斑值和增强 

小鼠的迟发型超敏 反应 。在体外增强同种异 型小鼠睥细胞 

的混合培养反应和增强有丝分裂原刺激脾细胞的增殖反 

应，另外CSBTA增强T细胞产生 IL一2和IFN一7的水平，提 

示 csBTA在免疫调节中是一种增强剂。 

4 临床副作用 

随着石生黄堇临床广泛使用，其安全性也越来越得到 

人们的重视。刘世萍等 报道石生黄堇注射液可导致过敏反 

应，临床表现为用药后周身瘙痒、心慌、寒战、发热；偶见恶 

心、呕吐等。任仲轩田】报道石生黄堇注射液治疗病毒性肝炎 

33例中有少部分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用药后出现黄疸加 

深，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持续不降 ，部分患者的蛋 

白代谢并无改善等症状，因此临床应用石生黄堇注射液应 

加强对患者的监察，以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 

5 园林应用及前景 

石生黄堇作为内疗型的中草药，其在园林应用上具较 

大开发价值。园林应用形式上可开发紫堇属植物专类园， 

也可单独在林缘地带或稀疏树丛下片植或作地被植物涵 

养水源。保护水土。在改善环境质量、美化环境的同时，它 

作为临床治疗药物的原材料，如果有计划有目的适时采收 

药材，可以解决中草药栽培用地问题，具有较大经济价值。 

此外，通过广泛的园林应用，使中药知识得以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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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34l6．，试验养分丰缺指标和配方施肥推荐施肥量 

3．2 构建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指标体系是马铃薯配方施肥 

的关键 

以土壤化验结果和田间肥效试验为基础。进行地力分 

级 ，确定土壤养分丰缺指标 ，建立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模 

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相关的分析结果，结合配方校正试 

验和推荐施肥农户信息反馈调查．对施肥指标体系进行评 

价，修正和完善测±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唧。 

】】8 

3．3 不断完善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体系 

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体系永远处于动态的和不断 

发展的过程中。因此要根据不同区域农业生产布局、不同土 

壤类型的肥力水平和不同马铃薯品种。不断地进行田间试 

验[41。同时，选择有代表性的农户，开展信息调查，进行马铃 

薯测土配方施肥效果评价，不断总结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经 

验，为不断完善马铃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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