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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苦 豆 子 药用植物 资源保 护 与开发利 用

口张清云 张 国荣 宁夏农林科学院 宁夏 银 川

尹长安 宁夏农学院 永宁

杜盐平 紫荆花药业盐池药厂 盐池

摘 要 本文对苦豆子药用植物 资源 的地理分布
、

资源现状
、

资源保护
、

资源利 用
,

苦豆 子 生物学

特性
、

药用价值
、

饲 用价值
、

其 它领域应 用价值
,

以 及苦豆子 系列产品 开发
、

市场 前景等进行 了详细的

分析与论述
。

并就扩 大资源保护
、

利 用和可持续发展等
,

进行 了大量调 查和试验研究

关键词 苦豆子 资源保护 开发利 用

苦豆 子 口 户 以 , 是 宁夏 的重要

药用植物 资源 和 自然植被组成部分
,

野 生资源分布

面积广
,

蕴藏量大
,

种群优势突出
、

由于其较高的药

川价值 和生 态功能
,

苦豆子 资源 的合理保护 与开 发

利用越来越 引起人 们的重 视
,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已 将

苦豆 子列 入 重点保护 的六 大地道 药材之一
,

纳人 国

家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中
,

生产基地建设

和深层 次开发都有长足 的发展
。

一
、

资源状况

苦豆子的地理分布

苦豆 子为豆科槐属植物
,

主要 分布于我 国北方

的荒漠
、

半荒漠地 区
。

东起 内蒙古包头
、

神木
,

西至新

疆 的霍城
、

喀什
一 ,

南 自叶城人 和 田
、

敦煌
、

到宁夏 的中

卫
、

盐池
,

北至 哈 巴河
、

阿尔泰
、

哈密
、

乌拉特中后旗
、

收稿 日期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阿拉善的广大地 区
。

地域上连续分布带有两 条 南从

鄂尔多斯台地经河西走廊至塔 里木盆地
,

北 由内蒙

古高原经 阿尔善高原
、

哈密盆地
、

吐鲁 番盆地 至 准噶

尔盆地之间
,

两带之 间则呈 间断状分布
‘

苦豆 子适 合生 长 于 荒漠
、

半荒 漠 区 内较潮湿 的

地段
,

如半 固定 沙丘和 固定沙 丘的低湿 处
,

地 下水 位

较高的低湿地
、

湖盆沙地
、

绿洲边 缘 及农 区 的沟旁 和

田边地头
。

苦 豆 子不仅是优 良的 固沙植物 与可利用

牧草
,

还是重 要 的药用植 物资源
,

用 途
‘ ’

泛
,

资源 丰

富
,

开发利用价值极高
。

苦豆 子资源 全 闰产区 面 积约

为 余万 时
,

除部分地 区 因农 垦 开 荒 导致 资源减

少外
,

大部分保 留完好

室夏苦豆子资遮现碑

宁夏 的苦豆子资源集 中分布在盐池
、

灵 武
、

陶乐

县 市 境 内
,

零 星 分 布 于 红 寺 堡
、

同心
、

中宁
、

中 又

县
,

地貌特征 为鄂 尔多斯 台地 向黄土 丘 陵 的过 渡地

科技邵
“

十五
”

科技攻 关计 划 西 部专项 犯 宁夏道地沙生 中药材资源 保护 及 可持续发展 关键技 术研 究 与 示 范
,

负责人 蒋

齐

联 系人 张 国荣
,

研究员
,

主要从事草地生 态环境研究
, 一 , 一 , , 张清云

,

助 理研 究 员
,

从 事中

药材 种植技 术研究

〔
‘, , ,“ 。‘ 邵乃乳〕 讼以 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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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

草场分类 为半荒漠沙化草场
,

这一地带极适合生

长苦豆子
。

境 内以苦豆子建群种
、

优势种和次优势种

分布面积约 万 , 合 万余亩
,

其 中在盐 池

县分布 万 合 余万亩
,

占宁夏境 内苦豆

子总分布面积 的
,

盐池产 区 的苦豆子多集 中在

冯记沟
、

惠安堡
、

三墩子
、

赵家塘
、

四儿滩
、

柳杨堡
、

王

乐井
、

青羊井和双井子 山梁一带
。

根据苦豆子生长情 况
,

将其生境草场分为三等
,

经调查 一等草场每 内平均生长植株数 万

株
,

平均 株高
,

最 高可 达
,

可 产 干草
,

结籽实 二等草场每 , 内平均生长植

株数 万株
,

平均株高
,

最高可达
,

可

产 干草
,

结籽实
·

三等草场每 耐 内平

均生长植株数 万株
,

平均株高
,

最高可达
,

可产干草
,

结籽实
。

在苦豆子分布 区域 内
,

一等草场约 占
,

面

积 万 二等草场约 占
, ,

面积 万

三等草场约 占
,

面积 万
。

根据 以

上产量调查
,

宁夏境 内苦豆子资源总蓄积量 为 地上

部分年平均产草量 万
,

年平均结籽量 万
。

按生长密度
,

群落分布划分
,

一等草场 内年平均产

草量 万
,

结籽量 万 二 等草场 内年 平 均

产草量 万
,

结 籽量 万 认 三等草场 内年 平

均产草量 万
,

结籽量 万
。

资源利 用

苦 豆 子 是 重 要 的药 用 植 物 资 源 和 饲 用 植 物 资

源
,

早在 年 国外就从苦豆子籽实 中提 出
”

苦参总

碱
” ,

世界性研究苦豆子 始于 世纪 年代初
,

前

苏联学者用提 出的
”

苦参总碱
”

人药后
,

发现具有清热

解毒
,

抗菌消炎等作用
,

又分离 出槐定碱
、

槐安碱
。

此

后
,

波兰
、

美 国学者相继研究报导 了苦豆子植物体 内

的多种化学成份
。

年被正式列人《美 国药典 》
,

在

世界上广泛 引起重视并用 于 医药界
,

随后美 国抗 癌

研究 中心 发 现 苦 参 碱 中槐 果 碱 在 临床上 有 抗 癌 效

果
。

国内研究始 于 年
,

为 了开发资源
,

年

研制 的苦豆子生物碱制剂一
“

苦 豆子 片
”

治疗腹泻新

药
,

被正式载人 年版《中国药典 》
,

现改名 为
“

克

泻灵 片
” 。

年开发出
“

苦参碱制剂妇炎栓
” ,

用 于

治疗妇科疾病
。

年 国内建成 了第一条苦豆子生

物碱工业生产线
,

生产苦豆总碱
、

苦参素
、

苦参碱
、

槐

定碱等
,

开始 了苦豆子生物碱系列产品的批量生产
。

由于苦豆子 资源分布面积广
,

多数群落呈零散分布
,

采集 困难
,

药厂用量有 限
,

年有效利用率仅 占苦豆子

产籽 总量 的
,

其余资源均未被充分利用 和采

集
。

地上部分除霜冻后放牧家畜采食少量干叶外
,

一

部分青割后用作农 田绿肥
,

大部分资源被无效浪费
。

随着苦豆子开发利用范 围的不断扩大
,

苦豆子资源

的有效利用也会逐年提高
。

资遮途丝

由于 苦豆 子植物多与甘 草等其 它植 物伴生
,

近

年来因滥挖甘草引起 的草牧场沙漠化
,

加上超载过

牧使草原植被受到破坏
,

苦豆子资源蓄积量 呈下降

趋势
。

特别是水利工程扩大到 中部干旱带后
,

不 少适

合苦豆子生 长 的平 川沙地草场
,

被新垦 为农 田
,

使苦

豆子分布面积也呈减少趋势
。

苦豆子属 中旱生植物
,

根 系发达
,

又 是极好 的固沙先锋植物
,

在沙质荒漠化

地 区
,

对维 护生 态平衡
、

防制 土地 沙漠化
、

减 少水土

流失有着其他植物难 以替代 的作用
。

在苦豆子伴生

甘草
、

披针叶黄花植物群落草场上
,

近二十年来 由于

人类频繁活 动
、

滥采乱挖
,

大部分有甘草类型 的植被

已 由表土完整型 向片状覆盖沙化地和半流动沙地演

化
,

优 良牧草渐次减少乃 至 消失
。

并造成地下水位下

降
,

风暴 日增 多
,

当前 已进 入第 三 阶段
,

生态 系统 失

衡 已经 波及 到 世 纪人类 的发展 与生 存
,

有 效保

护
、

合理利用苦豆子资源 已成 为新世纪生态环境建

设 和可持续 发展不 可忽视的问题
。

二
、

苦豆子生物学特性

苦豆子为多年生豆科草本植物
,

株高
,

全株有灰白色伏生绢状柔毛
,

根茎发达
,

根 幅长达
,

垂直根 向下延 深 一 ,

不定 根无分层性
,

均

匀扩散蔓延很广
,

茎直立
,

上部多分枝
。

奇数羽状复

叶互生
,

总状花序顶生
,

花密生
,

呈黄色或黄 白色
。

荚

果为念珠状
,

灰褐色或灰黑色
,

种子呈 卵圆形
,

每年

月 中旬萌发
, 一 月 中旬开花

,

月下旬一 月 中旬果

〔 卿用
。山 了’记双 勿耐 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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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成熟
,

生育期 一 。

苦豆子属 中旱生植物
,

地 上部分小
,

冠 幅为

地下 部分大
,

形 成庞大 的根 系 网
,

两 者干重 比

为 一 。

苦豆子是耐轻盐碱植物
,

一般生于全盐

量小 于 的土壤上
,

全盐量上升到 时生长受

到抑制
,

当全盐量达 时未见生长
,

但有时也具有

避盐现象
,

如草旬盐土土层 一 间全盐达
,

它可 以 直接穿过上 面盐分较重 的土层而 吸收下层 含

盐量较轻土壤 中的水分
。

苦豆 子主要 生 于 沙质土 壤上
,

耐 沙埋
、

抗 风蚀
,

具有 良好 的沙生特点
,

由于水分活动频繁
,

植物根 系

伸展 的深而广
,

在结构 紧密 的土壤 内
,

因其水分上下

移动不 畅
,

植物根 系较浅
。

在半 固定沙丘上
,

苦豆子

多为先锋种
,

当流动沙丘 固定后首先生长 的即苦豆

子
。

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是连片生 长
,

分布稀疏
,

结

构简单
,

伴生种少
,

主要伴生群落有 苦 豆子 一 甘草

披针叶黄花
、

苦豆子 一牛心朴子群落
、

苦豆子 一沙篙植

物群落
,

一般覆盖度
。

苦豆子种子成熟期 与雨热同季
,

种子 含有亲水

胶体能粘附土壤
,

在湿沙土 中很 快发芽生长
,

形成秋

季苗
,

荚果很轻可随风滚动或漂流
,

故分布较广
。

三
、

开发利用价值

药用价值

化学成分
。

苦豆子 的化学成分 主要是蛋 白质
、

糖类
、

有机

酸
、

黄酮类
、

色素和生物碱
。

苦豆子生物碱属于喳诺

里 西 咤 生物碱
,

由 三价 氮原 子形成 的

稠合的二个呢吮环
,

又称双稠呱陡
,

仍属于呱陡或 毗

绽 的衍生物
。

按其结构可分为 个类型

即羽扇豆碱
,

二环型 金雀花碱
,

三环型 鹰爪豆碱
,

四环型
。

目前从苦豆 子 中提取分离及 鉴定 的生 物碱 有

苦参碱
、

槐果碱
、

槐胺碱
、

新槐胺碱
、

槐定碱
、

苦参碱
一氧化物

、

槐果碱 一 一氧化物
、

槐定碱一 一氧化物
、

一经荃槐定碱
、 , 一脱氢槐定碱

、 一 经定槐定碱
、

一 羚荃 一 , 一脱氢槐定碱
、

苦豆碱
、 一 甲基苦豆

碱
、

烯丙基苦豆碱
、

金雀花碱
、 一 甲村金雀花碱

、

鹰陡

叶碱
、

三 巴豆荃基 四胺及具有羽扇豆 结构特点 的两

种新生物碱
,

共 种生物碱
。

苦豆 子 主要 生 物 碱 组 成 和 含 量 受 多种 因 素影

响
,

如苦豆碱在 叶 内含量较 高而根 中没有
,

槐 果碱和

槐定碱则分布于各器官 中
。

苦豆 子生 物总碱在青绿

期 叶 中含量 为
,

花 蕾 中为
,

茎 中为
,

全株 霜 后 期 叶 中为
,

茎 中

为
,

种子 中
,

主要集中在种子里
。

就地

区 而言
,

宁夏产 区生物总碱含量最高
。

另外生

长在碱性土壤 中的苦豆 子
,

体内不 含赖 氨酸
、

月
一

氨

酸
、

苏 氨酸等
,

且天冬酞胺
、

精氨酸
、

天 冬氨酸
、

谷 氨

酸
、

脯 氨酸
,

色氨酸等 含量较低
,

而组 氨酸
、

丙 氨酸
、

酪氨酸
、

撷氨酸等含量较高
。

氨基酸含量直接影响植

物体 内生物碱 的合成
,

这是生物碱组 成 和 含量 因产

地不 同而存在差异 的主要原因
’ 。

药理作用
。

苦 豆 子 味极 苦
、

性 寒有毒
,

具 有 清热解毒
,

抗 菌

消炎
、

止痛杀虫等作用
。

民间用根治疗喉痛
、

咳嗽
、

痢

疾及湿疹等
。

目前用于药物开发 的主要 有 种生物

碱 苦参碱 ‘
,

氧 化苦参碱 ,

,

槐 果 碱 印
,

氧 化 槐 果 碱

甲
,

槐胺碱 槐定

碱
,

莱曼碱 一
,

苦豆

碱 叩
。

苦豆子生物碱 的药理作用 ①对

中枢神经 系统 的作用
,

体现在镇静催眠
、

镇痛及 降

温 ②对 心 血管 系统 的作用
,

体现 在抗心 律 失常
、

五

性肌力作用
,

降压和降低心率作用
,

对心肌缺 血和梗

塞 的保护作用
,

降血脂作用 ③抗病毒
、

抗 炎及 免疫

抑制作用
,

苦参总碱能抑制 多种病毒 繁殖
,

增强免疫

调节功能和免疫促进作用 ④抗 肿瘤作用
,

对肝癌细

胞抑 制作用 明显
,

对宫 颈癌
、

淋 巴 肉瘤
、

肺 癌 也有抑

制作用 ⑤对平滑肌 的作用
,

总碱 和一些单体生物碱

均能对抗 由炎症介 质诱导 的离体 回肠 收缩
,

对 支气

管平滑肌具有松 弛作用
,

对整体模 型也有作用 ⑥目

前临床应用苦豆子浸膏 片
、

苦豆碱治疗 急性 菌痢
,

槐

果碱片治疗支气管哮喘
,

苦参碱治疗妇科炎症
、

苦参

素注射液治疗慢性 乙 型病毒性肝炎均取得很 好 的疗

效 槐定碱和苦豆子 总碱注射液用 于治疗肿瘤 的研

〔 郡服 众 功 以 如耐 田双沼对硬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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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 已开发成功
。

饲 用价值

营养成分
。

①苦豆子全株 平均蛋 白质含量为
,

粗脂

肪
,

粗纤维
,

无氮浸 出物
,

灰分
,

钙
、

磷
。

不同器官的营养成分存

在着一定差异
,

茎 中蛋 白质含量 为
,

粗脂肪
,

粗纤 维 叶 中粗蛋 白为
,

粗脂

肪 种子 中粗蛋 白
,

粗脂肪
。

以

种子 中含量最高
。

苦豆 子 蛋 白质 含 量 随生 长期 的不 同而有 所 区

别
,

叶 片 营 养 期 粗 蛋 白含 量 最 高
,

平 均 为
,

花 期 次 之 为
,

果 实 期 较 少 为 巧 根 部

以 果期 蛋 白质 含量 最 高
,

平 均 为
,

花期 和 营

养期 分 别 为 和 茎 中蛋 白质 以 果 期 最

高
,

平 均 为
,

营 养期 和 花 期分 别 为 和
。

苦豆子叶
、

种 子 中含有动 物所必需 的各种氨基

酸
。

叶子与首蓓 比较
,

除胧氨酸外其它氨基酸均高于

首楷 叶蛋 白的氨基酸与奶粉相 比
,

除胧氨酸 只有 奶

粉的一半外
,

其余氨基酸高于奶粉 倍左右
。

②提取生物碱后 的苦豆子渣 草渣 中蛋 白质 为
,

粗脂肪 为
,

粗纤 维 为
,

无氮浸

出物
,

氨基酸组成完全
,

且含量较高
,

营养价

值与首蓓相似
。

籽渣 中蛋 白质为
,

粗脂肪为
,

粗纤 维
,

无 氮浸 出物
,

蛋 白质

含量相 当于胡麻饼的
,

各种氨基酸含量较高
,

其

中蛋氨酸高达
。

饲喂效果及消化率
。

在能量
、

蛋 白质水平相似 的前提下
,

以等蛋 白量

的方式
,

用不 同 比例 的苦 豆子草渣和籽渣
,

分别代替

首蓓草粉 和胡麻饼饲喂 当地滩羊
,

其结果 体重变

化
、

日采食量
、

饲料报酬
、

屠宰率
、

经济效益五项指标

均优于对照组
,

说 明替代不仅可行而且效果 良好
,

苦

豆子在提取生 物碱后剩余 的草渣
、

籽渣可 做为优质

饲料资源
,

发展畜牧养殖业转化再利用
。

在饲喂 过程 中采用 全收粪 法
,

测 定 了 草 渣 和 籽

渣 的 消化率
,

草 渣粗 蛋 白质 消 化 率 为
,

粗脂

肪 为
,

粗纤维
,

天 氮浸 出物

籽 渣 分 别 为
, 、 、

两

种废 渣 比较 籽渣体积小 营养价值高
,

尤其蛋 白质 含

量更 高
,

利用价值优于草渣
。

两 者 消化率普 遍较高

的原 因
,

是 因为籽 渣 在加 工过程 中经过高温处 理
,

破 坏 了其 中的抗胰 蛋 白酶 之故
,

草 渣 经 蒸 煮
、

浸 泡

和 高温 处理
,

使纤 维 素 的分 子 结 构 疏 松
,

进 而 使 消

化率提 高
。

其它利 用途径

据报导槐定碱可提 高西瓜 的甜度
。

苦豆子植物

的杀虫能力介 于假木贼碱 和 羽扇豆碱

之 间
,

金雀花碱有希望成 为新生物 杀虫农

药 的有效成分
。

目前苦豆碱 已做为防治松材线虫病

农药
“

杀线一号
”

的原料
。

四
、

苦豆子系列产品开发

克泻灵 片

国家 中药保护 品种
,

用于感 染性 和非感染性腹

泻
,

是治疗 菌痢
,

急
、

慢性肠 炎
,

结肠 炎 的理想 药 品
。

年产销量约 亿片
。

妇 炎检

是 以喳诺里西 陡生物碱一苦参碱 为原料研制 的

妇科外用制剂
,

临床上用于治疗霉菌性 阴道炎
、

滴虫

性 阴道炎
、

老年性 阴道炎
、

慢性宫颈炎及宫颈糜烂 的

特效药剂
。

年产销量约 万粒
。

笠参素途射渔

列为 中华医学会重点推广 药品
,

主要用 于治疗

慢性 乙 型病毒性肝炎
。

年产销量约 万支
。

苦参素胶囊

用 于 治 疗 慢 性 乙 型 病 毒 性 肝 炎
。

年 产 销 量 约

万粒
。

笠参丛
,

苦参圭
、

笠显生直丛原料药
现 已形 成年 产苦参碱

、

苦参素
,

苦豆 子

总碱 的生产能力
。

生产工艺及产品质量居全 国

领先水平
,

市场份额 占全 国 以上
。

其它取得生产批准文号的产品

苦参总碱
、

槐果碱
、

槐定碱
、

苦豆碱
。

目前正在研

制开发 的新药有 用于治疗肿瘤的苦豆子总碱注射

〔 硬刀 娜人〕 七以 勿 以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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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

苦豆 子碱抗 炎抗变态反应新药制剂
,

现 已完成临

床前的研究
。

五
、

生产基地建设

经 国家科技部批准
,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 已 列入
”

国

家 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
” ,

并 于 年正式

挂牌《中药现 代化科技 产业 宁夏 中药材 基地 》
,

宁

夏 已 成 为中国第二个 国家级药材基地
,

明确项 目建

设任务及规模 建立 万亩 中药材种植基地 万

亩规范化种植示 范基地 建立 万亩种子种苗基地

建立 万亩围栏补植抚育基地
。

项 目启动后
,

已在

苦 豆 子 资源 产 区 工程 围栏 天 然苦 豆 子 草场 万

川 合 万 亩
,

并开展 了抚育更新补播措施
。

宁

夏紫荆花药材基地联合 区 内科研单位
,

在盐池 县产

区还 通 过人工种植
,

引种 观察
,

种 质 资源遴 选
、

病 虫

害控 防等试验研究手段
,

提高苦 豆子资源 的最 大持

续产量
,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 药材 资源 为主
,

实现

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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