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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地枫皮和假地枫皮在形态及解剖结构特征，地理分布及生境特点，性状鉴别及质量控制，化学成分，

药理药效及临床应用，生理生态特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地枫皮及其伪品假地枫皮的深入

研究和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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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枫 皮（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Ｋ．Ｉ．Ｂ．ｅｔ　Ｋ．Ｉ．
Ｍ．）又名枫榔、追地风、钻地风、山八角，为八角科八

角属植物，属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１］。其 茎

皮和根皮具有祛风除湿，行气止痛等功效，临床常用

于风湿关节痛、腰肌劳损和跌打损伤等症状治疗，疗
效好，药用价值高，是历版《中国药典》收载的广西特

产中药材，成 为 多 种 中 成 药 产 品 的 主 要 原 材 料［２］。
假地枫 皮（Ｉｌｌｉｃｉｕｍ　ｊａｄｉｆｅｎｇｐｉ　Ｂ．Ｎ．Ｃｈａｎｇ）别 名

大屿八角、闽皖八角、百三祖八角，为地枫皮的同属

植物［３］，极 易 与 地 枫 皮 药 材 混 淆，在 医 药 市 场 流 通

中，曾发现有人用假地枫皮冒充地枫皮药材混用，造
成中毒事故［４，５］，因 此 被 很 多 研 究 者 认 定 为 地 枫 皮

的伪品。近年地枫皮在治疗疾病方面起到的作用越

来越显著，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同时，作为地

枫皮主要伪品的假地枫皮也同样受到较多的关注和

研究［６］。为此，本文就两者在形态及组织结构特征，
地理分布及生境特点，性状鉴别及质量控制，化学成

分，药理药效及临床应用，生理生态特性等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地枫皮及其伪

品假地枫皮 的 深 入 研 究 和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提 供 一 些

参考。

１　形态及结构特征

　　地枫皮通常为常绿灌 木［７，８］，高２～３ｍ。近 年

来，唐辉等［９］对地枫皮野生资源调查后发现，地枫皮

也能长成小乔木，树高可达６～７ｍ。地枫皮全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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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香气，根长条形，外皮暗红褐色，具有不规则的

纵条棱，嫩枝褐色，较粗，老枝灰色。树皮松脆，易折

断。单叶互生，常３～５片聚生于枝梢，花两性，花冠

红色，腋生或近顶生，单朵或３～５朵簇生；花被裂片

１５～２０枚，肉质；雄蕊常为２０～２４枚，花丝圆柱状，
药室内侧向纵裂；心皮多为１３枚，轮状排列于隆起

的花托 上；花 柱 短，约３ｍｍ，子 房１室，胚 珠１颗。
蓇葖果木质，单轮排列，腹缝线开裂。成熟果实具９
～１３枚心皮；心皮先端具长３～５ｍｍ 呈钩状的喙；
花期４～５月；果熟期８～９月。假地枫皮为常绿乔

木，高８～２０ｍ。叶常３～５片 聚 生 于 节 上，花 白 色

或带浅黄色；花被片３４～５５，薄纸质或近膜质，狭舌

形；雄蕊２８～３２枚；心 皮１２～１４枚。果 直 径３～
４ｃｍ，由１１～１４个蓇葖果组成，顶端有内弯的尖头。
花期３～４月；果熟期８～１０月［３，８］。

　　孔德鑫 等［１０］采 用 石 蜡 切 片 和 半 薄 切 片 法 对 地

枫皮营养器官进行解剖观察，发现地枫皮根中次生

维管组织发达，木射线和韧皮射线明显；老茎的次生

构造中，皮层贮藏物质丰富，内有大的石细胞群，韧

皮射线和木射线明显；而髓细胞内含有大量晶簇和

少量单晶。叶片解剖结构显示，随海拔高度上升，地
枫皮趋向于旱生植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叶片表皮

细胞外壁角质层加厚，栅海比增加、海绵组织排列由

紧密变疏松。目前，除相关植物志对假地枫皮植物

进行形态描述外，其它有关假地枫皮植物形态及结

构特征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２　地理分布及生境特点

　　地枫皮为广西特产中药材，唐辉等［９］对地枫皮

野生资源的地理分布特点、生长特性和种群特征进

行了全面调查和分析，发现地枫皮在广西的西南部、
中部和西北部的岩溶地区均有自然分布，其中以桂

西南的龙州县和靖西县分布最多，其次为桂中的马

山县和都安县。另外，桂西北的天峨县也有少量分

布；从水平分布来看，地枫皮野生资源主要分布在北

纬２２°１８′１５．４″～２５°２′３３″，东 经１０６°１′３９．６″～１０８°
４６′２０．６″；地 枫 皮 自 然 垂 直 分 布 区 域 在 海 拔４５０～
１２００ｍ，以５００～８００ｍ范围较为常见；主要生长在

石灰岩山顶裸露岩石上或丛林中，偶见于半山腰石

山疏林下，但生长较弱，不能正常开花结果；地枫皮

自然繁殖能力低弱，加之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及多

年来乱采滥挖，地枫皮野生种群的自然分布范围在

逐步缩小，数 量 越 来 越 少，很 多 地 段 濒 临 灭 绝 或 已

绝迹。

　　假地枫皮属中国特有植物，其分布地较广，在我

国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江西、福建、湖北东南部、
湖南 南 部 至 东 部、广 东、香 港 和 广 西 等 地 均 有 分

布［１１］。据覃海宁、刘演［１２］报道假地枫皮在广西的分

布地主 要 是 上 林、融 水、阳 朔、临 桂、全 州、兴 安、灌

阳、象州、金 秀、罗 城 等 地，常 生 于 海 拔４００～２１００
ｍ 的山地沟 谷、山 脊 或 山 坡 湿 润 常 绿 阔 叶 林 中，能

发展为群落的优势种［１３］。

３　生理生态特性

　　唐辉等［１４］测 量 林 下 与 全 光 下 地 枫 皮 的 叶 片 形

态和光合－光强响应曲线，探讨光强对地枫皮的形态

和生理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林下与全光下地枫

皮叶片净光合速率、气孔导度、蒸腾速率和水分利用

效率对光强的响应趋势均基本一致，但林下参数值

较低；全光下地枫皮的最大净光合速率、光饱和点和

光补偿点均极显著高于林下，但弱光下的量子效率

无显著差异；林下地枫皮的叶长、叶宽、干物质重、叶
面积和比叶 面 积 等 叶 片 形 态 参 数 均 极 显 著 大 于 全

光。推断地枫皮为耐阴性较弱的阳生植物，其光合

能力和光饱和点较低，是对干旱环境的适应性反应；
全光下地枫皮叶片狭小降低了吸光面积，有利于避

免过高光强对叶光合器官的损伤。另外，还比较分

析了不同生长季节地枫皮的光合生理特性。

　　王满莲等［１５］比较研究了４种土壤环境（养分含

量高低依次为：石山土＞混合土＞园土＞火烧土）对
地枫皮种子苗生长和生物量分配的影响。发现不同

土壤环境显著影响地枫皮幼苗的生长与成活率，随

着土壤养分含量的增高，地枫皮幼苗的株高、基径和

冠宽均显著增大，植株不同部位的干鲜重也均显著

增大，地下根系更加粗壮发达。地枫皮幼苗可以通

过调节生物量分配来适应养分环境的变化，养分水

平低时，分配更多的生物量到根，根生物量比和根／
冠比增大，养分水平高时，分配更多的生物量到叶，
叶生物量比增加。石山土栽培地枫皮幼苗能获得最

好的生长和较高的成活率。

　　目前，有关假地枫皮生理生态方面的研究还未

见有报道。

４　药材性状鉴别及质量控制

　　赖茂祥等［４］对地枫皮及假地枫皮、大八角的树

皮进行生药学鉴定研究，报道了地枫皮与假地枫皮、
大八角在生药性状、显微特征方面的特征。地枫皮

多呈卷筒状，外表面灰棕色至深棕色，有的可见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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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地衣斑，粗皮易剥离或脱落，脱落处棕红色，皮孔

少见，微突起；内表面棕色至棕褐色，具明显的细纵

皱纹；质松脆，易折断，断面颗粒状。而假地枫皮药

材性状呈槽状或片状，外表面棕褐色，粗糙，常附着

有灰白色地衣斑或毛须状苔藓植物；皮孔明显，栓皮

不易剥落，剥 落 后 显 红 棕 色；内 表 面 棕 黄 色 至 棕 红

色，平滑，质坚硬，不易折断，折断面平整。

　　高秀清等［５］描述了地枫皮与假地枫皮、大八角、
红花八角、山八角等药材在性状和理化鉴别荧光下

显不同的特征：地枫皮的氯仿溶液点于滤纸上，在紫

外光灯（２５４ｎｍ）下 显 猩 红 色 至 淡 猩 红 色 荧 光，假 地

枫皮、大八角显灰黄色荧光，红花八角显浅蓝紫色荧

光，山八角显浅黄色荧光；地枫皮的氯仿溶液滴于层

析聚酰胺片上，在 紫 外 光 灯（２５４ｎｍ）下 显 浅 紫 色 荧

光，假地枫皮、大八角显灰黄色荧光，大八角显浅黄

色荧光。

　　孔 德 鑫 等［１６］运 用ＦＴＩＲ技 术 研 究 地 枫 皮 与 假

地枫皮和大八角不同部位的红外光谱差异，结果显

示：３种植物不同部位的红外光谱图均有较大差异，
在１６２８ｃｍ－１ 处 地 枫 皮 根 皮 有 特 征 吸 收 峰；在

１２４４ｃｍ－１、１１０８ｃｍ－１和９８７ｃｍ－１等处地枫皮和大八

角 根 皮 有 共 同 吸 收 峰；在 １７２４ｃｍ－１、１７１０ｃｍ－１、

１４９７ｃｍ－１、１４８４ｃｍ－１等处地枫皮茎皮有明显特征吸

收峰；地枫皮叶片３４０１ｃｍ－１和６１４ｃｍ－１两处的吸

收 峰，在 假 地 枫 皮 和 大 八 角 中 分 别 飘 逸 到

３３７６ｃｍ－１，３３４５ｃｍ－１和１６２７ｃｍ－１，１６２５ｃｍ－１附 近；
另外，地枫皮不同部位主要化学成分构成比较相似，
但是同类化学成分的含量存在较大差异。

　　唐辉等［１７］利 用 红 外 光 谱 结 合 主 成 分 分 析 模 型

和簇类独立 软 模 式 法（ＳＩＭＣＡ）对 不 同 产 地 地 枫 皮

药材进行检测，同时在主成分分析模型中提取载荷

因子对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产地红外光谱经过

ＳＮＶ标准归一化后，主成分分析模型中前３个主成

分能够分析出代表８７％的样品变量信息，样本在主

成分空间中聚集成为７个不同的类别；ＳＩＭＣＡ模型

能成功的对不同产地未知地枫皮样本进行预测且判

断准确率均达１００％；载荷因子分析表明 Ａ、Ｂ及Ｅ
产地样本地枫皮素，厚朴醇及芳香类化合物的含量

比其他产地高，不同产地样品中芳香类物质差异主

要体现在槲皮素含量的不同。

５　化学成分研究

５．１　挥发油成分

　　刘布鸣等［１８］利用 ＧＣ、ＧＣ／ＭＳ对地枫皮、假地

枫皮、大八角树皮挥发油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并且应

用了２种不同的毛细管柱进行分离鉴定，结果显示：
地枫皮挥发油的收油率为０．５０％，假地枫皮挥发油

的收 油 率 为０．３１％，大 八 角 挥 发 油 的 收 油 率 为

０．１８％；所鉴定的组分占色谱总馏出峰面积分别是：
地 枫 皮 ９４．８５％，假 地 枫 皮 ９１．４６％，大 八 角

８２．６７％；３种植物 的 主 成 分 存 在 着 很 大 的 差 异，地

枫皮主成分为黄樟醚，假地枫皮主成分为芳樟醇，大
八角主成分１，８－桉 叶 素，其 他 的 成 分 既 有 相 同，也

有差别。黄建 梅 等［１９］对 短 柱 八 角 和 假 地 枫 皮 果 皮

挥发油进行了ＧＣ／ＭＳ分析，结果表明：２种挥发油

成分以单萜类化合物为主，短柱八角中柠檬烯、１，８－
桉叶素，芳樟醇和β?芹烯四者总含量为５９．２％，假

地枫皮中柠檬烯、１，８－桉叶素，芳樟醇三者总含量为

５７．７４％。芮和恺等［２０］采用毛细管色谱／质谱／计算

机联用 方 法 对 地 枫 皮 精 油 成 分 进 行 研 究，共 检 出

１１１ 种 成 分，鉴 定 了 ２５ 种 化 合 物，占 精 油 的

８１．５０％；主要芳 香 成 分 为 黄 樟 醚 （２１．７４％）、芳 樟

醇（１５．８１％ ）、１，２－二 甲 氧 基 －４－（２－丙 烯 基）苯

（６．３０％）、α?松油醇（５．８９％）、松油烯（３．８０％）、蒈

烯－３（３．４８％）、莰 烯（３．１９％ ）等 共 占６３．２５％。霍

丽妮等［２１］采用 水 蒸 气 蒸 馏 法 提 取 地 枫 皮 不 同 部 位

挥发油，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ＧＣ－ＭＳ）分析鉴

定其化学成分，从地枫皮叶分离出１１８个色谱峰，共
鉴定５２个化 合 物，占 挥 发 油 总 量 的９８．０２％；其 茎

（去皮）提取的挥发油中共分离出６３个色谱峰，共鉴

定２５个化合物，占挥发油总量的９４．９０％ ；其茎皮

提取的挥发油中共分离出１２４个色谱峰，共鉴定６８
个化合物，占挥发油总量的９２．１０％；地枫皮叶、茎

（去皮）、茎皮３个部位挥发油主要成分均为异黄樟

脑，其中以其茎（去皮）的含量最高，达到６８．７５％。

５．２　萜酸类、黄酮类及其他类化合物

　　黄平等［２２～２４］从地枫皮 中 分 离 并 鉴 定 出４个 四

环三 萜 酸 类 化 合 物，即３β?ｏ－ａｃｅｔｙｌ－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ｍａｎｇｉｆｅｒ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和 白 桦 脂

酸；从假地枫皮的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出５个二萜

酸类化合物，其中３个是首次在假地枫皮中得到，分
别为４－ｅｐｉ－ｄｅｈｙｄｒｏａｂｉ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４－ｅｐｉ－ｓａｎｄａｒａｃｏｐｉ－
ｎａｒｉｃａｃｉｄ、４－ｅｐｉ－ａｂｉ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

　　俞建平 等［２５］从 假 地 枫 皮 的 乙 酸 乙 酯 部 位 分 离

得到３个黄酮类化合物，分别鉴定为槲皮苷（ｑｕｅｒ－
ｃｉｔｒｉｎ）、槲皮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未 知 化 合 物。槲 皮 苷、
槲皮 素 均 为 首 次 从 该 植 物 中 分 离 得 到。俞 建 平

等［２６］采用高效 液 相 色 谱 法 测 定 假 地 枫 皮 中 槲 皮 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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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含 量，结 果 表 明 槲 皮 苷 进 样 量 在 ０．１２０４～
２．４０８０μｇ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平均回收率为

９８．２％，ＲＳＤ 为０．８％（ｎ＝６）。

　　赖茂祥等［４］利用薄层色谱法检查地枫皮素、厚

朴酚、β?谷甾 醇 等 成 分 在 地 枫 皮、假 地 枫 皮、大 八 角

树皮中的存在情况，结果表明：地枫皮、假地枫皮、大
八角树皮中均含地枫皮素、β?谷甾醇成分，地枫皮中

还含厚朴 酚 成 分。方 磊 等［２７，２８］从 地 枫 皮 中 分 离 得

到７个木脂素类化合物，还得到了（Ｅ）－３，４－ｍｅｔｈｙｌ－
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ｃｉｎｎａ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ｄｉｅｕｇｅｎｏｌ　Ａ，ｄｅ－
ｈｙｄｒｏｄｉｅｕｇｅｎｏｌ　Ｂ，（Ｅ）－３，４－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ｘｙｃｉｎ－
ｎａｍ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ｏｄｏｒａｔｉｓｏｌ　Ｂ，３－（３，５－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
ｎｙｌ）－２－ｐｒｏｐｅｎ－１－ｏｌ和２－羟 基 黄 樟 醚 鼠 李 糖 基 葡 萄

糖苷（ｒｈａｍ－ｎｏｓｙｌ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ｏｆ　２－ｈｙｄｒｏｘｙ　ｓａｆ－ｒｏｌｅ）
等化合物。

６　药理作用研究及临床应用

　　刘元等［２９］对 地 枫 皮 类 药 理 研 究 发 现 地 枫 皮 及

假地枫皮、大八 角 均 有 一 定 毒 性，假 地 枫 皮 毒 性 最

大，地枫皮次之，大八角毒性最小；通过镇痛试验扭

体法和光辐射热甩尾法，结果表明：在相同剂量下，
地枫皮、假地枫皮、大八角镇痛效果相似；通过小鼠

耳廓巴豆油致炎模型，大鼠角叉菜胶关节肿胀模型

以及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模型的研

究表明３种 药 材 都 有 一 定 的 抗 炎 效 果。赵 氚 等［３０］

比较狭叶茴香和假地枫皮根皮提取物注射液的抗炎

镇痛作用，结果表明这两种注射液均表现出显著的

抗炎镇痛作用，没有出现显著性差异。

　　姚 小 琴［３１］报 道：地 枫 皮 饮 片１００ｇ，５０℃米 酒

２０００ｍｌ，密封浸泡１５ｄ制成的地枫皮酒治疗风湿性

关节炎患者１１例，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此外，目

前以地枫皮为主药或辅以相关药材制成的制剂有：
风湿关节炎片、风寒双离拐片、风湿安泰片、追风舒

经活血片、舒筋丸、腰腿痛丸等数十种。

７　发展方向和建议

　　目前国内对地枫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野生资源

状况、光合生理生态特性、化学成分、挥发油的提取、
真伪鉴别和药理药性方面；而对假地枫皮的研究还

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化学成分和真伪鉴别方面，并且

很大一部分是把假地枫皮当成地枫皮的伪品依附在

地枫皮真伪鉴别的研究中。

　　地枫皮药材虽被历版《中国药典》收载，但是其

起主要药效的有效成分未得到明确，这对开展其质

量控制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因

此，建议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应在原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地枫皮的有效成分，药理药效，质量控制及

临床应用方面进行研究，以明确其发挥药理作用的

化学物质基础，并深入系统的研究其药理活性，为临

床用药奠定基础。

　　地枫皮是一种长期生存在岩溶山顶极端恶劣环

境条件下的适生植物，在生存过程中不但要遭受“岩
溶干旱”胁迫，而且还要遭受土壤高钙生态因子的胁

迫。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无论从外部

形态、解剖构造，还是从内部生理生化特植物性及遗

传变异等多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对周围极端环境的适

应机制。因此，开展地枫皮在钙、水双重胁迫下的交

叉适应机制研究，揭示其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生存

对策，为进一步开展岩溶地区物种保护、退化生态系

统的恢复和种质资源的持续利用研究提供科学理论

依据，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假地枫皮也是一种民间药材，常用其根皮和茎

皮煎汤口服治疗风湿骨痛、跌打损伤、瘀血肿痛。但

是假地枫皮的毒性较大，应进一步开展假地枫皮的

毒性成分及药理药效研究，通过控制假地枫皮活性

成分及对活性成分进行结构修饰，从分子水平科学

地降低其毒性而又不影响、甚或增加其疗效，使其能

真正成为地枫皮的替代药材，发挥其分布广、资源丰

富及生长快的优势，以缓解地枫皮资源紧张，并为开

发新药源奠定基础。随着国内外对地枫皮和假地枫

皮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种植物将在多种领域中有着

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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