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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兰为兰科山兰属植物山兰 Ｏｒｅｏｒｃｈａｓｐａｔｅｎｓ（Ｌｉｎｄｌ）Ｌｉｎｄｌ的干燥假鳞茎。根据记载，山兰可以作为
山慈菇的药用资源。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对山兰的资源、栽培、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该文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山兰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进展，为山兰的资源保护、资源化学、药

理活性与开发利用等方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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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兰Ｏｒｅｏｒｃｈａｓｐａｔｅｎｓ（Ｌｉｎｄｌ）Ｌｉｎｄｌ［１］为兰科山
兰属草本植物，其资源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西北、

西南、华中等多个地区。以假鳞茎入药［２］，具有解

毒行瘀、杀虫消痈、滋阴清肺、化痰止咳功效，用

于治疗痈疽疮肿、瘰疬、无名肿毒等症［３］。根据

《中药大辞典》记载，中药山慈菇的基原除兰科植

物杜鹃兰与独蒜兰的假球茎之外，山兰也可以作为

山慈菇的一种原植物来入药［４］。在 《中华本草》中

有记载，冰球子，即山兰属植物山兰 Ｏｐａｔｅｎｓ
（Ｌｉｎｄｌ）Ｌｉｎｄｌ的假鳞茎，别名山慈菇［５］。但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没有收载山兰为山慈菇的基原

植物。

近年来，随着山慈菇的抗癌活性被发现，其需

求量不断增加。查阅文献可知，山慈菇对抗肿瘤、

降压具有很好的活性。山慈菇的３种基原植物均属
兰科，由于兰科植物的特点，其自身繁殖系数较低，

人工栽培不成功，山慈菇的资源不能及时进行补充

而供不应求，其资源急剧下降。而后，便有大量的

长白山区的山兰流入市场来补充并满足山慈菇的供

应需求，进而导致了山兰的野生资源储备量锐减，

同时其价格锐增。故此，学者们对山兰这一植物资

源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开始了对其资源、栽培、

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

但这些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主要以山兰引

种栽培相关的文献报道居多，有且只有少量的学者

对山兰的化学成分与其药理活性进行了相关研究。

本研究综述了山兰的现有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

成果，为更加深入地研究其资源化学成分与药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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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供参考，为充分开发利用山兰的药用资源提供

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　化学成分

根据相关文献报道，对山兰中化学成分的分离

鉴定主要集中在对其乙酸乙酯萃取部位的化学成分

分析。目前，从山兰中共分离鉴定出２１种化合物，
主要包括酯类化合物、酚酸类化合物、蒽类衍生物、

苷类化合物、菲类化合物及烷烃类化合物。

１１酯类

目前从山兰中分离鉴定出７种酯类化合物［６７］，

包括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１）、邻苯二甲酸
丁酯异丁酯（２）、邻苯二甲酰正二丁酯（３）、邻苯二
甲酸二戊酯（４）、对苯二甲酸二丁酯（５）、β谷甾醇
亚油酸酯（６）和二十一碳１３烯酸甲酯（７）。化合物
结构式见图１。

１２酚酸类

酚类化合物普遍存在于植物体内，是最丰富的

次生代谢产物［８］，具有抗氧化、抗肿瘤、抗增殖、

降血压、抑菌、保护心血管和肝脏、预防糖尿病等

作用，在食品、生物、医药及环保等领域应用广

泛［９］。目前从山兰中共分离出 ４种酚酸类化合物，
包括羟基苯甲酸类的对羟基苯甲酸（８）、原儿茶酸
（９）、对苯二酚（１０）［１０］以及木脂素类的化合物丁香
脂素（１１）［６］。化合物结构式见图２。
１３蒽类衍生物

目前从山兰中分离鉴定出２种蒽类衍生物，包
括蒽醌类以及蒽酚类化合物。其中，蒽酚类化合物

为卷瓣兰蒽（１２）［６７］（ｃｉｒｒｈｏｐｅｔａｌａｎｔｈｉｎ），该化合物曾
为山慈菇的原植物之一杜鹃兰中特有的成分，原文

珂等［１１］从杜鹃兰的乙酸乙酯部位中分离鉴定出卷瓣

兰蒽；夏文斌等［１２］研究发现，化合物卷瓣兰蒽对肺

癌、卵巢癌、胃癌、结肠癌、肝癌和乳腺癌细胞有中

等强度细胞毒活性，ＩＣ５０在８３７～１３２２μｍｏｌ·Ｌ
－１。

蒽醌类化合物为游离型蒽醌类的大黄素（１３）［６］。大
黄素是中药大黄中所含有的主要化学成分之一，具

有泻下的效应［１３］，且可抑制人肝癌细胞系的生长和

增殖［１４］，并有助于提高其他抗肿瘤类药物的疗效。

化合物结构式见图３。

图１　山兰中酯类化合物
·５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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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山兰中酚酸类成分

图３　山兰中蒽类衍生物

１４菲类

根据国内外对菲类化合物生物活性的报道可知，

其可以抗血小板聚集，而且有良好的抗肿瘤效果。

目前，共从山兰中分离鉴定出１种菲类化合物，为
７羟基２，４二甲基氧１（对羟基苄基）菲（１４）［１０］。
化合物结构式见图４。

相关研究［１６１９］分别对杜鹃兰、独蒜兰和云南独

蒜兰进行化学成分的分离实验，分离鉴定出的化合

物是主要以菲类、二氢菲类以及联苄类成分居多，

这一类成分被认为是山慈菇起抗肿瘤作用的主要药

效成分；通过体外活性实验研究，均发现了山慈菇

中菲类化合物的良好的抗肿瘤活性。Ｔｕ等［１５］在杜鹃

兰乙酸乙酯部位分离得到４个菲类化合物，这４种
菲对丁酰胆碱酯酶和 β淀粉样蛋白的聚集有一定的
抑制效果，同时还具有较为显著的抗氧化活性，有

望被开发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

山兰的药效与山慈菇相近，对山兰中菲类化合

物的分离鉴定可以成为继续探究山兰中化学成分的

重点目标，让研究更系统、更全面，以求更迅速地

明确山兰的药效物质基础。

图４　山兰中菲类成分

１５烷烃

目前从山兰中分离鉴定出 ２种烷烃类化合物，
分别为二十五烷（１５）和三十六烷（１６）［６７］。

１６醛类

目前从山兰中分离鉴定出１种醛类化合物，为
５羟甲基糠醛（１７）［６］。化合物结构式见图５。

图５　山兰中醛类成分

１７其他

植物中存在许多常见的次生代谢产物，目前从

山兰中分离鉴定出的 β谷甾醇（１８）［６７，１０］、Ｔｒｉｐｈｙｌｌｏ
（１９）［１０］等甾醇类化合物、β胡萝卜苷（２０）［６７，１０］、
腺苷（２１）［６］等苷类化合物，这些均属于植物中较常
见的代谢产物。

通过与山慈菇的３种基原植物中已鉴定出的化
学成分进行对比，β谷甾醇、腺苷、大黄素、５羟
甲基糠醛、原茶儿酸、丁香脂素、三十六烷、卷瓣

兰蒽以及 β胡萝卜苷共９种化合物是山兰与山慈菇
共有的成分［１６１８］，其中卷瓣兰蒽、三十六烷、邻苯

二甲酸二（２乙基己）酯和原茶儿酸是山兰与杜鹃兰
的共有成分。

２　药理作用

２１抑菌活性

多环节调节免疫、改善耐药性、安全性高是中

药抗菌药所具有的优势，因此中药抗菌药的研究与

开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据报道，已经发现中药山

·６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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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菇具有很强的抑菌活性，田新新等［５］将山兰、独

蒜兰、云南独蒜兰、杜鹃兰提取物经 Ｄ１０１大孔树
脂进行分离，得到了１６种组分，采用液体小培养法
进行了相关的抑菌活性实验。其抑菌实验结果显示，

有１２种醇提取物都具有较强的抑菌活性，主要抑制
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两种菌，但对大肠

埃希氏菌都没有抑制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山兰、

独蒜兰、杜鹃兰等４种中药材具有相近的抑菌活性。

２２抗氧化活性

有研究［６，１９］通过实验，对山兰的丙酮、正丁醇、

甲醇３种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与Ｖｃ进行比较，对其
进行了总抗氧化能力、ＤＰＰＨ清除率等４种抗氧化能
力体系的分析。实验结果显示，这３种提取物的总
抗氧化能力不强，但都具有抗氧化能力；３种提取
物对ＤＰＰＨ和ＡＢＴＳ自由基都具有清除能力，而且正
丁醇、甲醇提取物的清除能力优于丙酮提取物的清

除能力，但对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明显低于
Ｖｃ。以上实验结果说明，山兰的丙酮、正丁醇、甲
醇这３种提取物都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其中抗氧
化活性最好的是正丁醇提取物。且值得说明的是，

在０４ｍｇ·ｍＬ－１的质量浓度下，其对ＡＢＴＳ自由基的
清除率与Ｖｃ相似，说明了其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这
也为对山兰中含有化合物的进一步药理活性实验提

供参考。

２３免疫活性

植物多糖对机体的免疫具有增强效果，很多种

中药材的多糖对机体的免疫同样起到很重要的调节

作用。有研究［１０，２０］采用腹腔注射环磷酰胺的方法得

到免疫低下的小鼠，对小鼠进行灌胃使药物发挥调

节的功效，设置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模型对

照组、山兰多糖高、中、低剂量组，对小鼠的脏器

指数、血清溶血素生成水平、吞噬指数以及迟发型

变态反应等进行了实验测定。结果显示，山兰多糖

高剂量对于免疫低下小鼠的脏器指数具有显著的影

响；对血清溶血素生成水平、吞噬指数有显著的提

高，对减轻小鼠的耳肿胀也有明显的效果。此外，

山兰多糖在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因子水平对免疫缺
陷具有显著恢复提高效果，对小鼠的干扰素（ＩＦＮγ）
水平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研究结果表明，山兰

多糖高剂量具有提高免疫的能力。

３　展望

近年来，随着山慈菇具有抗肿瘤的生物活性被

人们发现，山慈菇作为药物的使用量在逐年的增多，

有关山慈菇的实验研究也逐步增加且日渐深入，这

也同样是对山慈菇资源的一种消耗。这些原因导致

了其资源在大量减少。在 《中药大辞典》（１９８５年
版）中有记载，山兰是可以作为山慈菇药材的其中的

一种基原植物来入药， 《中华本草》中有记载，冰

球子是山兰属植物山兰的假鳞茎，别名山慈菇。虽

然暂未找到其他本草古籍中山兰作为山慈菇入药的

记载，但是，山兰在东北的民间一直是可以作为药

用的，且其药用功能主治效果与山慈菇极为相似。

东北地区位于我国的最北部，气候较寒冷，这导致

古代的医家学者对于东北药用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

盲区，因此可以说，主要生长在东北地区的山兰拥

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为了深入地研究山兰的药效物质基础，了解其

药用机制，明确活性成分，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山

兰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进行研究。目前，山兰的

化学成分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分离鉴定出的成分

大部分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中常见产物，除卷瓣兰蒽

在杜鹃兰中也存在且具有抗肿瘤作用之外，与山兰

的药效物质基础有关的其他重要活性成分还尚未被

发现。

菲类化合物是一类抗肿瘤活性较高，效果很好

的化合物。从山慈菇中分离出的菲类、二氢菲类以

及联苄类成分，被认为是山慈菇能够起到抗肿瘤疗

效的主要药效成分。而山兰与山慈菇在性状、药效

等多方面相近，且两种植物为同科植物，化学成分

上可能会有多数相同成分。而目前只是从山兰中分

离出一种菲类化合物，说明极可能存在多种菲类化

合物还未被从山兰中分离出来，故而对山兰中化学

成分的进一步分离十分必要，而且可能因此又更进

一步明确了山兰的药效物质基础成分。另一方面，

山兰的药理作用研究也处再一个初期阶段，相关实

验只有山兰与山慈菇的３种原植物的抑菌活性的对
比、山兰多糖的免疫药理活性研究以及山兰不同提

取部位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对山兰的更多药理

作用的相关深入研究实验也同样需要进一步实现，

以期为山兰的应用提供更加可靠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无论是将山兰作为山慈菇药材的新

基原，还是将其开发成为一种新的药用资源，对山

兰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进行深入研究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与实际的价值。在今后对山兰的实验研究中，

应对其进行更加全面、更加系统的研究，继续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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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所含有的次生代谢物质进行实验研究，可以有目

的地先分离一类化合物，再逐步发现并鉴定出更多

的山兰的化学成分，最终实现阐明该药用植物的化

学物质基础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应继续深入开展

山兰及其化学成分的药理活性实验研究，为明确其

药物治疗机制提供参考，再从基因水平、蛋白水平

以及整体水平明确其作用机制，为进一步开发该民

间中草药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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