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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岩黄连的研究已经涉及植物形态与分布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以及引种栽培等方面 并做了大

量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O 在现有的研究中 已经确定出岩黄连的主要化学成分为脱氢卡维汀 临床应用

已经将岩黄连用于治疗肝炎和原发性肝癌等 但是 岩黄连的药理作用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人工栽培要进行

种植规范化 ~良种选育 ~无公害病虫防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以使岩黄连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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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Coryca zs saIzCo a has already dealt With mOrphOlOgy and geOgraphic
distri1utiOn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sO On. It has 1een dOne a great deal Of WOrk and made the certain prOgress. In
existing research the main chemistry cOmpOsitiOn Of Coryca zs saIzCo a Which is dehydrOcaVidine
has already 1een cOnf irmed; The prOductiOn Of Coryca zs saIzCo a has treated hepatitis and the
Original cancer Of the liVer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But the studies 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Of
Coryca zs saIzCo a shOuld 1e further tO strengthen; the artif icial cultiVatiOn including planting Of
the nOrm selectiOn Of imprOVed Varieties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and sO On shOuld 1e dOne
in further study. Let human 1eing make use Of Coryca zs saIzCo a mOre 1etter.
Key words: Coryca zs saIzCo a Bunting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岩 黄 连 (Coryca zs saIzCo a Bunting)又 名 石 生

黄堇 为紫堇科紫堇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是黔桂高寒

山 区 珍 贵 的 中 草 药 材 全 草 含 脱 氢 卡 维 汀 (岩 黄 连

碱 )等活性成分; 具有显著的抗菌 ~ 消炎 ~ 镇痛和强

安定作用 并有抑制肿瘤细胞作用; 主治流行性热毒

病 ~瘟疫 ~毒痢 ~痈肿疮毒 ~急慢性肝炎 ~乙型肝炎 ~丙
型肝炎 ~丁型肝炎 肝硬化 ~肝脓疡 ~肝腹水 ~胆囊炎 ~
肝癌等症[1]O 目前己研制出相关的注射液和片剂等

中 成 制 剂 和 产 品 主 治 肝 炎 特 别 是 乙 型 肝 炎 ~ 肝 硬

化 ~肝癌等 疗效显著 产品供不应求 O
到目前为止 国内有关学者对岩黄连在植物形

态与分布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临床应用 ~引种栽培

研究等方面已有一系列研究报道 国外学者还没有

涉及相关研究 O 本文对岩黄连已有的研究进行总结

和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以期对岩黄连今后

的研究工作起到促进和参考作用 O

1 植物形态与分布[2]

岩黄连为多年生草本 全株无毛 O 主根圆柱状 
黄色 O 茎萎软或近匍匐 高 10~ 40cmO 叶三角状卵圆

形 长 10~ 30cm 下 面 灰 白 色 有 长 柄 2 回 羽 状 分

裂 1 回裂片通常 5 枚 奇数对生 末回 裂 片 菱 形 或

卵形 长 2~ 5cm 宽 1~ 3cm 先端有粗圆齿 O 花淡黄



色 总状花序顶生或与叶对生 长 7 14   苞片椭

圆形或披针形 不分裂 与花梗等长或长于花梗 萼

片   鳞片状 小 早落 花瓣 4 长 1.    . 5   基部

有 短 距 微 向 下 弯 曲 雄 蕊   合 生 成  束 柱 头  
裂 蒴果长 3 4   圆柱状 种子圆形 多数 有附属

体 
岩 黄 连 主 要 分 布 于 广 西 贵 州 云 南 四 川 西

藏 湖北 甘肃等省 在广西多见于桂西及桂西北等

地 以东兰 巴马 都安 靖西 德保较多 生于岩石峭

壁或高山岩洞口 

2 化学成分

岩黄连全草含小檗碱 卡维汀 消旋岩黄连碱 
脱 氢 卡 维 汀 右 旋 四 氢 巴 马 汀 左 旋 四 氢 非 洲 防 己

碱 左旋 13-B-羟基刺罂粟碱 左旋斯库来碱 白屈菜

红碱 原阿片碱等生物碱 其中以脱氢卡维汀含量最

高 是岩黄连的主要有效成分[3] 

s 药理作用

s. l 抗菌消炎作用

脱氢卡维丁 卡维丁等对黄金色葡萄球菌 乙型

溶血性链球菌 白喉杆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另外脱

氢卡维丁对 RNA 病毒(甲肝病毒)和 DNA 病毒(乙

肝病毒)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对丙肝病毒也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并能较快产生抗体 增进小鼠巨噬

细胞吞噬功能 起到杀灭病毒作用[4 5] 体外抗菌试

验证明 脱氢卡维丁碱对革兰阳性菌株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 最低浓度为 O. O78 g/ l 而对革兰阴性菌

无抑制作用[ ] 小鼠体内感染乙型链球菌后 腹腔注

射脱氢卡维丁碱能减少小鼠死亡率而肌内注射未见

明显治疗效果[7] 
s. 2 抗肿瘤作用

利 用 半 体 内 法 试 验 证 明: 岩 黄 连 总 生 物 碱 在

1= 3OO 浓 度 下 艾 氏 腹 水 癌 ( EAC) 对 小 鼠 肉 瘤

( S18O)  大鼠 Walker- 5 癌及 EAC 实 体 瘤 均 有 一

定的抑制作用[8] 中草药抗肿瘤筛选的实验研究证

明 岩黄连针剂对 S18O 或艾氏癌实体瘤有较显著的

抑瘤作用[9] 
s. s 增进食欲作用

岩黄连碱通过清除肝细胞内病毒及对胆管消炎

作用 可促进肝细胞再生及促进胆汁排泄 增加消化

和增进食欲[1O] 
s. 4 止痛安定作用

右旋四氢巴马汀 原阿片碱 左旋斯库来碱等对

神经元细胞有阻滞传递作用 故具有止痛镇静作用 
岩黄连总生物碱能提高哌替啶的镇痛率[4] 脱氢卡

维汀碱肌内注射 3  g/ l 能抑制小鼠扭体反应[7] 
黄燮南[4]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岩黄连总生物碱具有较

强的安定作用 能明显抑制咖啡因诱发小鼠的兴奋

活动 使部分猴 猫和大鼠产生僵持症 而对非条件

反射无影响 吴春福等[11]研究了岩黄连总碱对大鼠

不同脑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 认为岩黄连总

碱对脑区 DA 和 5-HT 代谢有一定抑制作用 
s. S 增强免疫功能

童鲲等[1 ]研究了 岩 黄 连 总 生 物 碱 对 小 鼠 免 疫

功能的影响 发现岩黄连总生物碱在体内增强溶血

空斑值和增强小鼠的迟发型超敏反应 在体外增强

同种异型小鼠脾细胞的混合培养反应和增强有丝分

裂原刺激细胞的增殖反应 另外岩黄连总生物碱增

强 T 细胞产生 IL- 和 IFN-R 的水平 因 此 认 为 岩

黄连总生物碱在免疫调节中是一种增强剂 

4 临床应用

4. l 民间利用

在民间岩黄连的临床应用较多 如: 岩黄连 龙

胆草各一钱 上梅片五分 共研末 装瓷杯内蒸透 用

灯草蘸药点入眼内 治火眼 翳子 岩黄连五钱 蒸酒

二两服用治痔疮出血及红痢 岩黄连二钱生吃治急

性腹痛等[13] 
4. 2 治疗肝炎

由 15 个单位试用岩黄连注射液 治 疗 肝 炎 4 4
例 临 床 基 本 治 愈 14 例 好 转  3 例 总 有 效 率

81. 47%  能使转氨酶和黄疸指数迅速下降 对急性

黄疸型肝炎疗效显著 有效率达 93. 88%  对急性无

黄疸型肝炎有效率为 87. 5%  慢性活动性肝炎有效

率 87. 1%  迁延性肝炎有效率为  9.  %  慢性肝炎

肝 硬 化 有 效 率 为 81. O%  乙 肝 表 面 抗 原 转 阴 率 为

17. 9%  岩黄连注射液对肝区疼痛 纳差 失眠 腹胀

等症状有较显著的效果 注射液使用时 除局部有刺

激性疼痛外 未发现明显副作用[14] 
方绳新等[15]运用 岩 黄 连 注 射 液 治 疗 急 性 黄 疸

型肝炎 4O 例 临床研究表明岩黄连具有良好的退黄

及降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水平作用 岩黄连

注射液对患者症状 体征亦有明显改善 综合疗效较

对照组显著提高 
任仲轩[1 ]报道应 用 岩 黄 连 注 射 液 治 疗 病 毒 性

肝炎 33 例 初步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结果显示 
它可以有效地改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的临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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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使这些患者血清总胆红素 ~ 1 分钟胆红素 ~ ALT~
天 门 冬 氨 酸 氨 基 转 移 酶 < AST)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下

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蛋白代谢.疗效大多优于对照

组.说明该药有较好的护肝作用 
李向阳[17]报道了 使 用 岩 黄 连 注 射 液 治 疗 高 胆

红 素 血 症 54 例. 临 床 疗 效 显 著. 总 有 效 率 达

91- 47% .能显著改善患者消化道症状.同时具有显

著的抗菌消炎 ~ 解毒 ~ 止痛 ~ 抗肿瘤作用.也具有较好

的保肝退黄作用 
4. 3 治疗原发性肝癌

孙兆翠[18]报道运 用 岩 黄 连 注 射 液 配 合 介 入 疗

法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 3O 例.临床应用表明岩黄连

注射液联合介入疗法对缓解肝癌患者的临床症状 ~
改善肝功能.尤其提高患者血清白蛋白有显著的疗

效. 病 灶 缩 小. 疼 痛 减 轻. 效 果 显 著 的 占 总 数 的

8O%  袁卫平等[19]报道了岩黄连对肝癌介入化疗栓

塞后肝损害的治疗 23 例.表明岩黄连能有效地对抗

皮 穿 刺 超 选 择 性 肝 动 脉 插 管 药 物 灌 注 栓 塞 术

< TACE)治疗所致的肝功能损害 

s 引种栽培研究

岩黄连植物分布局限于石灰岩山区.属石山特

有种.生于石缝 ~ 石穴.资源稀少且濒于枯竭.资源蕴

藏量十分有限 岩黄连一直依靠采挖野生资源供药

用.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通过引种栽培才能满足

岩黄连生产的需要 蒋水元等[2O]自 1998 年起.对该

物种的资源分布 ~ 生态环境等进行了调查.继而又开

展了引种栽培研究.引种栽培研究结果表明岩黄连

对丘陵区酸性土壤亦有较强的适应性.能正常生长

发 育. 种 子 发 芽 率 可 达 4O%~ 5O% . 药 材 产 量 < 干

品) 9OO~ 12OO kg/hm2; 并报道了其生物学特性和主

要的栽培技术 韦目阔等[21]于 2OOO~ 2OO3 年对野

生 岩 黄 连 进 行 引 种 驯 化 栽 培 试 验. 获 得 成 功. 平 均

667m2 产干草 78. 9kg; 并总结了一套岩溶山地岩黄

连高产栽培技术 
何金祥[22]根据人 工 大 面 积 栽 培 岩 黄 连 病 害 严

重的特点.对引起药用植物岩黄连茎基部腐烂的病

原进行分离.获得纯的活体病原.然后进行病原菌的

致病性测定.确定致病病原.根据病原形态.初步鉴

定 为: 无 性 态 属 于 半 知 菌 类 葡 萄 孢 属 < Botfytls
Sp. ) . 有 性 态 属 于 子 囊 菌 门 葡 萄 核 盘 菌 属

< Botfytl7lC Sp. )  陈祖强[23]通过对广西栽培与野生

岩黄连全草的性状 ~ 组织构造 ~ 化学反应 ~ 薄层层析 ~
紫外吸收的比较.表明栽培岩黄连与当地野生岩黄

连品质基本一致 

6 结束语

目前岩黄连的研究已涉及植物形态和分布 ~ 化

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引种栽培以及其制剂的临床应用

等方面.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现有的研究中.岩黄连的化学成分和临床应用已

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比如: 岩黄连的主要化学

成分已经确定为脱氢卡维汀.临床广泛应用岩黄连

治疗肝炎 ~ 原发性肝癌等 这些研究为岩黄连开发利

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但是.在药理作用研究方面.岩

黄连抗肿瘤作用的研究有待加强; 在人工栽培研究

方面.应进一步开展岩黄连种植规范化研究 根据现

有的工作基础.还要进一步开展岩黄连良种选育 ~ 无

公害病虫防治 ~ 有效成分累积动态 ~ 生产管理技术 ~
药材标准等内容的研究.使岩黄连药材的生产达到

布局合理化 ~ 种质优良化 ~ 管理规范化 ~ 产品优质化.
更好地为人类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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