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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近年来对郁金本草考证、资源分布、加工炮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和发展前景

等诸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郁金 本草考证 采收加工 化学成分 药理

郁金为姜科姜黄属植物温郁

金 59#’9:+ ;)*/9<(* ;9 <9 =7)4 )>
=9 ?34@、姜黄 5= $"*.+ ?9 、广西莪

术 5= >;+*.6()*6(6 A9 B9 ?)) )>
=9 C9 ?324@ 或蓬莪术 5= ?-+)"’+9$(6
D2*9 的干燥块根，药用历史悠久。

本药性寒，味辛、苦，归心、肝、胆

经，具有活血行气止痛、清心解郁、

利胆退黄、凉血止血之功效 E % F，常

用于经闭痛经、胸腹胀痛、黄胆尿

赤等证。郁金药材不仅供中医临

床配方使用，也是利胆排石片、郁

金银屑片、舒肝和胃丸、安宫牛黄

丸等多种中成药的原料。中国药

典 !""" 年 版 一 部 和 % G %- 册 部

颁标准中有 %H# 个成药使用了郁

金原料，约占国家标准收载中成

药的 #9 #I 。近年来有关姜黄属植

物药用部位的文献报道较多，但

主要集中在根茎，而块根相对较

少。本文概述了近年来郁金的研

究成果。

一、本草考证

郁金始载于《药性论》。《新修

本草》曰：“此药苗似姜黄，花白质

红，末秋出茎心，无实。根赤黄。取

四畔子根，去皮，火干之。生蜀地

及西戎⋯⋯岭南者有实，似小豆

蔻，不堪啖。”《本草蒙筌》载：“色

赤兼黄，生蜀地者胜。体圆有节，

类蝉肚者真。”《本草纲目》亦云：

“其苗似姜，其根大小如指头，长

者寸许，体圆有横纹如蝉腹状，外

黄内赤。”从上述形态特征的描述

可推断明代以前郁金的来源是植

物 姜黄 5= $"*.+ ?9 的侧 生根 茎 ，

而非今之块根 E ! F。大约明末清初时，

郁金的药用部位由根茎向块根改

变，如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云：

“郁金，其生蜀地者为川郁金，以

根如螳螂肚者为真。其用以染黄

者为姜黄。”值得注意的是，郁金

部位转变前后，从本草上未见到

功效的明显改变，可认为这种改

变 不 是 源 于 医 药 发 展 的 深 层 原

因，或这种改变推动了医药的发

展 E # F 。道地性上，苏颂的《本草图

经》曰：“今广南、江西州郡亦有

之，然不及蜀中者佳。”《药物出产

辨》更是记载以“产四川为正地

道。”可见川产郁金自古以来便占

郁 金 的 研 究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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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资源分布

郁金主产于四川、广西、浙江

等省区。四川有 *""" 多年的栽培

历史，其品种主要是姜黄和蓬莪

术，分别称为黄丝郁金和绿丝郁

金，产于四川省岷江河流域沿岸各

区县，尤以成都市的双流、崇州为

道地产区。此外，浙江温郁金与广

西莪术药用历史较晚，温郁金产于

浙江瑞安县，称为温郁金；广西莪

术主产于广西横县和贵县。云南亦

有分布，称为桂郁金 + # ,。

三、采收加工

*’ 采收期的研究

吴红 + - , 等根据郁金叶、根、块

根的生长发育和干物质积累的特

点 将 郁 金 的 个 体 发 育 分 为 苗 期 、

叶丛期、块根膨大期及干物质累

积期等 # 个生育阶段，发现块根

在膨大期主要是结构生长，挥发

油 和 姜 黄 素 成 分 的 含 量 迅 速 上

升；进入干物质累积期后以重量

增加为主，挥发油和姜黄素积累

速度减慢，最后低于干物质积累

速度；到收获期，其含量反而相对

降低。因此，郁金最佳采收期的确

定，应充分考虑其产量和有效成

分含量的联系，寻找二者搭配的

最佳点。叶玉兰 + ( , 等测量郁金的

挥 发 油 和 姜 黄 素 含 量 以 *" 月 份

最高。刘峰群 + . , 等则考察姜黄地

下部分的形态发育与有效成分挥

发 油 和 总 姜 黄 素 含 量 的 相 关 性 ，

认为药材黄丝郁金采挖的最佳时

间可订为 *! 月中旬。肖杰易 + / , 等

自 四 川 省 双 流 县 引 入 郁 金 种 姜 ，

种植在凉山州米易县，其探索适

宜采收期试验结果却表明，当地

郁金的收获期以 ! 月为佳。由此

可见，郁金的采收期受地理条件

和气候环境的影响，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张浩 + 0 , 等通过测定不同

采收期和加工方法的郁金挥发油

含量，认为采收时间对绿丝郁金

挥发油含量高低影响不大，次年 1
月 或 ( 月 仅 较 头 年 *! 月 采 收 略

高；但黄丝郁金次年 1 月较头年

*! 月采挥发油含量高 * 2 1，说明

不同品种的郁金其采收期应有所

不同。

!’ 加工方法的研究

张浩 + 0 ,等研究表明郁金药材直

接干燥或经煮后晒干，其挥发油

含量变化不大，但经煮后药材易

干燥，而直接干燥法受天气影响

较大，故郁金类药材的加工以煮

后再晒干为好。

四、化学成分

*’ 挥发油

黄 丝 郁 金 含 挥 发 油 *’ !3 4
!3 ，其余各种郁金的挥发油含量

为 "’ *3 4 "’ .3 。不同品种郁金

挥发油虽有许多相同成分但在主

成分及其含量上差异较大。挥发

油中的主成分大体与各自的根茎

相似，如黄丝郁金挥发油的主要

成分为姜黄烯 5 678679:;< = 、姜黄

酮 5 <789:8%;: = 、 芳 姜 酮 5 >8 ?
<789:8%;: = ；绿丝郁金挥油中主要

含有吉马酮 5 @:89>68%;: =、芳姜酮

5 A8 ? <789:8%;: =； 温 郁 金 挥 发 油

以 姜 烯 5 BC;@CD:8:;: = 、 莪 二 酮

5 E78FC%;: = 为主；桂郁金挥发油的

成分中以莪术醇 5 678679%& = 、呋喃

二烯 5 G78>;%FC:;: = 含量较高。测试

结果表明不同品种郁金挥发油主

要成分具有特征性，可作为辨别

药材品种归属的依据 + *" , + ** , 。此外，

汤敏燕 + *! , 等还对黄丝郁金挥发油

中 蜡 质 成 分 进 行 分 离 ， 经 HE ?
IJ ? KJ 分 析 得 其 主 要 成 分 为 长

直链烷烃和长直链脂肪酸。

!’ 姜黄素类

主要为姜黄素 5 678679C; =、去

甲氧基姜黄素 5 F:9:<L%MN678679C; =
及双去甲氧基姜黄素 5 DCOF:9:<L%MP
N67Q79C;=，但不同品种间含量差

别很大，如黄丝郁金比绿丝郁金

含量高达数十倍。若以姜黄素作

为指标成分，四种郁金中黄丝郁

金的质量较好。另据报道，黄丝郁

金 中 尚 含 香 豆 酰 阿 魏 酰 乙 烷

5 6%79>8%N&G:87&%N&9:<L>;: =、!P 对 P
香 豆 酰 甲 烷 5 FC ? R ? E%79>8%N&P
9:<L>;: =、 二 阿 魏 酰 甲 烷

5 FCG:87&%N&9:<L>;: =、对 P 香豆酰阿

魏酰甲烷 5 R6%79>8%N&G:87&%N&9:<L>P
>;: = +*1 ,。

1’ 多糖

从郁金热水 提取的高 分子组

分中分离得 A、S、E 1 种多糖。多

糖 A 由 TP 鼠李糖：TP 阿拉伯糖：

KP 木糖：KP 半乳糖：KP 葡萄糖：KP
半乳糖 A 构成；多糖 S 由 TP 阿拉

伯糖：KP 木糖：KP 半乳糖：KP 葡萄

糖：KP 半乳糖 A 构成；多糖 E 由

鼠李糖：阿拉伯糖：KP 木糖：KP 半

乳糖：KP 葡萄糖：K 半乳糖 A 构

成，( 分支葡聚糖部分为其高活性

部分，所占比例较大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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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碱

张安将 # $! % 等从温郁金干粉中

提取出生物碱的总碱，经薄层检

测，发现含有多种生物碱，并对其

中 & 种进行了分离。

’" 微量元素

张浩 # $’ % 等 检 测 ! 种 郁 金 中

()、*+、,-、.-、*/ 等 &0 种微量元

素含量差异甚小，说明郁金各种

类中含有相近的元素成分，不同

来源的郁金只有个别微量元素含

量存在差异。

1" 其他

郁金中尚含淀粉、脂肪油、黄

色染料、!2 谷甾醇等。易进海 # $1 %

等人还首次从黄丝郁金中分离得

到 123)4567282 9 :2/;/<+467 = 2<>?6?7/
# !，$，0 % 5)@4A-2:2/-) 9 : = 、阿魏酸

和阿魏酸乙酯。

五、药理作用

$" 保肝作用

刘仁义 # $8 % 等通过温郁金"号

注射液对急性中毒性肝炎治疗的

病理形态学观察，认为中药温郁

金"号 注 射 液 具 有 抑 制 肝 炎 炎 症

反应和良好的抗损伤作用，并能

明显促进肝细胞损伤修复，保护

肝细胞及促进肝组织再生。俞彩

珍 # $B % 等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结合

动物实验结果分析得出，温郁金#
号注射液能降低 C2DEF 活性，对

肝功能有一定恢复作用；且对总

蛋白量有促进作用，特别是促进

白蛋白、+$ 和 +& 球蛋白的合成能

力，同时抑制 ! 与 $ 球蛋白合成，

说明对机体有修复作用，肝炎时

能纠正 G H D 比例倒置，同时具有

去脂和抑制肝细胞纤维化作用。

&" 利胆作用

汪龙德 # $I % 等将家兔肌肉标本

放置于灌流肌槽中，累积加入不

同浓度郁金水煎液，记录肌肉收

缩活动的变化，发现单味郁金水

煎液可抑制离体免奥狄氏括约肌

的位相性收缩，但对胆囊和十二

指肠纵行肌具有兴奋作用，可加

强其收缩作用。据此推测，郁金的

利胆排石功效可能与其收缩胆囊

平滑肌，抑制奥狄氏括约肌的收

缩活动有关。而王树东 # &0 % 采用胆

囊超声法观察健康志愿者服用中

药郁金煎剂前及服后 $’、:0、10
分钟时胆囊大小变化，同时应用

放免法测定上述四个时间内的血

清胆囊收缩素 9 **J = 水平，发现

服 药 后 :0 分 钟 平 均 胆 囊 体 积 较

服药前显著缩小。而此时 **J 达

到高峰，表明中药郁金可通过促

使 血 中 *J 水 平 升 高 而 引 起 胆 囊

收缩。

:" 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郭淑睿等 # &$ % 观察郁金对鹌鹑

血脂的影响，并与安妥明对比。实

验 结 果 表 明 郁 金 组 与 安 妥 明 组

F*、FD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显著。郁金组与安妥明相比 F* 值

相近，FD 下降幅度郁金组不及安

妥明组，但差异无显著性。且郁金

组 血 清 KEK 亦 低 于 高 脂 对 照 组 ，

差异显著。同时，血清中 LEK 含

量也呈升高趋势。郁金组实验动

物体重低于高脂对照组，表明郁

金能降低高脂动物体重。提示郁

金具有调整、改善血脂代谢的作

用。而且郁金没有安妥明圆形脱

毛的副作用。段文卓 # && % 等测定郁

金煎剂对家兔红细胞功能的影响

后，发现郁金能降低全血粘度、改

善红细胞的功能。证实其机制是

明显降低红细胞压积，对红细胞

聚集有解聚作用，即降低红细胞

的聚集性并提高红细胞的变形能

力，以及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维

持了血液粘度的正常，达到了活

血化瘀、通利血脉的良好效果。

!"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陈少夫 # &: % 等将郁金煎剂经纤

维 胃 镜 注 入 :& 例 浅 表 性 胃 炎 患

者的十二指肠上段后，通过观察

血 清 胰 液 素 水 平 及 十 二 指 肠 中

L*M:
N 浓度的变化，证明郁金煎剂

有刺激内源性胰泌素分泌增加的

作用，继发性引起血清胰泌素水

平 和 十 二 指 肠 中 L*M:
N 浓 度 升

高，从而碱化十二指肠肠液。李森

林 # &! % 等观察了轻度慢性浅表性胃

炎病人口服郁金煎剂后血浆生长

抑素水平的变化，结果表明口服

郁金煎剂后血浆生长抑素水平明

显提高，说明郁金有促进生长抑

制素释放的作用。其机理可能是

郁金直接刺激胃肠膜 E 细胞，使

生长抑素释放增加，而生长抑素

能 抑 制 胃 酸 和 多 种 消 化 液 分 泌 ，

故能对胃肠粘膜起到细胞保护作

用。上述二项研究结果均提示郁

金有可能作为消化系统疾病的治

疗药物。

’" 中枢神经抑制作用

姜黄二酮 9莪术二酮 = 是郁金

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郝洪谦 # &’ %

等证实，采用姜黄二酮腹腔注射

能明显延长家猫的各期睡眠，包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综 述



〔 !"#$% &’()*’) +*% ,)’-*"$"./ 0 1"%)#*(2+3("* "4 ,#+%(3("*+$ 5-(*)6) 1)%(’(*) +*% 1+3)#(+ 1)%(’+〕78

!""# 第六卷 第二期 #$%&’ ( )%’ !

括慢波睡眠!期 * +,+!-、慢波睡

眠"期 * +,+"- 和 快 动 眼 睡 眠

* ./0 -，尤其对 +,+"、./0 期睡

眠的延长作用明显优于传统安神

药朱砂安神丸，表明其具有明显

的中枢神经抑制效应。

(’ 抗自由基损伤

现代研究表明辐射损伤的发

病机理是由电离辐射作用于生物

体 所 产 生 的 自 由 基 损 伤 了 生 物

膜、酶和核酸等，从而引起了一系

列的损伤过程。王滨 1 !( 2 等通过研

究表明机体照射后可导致辐射性

毒 物 345 含 量 增 高 ，6789:+5;、

09:+5; 活 力 降 低 、<+=:49 活 力

应激性升高不显著。而温郁金提

取 液 可 明 显 降 低 345 含 量 ， 使

6789:+5; 活 力 和 <+=:4> 活 力 应

激性明显升高。推测温郁金提取

液可能是通过保护或提高抗氧化

酶的活力，减少脂类过氧化物的

产 生 ， 发 挥 抗 自 由 基 损 伤 的 作

用。

?’ 抗癌作用

郁金可抑制 @%9 诱导的小鼠

结肠上皮细胞增生和局灶性发育

不良。方法为给雌性 6A:B 小鼠皮

下注射 @%9 B"CD E FD 体重，每周

一次，连续六周，造成小鼠结肠上

皮过度增生和局部发育阻碍，同

时在食物中加 !G 郁金喂养，经与

对照组比较证实，郁金可抑制 @%9
的作用，因而可抑制小鼠结肠上

皮肿物的发生 1 !? 2 。郁金对化学致

癌物也表现出抑制作用。试验通

过鼠伤寒沙门氏菌的诱变性和雌

性 +HIJJ 小鼠骨髓细胞微核测试，

结果发现，郁金水提物有抗化学

诱变作用，水提物和非水提物均

有抗苯并芘的诱变作用，且有量

效关系。在注射化学致癌物之前

BK 小时给动物喂饲水提物、非水

提物和郁金，剂量为 LCD E 只，均

可 抑 制 雌 鼠 骨 髓 细 胞 核 仁 的 形

成，抑制率分别为 #LG 、?"G 和

(MG ，提示郁金及其提取物有保

护染色体突变的作用 1 !K 2 。

K’ 不良反应

郁金乙醇提取物分 别以剂量

"’ M，B’ "，LD E FD 体重给小鼠灌胃

进行急毒 * !#N - 实验，以剂量为

B""CD E FD E O 进行长毒 * P"O - 实验

观察。结果显示，长毒用药中小鼠

体重未见明显改变，但心脏和肺

脏重量显著减少；血液学研究发

现红细胞及白细胞显著降低；增

加雄雌小鼠性腺器官重量及雄性

小鼠精子活动能力和精子数目。

急性毒性实验、长期毒性实验均

未发现有生殖毒性 1 !P 2 。

六、开发前景

现代研究表明郁金 在保肝利

胆、抗肿瘤及降血脂方面有着突

出作用，极有希望开发成为有效

防止血管粥样硬化的新治疗剂和

新 型 的 利 胆 保 肝 药 物 及 抗 癌 药

物。据资料报道，目前已有以郁金

作为原料开发而成的抗癌新制剂

榄 香 烯 乳 注 射 液 和 治 疗 心 绞 痛 、

高血脂及动脉硬化的心舒宝片等

相继面世。因此，随着对郁金化学

成 分 和 药 理 作 用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其将在医药领域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郁金提取物亦可用 于化妆品

领域，如日本资生堂公司已将其

用于抗皱化妆品的研发。在爪哇、

印尼等地郁金亦被作为美肤秘方

的原料药之一，而在佛教的浴佛

仪式中郁金还是僧人所用的香水

配料之一。此外，郁金中提取的色

素已被用作食品添加剂和染料添

加剂，而郁金花还可作为观赏植

物供盆栽或绿化。

由此看来，建立符合 <@4 要

求的郁金绿色药材基地，使郁金

原药材在农药残留量、重金属、主

要 化 学 成 分 方 面 符 合 国 际 标 准 ，

并大力开发郁金的系列产品，如

药品、保健食品、化妆美容品，提

高郁金产品的附加值，具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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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根院士指出中药现代化应关注 + 个领域
在首届院士论坛暨广东省中药产学研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

指出，中药现代化应关注中药基因组学、中药信息学、中药的可持续发展、中药在

提高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及中药国际化 + 个领域。

肖培根指出，中药现代化要积极引进现代科学的新思维、新成果与新技术。人

类基因图绘制成功和一些致病基因被阐明将有助于中药新药的创制和中药材的

鉴定。如将致病基因放置到基因缺陷动物模型，通过观察不同的单味中药、中药复

方或同一中药的不同部位、不同组分对致病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可以筛选出作

用于某些靶点的中药新药，有机组合后又有可能诞生一批治疗多基因缺陷性疾病

的中药复方药物。

由于信息网络技术具有巨大潜力，肖培根建议，利用该技术重点收集中药的

传统使用经验和现代科研成果，制成系统软件。这样既可以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和线索，获得单味中药或中药复方的配伍规律，有助于组合治疗某种疾病的最

佳方剂，提高创制中药新药的命中率；又有助于人民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在中药

信息软件和医生的指导下，购买适合自己的中药及其保健食品。

对于中药持续发展，肖培根提议建立国家中药资源宏观管理系统，以群落学、

统计学、遥感及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

为支柱，连结各中药生产基地，形成包括拯救珍稀频危中药在内的基地保护网络，

推广实施药材生产规范管理，大力发展“绿色中药材”。同时，要建立中药的基因库

和种子库，合理利用中药。

肖培根预测，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防止老化、免疫调节、抗氧化和抗突变的

中药及其保健品将备受青睐。利用基因技术，以天然绿色食品为原料，通过高技术

在其中加入人体保健需要的中药成分，这种产品将成为保健产业的黄金组成。同

样，经过上述类似处理后的化妆品、饲料、香料、农药等中药制品，也会被多数人喜

欢。

在推进中药国际化方面，肖培根认为，不仅要严格按照W7P、WNP、W/P、WOP、

W6P 的国际标准，生产出具有“三效”"高效、速效、长效 $、“三小”"剂量小、毒性小、

副作用小 $ 和“三便”"便于储存、便于携带、便于使用 $ 的现代中药，还要了解世界

药品市场的需求、法规、运作和习俗，也要积极推广中医药理论，提高对中药的认

同感。 "文 摘 $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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