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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的研究进展及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

韩杨杨 1，高凡 1，秦飘然 1，白然 1，田佳业 1，刘兴超 1，袁骢冲 2，3*，郭秋红 1*

1.河北中医学院，石家庄  河北  050200；

2.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石家庄  河北  050031；

3.道地药材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700

［摘要］  紫菀是临床常用的化痰止咳要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紫菀化学成分丰富，主要包括萜类及其苷、

肽类、黄酮、蒽醌、香豆素、有机酸、酚类、甾醇、挥发油及苯丙素类等。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紫菀在抗肿瘤、

抗病毒、抗氧化等方面也具有显著的药理活性。对紫菀的资源分布、化学成分、药理活性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依

据质量标志物的概念及确定原则对紫菀的质量标志物进行预测分析，以期为紫菀质量标准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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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is a common clinical medicine first recorded in Shen Nong's Herbal Classic for 

expelling phlegm and relieving cough.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has abundant chemical constituents, with terpenoids, 

glycosides, peptides, flavonoids, anthraquinones, coumarins, organic acids, phenols, sterols, volatile oils and 

phenylpropanoids being the most prevalent components.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also has significant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anti-tumor, antiviral, antioxidant, and other activities.This 

review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Moreover, the quality markers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were predicted and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s and determination principles of quality markers.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

depth studies on quality criteria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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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为菊科植物紫菀Aster tataricus L. f. 的干燥

根和根茎[1]，是我国传统的常用中药材。《神农本草

经》中记载紫菀性温、味苦，有化痰止咳和润肺下

气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痰多咳嗽、肺虚咳嗽、唠嗖

咳血、小便不利等[2]。药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紫菀

在化痰止咳方面疗效显著，其提取物在抗肿瘤、抗

菌、抗氧化等方面同样展现了巨大的药用价值[3]。对

紫菀质量控制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4-8]，质

量控制方法由单一指标成分控制发展到多成分测定，

然而对其测定指标与功效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较少。

本文对紫菀的资源分布、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进行

综述；针对紫菀同属植物品种混杂等现象，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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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原的角度比较紫菀不同基原之间成分的差异，主

要为紫菀属与橐吾属成分的区别；从紫菀传统功效

和现代药理活性报道等角度进行文献挖掘，分析比

较与功效相关的化学物质；依据质量标志物的概念

及筛选原则预测分析紫菀可能的质量标志物，为紫

菀质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及后续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源分布

紫菀为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易生长于背阴潮

湿的环境中，在全球分布范围广泛，亚洲、欧洲、

北美洲等地区均有生长。在我国，野生紫菀主要分

布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以东北、内蒙古产量

较高。野生紫菀质量参差不齐，一般不入药，所以

现今中药紫菀大多为栽培[9]。栽培品紫菀产于河北、

安徽、河南、浙江、江苏等地。《中药大辞典》 [10]、

《新编中药志》 [11]、《中华本草》 [12]等现代本草记载：

“紫菀主产安徽亳州、涡阳及河北安国，其中河北安

国、安徽亳县（现今亳州市）、涡阳均为栽培”。《祁

州中药志》记载：“祁州所产紫菀，根粗且长，质柔

韧。因其质地纯正，药效良好，畅销全国各地，故

名祁紫菀”[13]；亳紫菀之名出现在《药物出产辨》 [14]，

《亳州志》将其作为药材列出[15]。《祁州药志》记载：

“紫菀自本帮所得者，乃亳州（亳紫菀）移植于祁州

之种。”[16]河北省安国市及安徽省亳州市因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使得紫菀质优效佳，为临床所公认，为

道地药材。

2　化学成分

紫菀化学成分丰富，主要包括萜类及苷类、肽

类、黄酮、蒽醌、香豆素、有机酸、酚类、甾醇、

挥发油及苯丙素类等[17]。

2. 1　萜类及其苷类

萜类化合物是紫菀属植物最主要的成分，其中

紫菀酮是紫菀特征性成分，且研究发现其单萜、三

萜和三萜皂苷的含量直接影响紫菀化痰止咳的功效。

紫菀中萜类及其苷类成分见表1，结构见图1。
2. 1. 1　单萜类　1988年Nagao等[18]从紫菀根中分离

出 2 个单萜苷紫菀苷 A 和紫菀苷 B。1993 年程东亮

等[19]提取紫菀的根部时首次发现另一单萜皂苷紫菀

苷C。也有学者从紫菀根中分离出来紫菀它酮A[20]和

紫菀它酮B[21]。

2. 1. 2　三萜类　紫菀中三萜类化合物包括羊毛脂烷

型 （紫菀酮[19]、表紫菀酮[22]）、木栓烷型 （表木栓

醇[22]、木栓酮[23-24]、 friedel-3-ene[23]）、齐墩果烷型

（β-香树脂[25]、β-香树脂醇醋酸脂、蒲公英萜醇和蒲

公英醇醋酸酯[24]）和乌苏烷型（Ψ-蒲公英醇[26]）等。

2. 1. 3　三萜皂苷　目前研究发现的紫菀中三萜皂苷

类成分均为齐墩果烷型，主要为紫菀皂苷 A[27]、紫

菀皂苷 B[28]、紫菀皂苷 C[27]、紫菀皂苷 D[29]、紫菀皂

苷E[27]和紫菀皂苷F[28]、紫菀皂苷G[28]、紫菀皂苷Ha、

紫菀皂苷 Hb、紫菀皂苷 Hc、紫菀皂苷 Hd及极臭南

瓜苷A[30]。紫菀中萜类及其皂苷类成分见表 1，结构

见图1。
2. 2　肽类

肽类是紫菀的另一指标性成分，五肽和环五肽

是紫菀中抗肿瘤活性的主要成分。Morita 等[31]从紫

菀中确认了环五肽紫菀亭A、紫菀亭B、紫菀亭C的

存在。卢艳花等[32]对紫菀中的肽类成分进行了研究，

发现并分离出 1 个二肽化合物金色酰胺醇酯。紫菀

中肽类成分见表2，结构见图2。
2. 3　蒽醌、香豆素及黄酮类

截至目前，紫菀中发现的蒽醌、香豆素及黄酮类

大多具有抗氧化、止痛、免疫调节等生理活性，其中

黄酮类成分槲皮素、山柰酚具有抗氧化活性[34-35]。

研究者用石油醚和乙酸乙酯对紫菀水煎液进行

提取，成功从提取液中分离得到了多种多元酚，为

蒽醌类、香豆素类和黄酮类成分[23,36-37]。其中蒽醌类

成分为大黄酚、大黄素、大黄素甲醚[36]和芦荟大黄

素[37]；香豆素类成分为东莨菪素[23]；黄酮类成分为

槲皮素、山柰酚、芹菜素、木犀草素、橙皮苷、芦

丁[36-37]等。紫菀中蒽醌、香豆素及黄酮类成分见表

3，结构见图3。
2. 4　有机酸类及酚类化合物

目前从紫菀中发现多种有机酸成分[25,38-40]，分别

是苯甲酸、对羟基苯甲酸、咖啡酸、阿魏酸、异阿

魏酸、咖啡酸甲酯、四羟基肉桂酸甲酯、齐墩果酸、

阿魏酸二十六烷酯、 lachnophyllic acid、二十二烷

酸、琥珀酸、2,2-二甲基琥珀酸、绿原酸、隐绿原酸

等。高金海等[41]首次从紫菀中分离出来的2个酚类化

合物 3-O-阿魏酰基奎尼酸甲酯和 (+)-异落叶松脂素- 

9-β-D-吡喃葡萄糖苷。紫菀中有机酸类及酚类化合

物见表4，结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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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甾醇类

目前，紫菀中发现的甾醇类成分相对较少。刘

可越等[39]用波谱方法发现并分离鉴定出3种甾醇，即

豆甾醇（54）、β-谷甾醇（55）和胡萝卜苷（56）。

2. 6　挥发油类

杨滨等 [42]用气相色谱 -质谱法 （GC-MS） 等方

法从紫菀根中分析鉴定了 8 个挥发油类成分：

(–)-4-萜品醇、2-十一烷酮、葵酸、匙叶桉油烯

醇、六氢法尼基丙酮、棕榈酸、顺式-9-亚油酸和

顺式-12-亚油酸。Tori 等 [43]从紫菀中提取出反式毛

叶醇 -亚油酸酯。紫菀中挥发油类成分见表 5，结

构见图 5。
2. 7　其他类

在紫菀中还发现 1个酰胺类化合物N-(N-苯甲酰

基 -L-苯丙氨酰基) -O-乙酰基 -L-苯丙氨醇 [N- (N-

benzoyl-L-phenylalanoyl) -O-acetyl-L-phenylalanine，

66][23,44]。金晶等[40]经过波谱分析，从紫菀石油醚萃

取部位分离鉴别出了 11-羟基 -10,11-二氢 -兰草素

（11-hydroxy-10,11-dihydro-euparin，67）。紫菀中其

他类成分结构见图6。

表1　紫菀中萜类及其皂苷类成分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化合物名称

紫菀苷A（shionoside A）

紫菀苷B（shionoside B）

紫菀苷C（shionoside C）

紫菀它酮A（astertarone A）

紫菀它酮B（astertarone B）

紫菀酮（shionone）

表紫菀酮（epishionoe）

表木栓醇（epifriedelinol）

木栓酮（friedelin）

friedel-3-ene

β-香树脂（β-amyrine）

β-香树脂醇醋酸脂（β-amyrine acetate）

蒲公英萜醇（taraxerol）

蒲公英醇醋酸酯（taraxasteryl acetate）

Ψ-蒲公英醇（psi-taraxasterol）

紫菀皂苷A（astersaponin A）

紫菀皂苷B（astersaponin B）

紫菀皂苷C（astersaponin C）

紫菀皂苷D（astersaponin D）

紫菀皂苷E（astersaponin E）

紫菀皂苷F（astersaponin F）

紫菀皂苷G（astersaponin G）

紫菀皂苷Ha（astersaponin Ha）

紫菀皂苷Hb（astersaponin Hb）

紫菀皂苷Hc（astersaponin Hc）

紫菀皂苷Hd（astersaponin Hd）

极臭南瓜苷A（foetidissimo-side A）

取代基

R=O

R=OH

R=OH

R=O

R=H

R1=R2=H，R3=CH3，R4=C2H5
R1=OCH3，R2=H，R3=CH3，R4=C2H5
R1=R2=R3=H，R4=C2H5
R1=OCH3，R2=R3=CH3，R4=O

R1=R4=H，R2=R3=CH3

R1=β-O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β-O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β-O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3

Xyl

R1=H，R2=Glc，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R1=H，R2=GlcUA-6-Me，R3=OH，R4=Me，R5=Ara

R1=H，R2=GlcUA-6-Me，R3=OH，R4=Me，R5=Ara
2

Ara

R1=H，R2=GlcUA-6-Me，R3=OH，R4=Me，R5=Ara
2

Rha
4

Xyl
3

Xyl

R1=H，R2=GlcUA-6-Me，R3=OH，R4=Me，R5=Ara
2

Rha
4

Xyl
3

Xyl

R1=H，R2=GlcUA-6-Me，R3=OH，R4=Me，R5=Xyl
2

Rha
4

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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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理作用

紫菀味苦，归肺经，主治咳嗽痰喘等呼吸道疾

病，是祛痰止咳要药。经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紫

菀在抗肿瘤、抗病毒、抗氧化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药

理活性。

3. 1　镇咳、祛痰

紫菀中的丁基-D-核酮糖苷[45]、1-乙酰基-反式-2-

烯-4,6-癸二炔[42]、紫菀酮和表木栓醇[46]有祛痰作用，

后两者疗效相对较好且还有镇咳作用。与生用紫菀

相比，蜜炙紫菀能更好地起到祛痰、止咳、平喘的

功效，蜜紫菀除增强润肺止咳的功效外，同时还可

以调和药性减轻不良反应[47]。

3. 2　抗肿瘤

紫菀中的肽类[17]、多糖类[23]等均有抗肿瘤活性，

其中肽类是紫菀抗肿瘤的主要成分。从紫菀中分离

出的环五肽紫婉亭A~C对肉瘤 180细胞有抑制作用，

抑制作用的强弱与紫菀的质量浓度有关[48]。Morita

等[49]研究报道环五肽类成分紫菀亭A、紫菀亭B和紫

菀亭 C 对小鼠肉瘤 180 细胞增长有抑制作用。紫菀

水提物中多糖类成分能够抑制胃癌细胞SGC-7901的

生长，其中多聚糖ATP-Ⅱ能抑制神经胶质瘤Ｃ6细胞

的增殖[50-51]。

表2　紫菀中肽类成分

编号

28

29

30

31

化合物名称

紫菀亭A（astins A）

紫菀亭B（astins B）

紫菀亭C（astins C）

金色酰胺醇酯（aurantiamide 
acetate）

取代基

R1=R2=Cl，R3=H，
R4=R5=OH，R6=CH3
R1=R2=Cl，R3=OH，
R4=R5=H，R6=CH3
R1=R2=Cl，R3=R4=
R5=H，R6=CH3

参考
文献

[31]

[31]

[31]

[32-33]

图2　紫菀中主要肽类及其骨架

图1　紫菀中主要萜类及其皂苷类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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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抗菌

唐小武等[52]研究发现紫菀中生物碱类成分可以

抑制多种菌，紫菀醇提物可以抑制巴氏杆菌、大肠

埃希菌、链球菌和沙门菌等多种菌。体外实验表明，

紫菀中提取物可以抑制枯草杆菌、大肠埃希氏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53]。

3. 4　抗氧化

紫菀的花部和茎部提取物都具抗氧化活性[54]。

紫菀中大黄素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对亚油酸的

过氧化有 85. 8% 的抑制作用[55]。细胞癌变及衰老均

与自由基的过量产生有关，而紫菀中的黄酮、蒽醌

类成分均可抑制体内自由基、维持抗氧化剂的平

衡[56]。故紫菀在保健品、护肤品等行业有很大的潜

在价值。

3. 5　其他

研究发现，紫菀中的大黄素、槲皮素等成分具

有抗炎镇痛的作用[57-60]。紫菀与款冬花合用相须、相

使，增强了抗炎镇痛的效果[61]。紫菀中三萜类有抗

病毒的药理活性，Zhou 等[62]发现 astershiononesＣ能

够抗乙型肝炎病毒。贾志新等[63]研究发现，紫菀通

过调节神经递质起到利尿通便的作用。紫菀中酰胺

类化合物 N-(N-苯甲酰基-L-苯丙氨酰基)-O-乙酰基- 

L-苯丙氨醇具有钙拮抗活性[44]。

4　紫菀的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紫菀正品来源为菊科紫菀属植物紫菀的干燥根

和根茎[1]，但在一些地区也将其他品种的植物习用

为紫菀[64-65]。为了保证紫菀用药的疗效、安全性及

中药市场规范化，迫切需要对紫菀的质量进行有

效控制。刘昌孝等[66]提出了质量标志物的概念，质

量标志物是指存在于中药材和中药产品 （如中药

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煎剂及中成药制剂） 中

固有或加工制备过程中产生的、与中药功效属性

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基于中药质量标志物的核

心概念，对紫菀质量标志物进行预测，以期建立

科学有效的紫菀药材质量评价标准。本文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探讨紫菀药材质量标志物选择的理

论依据，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紫菀质量控制标准提

供参考。

表3　紫菀中蒽醌、香豆素及黄酮类成分

编号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化合物名称

大黄酚（chrysophanol）

大黄素（emodin）

大黄素甲醚（physcion）

芦荟大黄素（aloe-emodin）

东莨菪素（scopoletin）

槲皮素（quercetin）

山柰酚（kaempferol）

芹菜素（apigenin）

木犀草素（luteolin）

橙皮苷（hesperidin）

芦丁（rutin）

取代基

R1=H，R2=CH3
R1=OH，R2=CH3
R1=OCH3，R2=CH3
R1=H，R2=CH2OH

R1=OH，R2=OCH3
R1=R3=R4=H，R2=OH

R1=R2=R4=OH，R3=H

R1=R2=OH，R3=H，R4=rutinose

R1=R2=OH，R3=R4=H

R1=R3=R4=H，R2=OH

R1=OH，R2=OCH3，R3=rutinos，R4=H

参考文献

[36]

[36]

[36]

[37]

[23]

[36-37]

[36-37]

[36-37]

[36-37]

[36-37]

[36-37]

图3　紫菀中主要蒽醌、香豆素、黄酮类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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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基于原植物特有性化学成分的质量标志物预测

分析

蒙古族药紫菀与一些来自青藏高原的紫菀属植

物是以干燥花或花序入药[67-68]。青藏高原东缘的地理

环境与气候条件复杂多样，蕴藏的紫菀属植物有多

种，萎软紫菀 A. flaccidus Bge. 、狭苞紫菀 A. farreri 

W. W. Sm. et J. F. Jeffr. 和须弥紫菀 A. himalaicus C.

B. Clarke. 为藏族药紫菀的 3种常用基原[69]。甘肃地

区以当地特产的异叶三褶脉马兰 A. ageratoides 

Turcz. var. heterophyllus Maxim 的根部入药[65]。除了

紫菀属植物，橐吾属的部分植物在我国西南、西北、

图4　紫菀中主要有机酸类及酚类化合物骨架

表5　紫菀中挥发油类成分

编号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化合物名称

(–)-4-萜品醇 [(R)-(–)-p-menth-1-en-4-ol]

2-十一烷酮（2-undecanone）

葵酸（N-decanoic acid）

匙叶桉油烯醇 [(–)-spathulenol]

棕榈酸（hexadecanoic acid）

顺式-9-亚油酸（cis-9-octadecadienoic acid）

顺式-12-亚油酸（cis-12-octadecadienoic acid）

六氢法尼基丙酮（hexahydrofarnesyl acetone）

反式毛叶醇-亚油酸酯（linoleic acid ester of trans-lachnophyllol）

取代基

R=OCH3
R=COOH

参考文献

[42]

[42]

[42]

[42]

[42]

[42]

[42]

[42]

[43]

表4　紫菀中有机酸类及酚类成分

编号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化合物名称

二十二烷酸（behenic acid）

苯甲酸（benzoic acid）

对羟基苯甲酸（p-hydroxy-benzoic acid）

咖啡酸（caffeic acid）

阿魏酸（ferulic acid）

3-O-阿魏酰基奎尼酸甲酯（methyl 3-O-feruloylquinate）

阿魏酸二十六烷酯（e-ferulic acid hexacosyl ester）

四羟基肉桂酸甲酯（methyl 4-hydroxycinnamate）

齐墩果酸（oleanolic acid）

lachnophyllic acid

(+)-异落叶松脂素-9-β-D-吡喃葡萄糖苷[(+)-isolariciresinol-9-β-D-
glucopyranoside]

取代基

R=H

R=OH

R1=R2=OH，R3=COOH

R1=OH，R2=OCH3，R3=COOH

R1=OH，R2=OCH3，R3=(1S,3R,4R,5R)-1,3,4-trihydroxy-1-
formyl methoxy methyl cyclohexane

R1=OH，R2=OCH3，R3=hexadecanyl

R1=OH，R2=H，R3=hexadecanyl

参考文献

[38-40]

[38-40]

[38-40]

[38-40]

[38-40]

[41]

[38-40]

[38-40]

[38-40]

[38-40]

[41]

··660



Mar. 2023 Vol. 25 No. 32023 年 3 月 第 25 卷 第 3 期 中国现代中药 Mod Chin Med

东北地区也存在充当紫菀入药的情况，但其化学成

分的指纹图谱相较于紫菀相似度不高，且缺少与紫

菀酮相对应的色谱峰[65]，而紫菀酮、表紫菀酮、木

栓酮、表木栓醇等三萜类化合物是紫菀的特征性成

分，基于植物成分特有性原则，可将其作为紫菀质

量标志物的选择，其特征性能够将紫菀属与橐吾属

的植物有效区分[70]，确保紫菀用药的有效性、安全

性，以达到保证紫菀质量的目的。

4. 2　基于化学成分与药物功效相关的质量标志物预

测分析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

典》 2020 年版记载，紫菀的传统功效是润肺下气、

消痰止咳[1]，常用于痰多喘咳、新久咳嗽、劳嗽咳

血[71]。同时，经过近些年的不断研究，发现紫菀还

具有抗肿瘤、抗菌、止痛、抗氧化等新的药理活

性[5,7]。紫菀中紫菀酮、表木栓醇[4]、丁基-D-核酮糖

苷[4]、1-乙酰基-反式-2-烯-4,6-癸二炔[4,42]成分具有祛

痰功效；表木栓醇[72]可以抑制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细

胞生长；环肽[4,6,72]能够抗肿瘤；槲皮素和山柰酚[73-74]

可抗病毒、抗癌、降低血压。其中紫菀化痰镇咳的

主要成分是三萜类成分，尤以紫菀酮及表木栓醇这

2 个成分活性最佳，从紫菀止咳化痰这一传统功效

的角度来看，紫菀酮、表木栓醇等三萜类成分可以

作为其质量标志物；作为抗肿瘤药物应用紫菀时，

宜选择环五肽类成分作为药材的质量控制指标；抑

制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细胞生长时，表木栓醇可作为

紫菀药材的质量标志物；而具有抗病毒、抗癌、降

血压的黄酮类成分如槲皮素、山柰酚等化学成分的

专属性较差，难以有效控制药材质量，将其作为质

量标志物有待商榷。

4. 3　基于炮制前后成分变化的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炮制对中药的功效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可以

起到增效、减毒等诸多作用。紫菀有多种炮制方法，

如蜜炙、蒸制等，其中蜜炙为现代常见的炮制方

法[75]。修彦凤等[76]测定了紫菀不同饮片中紫菀酮的

含量，结果表明，蜜紫菀中的紫菀酮含量最高，紫

菀蜜炙后紫菀酮的含量增加，可能同蜂蜜的协同作

用有关。范玲等[47]的研究表明，相比于蜜紫菀，生

紫菀中槲皮素、山柰酚含量更高。因此，紫菀酮、

槲皮素、山柰酚对不同紫菀饮片的质量控制有重要

意义，可考虑作为紫菀的质量标志物加以控制。

4. 4　基于代谢组学技术的紫菀不同部位的质量标志

物预测分析

代谢组学是继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

学之后的又一新兴学科。代谢组学的分析手段可应

用于中药鉴别及中药质量控制等方面。万昶宸[77]采

用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法 （GC-TOF-MS） 对紫

菀地上及地下部分进行分析，发现 92 个差异代谢

物，包括氨基酸类、糖类、有机酸类及少量其他物

质，紫菀地下部分中氨基酸及有机酸含量显著升高，

故常采用地下部分入药[1]；同样应用 GC-TOF-MS对

紫菀的生品及蜜炙品进行分析，可知两者存在 74个

差异代谢物，包括氨基酸类、糖类、糖胺类、有机

酸类及少量其他物质，紫菀生品中氨基酸及有机酸

类物质含量更高，而蜜炙品中糖类物质含量更高。

Wang 等[78]采用液相色谱 （LC） -TOF-MS 和 GC-MS

代谢组学方法，结合化学计量学分析了不同方法处

理的紫菀中非挥发性和挥发性成分的差异，此方法

有助于确定原料与蜂蜜加工、醋加工、蒸制加工的

图5　紫菀中主要挥发油类骨架

图6　紫菀中其他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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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

综上可知，根据GC-TOF-MS的代谢组学研究结

果，紫菀中氨基酸类、糖类、有机酸类、糖胺类物

质的含量存在差异，但是考虑到此类物质的易挥发

性、测定方法的专属性、检测通用性及灵敏度等问

题，并不能很好地作为质量标志物，应在原研究的

基础上采用LC-TOF-MS进行代谢组学研究，以达到

对入药紫菀质量的进一步控制。

4. 5　基于成分可测性的质量标志物预测分析

根据《中国药典》 2020年版记载，紫菀中的紫

菀酮可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1]，采用

末端吸收作为检测波长，也可考虑蒸发光散射检测

器（ELSD） [79]。此外，紫菀中环肽可采用茚三酮比

色法测其含量，但所测值为总环肽含量；槲皮素及

山柰酚也可采用 HPLC 测定，但不是紫菀的特有性

成分；表木栓醇可采用薄层色谱法（TLC）或HPLC

测定。

综上可知，《中国药典》 2020 年版已记载紫菀

酮的测定方法和限度[1]，与紫菀的主要功效密切相

关，且是紫菀的特征性成分之一，采用的测定方法

所测得的数据准确可靠，是紫菀质量标志性成分的

主要选择。同时，由于紫菀中槲皮素和山柰酚不是

紫菀的特有成分，且单一测定紫菀酮含量也不足以

对紫菀进行质量控制，所以对紫菀药材质量进行评

价时，可考虑对紫菀酮、表紫菀酮、表木栓醇等三

萜类化合物进行多指标评价。

5　结语

紫菀为传统化痰止咳类中药，具有良好的疗效，

且近几年发现其具有抗肿瘤等新的药理活性，体现

出深入研究的价值及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对紫菀

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并根据

中药质量标志物的理论，从原植物特有性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与药物功效相关性、炮制前后成分变化、

代谢组学研究及成分可测性 5 个方面对紫菀药材的

质量标志物进行了预测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建议

通过网络药理学和药物入血成分等方面的研究探索

紫菀功效与物质基础的关系；通过代谢组学方法研

究紫菀及其炮制品整体物质基础的变化；通过临床

药物配伍功效的变化研究紫菀加入前后成分的变化，

探求临床功效的变化与成分变化的相关性。在此基

础上，建立紫菀质量分析和评价方法，以完善其质

量控制及质量溯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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