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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麻黄和麻黄根虽都来源于中药麻黄科植物麻黄，但是二者由于入药部位的化学成分不同，使其在药
理作用等多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应引起注意，防止二者混用、误用。本篇文章就麻黄与麻黄根在来源、功效、

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异同点进行了综述，旨在为今后增加对中药麻黄的认识和临床安全合理应用提供一定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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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资源丰富，品种良多。众所周知，不

同药用植物的功效可能相近或不同，同一植物的功

效大多相似或相同；但很多人却忽视了有些植物虽

属同株，但由于入药部位不同，可能有着完全不同

的药性、药效。例如，茄科植物枸杞的根皮地骨皮

和成熟果实枸杞子；唇形科植物紫苏的紫苏叶、紫

苏梗和紫苏子；麻黄科植物麻黄的根和草质茎；伞

形科植物当归的归头、归身和归尾等。

同一药用植物的入药部位不同，与其疗效甚至

用药的安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应予以重视。

本篇文章以麻黄和麻黄根为例，就二者在来源、成

分、药理作用等方面的异同点进行综述，旨在增加

对中药麻黄的认识和临床合理应用提供一定的依据，

以防二者混用、误用。

１　来源与功效异同［１］

１１来源

麻黄别称龙沙、狗骨、卑相、卑盐，为麻黄科

植物草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中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ｔＣＡＭｅｙ）或木贼麻黄（Ｅｐｈｅｄ
ｒａ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Ｂｇｅ）的干燥草质茎，秋季采割，晒干
入药。

麻黄根别名苦椿菜，为麻黄科植物草麻黄

（Ｅｐｈｅｄ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或中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ｔＣＡＭｅｙ）的干燥根和根茎，秋末采挖，
除去残茎、须根和泥沙，干燥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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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功效

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有述： “麻黄发汗

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麻黄根止汗效如

神”等，可见麻黄与麻黄根功效的不同之处。麻黄

为发散风寒药，发汗散寒作用强；而麻黄根为敛汗

固表药，有固表止汗之效。

麻黄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味辛、微苦，性

温。归肺、膀胱经。有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

消肿的功效。用于风寒感冒，胸闷喘咳，风水浮肿。

蜜麻黄润肺止咳。多用于表证已解，气喘咳嗽。麻

黄长于发汗解表，被称为 “发汗解表第一要药”、

“发汗峻剂”。

麻黄根入药始见于 《本草经集注》［２］，在 《本

草纲目》等多部本草著作中均有收载。味甘、涩，

性平。归心、肺经。有固表止汗的功效。用于自汗，

盗汗。与麻黄不同，麻黄根长于敛汗固表，被誉为

“止汗之王”。

麻黄和麻黄根一发汗一敛汗，药效互为相反，

二者合用，会相互抵消疗效，减弱麻黄发汗疗效［３］，

不可混用。麻黄与麻黄根功效的差异与二者的化学

成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２　化学成分异同

草质茎麻黄与其同株的麻黄根的化学成分有

较大区别。麻黄中的主要成分是以麻黄碱和伪麻

黄碱为代表的为生物碱，还含有黄酮类和挥发油

以及一些微量元素等。麻黄根中主要成分为大环

精胺类生物碱，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少量其他

成分。

２１生物碱

生物碱是麻黄及麻黄根主要的功效成分，研究

表明：麻黄中的生物碱以麻黄碱和伪麻黄碱为主，

还有少量的甲基麻黄碱、甲基伪麻黄碱、去甲基麻

黄碱、去甲基伪麻黄碱及麻黄次碱等。麻黄碱是日

本的长井长义在 １８８７年首次从麻黄中分离得
到的［４］。

麻黄根中同样含有生物碱，主要为大环精胺类

生物碱。国外有研究人员从麻黄根中分离得到的生

物碱主要有麻黄根碱 Ａ、Ｂ、Ｃ、Ｄ（ＥｐｈｅｄｒａｄｉｎｅｓＡ、
Ｂ、Ｃ、Ｄ），阿魏酰组胺（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及酪氨酸
甜菜碱（Ｍａｏｋｏｎｉｎｅ）［５］。麻黄与麻黄根所含主要生物
碱类结构不尽相同，其名称结构见表１。

表１　麻黄与麻黄根主要生物碱类名称结构一览表
种类 名称 结构式

麻黄　 左 旋 麻

黄碱

Ｌｅｐｈｅｄ
ｒｉｎｅ

右旋伪麻

黄碱

Ｄｐｓｅｕｄｏ
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左旋甲基

麻黄碱

Ｌｍｅｔｈｙｌ
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右旋甲基

伪麻黄碱

Ｄｍｅｔｈｙｌｐ
ｓｅｕｄｏ
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左旋去甲

基麻黄碱

Ｌ
ｎｏｒｅｐｈｅｄ
ｒｉｎｅ

右旋去甲

基 伪 麻

黄碱

Ｄｎｏｒｐｓ
ｅｕｄｏ
ｅｐｈｅｄｒｉｎｅ

麻黄根 麻 黄 根

碱Ａ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ｎｅＡ

麻 黄 根

碱Ｂ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ｎｅＢ

麻 黄 根

碱Ｃ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ｎｅＣ

麻 黄 根

碱Ｄ
Ｅｐｈｅｄｒａ
ｄｉｎｅＤ

阿 魏 酰

组胺

Ｆｅｒｕｌｏｙｌ
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

酪氨酸甜

菜碱
Ｍａｏｋｏｎ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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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黄酮

麻黄属植物的根和茎中都存在黄酮类化合物，

研究表明根中的黄酮类含量高于茎［６］。

麻黄中的黄酮主要以 Ｃ６Ｃ３Ｃ６黄酮及其苷类成
分为主。麻黄中的黄酮类成分主要包括芹菜素（Ａｐｉ
ｇｅｎｉｎ）、山柰酚（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芦丁（Ｒｕｔｉｎ）、草棉
黄素（Ｈｅｒｂａｃｅｔｉｎ）、木犀草素（Ｌｕｔｅｏｌｉｎ）等［７］。

麻黄根中的黄酮主要为二聚体类成分。从麻黄

根中分离到的黄酮类多为双黄酮，包括麻黄宁Ａ～Ｋ
（ＭａｈｕａｎｎｉｎＡ～Ｋ）共１１种和麻黄酚 Ａ、Ｂ（Ｅｐｈｅｄ
ｒａｎｎｉｎＡ、Ｂ）。此外，还有研究人员从麻黄根中分
离出山柰酚（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芹菜素（Ａｐｉｇｅｎｉｎ）、槲皮
素（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儿茶素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表儿茶素
［（－）ｅｐ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阿夫儿茶精（Ａｆｚｅｌｅｃｈｉｎ）、表
阿夫儿茶精 ［（－）ｅｐｉａｆｚｅｌｅｃｈｉｎ］等［８］。

２３挥发油

麻黄含挥发油，含量不高，约占０１５％，但也
是麻黄中的有效成分。草麻黄含挥发油量约０２５％，
木贼麻黄含挥发油量约０１２％［９］。吉力等［１０］用 ＧＣ
ＭＳ联用法分析草麻黄、中麻黄、木贼麻黄的挥发油
成分，得出 ｌα松油醇（ｌαｔｅｒｐｉｎｅｏｌ）、１，４桉叶素
（１，４ｃｉｎｅｏｌｅ）和十六烷酸（ｈｅｘａｄｅｃ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分别为
三种麻黄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

麻黄根中则未见挥发油成分的报道。

２４微量元素

麻黄和麻黄根中含有较丰富的微量元素，其中

Ｃｕ、Ｚｎ、Ｆｅ、Ｓｎ、Ｍｎ、Ｎｉ等含量较高。除元素 Ｎｉ
外，麻黄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均高于麻黄根［１１］。

２５其他成分

除上述成分外，麻黄中还含有鞣质、多糖、有

机酸、氨基酸及木脂素等成分。麻黄根中含有酯类、

多糖及糖苷类、有机酸类、木脂素等成分。

中药的物质基础不同势必引起药理作用的差异，

麻黄与麻黄根的化学成分差异，使其表现出的药理

作用也不同。

３　药理作用异同

已有研究表明：麻黄与麻黄根的药理作用有明

显差异，可能是它们所含的生物碱、黄酮类和挥发

油等主要成分有所不同，二者虽为同一来源，却有

着不同药理作用。

３１调节血压

在调节血压作用方面，麻黄中由于含有麻黄碱，

主要表现为升高血压的作用；而麻黄根中的麻黄根

碱主要有降压活性。

３１１麻黄　麻黄中的麻黄碱和伪麻黄碱可兴奋肾
上腺素能神经，使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出量增加，

血管收缩，具有升压作用［１２］，麻黄碱的升压作用缓

慢、温和、持久，可用于防治某些低血压。

此外，麻黄中也含有少量弱降压成分，如麻黄

次碱。

３１２麻黄根　早在１９２５年，就有研究人员提出麻
黄根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而后，Ｈｉｋｉｎｏ等人［１３１４］

研究表明，麻黄根降压作用与麻黄根碱 Ａ、Ｂ、Ｃ、
Ｄ和麻黄酚 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麻黄根碱
Ｂ为降压活性单体成分的代表，并阐释了其可能的
作用机理。Ｈｉｋｉｎｏ等人研究还发现，静脉注射麻黄
根碱Ａ、Ｂ、Ｃ、Ｄ不仅能降低血压，对降低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和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心率也有明显的作用。

此外，杨艳芳等［１５］研究麻黄根提取物对自发性高血

压大鼠降压作用，结果表明麻黄根提取物表阿夫儿

茶精、麻黄酚也为麻黄根降压的活性成分。

麻黄根中由于含有大环精胺类生物碱和黄酮类

成分，表现出明显的降压作用。但也有少量的弱升

压成分，如日本学者Ｔａｍａｄａ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从麻
黄根中分离得到酪氨酸甜菜碱并经研究得出其具有

升高血压作用的结论［１６］。

３２发汗与止汗作用

麻黄中的麻黄碱在正常体温下不能诱导人出汗，

但处于高温环境时会使人体的出汗量增多、增快，

提示对人体有中等发汗作用。

谭其等［１７］研究发现，麻黄根有止汗的作用，根

的生物碱部分能抑制低热和烟碱所致的发汗。王隶

书等［１８］采用超临界ＣＯ２流体萃取技术和ＧＣＭＳ分析
方法对麻黄根的止汗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麻黄

根的超临界提取物止汗活性很强，其通过改变汗腺

细胞的形成来减少汗液排泄而达到止汗效果。

麻黄具有发汗作用，麻黄根为止汗作用，许馨

燕等［１９］将麻黄与麻黄根配伍使用，来减缓麻黄的发

汗作用，用于治疗虚喘汗出。二者一发汗一敛汗，

药理作用相反，在临床使用中应格外注意。

３３平喘作用

麻黄中所含的麻黄碱、伪麻黄碱均有平喘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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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麻黄碱作用较强。刘赜等［２０］对麻黄碱与伪麻黄

碱的平喘效果及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不论是细

胞受体、离体器官还是整体动物水平，麻黄碱较相

同浓度的伪麻黄碱平喘效果更强。有研究表明，麻

黄挥发油也有一定的平喘作用，麻黄挥发油对实验

性气喘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麻黄根未见具有平喘作用的报道。

３４抗炎、抗过敏作用

麻黄中的伪麻黄碱能够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

并选择性收缩鼻黏膜血管，发挥抗炎、抗过敏作用。

杨仓良在 《毒药本草》中表明，麻黄中所含的白飞

燕草苷元对实验性关节炎有抑制作用［２１］。

Ｋｉｍ等［２２］发现麻黄根中的 ＥｐｈｅｄｒａｎｎｉｎＡ和 Ｂ
能够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α和白细胞介素１的转录，
通过抑制脂多糖刺激的巨噬细胞转录因子κＢ和 ｐ３８
丝裂原活化蛋白的磷酸化激酶，发挥较强的抗炎

作用。

３５其他作用

麻黄中的Ｄ伪麻黄碱有明显的利尿作用；黄酮
类成分具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麻黄多糖具有抗氧

化和抗凝血等多重作用［１２］；陈荣明等［２３］经研究证

明麻黄对小鼠细胞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还有研究表

明，麻黄能够改变与神经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为

帕金森症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２４］。

陶华明［２５］经实验表明，从麻黄根中提取出的麻

黄根素Ｂ（ｅｐｈｅｄｒａｎｎｉｎＢ）对多种癌细胞都有一定程
度的增殖抑制活性。还有研究表明，麻黄根提取物

对兴奋呼吸、抑制离体蛙心、扩张蛙后肢血管等有

一定的作用［２６］。此外，麻黄根还能扩张末梢血管，

对子宫和肠管平滑肌有收缩作用［２７］。

４　总结与展望

麻黄是我国特有且闻名世界的宝贵药用植物资

源，早在几千年前就作为止咳平喘和发汗药使用。

其调节血压、镇咳、平喘等多种药理作用，一直沿

用至今。出于同株的草质茎麻黄与麻黄根，二者由

于不同入药部位化学成分的差异，其药理作用和临

床应用均有不同，甚至有麻黄升压、发汗，麻黄根

降压、止汗的完全相反的药理作用。若使用不当，

不仅不能防病治病，还可能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和

安全隐患，因此临床上应严格区分，避免二者的混

淆使用。

中药资源中诸如麻黄与麻黄根这样 “同源异

效”的现象并不在少数。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不断

发达和人们对用药安全与疗效的愈发注重，对于这

样一类药物，应更深入对其成分、作用等方面进行

研究和对比，以便临床更安全合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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