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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寄生药材是中国传统常用中药材，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并被列为上品。2015版《中国药典》收
载桑寄生药材为桑寄生科钝果寄生属植物桑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DC.） Danser 的干燥带叶茎枝，
具有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元等功效，用于治

疗风湿痹痛、腰膝酸软、筋骨无力、崩漏经多，妊娠漏

血、胎动不安、头晕目眩等症 [1]。桑寄生主产于广西、

广东、海南、福建南部等地区，分布在海拔 20-400 m
的平原或低山常绿阔叶林中，常寄生于桑树、桃树、

李树等多种植物上 [2]，《中药大辞典》记载桑寄生的

寄主有 29科 50多种 [3]。朱开昕等 [4]对广西境内桑

寄生药材资源调查发现，桑寄生寄主多达 36科 150
余种。现代大量研究表明，寄主对桑寄生化学成分、

毒理、药理等存在明显影响。本文在历代本草桑寄

生考证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查阅相关文献，总结归纳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质量存在的各种影响，同时针对

可能存在的各种影响，为实现桑寄生药材“安全、稳

定、有效、可控”，提出相关研究工作思路。

1 历代本草学记载寄主对桑寄生药材质量的影响

对桑寄生进行本草考证后发现，历代本草记载

的桑寄生以寄主命名，即桑寄生为桑树寄主的寄生，

桑树外的其它寄主如杨、枫、柳、桃、槲、榉等，亦分

别以寄主命名，如《本草经集注》[5]记载“桑上者，名

桑上寄生尔。方家亦有用杨上、枫上者，则各其树名

之”。不同寄主对桑寄生药材质量影响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本草学均有详实记载，并已注意到寄主不同

的桑寄生药材毒性、药效均有不同，如《本草经集注》

记载不同寄主的桑寄生“根津所因处（注：寄主）为

异”，《证类本草》[6]记载“今医者非不用也，盖以难得

真桑上者。尝得真桑上寄生，下咽必验如神。向承

乏吴山，有求药于诸邑者，乃通令搜摘，卒不可得，遂

以实告，甚不药。盖不敢以伪药罔人。邻邑有人，伪

以他木寄生送之，服之逾月而死，哀哉！”《本草纲目》
[7]记载“人言蜀桑多，时有生者，他处鲜得，须自采或

连桑采者乃可用。世俗多以杂树上者充之，气性不

同，恐反有害也。”《本草纲目》收载桑寄生同时，还

收载了桃树寄生、柳树寄生等，其中桃寄生“气味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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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桑寄生是一种具有广泛寄主的半寄生性植物药材，具有祛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元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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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主治小儿中蛊毒，腹内坚痛，面目青黄，淋露骨

立。”柳寄生“气味苦平，无毒，主治膈气刺痛”。可见，

古代人们对桑寄生药材寄主的重视，并以桑树为寄

主的桑寄生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非桑树寄主的寄

生有使用记载，但要注意毒性。现行《中国药典》对

桑寄生药材寄主没有明确约束，只要药材基原为桑

寄生，在要求强心苷不得检出情况下，都作桑寄生

使用。

2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化学成分影的响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化学成分影响国内外见有大

量的研究。李永华、李兵、贾年飞等 [8-10]分别对多种

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的总黄酮含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显示：不同寄主桑寄生总黄酮含量存在显著差

异。张协君、苏本伟等 [11，12]对来源于多种不同寄主

桑寄生槲皮素、槲皮苷含量进行测定，发现不同寄主

来源的桑寄生槲皮素、槲皮苷含量也明显不同。肖

义军等 [13]对 4种不同寄主来源的红花寄生 Scurrula 
parasitica总黄酮进行测定，得到了结果与桑寄生基
本一致，且以桑树为寄主的红花寄生总黄酮含量最

高。张永胜等 [14]对杨树和榆树 2种寄主的槲寄生
Viscum coloratum总生物碱进行测定，发现杨树和榆
树寄主的槲寄生总生物碱含量不同。

Luczkiwicz、Vicas等 [15，16]对来源于不同寄主的

欧槲寄生 Viscum album 的酚类化合物（含黄酮类化
合物）进行检测发现，发现不同寄主的欧槲寄生其

酚类化合物除了在含量上的不同外，化合物的类型

也有不同，如寄生在刺槐上的欧槲寄生含有没食子

酸，而寄生在白蜡树等寄主上的欧槲寄生则没有该

成分，相反寄生在寄主白蜡树上的欧槲寄生含有对 -
羟基苯丙酸，而寄生在刺槐上的欧槲寄生则检测不

到该成分。最早 Martin Corder 等 [17] 在对 Viscum 
cruciatum的生物碱成分进行研究，发现 V. cruciatum
的一些生物碱可能来自于它的寄主而不是寄生植物

本身。在欧槲寄生凝集素（Mistletoe Lectins，ML）和
槲寄生毒素（Viscotoxins）等大分子物质的研究中也
有类似发现，不同寄主来源的欧槲寄生的凝集素、槲

寄生毒素类型与含量高低也不相同 [18，19]，如寄生在

落叶树种的欧槲寄生凝集素为 MLI，寄生在杉树和
松树的欧槲寄生凝集素为 MLIII，槲寄生凝集素为具
有两条肽链的蛋白质，但类型不同结合的糖不同。

李永华桑寄生科研团队围绕寄主对桑寄生药材

质量影响关系，选择桑树、芒果树、柳树以及黄皮树

等寄主，对寄主特征性成分 1-脱氧野尻霉素、芒果
苷、水杨苷以及盐酸小檗碱等成分进行检测，观察这

些寄主的桑寄生是否会通过寄生和寄主这种特殊的

关系，由寄主向其桑寄生转运这些寄主的特征性成

分，均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如寄生在桑树上的桑寄生

含有桑树寄主特有的 1-脱氧野尻霉素，寄生在芒果
树上的桑寄生含有芒果树寄主特有的芒果苷等 [20-24]。

王誉霖、刘晓龙、李兵等 [25-28]对来源于不同寄主的桑

寄生挥发性成分进行研究也发现，寄主不同桑寄生

的挥发性成分组成类型和含量不同，桑寄生与其寄

主的挥发性成分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一性，推断

桑寄生的某些挥发性成分也可能来源于寄主。

3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毒性影响

桑寄生本身无毒，寄生在有毒寄主上的桑寄生

则有可能带有寄主的毒性。李永华等 [29]对桑寄生及

其寄主夹竹桃、黄花夹竹桃的强心苷含量进行检测，

发现 2种寄主上的桑寄生均含有强心苷成分。肖义
军等 [13]对包括夹竹桃在内的 4种不同寄主红花寄
生强心苷检测发现，寄主为夹竹桃的红花寄生含强

心苷成分，其它 3种寄主的红花寄生均不含强心苷
成分。周汉华等 [30]比较沙梨、李树、夹竹桃等 6种
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材毒性，发现不同寄主上

桑寄生药材毒性差异较大，沙梨等无毒木类寄主的

桑寄生没有看到毒性，而夹竹桃、漆树等有毒木类寄

主的桑寄生具有明显毒性。马桑寄生是寄生在马桑

树上的桑寄生，有研究发现马桑寄生茎、叶中均含有

毒物质马桑毒素、羟基马桑毒素及马桑亭等 [31]。陈

金月等 [32]对夹竹桃及其寄生在夹竹桃上的红花寄

生和桑寄生进行毒性比较，发现寄生在夹竹桃上的

红花寄生和桑寄生均有一定的毒性，其中夹竹桃毒

性最大，其次是红花寄生，再次是桑寄生。

4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药理作用的影响

桑寄生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具有祛风湿、补肝

肾、强筋骨、安胎元等功效，现代研究表明，桑寄生在

抗氧化、抗肿瘤、抗菌、降血糖、降血压等方面作用

显著。周冰洁等 [33]对夹竹桃、女贞、石榴等 5种不
同寄主红花寄生提取物的清除羟自由基能力进行比

较，发现寄主对红花寄生清除羟自由基能力有明显

影响，其中以长梗柳、石榴、夹竹桃上的桑寄生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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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强。陈莺莺等 [34]测定女贞、石榴、荷花玉兰

等 6种不同寄主的红花寄生叶提取物抗氧化能力，
发现其强弱受寄主影响明显，其中以寄生在桑树、

石榴、长梗柳上的红花寄生抗氧化能力较强。肖义

军等 [13] 对夹竹桃、桑树、无患子等 4 种不同寄主来
源的红花寄生总黄酮提取物体外抗肿瘤效果研究

发现，4 种不同寄主来源红花寄生提取物抗肿瘤效
果与寄主相关，其中以夹竹桃寄主的红花寄生抗肿

瘤效果最好。

Oluwaseun、Vicas 等 [35，36] 对来源于不同寄主

的欧槲寄生提取物抗氧化活性差别进行比较研

究，发现槲寄生的抗氧化能力、自由基清除能力及

螯合铁能力均与其寄主相关。Deeni 等 [37] 对来

源于 14 种不同寄主的桑寄生科植物 Tapinanthus 
dodoneifolius提取物抗菌活性成分进行研究，结果发
现 T. dodoneifolius提取物具有广谱的抗菌活性，且
其活性与寄主有一定的依赖性。Osadebe、Omeje等
[38，39]对来源于不同寄主的桑寄生科植物 Loranthus 
micranthus进行抗糖尿病和抗骨质疏松症研究，发现
L. micranthus降血糖效果和对骨分化的刺激作用与

寄主密切相关。作为肿瘤治疗的辅助药物，槲寄生

制剂在欧洲的使用已有 30多年的历史，其中药物疗
效与槲寄生寄主也具有紧密的关联性 [40]。

民间有利用不同寄主桑寄生治疗不同疾病的相

关报道，如大罗伞上寄生药材治跌打骨伤，山芝麻上

的寄生药材治感冒、扁桃腺炎，木芙蓉上的寄生药材

治急性乳腺炎、淋巴结炎等 [41]。国外也有采用不同

寄主的槲寄生治疗不同疾病的报道，如采用可可树

上的槲寄生治疗糖尿病，采用番石榴、柑橘等寄主上

的槲寄生治疗癌症、高血压、紧张和失眠等症 [42]。

5 小结与展望

桑寄生属于半寄生性植物药材，它与其它土生

型药材的不同之处在于桑寄生以寄主为“土壤”，与

寄主是寄生和被寄生的关系，寄主成为了影响桑寄

生生长发育的最直接因素，同时寄主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构成桑寄生药材重要的生物学特征。大量研究

表明，寄主通过桑寄生与寄主间的特殊关系，在化学

成分、毒理、药理作用等不同层次和水平上影响着桑

寄生药材质量，现有主要研究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寄主对桑寄生化学成分、毒性及药理作用的影响

作者，年份 寄主 寄生 观察内容（指标）
参考文
献序号

李永华等，2009 荔枝、龙眼、山茶等 16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总黄酮含量 [8]

张协君等，2011 桑树、两面针、马尾松等 8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槲皮素和槲皮苷含量 [11]

张永胜等，2015 杨树、榆树 2种 槲寄生 V. coloratum 总生物碱 [14]

Łuczkiwicz, et al. 2001 Sorbus aucuparia、Malus do
-mestica、Pyrus communis等 6种 欧槲寄生 V. album 酚类化合物 [15]

Martin Cordero, et al.1993 Retama sphaerocarpa V. cruciatum 生物碱 [17]

Schaller G, et al. 1998 Malus、Cytisus、Pinus等 8种 欧槲寄生 V. album 槲寄生毒素 [19]

Zhang Xiejun, et al. 2014 芒果树、苦楝树 2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芒果苷含量 [20]

Lu Dong, et al. 2012 柳树、桑树 2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水杨苷含量 [21]

Hu Kefei, et al. 2011 桑树、夹竹桃 2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红花寄生 S. parasitica
三色鞘花M. tricolor

1-脱氧野尻霉素含量 [22]

苏本伟等，2012 黄皮树、桑树、羊蹄甲等 4种 广寄生 T. chinensis 盐酸小檗碱含量 [24]

王誉霖等，2015 厚朴、广玉兰、玉兰等 10种 桑寄生 T. sutchuenensis 挥发油构成及其含量 [25]

李永华等，2010 夹竹桃、黄花夹竹桃 2种 广寄生 T.chinensis 强心苷含量 [29]

周汉华等，2013 沙梨、李树、夹竹桃 6种 桑寄生 T.sutchuenensis LD50和MTD [30]

伍朝箦等，1984 马桑树 桑寄生 T. sutchuenensis 马桑毒素等含量 [31]

下接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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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对这类寄生药材的寄主给

予了相当重视，清醒认识到寄主是影响桑寄生药材

质量的重要因素，甚至通过寄主命名以防止寄生药

材的误采、误用。但是，现行《中国药典》除了规范

桑寄生原植物外，对寄主几乎不做规范，仅仅要求对

强心苷进行排除性检测，其它有毒寄主生长的桑寄

生可能也会进入流通，给桑寄生药材的应用埋下安

全隐患。同时，忽略了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理、

药效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同，这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桑寄生药材质量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因此，

要实现对桑寄生药材质量的有效控制，首先要对桑

寄生寄主进行规范，从根本上实现桑寄生药材的“安

全、稳定、有效、可控”，建议重点推进如下 4个方面
的工作。

5.1 加强对桑寄生有毒寄主的全面排查

桑寄生本身无毒，但寄生在有毒寄主上的桑寄

生则有可能带有毒寄主的毒性成分，使桑寄生表

现出毒性。自然界有毒植物很多，其中许多有毒

植物都有可能成为桑寄生寄主，给桑寄生药材的

用药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在现行《中国药典》排

除强心苷的基础上，需要对所有来源于有毒寄主

的桑寄生药材的化学成分、毒性进行研究，切实做

作者，年份 寄主 寄生 观察内容（指标）
参考文
献序号

周冰洁等，2010 夹竹桃、女贞、石榴等 5种 红花寄生 S. parasitica
总酚、总黄酮含量以及清
除羟自由基作用

[33]

肖义军等，2008 夹竹桃、桑树、无患子等 4种 红花寄生 S. parasitica
总黄酮、强心苷含量以及
抗肿瘤作用

[13]

陈莺莺等，2011 女贞、石榴、荷花玉兰等 6种 红花寄生 S. parasitica
槲皮素、山奈酚含量以及
抗氧化能力

[31]

Oluwaseun A A, et al. 2008 cocoa、cashew2种 欧槲寄生 V. album 抗氧化活性 [35]

Deeni Y Y, et al. 2002
Acacia nilotica var.kraussiana、
Adansonia digitata、Albizia chevalieri
等 14种

T. dodoneifolius 抗菌活性 [37]

Osadebe P O, et al. 2004 Persea americana、Baphia nitda、Kola 
acuminata等 5种 L. micranthus 降血糖活性 [38]

Omeje E O, et al. 2014 Kola acuminata、Citrus spp、Garcinia 
kola 等 3种 L. micranthus 成骨作用 [39]

续表 1

到全部排除有毒寄主，以确保桑寄生的药材质量、

用药安全。

5.2 开展不同寄主桑寄生药材的化学成分、药理、

药效、药性研究

寄主对桑寄生药材质量影响是多层次全方位

的，目前不同寄主的桑寄生其药材质量如何还缺乏

系统性研究报道。《中国药典》收载桑寄生功效为祛

风湿、补肝肾、强筋骨、安胎元等，而不同寄主来源的

桑寄生这些功效是否完全一致，或者寄主不同桑寄

生药材的功效是否会有所专攻等方面的研究尚为空

白，需要对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材从成分到药

理药效药性进行多层次系统性的深入研究。比如桑

寄生药材药性，古代医书记载为“平”，但历代医书的

桑寄生是以寄主命名的，亦即桑寄生就是桑树寄主

寄生，而非桑树寄主的桑寄生其药性是否也“平”，不

得而知，需要做系统深入研究。

此外，作为《中国药典》规范使用的药材，桑寄生

需要排除所有的有毒寄主，而作为针对某些专科专

病，比如肿瘤，某些有毒寄主的桑寄生可能恰好具有

针对性的明显功效，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工作，利用好

寄生与寄主这种特殊关系，通过某些特殊寄主寻找

新的具有针对性的有效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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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强化对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材质量监管

工作

强化对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材质量监管，

是当前实现桑寄生药材“安全、稳定、有效、可控”

的重要手段。首先，要从无毒寄主中选择可以作

为桑寄生药材使用的药材来源，严格杜绝有毒寄

主的桑寄生进入流通和使用，保证用药安全；其次

要通过对不同寄主来源的桑寄生药材进行质控研

究，找到具有寄主针对性的桑寄生质控方法，逐步

建立以寄主为核心的桑寄生药材质量控制的技术

方法体系。

5.4 开展桑寄生种植研究及技术推广

对历代本草桑寄生考证，基本可以断定，古代桑

寄生即为桑树寄主寄生，而现在野生桑树寄主来源

的桑寄生十分稀缺，要对桑寄生进行正本清源，开展

桑寄生的人工种植研究。李永华等桑寄生科研团队

从 2006 年起开展桑寄生人工种植试验研究工作，
目前以桑树为寄主的桑寄生人工种植技术已基本成

熟。目前，该研究尚需要加大种植技术的推广力度，

实现规范化规模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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