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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药源植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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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落新妇苷具有降糖、降脂、镇痛、活血化淤、抑制高尿酸血症( 痛风) 和心脑血管疾病等作用，已形成一定的的市场需

求。在 6 科 7 属 73 种植物中均含有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其中对菝葜科菝葜属、肖菝葜属，胡桃科黄杞属，虎耳草科

落新妇属、豆科榼藤子属，金粟兰科草珊瑚属及云实科羊蹄甲属的研究较多。光叶菝葜( 土茯苓) 、菝葜、黄杞是提取落新妇苷

的主要植物资源。中国西南、西北及东北地区是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药源植物资源的主要分布区。文中就此做一

综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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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新妇苷( astilbin) 系二氢黄酮醇类化合物，因

1950 年由 Kozo Hayashi 首先从落新妇属植物中提

取而得名［1］。其分子式为 C21 H22 O11，白色针状结

晶，mp179 ～ 181 ℃，易溶于甲醇、乙醇、微溶于水［2］

( 图 1) 。落新妇苷具有降血糖、降血脂、镇痛、活血

化瘀、抑制心脑血管及高尿酸血症等作用［3 － 15］，且

安全无毒。近年来，随着提取分离技术的发展，人们

发现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在很多植物中广

泛存在，但由于野生植物资源分散，以及长期不合理

的开发利用，使很多资源日益减少; 随着市场需求的

不断增大，紧靠传统方法采集野生落新妇苷资源植

图 1 落新妇苷的结构式

物，则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现对国内外落新妇苷药

源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利用及种植开发情况等进

行了综述，以期为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药

源植物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1 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

因落新妇苷为二氢黄酮醇类成分，所以结构中

有两个不对称碳原子 C －2 和 C －3。天然的二氢黄

酮醇 类 最 常 见 的 构 型 为 ( 2Ｒ，3Ｒ ) ，如 落 新 妇 苷

( astilbin) 和花旗松素( taxifolin) 。少数为( 2S，3S) 、
( 2Ｒ，3S) 、和( 2S，3Ｒ ) ，如新落新妇苷 ( neoastilbin、
2S，3S) 、新异落新妇苷( neoisoastilbin，2Ｒ，3S) 和异

落新妇苷( isoastilbin、2S，3Ｒ) 。它们与落新妇苷具

有相同强度的生物活性，如新落新妇苷( 具甜味) 。
在植物中与落新妇苷共存，只是含量较落新妇苷略

低。落新妇苷的同系物与落新妇苷一样，C 环 C3 都

为鼠李糖所取代，而 B 环有两种类型: 3'，4' － 邻二

OH 类及 4' － 单 OH 类。前者已从资源植物中分离



到 5 种: 黄杞苷 B( roxburghianaside B、2Ｒ，3Ｒ) 、黄杞

苷 C( roxburghianaside C、2Ｒ，3Ｒ) 、黄杞苷 E ( huan-
gqioside E、2S，3S) 、黄杞苷 E1 ( huangqioside EI、2S，

3S) 、双氢槲皮素( taxifolin、2Ｒ，3Ｒ) ［2，16 － 19］; 后者已

分离到 6 种: 双氢山柰酚( 2Ｒ，3Ｒ) 、黄杞苷( engele-
tin、2Ｒ，3Ｒ) 、新黄杞苷( neoengeletin、2S，3S) 、异黄杞

苷( isoengeletin、2S，3Ｒ) 、新异黄杞苷( neoisoengele-
tin、2Ｒ，3S ) 、黄 杞 苷 A ( roxburghianaside A、2Ｒ，

3Ｒ) ［2，16 － 20］。因为都是从黄杞中发现并分离得到，

故命名均冠以“黄杞”。
落新妇苷为无色针状结晶，而异构体及其同系

物均为白色粉末或者无定型粉末，少数有甜味［2］，

这也是首次发现具甜味的双氢黄酮醇。异构体与落

新妇苷的活性相同，而同系物稍弱，可能与 B 环的

酚羟基数有关; 另外，在药源植物中同系物的含量也

略低于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到目前为止已从药源

植物中分离得到 15 种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

物( 图 2) 。

1． 双氢槲皮素 ( ( 2Ｒ，3Ｒ) －3，5，7，3'，4' － pentahydroxy dihydroflavonol) － H

2． 落新妇苷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Ｒ，3Ｒ) － taxifolin) － Ｒha

3． 新落新妇苷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S，3S) － taxifolin) － Ｒha

4． 异落新妇苷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S，3Ｒ) － taxifolin) － Ｒha

5． 新异落新妇苷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Ｒ，3S) － taxifolin) － Ｒha

6． 黄杞苷 E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β － D － glucopyranosyl( 1→3) － α － L － rhamnpyranosoyl － ( 2Ｒ，3Ｒ) － taxifolin) － Ｒha3 － Glc

7． 黄杞苷 EI ( 5，7，3'，4' － tetrahydroxy － 3 － O － β － D － glucopyranosyl( 1→3) － α － L － rhamnpyranosoyl － ( 2S，3S) － taxifolin) － Ｒha3 － Glc

8． 黄杞苷 B ( ( 2Ｒ，3Ｒ) － 5，7，3'，4' － tetrahydroxy dihydro flavonol － 3 － O － ( 3 － O － galloyl) － α － rhamnopyranoside B) － Ｒha3 － Gal

9． 黄杞苷 C ( ( 2Ｒ，3Ｒ) － 5，7，3'，4' － tetrahydroxy dihydro flavonol － 3 － O － ( 3 － O － P － ( E) ) － coumaroyl － α － rhamnopyranoside C) － Ｒha3 － Cou

1． 双氢山奈酚( ( 2Ｒ，3Ｒ) －3，5，7，4' － tetrahy － droxydihydroKaempferol) － Ｒha

2． 黄杞苷( 5，7，4＇－ tri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Ｒ，3Ｒ) － dihydro Kaempferol) － Ｒha

3． 新黄杞苷( 5，7，4＇－ tri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S，3S) － dihydro Kaempferol) － Ｒha

4． 异黄杞苷( 5，7，4' － tri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Ｒ，3S) － dihydro Kaempfero) － Ｒha

5． 新异黄杞苷( 5，7，4＇－ trihydroxy － 3 － O － α － L － rhamnosyl － ( 2S，3Ｒ) － dihydro Kaempferol) － Ｒha

6． 黄杞苷 A( ( 2Ｒ，3Ｒ) －5，7，4' － trihydroxydihydroflavonol － 3 － ( 3 － O － galloyl) － Ｒha － gall

图 2 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

2 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药源植物

的种类及分布

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药源植物的资源

丰富［23］，主要分布在胡桃科黄杞属、虎耳草科落新

妇属、菝葜科菝葜属和肖菝葜属、金粟兰科草珊瑚

属、豆科榼藤子属、云实科羊蹄甲属共 6 科 7 属 73
种植物中。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在不同科

属、同属不同种中的含量差异很大。其中，胡桃科黄

杞属、菝葜科菝葜属、虎耳草科落新妇属的大部分植

物中落新妇苷的含量较高，应用也多。胡桃科黄杞

属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分布种类多，已

发现的 15 种化合物中全都含有; 菝葜科菝葜属落新

妇苷的含量较高与胡桃科黄杞属的持平; 虎耳草科

落新妇属为首次发现落新妇苷的植物。
2． 1 胡桃科黄杞属

黄杞属 Engelhardtia Leschen． ex B1． 植物在全

球共有约 15 种，分布于亚洲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

国产 黄 杞 E． roxburghiana Wall．、毛 叶 黄 杞 E．
colebrookiana Lindl． ex Wall、少 叶 黄 杞 E． fenzelii
Merr．、齿叶黄杞 E． serrata Blume、云南黄杞 E． spica-
ta Lesch． ex Blume、爪哇黄杞 E． aceriflora ( Ｒeinw )

Blume 6 种，分布于西南部、南部至东南部［22］。黄杞

主产于广西、广东和福建，已发现的 15 种落新妇苷

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在黄杞中全部含有，其叶中的

落新妇苷、异落新妇苷、新异落新妇苷、黄杞苷 E、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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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新妇苷的含量依次为: 0． 65%、0． 06%、0． 055%、
0. 036%、0． 01%［2，17］。
2． 2 虎耳草科落新妇属

落新妇属 Astilbe Buch． － Ham． 植物在全球共有

18 种和 10 变种( 原变种除外) ，分布于亚洲东部和

北美。中国产落新妇 A． chinensis ( Maxim) Franch．
et Savat．、大果落新妇 A． macrocarpa Knoll、大落新

妇 A． grandis Stapf ex Wils、腺 萼 落 新 妇 A． rubra
Hook． f et Thoms、溪畔落新妇 A． rivularis Buch． －
Ham． ex D． Don、阿里山落新妇 A． macrolora Haya-
ta、长果落新妇 A． longicarpa( Hayata) Hayata 7 种及

多花落新妇 A． rivularis Buch． － Ham． ex D． Don
var． myriantha( Diels) J T． Pan、狭叶落新妇 A． rivu-
laris Buch． － Ham． ex D． Don var． angustif oliata
Hara 2 变种［21］。落新妇属植物是落新妇苷最早发

现与命名的基缘植物，但自 1959 年以后再未见到有

关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提取分离及含量测

定的新报道。从黄杞属植物分离鉴定的 15 个化合

物看，其异构体和同系物在植物体内存在共存关系，

只是含量上有所差异而已，所以，落新妇属植物仍应

该视为是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主要资

源，尚需进行深入的化学研究。
2． 3 菝葜科

2． 3． 1 菝葜属 菝葜属 Smilax L． 植物在全球约有

300 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约产 60
种，全国均产之，长江以南各地最盛［21］。已报道有

16 种和 1 变种的菝葜属植物含有落新妇苷，其中只

光叶菝葜( 土茯苓) S． glabra Ｒoxb． 和菝葜 S． china
L． 的落新妇苷含量高于 0． 1%，这也是药用收载的

唯一的两个品种［23］。光叶菝葜( 土茯苓) 分布于安

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
四川、贵州等地，以根茎入药［22］。采用 HPLC 法测

定湖南 5 个产地的光叶菝葜( 土茯苓) 中落新妇苷

的含量，结果为 0． 2577% ～0． 6510%［24］。不同产地

光叶菝葜( 土茯苓) 落新妇苷含量差异较大。采用

HPLC 法测定贵州清镇产的光叶菝葜中落新妇苷的

含量高达 4． 4931%［24］。菝葜生长于山坡上、灌木丛

林缘，分布于中国长江以南各地，以根茎入药［22］。
采用 HPLC 法测定了湖南 4 个产地菝葜中的落新妇

苷的含量，为 0． 0278% ～0． 5168%［23］。而采用同样

方法测定的贵州安龙产菝葜中的落新妇苷的含量为

0． 09‰［25］。
2． 3． 2 肖菝葜属 肖菝葜属 Heterosmilax Kunth 植

物在全球约有 10 种，分布于东亚。中国有 6 种，产

于西南至台湾［21］。采用 HPLC 法测定湖南产的肖

菝葜 H． japonica Kunth 和贵州遵义产的短柱肖菝葜

H． yunnanensis Gagnep． 中落新妇苷的含量，结果肖

菝 葜 中 未 检 出，而 短 柱 肖 菝 葜 中 仅 含

0. 073‰［23 － 24］。
2． 4 金粟兰科草珊瑚属

草珊瑚属 Sarcandra Gardn 植物在全球有 3 种，

分布 于 东 亚 至 印 度。中 国 有 草 珊 瑚 S． glabra
( Thb． ) Nakai 和 海 南 草 珊 瑚 S． hainanenis ( Pei )
Swamy et Bailey 两种，主要分布于安徽、浙江、江西、
福建、台湾、云南等省区［21］。从草珊瑚干燥全草的

70%乙醇提取物的 EtoAc 萃取物中可分离到落新妇

苷( 38 mg) 、新落新妇苷( 11 mg) 、异落新妇苷( 15
mg) 和新异落新妇苷( 17 mg) ［25］。
2． 5 豆科榼藤子属

榼藤子属 Entada Adans 植物在全球约有 30 种，

分布 于 热 带 地 区。中 国 南 部 和 台 湾 产 榼 藤 E．
phaseoloides( L． ) Merr［21］。榼藤的茎和种子均可入

药，为岭南地区常用中草药，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风

湿性关节炎、腰腿疼、四肢脾痛、大骨节病等。文

献［26］从榼藤茎甲醇提取物的乙酸乙酯部位中分离

到了 11 个化合物，其中落新妇苷( 170 mg) 的含量

最高，确认为有效成分。
2． 6 云实科羊蹄甲属

羊蹄甲属 Bauhinia L． 植物在全球约有 570 种，

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中国约有 35 种，大部分

分布于南部和西南部，长江以北绝少［21］。从红绒毛

羊蹄甲茎枝 90% 乙醇提取物的 EtoAc 萃取物中分

离到落新妇苷( 27 mg) 、新落新妇苷( 20 mg) 、异落

新妇苷( 37 mg) 、新异落新妇苷( 15 mg) 和异黄杞苷

( 25 mg) ［27］。除了黄杞属植物外，红绒毛羊蹄甲是

第二个被发现的含有异黄杞苷的植物。

3 结语

以上介绍的有关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

的药源植物，汇总的材料都是已有含量测定或已分

离出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研究报道。从

中可以看出: 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资源

种类繁多，虽都含有一定的量，但相对高的较少。通

过对这些药源资源的对比分析，可以拓宽落新妇苷

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药源渠道。光叶菝葜( 土茯

苓) 、菝葜和黄杞中含落新妇苷是相对较高者，单体

的含量最高可达 0． 65%，是有报道的含量最高的 3
种药源植物。其中光叶菝葜( 土茯苓) 因应用较早，

长期过度开发利用，资源趋于匮乏，而黄杞中富含大

量落新妇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是近年来才被发

现和确认的，也是 3'，4' － OH 和 4' － OH 双氢黄酮

醇共存的植物资源，所以，可认为是落新妇苷及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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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体和同系物的重要的新资源。落新妇属植物分布

广、产量大，又是落新妇苷的首先发现药源，有必要

对其继续展开深入的化学研究，为使其成为落新妇

苷及其异构体和同系物的主要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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