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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梢瓜是一种活性成分丰富的食药两用特色植物资源。其嫩果生食可生津止渴, 是老少皆宜的天然

蔬果; 其成熟果实、种子、全草均可入药, 具有补肺气、清热降火、消炎止痛、祛风活血、益气通乳等传统功

效, 现代医学表明地梢瓜具有细胞保护、抗衰老、抗病毒等药理作用。地梢瓜食药两用特性与其合理的营养

结构以及多种次生代谢产物密切相关, 地梢瓜中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钾、钙、

镁、硒等矿质元素, 而且含有黄酮类、三萜类、甾体类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 其中地梢瓜苷为其特有的化学成

分。本文介绍了地梢瓜的植物学特征, 并重点综述了地梢瓜化学成分、药理作用、食用安全性等方面的国内

外研究现状, 探讨了其应用前景,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地梢瓜食药两用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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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nanchum thesioides is a kind of characteristic plant resource with dual-use of food and medicine, 

which is rich in a variety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Its tender fruit, a natural fruit and vegetable suitable for all ages, 

can be eaten raw and quench thirst. Its ripe fruit, seeds and whole herbs can be used as medicine, with traditional 

functions such as tonifying lung qi, clearing heat and down bearing fir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dispelling 

wind and activating the blood, replenishing qi and promoting lactation.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 

thesioides has cell protection, anti-aging, anti-virus and other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The dual-use characteristics of 

C. thesioid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easonable nutritional structure and varied bioactive secondary metabolites. C. 

thesioides is not only rich in protein,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vitamins, and mineral elements like potassium, calcium, 

magnesium, selenium, etc., but also contains many physiologically active ingredients such as flavonoids, 

triterpenoids, steroids, etc. Among them, thesioideoside is a unique chemical ingredien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ot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 thesioides, and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of its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e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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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ual-use resources of C. thesioides. 

KEY WORDS: Cynanchum thesioides; Cynanchum;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thesioideoside; 

dual-use of food and medicine 

 
 

1  引  言 

地梢瓜(Cynanchum thesioides (Freyn) K. Schum)是

萝藦科(Asclepiadaceae)鹅绒藤属(Cynanchum)植物, 别名

地稍瓜、细叶白前、女青、地梢花等, 蒙文名特木根-呼

呼[1,2]。地梢瓜为直立半灌木, 主根可长达数米, 茎基部分

支较多 , 根状茎较发达 , 常从地下茎节分生出新的根和

芽; 线形叶对生或近对生; 伞状花序腋生; 果实呈蓇葖纺

锤形, 多为单生、部分双生; 种子扁平、暗褐色[2]。作为

一种民间野生蔬果, 地梢瓜新鲜枝叶尤其是嫩果中富含

白色乳状汁液, 嫩果可生食, 营养美味[3], 枝叶亦可泡茶

日常饮用; 作为一种传统药用植物 , 地梢瓜全草和果实

入中药, 具有补肺气、清热降火、消炎止痛、祛风活血、

益气通乳、外用治瘊子等功效[4], 种子入蒙药, 用于止热

泻[5]。雀瓢是地梢瓜的变种, 与地梢瓜共同构成地梢瓜组, 

形态略有差异 [2], 但二者花粉块的电镜扫描观察分析无

明显区别, 且功效相同[6]。 

地梢瓜具有抗旱、耐寒、病虫害少、根系发达等特   

性[3,7], 主要生长在海拔 200~2000 m 的山坡、沙丘、干旱

山谷等处, 在我国的东北、华北、新疆、江苏、湖北、湖

南等地区及朝鲜、蒙古、俄罗斯、韩国等少数国家有分布[2,8]。

野生地梢瓜自然条件下产量低[9], 现已实现对地梢瓜的人工

驯化栽培[9–12], 资源较丰富。但是地梢瓜基础研究较薄弱, 

大部分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和作用尚未明确, 加之地梢瓜

质量控制标准不够完善[13,14], 导致地梢瓜的应用受限。尽管

近年出现部分地梢瓜应用专利、加工产品, 但是地梢瓜并未

广泛走入大众视野。 

本文综述了关于地梢瓜化学成分、药理作用、食用安

全性、应用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并探讨了地梢瓜食用和

药用价值的巨大潜力。以期为今后的地梢瓜基础研究提供

方向, 为深度利用地梢瓜食药两用资源、进一步开发安全

有效的地梢瓜功能食品和药物提供参考。 

2  地梢瓜的化学成分 

早在 1992 年, 苑辉卿等[15]从地梢瓜全草中分离鉴定出

14 种化合物; 2007 年王玎等[16]从地梢瓜果实中也分离鉴定

出 10 种化合物, 其中三萜类成分 α-香树脂醇(α-amyrin)、齐

墩果酸(oleanolic acid)为首次从鹅绒藤属植物中分离得到。

当前对地梢瓜化学成分的研究已初步形成体系, 丰富的营

养成分和次生代谢产物决定了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药理作

用, 将其打造成为食药同源系列产品具有巨大潜力[11,17–21]。 

2.1  地梢瓜中的营养成分 

地梢瓜是有益于健康的天然补品, 富含植物蛋白、不

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维生素、矿质元素等, 能够调节人

体的机能, 是开发成为特色营养食品的优良原料。作为一种

耐旱作物, 地梢瓜中营养成分的含量随干旱胁迫会呈现一

定规律的变化, 张晓艳等[22,23]发现地梢瓜根、茎、叶中的可

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和叶绿素含量会随土壤含水量变化

而变化, 因此人工种植中可据此优化种植技术, 保持地梢

瓜的高营养品质。 

2.1.1  蛋白质 

植物蛋白是动物蛋白的良好补充, 长期食用还具有降

低胆固醇、抗氧化、降血压等多种生理保健功能。地梢瓜的

果实和叶均富含蛋白质, 王玎[24]研究表示每 100 g 地梢瓜 

鲜果中含蛋白质 20g, 其新鲜幼果属于高营养蔬菜; 丁梦军

等[25]用半微量凯氏法测得干燥叶片中含粗蛋白 17.11%, 用

考马斯亮蓝 G-250 染色法测得新鲜叶片中含有可溶性蛋白

质 7.86 mg/g, 说明地梢瓜有开发叶蛋白资源的条件, 但要

深入挖掘地梢瓜植物蛋白资源, 还要对其游离氨基酸及蛋

白质的氨基酸组成等开展研究。 

2.1.2  糖  类 

苑辉卿等[15]从地梢瓜全草中分离鉴定出蔗糖, 丁梦

军等[25]用蒽酮比色法测得地梢瓜新鲜叶片中可溶性糖含

量为 16.16 mg/g。除了可溶性糖, 地梢瓜中也含有丰富的

纤维。丁梦军等[25]用范式法测得地梢瓜干燥叶片中所含中

性洗涤纤维含量为 47.78%±0.10%、酸性洗涤纤维含量为

31.19%±0.29%, 从另一角度也反映出地梢瓜或许可以作为

补充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 

2.1.3  脂  质 

地梢瓜不同组织部位的脂肪含量差异较大, 脂肪酸

组成以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研究表示每 100 g 地梢

瓜鲜果中含脂肪 10 g[24]; 丁梦军等[25]利用索氏提取法测得

地梢瓜干燥叶片中含粗脂肪 4.84%; 金世超[26]探究了闪式

提取法提取地梢瓜脂溶性成分的最佳工艺条件, 测得该条

件下地梢瓜地上部分干粉样品中脂溶性成分提取得率为

7.25%±0.18%, 其中含量较高的成分有亚麻酸(10.93%)、油

酸(6.56%)等不饱和脂肪酸, 可见与同科的萝藦相似(亚麻酸

25%, 亚油酸 10%), 地梢瓜也属于富含亚麻酸的植物品种, 

其脂质具有平衡膳食油脂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功能。 

2.1.4  矿物质元素 

林敏等[27]利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量地梢瓜的阴

干根、茎、叶样品中人体必需金属元素的含量; 曹乌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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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楞[28]测定了地梢瓜阴干嫩果中各金属元素含量, 发现所

含的金属元素含量的递减趋势符合人体需要量的分配 , 

从测量数据可看出地梢瓜全株各组织中富含多种矿质元

素, 如钾、钙、镁、硒等。王晓华等[29]测得山东省的地梢

瓜烘干全草样品中稀有元素硒的含量为 14.00 µg/100 g, 

远高于其所研究的 104 种野生蔬菜硒含量平均水平, 说

明地梢瓜具有很强的富硒能力。 

2.1.5  维生素 

绿色蔬果是人体摄取外源维生素的重要来源。曹乌

吉斯古楞[28]测量了地梢瓜阴干嫩果中 VA、Vb1、Vb2、

Vb6、VE 的含量。郝征红等[30]通过液相色谱测得地梢瓜

新鲜样本中 VE 含量为 97.0 mg/kg, 是大蒜的 4 倍多、韭

菜的 30 倍多, 含量远高于其他野菜和普通蔬菜, 可以作

为人体 VE 补充源。胡萝卜素为主要的维生素 A 源物质, 

每 100g 地 梢 瓜 阴 干 嫩 果 中 胡 萝 卜 素 含 量 可 达       

14.44 mg[27]。可见丰富的维生素将是地梢瓜作为特色蔬果

开发的重要营养物质基础。 

上述可见地梢瓜具有较全面而有特色的营养价值 , 

但部分地梢瓜营养成分分析的研究文献缺乏详细的样品

前处理、检测手段等实验操作流程, 因此建议能够更加系

统的开展地梢瓜各组织部位的营养成分分析, 同时要关

注地梢瓜蛋白的氨基酸组成、多糖组成及含量、硒结合

形态等与食品营养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等。 

2.2  地梢瓜中的次生代谢产物及其制备方法 

地梢瓜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次生代谢产物, 主要有三萜

类、黄酮类、甾体类等。地梢瓜中的黄酮醇含量很高, 是广

义鹅绒藤属地梢瓜组独特的化学成分 [31], 其中地梢瓜苷

[thesioideoside,柽柳素-3-O-β-(2-O-β-D-吡喃葡萄糖)-D-半乳糖

苷, 分子式 C28H32O17]为其特有成分[32]。《中医辞海》中提到

地梢瓜根含多种糖苷, 水解可产生喷奴皂苷元和细叶白前苷

元[33], 均属于鹅绒藤属的特征化合物C21甾体; 而现有文献均

表示未检测出地梢瓜中含 C21 甾体[15,24,31,34], 实际情况有待进

一步考证。地梢瓜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可见表 1。 

 
表 1  地梢瓜植株中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 

Table 1  Major secondary metabolites in C.thesioides 

化合物名称 组织来源 CAS 号 来源参考 

三萜类    

β-香树脂醇乙酸酯 β-amyrin acetate 果实、全草 1616-93-9 [15,16,20,24] 

乙酸羽扇醇酯(羽扇豆醇乙酸酯)lupeol acetate 果实、全草 1617-68-1 [15,16,20,24] 

α-香树酯醇正辛烷酸酯 α-amyrin caprylate 果实、全草 - [15,16,20,24] 

α-香树精(α-香树脂醇)α-amyrin 果实 638-95-9 [16,20,24] 

β-香树精(β-香树脂醇)β-amyrin 果实 559-70-6 [16,20,24] 

齐墩果酸 oleanolic acid 果实 508-02-1 [13,16,20,24] 

黄酮类    

槲皮素 quereetin 全草 117-39-5 [15] 

1.3-O-二甲基-肌-肌醇 dambonitol 全草 523-94-4 [15] 

柽柳素 tamarixetin 全草 603-61-2 [15] 

柽柳素-3-O-β-(2-O-β-D-吡喃葡萄糖)-D-半乳糖苷(即: 地梢瓜苷)thesioideoside 全草 145937-28-6 [15] 

柽柳素-3-O-β-D-半乳糖苷 tamarixetin 3-galactoside 全草 - [15] 

甾体类    

β-谷甾醇 β-sitosterol 果实、全草 64997-52-0 [15,24] 

西托糖苷(胡萝卜苷)daucosterol 果实、全草 474-58-8 [15,24] 

菜油甾醇 alpha-ergostenol 地上部分 632-32-6 [35] 

环阿屯醇乙酸酯 cycloartenol acetate 地上部分 1259-10-5 [35] 

喷奴皂苷元(本波苷元)penupogenin 

细叶白前苷元 sibirigenin 

根 

根 
27526-87-0 
28421-74-1 

[33] 
[33] 

其它    

琥珀酸 succinic acid 果实、全草 110-15-6 [15,24] 

阿魏酸 ferulic acid 果实、全草 - [13,15,20,24] 

1, 3-二棕榈酸-2-山梨酸-甘油三酯 glyceride-1,3-dipalmito-2-sorbate 全草 - [15] 

D-柠檬烯(右旋萜二烯) D-limonene 地上部分 5989-27-5 [35] 

植物醇 phytol 地上部分 150-86-7 [35] 

聚异戊二烯 polyisoprene 地上部分 9003-3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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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三萜类 

地梢瓜中的三萜类成分较早为人们所鉴定确认, 其

中 α-香树脂醇、齐墩果酸为首次从本属植物中分离得   

到[16]。β-香树脂醇乙酸酯和 α-香树脂醇对多种炎症具有对

抗作用, 齐墩果酸更具有抗菌、抗癌、保肝等多种生理活

性。提取地梢瓜中三萜类化合物可取地梢瓜果实干燥粉碎

后乙醇回流提取, 不同有机溶剂萃取混悬于水中的浸膏后

通过色谱法、重结晶可得不同产物, 从石油醚萃取物中最

终得 β-香树脂醇乙酸酯、羽扇豆醇乙酸酯、α-香树脂醇正

辛烷酸酯, 从氯仿萃取物中最终得化合物 α-香树脂醇、β-

香树脂醇、齐墩果酸[16]。 

2.2.2  黄酮类 

黄酮类化合物分布广泛且药理作用多样, 是目前天

然植物药物研发的热点之一。地梢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

很高[31], 李睿等[36]利用超声波乙醇浸提法测得地梢瓜叶

总黄酮含量为 2.116 mg/g。与地梢瓜同为鹅绒藤属植物的

白首乌(Cynanchum bungei Decne.)也富含黄酮类成分[37], 

药理研发揭示其具抗氧化和抗糖尿病的作用。 

地梢瓜苷为地梢瓜特有的次生代谢产物[33], 现代药

理证明其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制备地梢瓜总苷浸膏, 可取

地梢瓜果实干燥粉碎后采用 75%乙醇回流提取, 得到的浸

膏复溶于水中, 依次用石油醚、乙酸乙酯萃取, 萃余水层

加入正丁醇萃取总苷, 重复 3 次, 合并萃取液, 减压蒸馏

即可得到总苷浸膏[38]。 

2.2.3  甾体类 

除《中医辞海》中提及地梢瓜根中糖苷水解产物含 C21

甾体外, 目前已有的文献报道均表示地梢瓜不含鹅绒藤属

的主要特征成分和生物活性成分—C21 甾体[15,24,34]。此外, 地

梢瓜中含有胡萝卜苷等对甾体和糖苷显色剂呈阳性的物质, 

不能直接用比色法检验 C21 甾体是否存在, 地梢瓜是否含

C21 甾体还有待借助更敏感的色谱分析技术考证。 

尽管上述许多化合物已在其他药用植物的研究中被

证明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但由于物质在植株中能否发挥本

质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含量[39], 而地梢瓜相关研究比

较匮乏, 各类次生代谢物的含量检测及新成分挖掘亟待系

统开展, 对应的实际功效也有待实验验证。 

3  地梢瓜的药理作用及其毒理安全性 

据《药用植物辞典》记载, 地梢瓜用于调节气血亏虚、

脑神经衰弱、咽喉痛、乳汁不下, 外用治瘊子[4]。地梢瓜

的现代药理研究已对传统上治疗脑神经衰弱、瘊子及消炎

解毒等的机制做出一定程度的解答。其现代药理作用及毒

理安全性总结如下。 

3.1  细胞保护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地梢瓜中含有的地梢瓜苷具有

细胞保护作用[32,38]。商战平等[32]利用过氧化损伤和谷氨酸

损伤的离体乳鼠大脑皮层神经元进行对照实验, 结果显示

地梢瓜苷组 MDA 含量和 DNA 断裂率明显降低, 表明地梢

瓜苷可抑制 H2O2、谷氨酸引起的神经元脂质过氧化反应, 

具有较强的抗自由基及抗兴奋性氨基酸毒性作用, 从而起

到保护神经元的作用。 

司艳红等[38]建立低氧低糖损伤内皮细胞模型并用低

中高剂量的地梢瓜苷分组处理, 观察发现地梢瓜苷能减轻

内皮细胞凋亡和脂质过氧化, 保护细胞膜免受损伤, 并有

效调节内皮细胞分泌血管活性物质, 从而保护内皮细胞, 

且 100 mg/L 左右可能为地梢瓜苷发挥其疗效的最佳血药

浓度。这一药理作用提示地梢瓜苷具有调节血管功能、抑

制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作用。以上研究显示出地梢瓜苷通

过细胞保护作用, 在防治神经元退行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方面具有良好的药用潜力。 

3.2  抗衰老 

龚谨[40]通过构建 D-半乳糖致衰小鼠模型对地梢瓜的

抗衰老作用进行了研究,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地梢瓜水煎

液能明显提高小鼠肝组织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力和血

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力, 降低 MDA 含量, 证明地梢

瓜水提物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 但其作用强度暂无评价。

推测地梢瓜苷等抗氧化活性物质抑制细胞内过氧化反应是

可能的机制之一, 实际作用途径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抗病毒 

有临床报道指出, 直接涂抹地梢瓜鲜草中的乳白色

汁液, 能够有效治疗因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尖锐湿疣, 

且不易复发, 另有专利报道利用地梢瓜治疗带状疱疹、病

毒性角膜炎[41,42], 这些研究表现出地梢瓜在体外具有良好

抗病毒作用[43]。近年来文献报道显示中医药治疗多种病毒

性皮肤病效果良好, 且复发率低、未有不良反应和并发  

症[44]。期望深入研究地梢瓜乳白色汁液的化学成分及其抗

病毒药理和临床效果, 推动从地梢瓜中发掘安全有效的抗

病毒先导化合物及其相关天然药物。 

3.4  毒理安全性研究 

从历史经验看, 地梢瓜在民间的食用和药用史已有

上千年, 人们直接采食其果实、取其鲜草水煎饮用, 而未

见任何地梢瓜相关毒性记载, 因此地梢瓜安全性较高。然

而已有研究报道表明, 同在鹅绒藤属的部分植物在毒理实

验中表现出一定的毒性。据《有毒植物史》记载, 青羊参

(Cynanchum otophyllum)、豹药藤(Cynanchum decipiens)、

翅果杯冠藤(Cynanchum alatum)均为萝藦科鹅绒藤属典型

的有毒植物, 其乳汁及根部的毒性较大[45]。在用青羊参、

豹药藤、西藏牛皮消(Cynanchum saccatum)三者根部提制的

总苷的急性毒性实验中, 实验小鼠均出现中毒症状, 主要

表现为惊厥, 且在总苷用量过大时会发生蓄积中毒[46]。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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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首乌成分的毒性研究表明, 用白首乌的水煎液和精制

粉给药, 均无中毒现象; 而用总苷及苷元给药, 无论口服

还是腹腔注射, 均出现明显急性毒性反应[47]。由此可见, 

总苷是鹅绒藤属植物的一类主要毒性物质。值得关注的是, 

总苷也是该属植物有效的药用成分, 按毒物分级标准, 口服

LD50 属微毒, 因此药用需注意剂量。在鹅绒藤属的另一种沙

生植物牛心朴子(Cynanchum hancockianum)的毒性实验中发

现, 牛心朴子的正丁醇提取部分以黄酮为主, 不引起明显毒

性反应; 而氯仿提取部分以生物碱为主, 显示出较强的生物

毒性[48]。牛心朴子含有 2,4,6-三甲基吡啶等 11 种生物碱成

分, 具体是哪种成分具有毒性还需进一步的实验证实[49]。 

鹅绒藤属植物的有毒成分主要集中在苷类和生物碱

类, 地梢瓜含有地梢瓜苷等苷类成分, 而关于地梢瓜的生

物碱组分则鲜有报道, 地梢瓜是否含有有毒物质还有待考

证。未来亟需围绕地梢瓜开展毒理实验、长期临床实验等, 

以进一步评定其食用安全性, 这也是地梢瓜食药两用产品

真正获得大众认可的必要工作。 

上述可见, 目前对地梢瓜的现代药理活性的研究才

刚刚起步, 提取组分的药理研究方面仅见地梢瓜提取物的

α-糖苷酶抑制活性及其对慢性病治疗的一项专利[50], 而单

体水平上, 地梢瓜绝大部分活性化学成分药理研究均不系

统。因此, 一方面需要针对地梢瓜中已有活性成分如地梢

瓜苷等进行更加全面的药理毒理研究, 另一方面也需要从

整体水平评价地梢瓜的特征功效和安全性, 不断深入科学

研究和实践, 为疾病的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4  地梢瓜的应用开发 

有关地梢瓜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诗经》, 其食用史、

药用史都十分悠久[51]。近年研究还发现了地梢瓜潜在的生

态价值和工业价值[26,52]。但由于野生地梢瓜生物量小、花

多果少以及现代医药冲击, 这一传统食药两用植物的价值

一度被人们忽略, 既没有成熟的食品产业链, 药用上也多

为民间偏方、现代科学证据少。近年在少数研究者的努力

下, 地梢瓜的研究和应用有所突破, 但地梢瓜的多维度价

值尚需充分发掘。 

4.1  食用价值 

地梢瓜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及多种功能因子, 

如植物蛋白、钾、钙、硒、VE、亚麻酸等, 可开发为保健

食品原料。作为野生蔬果, 地梢瓜嫩果香甜脆嫩, 并带有

天然奶香, 是老少皆宜的天然补品[3]。经调研, 汉、藏、回、

蒙古族民间有以下食用方法: 采其嫩果, 可生食、蘸酱、

焯水凉拌、腌制、油炸、煮奶、切碎拌粥; 绞其乳汁, 可

做汤或直接生食。现代烹饪技术下, 还产生了“拔丝地梢

瓜”、“清蒸地梢瓜”、“清炒地梢瓜”等特色菜肴。 

由于地梢瓜果实采摘后极易脱水或腐烂, 难以运输

和保鲜[53], 其食用价值的开发利用受到巨大阻力。目前市

场上的地梢瓜产品主要为全草干品, 也有部分地梢瓜加工

产品, 包括地梢瓜冻干粉、地梢瓜原浆、地梢瓜提取物面

膜、地梢瓜芽尖茶等, 主要用于滋补养生、美容护肤。 

部分研究者针对地梢瓜的保健功能开发新产品, 并

获得专利。基于地梢瓜味甘性平, 且具补肺气、清热降火、

生津止渴的功效[4], 张艳[54]和石惊春[55]分别研发了“红酸

七风味地梢瓜果酱”和“润肺止咳桃果酱”; 基于地梢瓜蛋

白质含量丰富, 刘金虎等[56]利用发酵地梢瓜液制成富含有

机酸的饮料, 同时保持了地梢瓜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水平, 

以作为日常膳食中微量营养素的有益补充。但由于地梢瓜

果实或枝叶目前尚未进入国家新资源食品目录, 且很多功

效缺乏科学验证, 产品开发非常有限。 

4.2  药用价值 

作为民间药和蒙药, 地梢瓜见载于地方药典, 但《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未收录。通过查询古籍、现代地方药典及

民间医生访谈材料, 整理地梢瓜药用用途及药方见表 2。 

以上药方中, 药方 1 被称作“茵达日-4 汤”, 是蒙医用

于治疗“协日性”腹泻的经典药方, 其中, 地梢瓜种子与止

泻木子、连翘替代使用, 三者为蒙药“度格模农”的不同来

源, 至今仍是蒙药临床常用止泻药材[57]。在蒙医用于治疗

瘟病热症的“四味土木香散”辨证加味方中, 地梢瓜构成其

中治肠热、止热泻的两方。可见在蒙医药研究中, 地梢瓜

止泻效果突出[63]。 

总的来说, 除药方 1 得到少数地区的现代医学关注外, 

其他药方多为经验产物。地梢瓜相关药方发展缓慢, 受制于

其药效物质基础、药物代谢与动力学以及临床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出现许多地梢瓜专利药方。值得关注的是, 地

梢瓜有显著的 α-糖苷酶抑制活性, 能预防及治疗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50,64]; 它内服外用均有很强的抗菌抗病毒能力, 

也能治疗一些病菌感染或其它原因导致的炎症[6567]; 神经

衰弱、失眠、三叉神经痛、脑卒中和癫狂症等神经疾病都

可用含地梢瓜的中西药复方调理[6872]。此外, 地梢瓜也用

于催乳、清热降火和烫伤处理[7375]。但专利对应的正式文

献少, 临床证据欠缺, 用药机制不明, 可靠性有待进一步

验证。尽管如此, 地梢瓜用于治疗慢性病和神经疾病的潜

力依然很大, 值得深入挖掘。 

从另一角度看, 地梢瓜单方的传统用途或有局限, 但

近几年涌现较多复方也说明地梢瓜可与其它中西药协同增

效、配伍相宜, 多方面调节人体机能, 以达到较好的补益

和治疗效果。这也印证了其具有开发为功能食品和非处方

药的潜力, 但需进一步开展地梢瓜提取物、单体化学成分

及配伍增效作用的药理学研究, 以真正科学有度地开发地

梢瓜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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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梢瓜传统药用用途及药方 
Table 2  Traditional medicinal use and prescription of C.thesioides 

药方 用途 使用方法 文献编号

1 肠热痢疾、腹泻 地梢瓜种子 240 g, 拳参 210 g, 木通 210 g, 麦冬 150 g, 熬煮 [57] 

2 补精益气 食用叶片或果实 [51,58] 

3 虫蛇毒 涂抹白色乳状汁液 [59] 

4 痈肿金疮 煎膏, 涂抹 [60] 

5 胃寒性协日病 石榴、肉桂、白豆蔻、荜苃、诃子、光明盐、木鳖子、地梢瓜、熊胆、野猪粪 [61] 

6 肠炎和泻痢 果实, 水煎服 [61] 

7 胃痛、腹痛 幼果煮水引用 [62] 

8 瘊子 鲜草适量, 折断取汁外搽 [4, 43] 

9 治气血亏虚 全草+土黄芪, 水煎服 [33] 

10 咽喉痛 全草水煎服或鲜果咽服 [33] 

11 脑神经衰弱、用脑过度 全草 500 g, 水煎取汁, 用药汁打鸡蛋茶喝, 日服两次 [33] 

 
4.3  生态及工业价值 

地梢瓜是优良的防风固沙植物。它既抗旱又抗寒, 病

虫害少 , 生长快 , 耐盐的特性使它可用于改良盐渍化土 

壤[76], 根茎分生能力非常强, 稠密的根网能有效防止水土

流失[3]。杨忠仁等[3]选育出的地梢瓜新品种沙珍 DG-1 号, 

适于盐碱地和沙地大面积种植。同时, 地梢瓜全株质地柔

软、适口性好、营养丰富, 能满足牲畜对蛋白及微量元素

的需求, 因此可作为天然牧草掺入饲料, 以缓解过度放牧

造成的草原荒漠化问题[7]。 

此外, 地梢瓜萃取物主体成分为聚异戊二烯, 16-18

碳脂肪酸含量高 , 故具有制备天然橡胶和生物柴油的潜 

质[26,52]。实现大面积种植后, 种子上端着生的白色种毛也

可作为填充料[77]。 

4.4  应用展望 

食药两用植物地梢瓜的开发潜力巨大, 目前未实现

大面积种植的主要原因可总结为: ①保鲜困难, 缺少有知

名度的加工产品; ②作为食品及药材的质量标准尚不完善; 

③有效成分与药理作用的现代科学证据不足。 

其中, 保鲜问题已得到王国泽等的关注, 其团队克隆

了细胞壁降解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基因 β-葡萄糖苷酶和多聚

半乳糖醛酸酶基因, 有望通过调整基因表达水平, 减缓细

胞壁的降解、提高地梢瓜的保鲜能力[53]。 

迄今, 对于地梢瓜的质量控制研究还比较薄弱。现有

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蒙药分册)》仅对

地梢瓜种子的显微和理化鉴别作了规定[14]。余婉佳等[13]

在此质量标准基础上做出修订并建立薄层色谱鉴别法 , 

而目前仍未建立通过检测地梢瓜有效单体成分的质量评

价方法。近年来, 分子鉴定技术逐步成为中药鉴定的主要手

段[78], 确立地梢瓜 DNA 条形码技术, 并结合其他鉴定方法, 

可为地梢瓜品种甄别和质量控制提供精准依据。 

综上所述, 随着大健康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加强, 非处方药和功能食品备受推崇, 这给具有

食药两用植物地梢瓜带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开展地梢瓜

的多方面基础研究, 不仅可为经验药方提供科学证据, 为

医学疑难问题的突破提供新思路, 也为人们对健康美好生

活的追求提供新选择。现今可以从地梢瓜的保健食品或传

统药方入手, 开发地梢瓜食疗应用, 检验地梢瓜的药用效

果, 更进一步挖掘地梢瓜在抗病毒、抗菌、抗炎及调理迁

延难愈的慢性病等方面的功效物质基础, 开发具有药用潜

力的先导化合物。同时, 伴随多维价值的挖掘和优良种的

选育, 地梢瓜有机会在干旱地区及盐碱地大面积推广种植, 

形成“地梢瓜果+地梢瓜饲草+地梢瓜药材+地梢瓜工业”的

生态经济模式, 为干旱地区的水土保持和脱贫攻坚提供新

方案。相信伴随质量控制标准的完善、食用资质的推动、

药用效果及机制的明确、种植技术及产品产业链的延伸, 

食药两用的地梢瓜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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