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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国内外关于六棱菊属药用植物的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综述。 该属植物主要次生代谢产

物为倍半萜类 、黄酮类和酚酸类物质。 药理试验表明该属植物提取物具有治疗急慢性炎症 、抗肿瘤 、抗病毒等功

效。为其在临床上长期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扁桃体炎症 、腮腺炎 、病毒性流感以及顽固性疱疹病毒提供了物质

基础和较为全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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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棱菊属 Laggera 是菊科 Compositae 中的一个小属 , 曾

被划分在艾纳香属 Blumea 中 , 后被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个

属[ 1] 。六棱菊属植物约有 20 余种 , 主要分布在非洲热带及

亚洲东南部 。国内外仅对少数几种六棱菊属植物进行过研

究 ,其中包括我国仅有的 2 种药用六棱菊属植物:齿翼六棱

菊 L.pterodonta(DC.)Benth 和六棱菊 L.alata (D.Don)

Sch.Bip.ex Oliv.。这 2 种六棱菊属植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以

南及西南地区 ,因其新鲜的枝叶揉搓后散发特殊的臭味和显

著的抗菌消炎功效 ,云南民间称之为“臭灵丹” 。

六棱菊属植物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 我国发现的这两种

药用六棱菊属植物在民间均被广泛使用。据 20世纪 70年代

记载 , 赤脚医生曾用齿翼六棱菊的水煎液过滤后直接注入腮

腺炎患者的皮下组织 ,消炎速度快且彻底 ,在台北民间则用六

棱菊鲜草捣烂后直接外敷于患处治疗皮肤癌 , 疗效甚著[ 2] 。

以臭灵丹为主的许多复方制剂在临床上应用也取得较好的疗

效[ 3-6] 。近年来六棱菊属植物卓越的治疗作用引起人们的普

遍关注 ,现将六棱菊属植物的植物化学和药理活性研究综述

如下 , 为六棱菊属植物的进一步开发和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化学成分

1.1　倍半萜类成分　倍半萜类成分是六棱菊属植物中发现

的主要代谢产物之一(表 1)。到目前为止从六棱菊属植物

中发现了 60 余个倍半萜类化合物 , 结构类型以桉烷型倍半

萜为主 , 另外在中国产的六棱菊属植物中还发现了艾里莫芬

烷型倍半萜。在进行深入研究的 2 种中国产六棱菊属植物

中 ,齿翼六棱菊的桉烷型倍半萜由多羟基桉烷醇 、对映桉烷

醇和 11(13)-烯-12-桉烷酸 3种类型组成 , 在各个极性部位均

有分布(石油醚 、醋酸乙酯和正丁醇部位),而六棱菊中的主

要组成则是 11(13)-烯-12-桉烷酸类型 ,并且主要分布在乙醇

提取液的中低极性部位(醋酸乙酯和石油醚部位)。

1.2　黄酮类成分　黄酮类成分是六棱菊中发现的另一大类

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表 2)。目前在六棱菊属植物中发现的

黄酮类化合物除了橙皮苷属于黄酮苷外 , 其他均是黄酮苷

元。大多具有相同的 C 环结构 , 3 位氢均被甲氧基取代。 B

环结构相似 , 3′, 4′位的氢被羟基或甲氧基取代。 A环的 5 位

被羟基取代 ,而 8 位均未被取代 , 其中从齿翼六棱菊分离得

到的黄酮类化合物 6 , 7 位均被甲氧基取代。 六棱菊属植物

的黄酮类成分基本都分布在正丁醇部位 , 以金腰带素 B

(chry sosplenetin B)和洋艾素(artemitin)的含量最高 , 这 2 种化

合物约占黄酮类成分总含量的 95%以上[ 2, 7] 。

1.3　其他　从六棱菊属植物中还分离得到一些其他成

分
[ 2 ,7 , 25]

,包括甾体类化合物:β-谷甾醇 ,豆甾醇 , 豆甾烷-4-烯

-3β-醇 , 豆甾烷-5 , 25-二烯-3β-醇 , 豆甾烷-4-烯-3-酮 , 豆甾烷-

4 , 22-二烯-3-酮和胡萝卜苷;酚类化合物:阿魏酸 , 咖啡酸 , 2 ,

5-二羟基肉桂酸 , 对羟基苯甲醛 , 5-乙酰基-2-羟基麝香草酚;

脂肪烃类成分:棕榈酸-β-D-葡萄糖苷 , 它普酸-β-D-葡萄糖

苷 , 10-甲基三十三烷;三萜类化合物:tormentic acid , β-amyrin

acetate;香豆素类化合物:3-羟基香豆素;醌类:3-羟基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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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六棱菊属中的倍半萜成分

　 倍半萜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1 桉烷型倍半萜

(1) pterodondiol R1=R2=R4=H , R3=R5=OH Laggera pterodonta [ 7]

(2) pterodont riol A R1=H , R2=α-OH , R3=R5=OH , R4=H L.pterodonta [ 7]

(3) pterodont riol B R1=R3=R5=OH , R2=H , R4=H L.pterodonta [ 7]
(4) pterodontetriol R1=R3=R5=OH , R2=β-OH , R4=H L.pterodonta [ 8]

(5) pterodont riol C R1=R2=H , R3=R4=R5=OH L.pterodonta [ 9]
(6) pterodontoside C R1=R2=R4=H , R3=O-β-D-Glc , R5=OH L.pterodonta [ 9]

(7) pterodontoside D R1=R2=R4=H , R3=OH , R5=O-β-D-Glc L.pterodonta [ 9]
(8) pterodontoside E R1=R5=OH , R2=R4=H , R3=O-β-D-Glc L.pterodonta [ 9]

(9) pterodontoside F R1=O-β-D-Glc , R2=R4=H , R3=R5=OH L.pterodonta [ 9]

(10) 4 β , 9α, 11-triol-enantio-eudesmane L.pterodonta [ 10]

(11) laggerone A L.pterodonta [ 9]

(12) 　4-O-acetyl-11-hydroperoxy-6 ,7-dehydro-7 , R1=angeloyl , R2=Ac , R3=OOH Blumea alata=L.alata [ 11]
　 11-dihydrocuauthemone 3-O-angelate 　 　 　

(13) 3α-angeloyloxy-4α, 11-dihydroxy-eudesm-6-en-8-one R1=angeloyl , R2=H , R3=OH L.crispata [ 12]

(14) 5-desoylongilobol L.alata [ 1]

(15) 7-epi-β-eudesmol L.alata var.1) [ 13]

(16) 7-epi-γ-eudesmol L.alata var.1) [ 13]

(17) laggerone B L.pterodonta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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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倍半萜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18) pterodont riol D L.pterodonta [ 14]

(19) ilicic acid R1=R2=R3=R5=H , R4=α-H L.pterodonta &L.alata [ 10, 15]

(20) 2 β-hydroxyilicic acid R1=R3=R5=H , R2=β-OH , R4=α-H L.pterodonta [ 16]

(21) 5 β-hydroxyilicic acid R1=R2=R3=R5=H , R4=β-OH L.alata [ 17]

(22) 3α-hydroxyilicic acid R1=R2=R4=R5=H , R3=α-OH L.alata [ 17]

(23) alatoside B R1=H , R2=β-O-β-D-Glc , R3=R5=H , R4=α-H L.alata [ 18]

(24) 1 β-hydroxyilicic acid R1=β-OH , R2=R3=R5=H , R4=α-H L.alata [ 17]

(25) 4α, 5α-dihydroxyeudesma-11(13)-en-12-oic acid R1=R2=R3=R5=H , R4=α-OH L.pterodonta [ 19]

(26) 8α-hydroxyilicic acid R1=R2=R3=H , R4=α-H , R5=α-OH L.alata [ 10]

(27) 5α-hydroxy-4-epi-i li cic acid methyl ester L.alata [ 17]

(28) pterodonoic acid R1 , R2=oxo L.pterodonta &L.alata [ 10, 15]

(29) isocostic acid R1=R2=H L.alata [ 10]

(30) pterodontic acid R1=R2=R3=H L.pterodonta [ 20]

(31) 1 β-hydroxy pterodontic acid R1=β-OH , R2=R3=H L.pterodonta [ 20]

(32) 3 β-hydroxy pterodontic acid R1=R2=H , R3=β-OH L.pterodonta [ 20]

(33) 2α, 3β-dihydroxy pterodontic acid R1=H , R2=α-OH , R3=β-OH L.pterodonta [ 20]

(34) 2 β-acetoxy pterodontic acid R1=R3=H , R2=β-OAc L.pterodonta [ 14]

(35) 2α-acetoxycostoate R1=H , R2=OAc , R3=α-H L.pterodonta [ 14]

(36) 5 β-hydroxycostic acid R1=R2=H , R3=β-OH L.alata [ 10]

(37) alatoside C R1=R2=H , R3=β-O-β-D-Glc L.alata [ 18]

(38) costic acid R1=R2=H , R3=α-H L.pterodonta &L.alata [ 10, 17]

(39) 5α-hydroxycostic acid R1=R2=H , R3=α-OH L.alata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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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倍半萜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40) 1 β-hydroxycostic acid R1=OH , R2=H , R3=α-H L.alata [ 10]

(41) enantio-7(11)eudesmen-4-ol R1=R2=H L.pterodonta [ 9]

(42) pterodontoside G R1=OH , R2=β-D-Glc L.pterodonta [ 9]

(43) pterodontoside H R1=O-β-D-Glc , R2=H L.pterodonta [ 9]

(44) 　4-O-acetyl cuauthemone 3-O-

[ 2-methyl-2-hydroxy-3-acetoxybutyrate]

B.alata=L.alata [ 11]

(45) 3-O-[ 2′, 3′-epoxy-2′-methylbutyroyl] cuanthemone L.alata [ 1]

(46) 　3-O-[ 2′, 3′-epoxy-2′-methylbutyroyl]

cuanthemone-O-acetate

L.alata [ 1]

(47) 　3-O-[ 2′, 3′-epoxy-2′-methylbutyroyl] cuanthemone-

O-formlate

L.alata [ 1]

(48) 　1 β , 9β-dihydroxy-4αH-eudesma-5 , 11(13)-

dien-12-oic acid

R1=R3=OH , R2=H L.pterodonta [ 16]

(49) 　1 β , 3α-dihydroxy eudesma-5 , 11(13)-dien-12-

oic acid

R1=R2=OH , R3=H L.pterodonta [ 16]

(50) pterodontoside A R1=O-β-D-Glc , R2=R3=H L.pterodonta [ 16]

(51) pterodontoside B R1=R2=H , R3=O-β-D-Glc L.pterodonta [ 16]

(52) 7 β , 11-epoxycuauthemone 3-O-angelate R1=angeloyl , R2=H B.alata=L.alata [ 11]
(53) 4-O-acetyl-7 β , 11-epoxycuauthemone 3-O-angelate R1=angeloyl , R2=Ac B.alata=L.alata [ 11]

(54) 7 β , 11-epoxycuauthemone 3-O-epoxyangelate R1=epoxyangeloyl , R2=H B.alata=L.alata [ 11]

(55) 　4-O-acetyl-7β , 11-epoxycuauthemone

3-O-epoxyangelate

R1=epoxyangeloyl , R2=Ac B.alata=L.alata [ 11]

(56) 　4-O-acetyl-7α-hydroperoxy-11 ,13-dehydro-

7 , 11-dihydrocuauthemone 3-O-angelate

R=angeloyl

B.alata=L.alata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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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倍半萜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57) eudesma-3 ,5 , 11(13)-trien-12-oic acid L.alata [ 21]

(58) alatoside A R1=O-β-D-Glc , R2=OH , R3=H L.alata [ 18]

(59) 3 β , 4α-dihydroxy-7-epi-eudesma-11(13)-ene R1=H , R2=H , R3=OH L.crispata [ 12]

(60) alatoside D R=β-D-Glc L.alata [ 18]
(61) 5α-hydroxy-β-costic acid R=H L.alata [ 10]

(62) eudesma-4(15), 11(13)-dien-12 , 5β-olide L.alata [ 10]

2 艾里莫芬烷型 　 　 　

(63) tessaric acid L.alata [ 10]

(64) 　2-(8α, 8aα-dimethyl-6-oxo-1 , 2 , 3 , 4 , 6 , 7 , 8 , 8a-

octahydro-naphthalen-2-yl)-acrylic acid

L.alata [ 21]

　　注:1)L.alata var.即 Laggera alata var.Sch.Bip.ex Oliv.

表 2　六棱菊属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65) penduletin 4′, 5-OH , 3 , 6 ,7-OCH3 Laggera pterodonta &L.cripata [ 22, 23]
(66) 5-hydroxy-3 ,4′, 6, 7-tetramethoxyflavone 5-OH , 3 , 4′, 6 ,7-OCH3 L.pterodonta [ 22]

(67) chrysosplenetin B 4′, 5-OH , 3 , 3′, 6 , 7-OCH3 L.pterodonta , L.cripata &Laggera alata [ 10 , 22 , 23]
(68) artemitin 5-OH , 3 , 3′, 4′, 6 , 7-OCH3 L.pterodonta &L.alata [ 10, 22]

(69) 3′, 4′, 5-trihydroxy-3 ,6 , 7-trimethoxyf lavone 3′, 4′, 5-OH ,3 , 6 , 7-OCH3 L.pterodonta [ 24]

(70) hesperidin 3′, 5-OH , 4′-OCH3 ,7-O-rutinoside L.pterodonta [ 24]
(71) 4′, 5, 6 , 7-tetrahydroxy-3 , 3′dimethoxyflavone 5, 6 , 7 ,4′-OH ,3 , 3′-OCH3 L.cripata [ 23]

(72) luteolin-3 , 3′, 4′-trimethyl ether 5, 7-OH , 3, 3′,4′-OCH3 L.alata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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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黄酮类化合物　 结构　　　　　 来源　 参考文献

(73) casticin 3′, 5-OH , 3 , 4′, 6 , 7-OCH3 L.alata [ 10]
(74) quercetin-3 , 3′-dimethyl ether 4′, 5 ,7-OH , 3 ,3′-OCH3 L.alata [ 10]

(75) centaureidin 3′, 5 ,7-OH , 3 ,4′, 6-OCH3 L.alata [ 10]
(76) 3′, 4′, 5-trihydroxy-3 ,7-dimethoxyflavone 3′, 4′, 5-OH ,3 , 7-OCH3 L.alata [ 10]

(77) 5-hydroxy-3 ,3′, 4′, 7-tet ramethoxyflavone 5-OH , 3 , 3′, 4′, 7-OCH3 L.alata [ 10]
(78) quercetagenin 3 , 3′, 6-t rimethyl ether 4′, 5 ,7-OH , 3 ,3′, 6-OCH3 L.alata [ 10]

醌;六碳糖醇类化合物:D-甘露糖酸;去甲类萝卜素葡萄糖苷类化合

物:六棱菊苷 E;嘧啶类化合物:尿嘧啶。

2　药理活性

六棱菊属植物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应用。 产于非洲纳

米比亚的 Laggera decurrents被用于治疗痤疮[ 26] 。埃塞俄比亚

L.tomentosa 的新鲜汁液被当地人用来治疗胃痛和偏头

痛[ 26] 。喀麦隆产的 L.oloptera 具有治疗外伤 、风湿痛和发烧

的作用[ 27] 。《中药大辞典》记载齿翼六棱菊具有清热解毒的

功效 ,用于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扁桃体炎 、咽喉炎 、口腔炎 、支

气管炎 、疟疾 、痈肿疮疥等。六棱菊则具有祛风除湿 , 散瘀消

肿 ,解毒的功效 , 用于治疗感冒咳嗽 、腹痛泻痢 、关节炎痛 、跌

打损伤 、湿毒搔痒等[ 28] 。这些治疗作用的存在 , 引起人们对

六棱菊属植物药理活性进行研究的兴趣。

2.1　抗炎活性　口服齿翼六棱菊口服液对实验性急性支气

管炎有治疗作用[ 28] 。赵昱研究小组对齿翼六棱菊和六棱菊

的抗炎作用和抗炎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齿翼六棱菊总黄

酮(TLPF)对 3 种急性炎症模型(二甲苯诱导的小鼠耳肿胀 、

角叉菜胶诱导的大鼠足跖肿胀和醋酸导致的小鼠腹腔血管

通透性增加)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对于角叉菜胶引起的

大鼠胸膜炎研究中发现 , TLPF 能明显抑制炎性渗出和白细胞

游走 ,并能降低血清溶菌酶和丙二醛的水平 , 增加血清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水平 , 降

低胸膜炎渗出液中总蛋白 、NO 和前列腺素 E2(PGE2)的含量。

对于慢性炎症模型 , TLPF 显著抑制棉球诱导的大鼠肉芽肿。

由此推知齿翼六棱菊总黄酮抗炎的机制可能与抑制前列腺

素生成 、影响抗氧化系统和抑制溶菌酶释放有关[ Wu Y H ,

Zhou C X , Li X P , et al.Evaluation of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of

the total flavonoids of Laggera pterodonta on acute and chronic in-

flammation models.Phytother Res , 2006(待发表)] 。

六棱菊总黄酮(LAF)在较低剂量下能显著抑制二甲苯诱

导小鼠耳肿胀 ,对甲醛所致的大鼠足跖肿胀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对羧甲基纤维素(CMC-Na)所致的大鼠皮下气囊和腹腔

白细胞游走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能显著抑制角叉菜胶所

致大鼠皮下气囊肉芽组织增生和炎症渗出物的渗出 , 并对胸

腺指数 、肾上腺指数和脾脏指数没有显著性影响。此外 , 不

同剂量 LAF 对大鼠肾上腺中胆固醇和维生素 C 含量以及肾

上腺指数均无显著性影响。由此推知 LAF 对 3 个不同时相

的炎症反应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LAF 抗炎机理可能并不

依赖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存在。与齿翼六棱菊一

样 , LAF 对角叉菜胶诱导的大鼠足跖肿胀和醋酸诱导的小鼠

腹腔血管通透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对于角叉菜胶引起的大

鼠胸膜炎 , LAF能明显抑制炎性渗出和白细胞游走 , 并能降低

血清SOD和 GSH-PX水平 , 降低胸膜炎渗出液中总蛋白 、NO

和 PGE2的含量 , 同时显著抑制大鼠棉球肉芽肿。因此推知

LAF抗炎的机制可能与TLPF相似。

2.2　抗肿瘤活性　齿翼六棱菊水煎液对急性淋巴细胞型白

血病及急性单核细胞型白血病患者的血细胞脱氢酶都有抑

制作用 ,对于急性淋巴细胞型白血病患者白细胞的呼吸也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28] 。进一步研究表明 , 从齿翼六棱菊中分离

得到倍半萜类化合物冬青酸 、2α, 3β-二羟基-臭灵丹酸 、臭灵

丹三醇乙 、臭灵丹苷 C 、臭灵丹酮酸 A在 20μg·mL-1对 KB(口

腔上皮鳞癌)细胞 、SK-MEL(黑色素瘤)细胞和 A549(肺癌细

胞)细胞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 其中臭灵丹三醇乙对这 3 种细

胞的抑制活性最强 , 在 20 μg·mL-1时的抑制率几乎都达到

100%[ 7] 。同样从六棱菊中分离得到的黄酮类化合物洋艾素 、

金腰带素 B对 KB 细胞显示一定的细胞毒活性[ 2] 。

2.3　抗微生物活性　已有研究表明齿翼六棱菊水提物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的 MIC 在 3.9 ～ 31.25 mg·mL-1。 对其进行抗

病毒活性研究发现 ,齿翼六棱菊水提取物具有抗Ⅰ 型单纯疱

疹病毒(HSV-1)作用 , 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 250 μg·mL-1 , 而

半数细胞毒浓度(CC50)为 750 μg·mL-1 。同时抗呼吸道合胞

病毒(RSV)的 IC50为 15.6 μg·mL-1 , CC50为 500 μg·mL-1[ 29] 。

进一步的抗病毒研究显示 ,齿翼六棱菊的大极性提取部位在

体外具有抑制流感病毒 FM-1 的作用 , 抗流感病毒 FM-1 的半

数有效浓度(EC50)为 227μg·mL-1 , 治疗指数为 7.2 , 其抑制作

用与利巴韦林(病毒唑)相似;动物实验结果显示该部位对小

鼠肺指数抑制率大 、中 、小 3个剂量组分别为 46.4%, 36.9%,

26.2%;各组动物平均存活日 、死亡保护率 、延长生命率与病

毒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表明对流感病毒感染小鼠有较

强的保护作用[ 30] 。

3　临床应用

在中国 ,六棱菊属植物除了在民间被广泛应用之外 , 在

临床上的应用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3.1　治疗呼吸道疾病　治疗呼吸道疾病是六棱菊属植物在

临床使用最多的用途之一。以臭灵丹为主要原料制备的灵

丹草颗粒 、臭灵丹合剂治疗急性扁桃体炎疗效显著
[ 4 ,31]

。 何

红等用臭灵丹 、藏青果 、柴胡等提取液制备的臭灵丹口服液

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急性支气管炎 、慢性支管炎感染引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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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患者 ,总有效率达到 98%[ 6] 。高于英发现使用新鲜臭灵丹

治疗外感咳嗽或咳嗽日久 、干咳无痰者效果较好
[ 32]
。杨仁德

总结临床用药经验 , 自拟臭灵丹止嗽方治疗内外伤咳嗽 , 临

床疗效满意[ 33] 。

3.2　治疗感冒　用臭灵丹合剂治疗风热型和风寒型感冒 62

例 , 28例治愈 , 32例好转 , 总有效率达到 96.8%, 作用优于对

照组。对比治疗风热型感冒和风寒型感冒的治疗效果 ,两者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臭灵丹合剂对治疗风热型感冒和

风寒型感冒均有疗效[ 3] 。

3.3　治疗病毒感染　在治疗病毒感染疾病方面 , 六棱菊属植

物也有较广的应用。李波等用臭灵丹为主 , 配合西药病毒唑

治疗腮腺炎病毒所致的流行性腮腺炎总有效率为 93.3%, 优

于单独使用西药组[ 5] 。用臭灵丹与桑菊饮加减治疗水痘-疱

疹病毒所致的顽固性带状疱疹60 例 , 其中47 例痊愈 , 13 例好

转 ,收到良好的效果[ 34] 。

4　前景展望

倍半萜类成分以其独特的结构和生物多样性引起人们

的兴趣 ,在有关化学和生物活性方面已取得许多成果。近些

年的研究表明来自菊科的倍半萜成分具有显著的抗菌 、抗

炎 、抗肿瘤和抗病毒等活性[ 35-37] 。系统的植物化学研究显示

六棱菊属植物 ,特别是齿翼六棱菊和六棱菊 , 蕴含大量结构

新颖的倍半萜化合物 ,提示六棱菊属植物可能具有独到的药

理活性。同时也为六棱菊属植物的化学分类学提供了一些

理论依据。在非洲产的六棱菊中发现具有环氧边链的桉烷

型倍半萜 ,而具有烯丙酸边链的桉烷衍生物仅在分布于我国

的六棱菊属植物中被发现。艾里莫芬烷型倍半萜仅在中国

产的六棱菊属中发现。引起这些差异的原因 , 可能是因为地

理环境不同 ,导致气象条件 、季节更替 、土壤 、微生物等条件

的不同 ,影响植物生理代谢的变化 , 从而使得倍半萜结构发

生变化。

黄酮类化合物在抗氧化 、抗微生物 、酶抑制 、抗炎 、治疗

心血管疾病 、抗肿瘤 、保肝等方面的活性已引起人们广泛关

注
[ 38]
。在云南均被称为“臭灵丹”的齿翼六棱菊 L.pterodonta

和六棱菊 L.alata 的总黄酮都具有显著的抗炎活性 , 并且作

用强度和作用机制十分相似。从六棱菊中分离得到的酚酸

类成分和三萜酸类成分已被证实具有抗炎 、抗菌 、抗病毒活

性[ 26 , 39-41] 。从而初步认定这两种六棱菊属植物抗炎抗病毒

的有效成分是黄酮类 、酚酸类 、三萜酸类成分 , 为临床应用提

供了药理学基础。

研究齿翼六棱菊不同的部位 , 发现其根和地上部分所含

有的化合物大体相同 ,这为扩大齿翼六棱菊的药用部位提供

了理论依据[ 10] 。

传统中医学认为齿翼六棱菊性寒味辛苦 , 六棱菊性温味

辛苦。两者有相同的药味 , 从中医理论来看都具有泻火 、燥

湿 、通泻 、发散 、行气等作用。但寒性药具有较强的清热 、泻

火 、解毒的作用 , 而温性药具有一定的温中 、助阳 、散寒的功

效 ,使得这两种植物虽然在民间都用于炎症的治疗 , 两者所

应用的疾病却有些区别———齿翼六棱菊在民间主要用于呼

吸道感染方面的研究 , 而六棱菊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

炎 、肾炎水肿等炎症的治疗。这些治疗作用的不同是否是由

于这两种植物所含有的化学成分不同造成的 , 还有待于今后

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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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Laggera medicinal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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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worldwide research progresses of the genus Laggera both on phyto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work in the past few decades.The main secondary metabolites of this genus are proved to be sesquitepenoids , flavonoids and phenolic acids.

Phamacological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the certain extracts of some Laggera species possess significant bioactivities on anti-inflammation ,

anti-tumor and anti-viral infection.This review afforded the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the active components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to elucidate their historical clinical application on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 influenza , parotitis , and recurrent herpes viral infection.

[ Key words] 　Laggera;chemical constituents;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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