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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利森苷类成分是天麻中重要的化学成分之一，在天麻中含量较高并且有多种生理活性。从巴利森苷
类化合物结构及特征、不同产地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的测定方法和含量差异、天麻加工方法对巴利森苷类成分的

影响以及药理作用等方面进行概述，并对今后的发展目标与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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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Ｂｌ又名赤箭、神草、离母、
定风草等，属兰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无根无叶绿体，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立冬后至次年清明前采挖，主

要以地下块茎入药，传统用药主治高血压、头晕目

眩、惊风抽搐、口歪眼斜、小儿惊厥、肢体麻木等

症［１］。天麻中含有天麻素、天麻苷元（对羟基苯甲

醇）、对羟基苯甲醛、对羟基苯甲酸、对羟苄基甲

醚、巴利森苷等酚类、有机酸类、甾醇类及多糖类

化合物［２６］。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将天麻素和天麻苷元作为评价天麻质量标准的指标，

近几年来，随着对天麻化学成分的研究，发现在中

药天麻中，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含量远远高于天麻

素和天麻苷元，并且中药成分复杂，起作用的往往

不是单一成分，控制中药质量的标准物质也并不都是

活性或是有效成分。经研究发现，天麻中巴利森苷类

成分具有较强的生理活性和多种药理作用［７９］，所以

仅仅以天麻素和天麻苷元２个指标来评价天麻品质的
优劣，已经不能满足对中药天麻的进一步开发以及利

用，将巴利森苷类化合物作为质量考察指标，将会是

一种更加科学合理且全面的评价天麻商品质量的方

法。本文对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进行探究，以期为

综合评价天麻商品质量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１　天麻中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结构及其特征

１１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结构及其分类

截至目前，共从天麻中分离鉴定出了３３种巴利
森苷类化合物［１０］。１９８１年Ｔａｇｕｃｈｉ等［１１］第一次从天

麻中发现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并且证实巴利森苷由

３分子的４（βＤ吡喃葡萄糖氧基）苄醇和１分子的
枸橼酸通过脱３分子Ｈ２Ｏ缩合形成，命名为ｔｒｉ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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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１９９６年 Ｌｉｎ
等［１２］从天麻的根茎中分离出２个新化合物巴利森苷
Ｂ和巴利森苷 Ｃ，分别命名为 １，２ｂｉｓ［４（βＤ
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和 １，３ｂｉｓ［４（β
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Ｙａｎｇ等［１３］于

２００７年首次从天麻中分离出巴利森苷 Ｄ和巴利森苷
Ｅ，分别命名为１，３ｂｉｓ（４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和１
（４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Ｗａｎｇ等［１４］于

２０１２年从天麻中分离到新化合物巴利森苷Ｆ和巴利森
苷Ｇ，并将巴利森苷 Ｆ命名为 １，３ｄｉ［４Ｏ（βＤ
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ｅｎｚｙｌ］２｛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１→６）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ｅｎｚ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将巴利森
苷 Ｇ命名为 ２［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ｅｎｚｙｌ］
ｃｉｔｒａｔｅ。２０１５年Ｌｉ等［１５］建立了超高效液相色谱电喷
雾质谱联用技术（ＵＰＬＣ／ＱＴＯＦＭＳ／ＭＳ）追踪和鉴定
天麻提取物中新化合物的方法，并且使用此方法表征

了天麻中６４种化合物，其中包括１６种新的潜在酚类
物质———巴利森苷 Ｈ～Ｗ。为了验证此方法的可靠
性，Ｌｉ等［１５］从天麻中分离纯化了巴利森苷Ｊ和巴利森
苷Ｋ，使用ＮＭＲ分析方法建立了这２种化合物的结

构，分别命名为２［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ｂｅｎｚｙｌ］
３ｍｅｔｈ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和 １，２ｄｉ［４Ｏ（βＤｇｌｕｃ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ｙｌ）
ｂｅｎｚ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Ｗａｎｇ等［１６］利用超高效液相
紫外质谱联用技术 （ＨＰＬＣＵＶＭＳ）方法测定天麻中
酚类和核苷类衍生物，共鉴定了２１种化学成分，确
定了５种新的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并分别命名为
Ｍｏｎｏ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Ｈ２Ｏ、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ａｒｉｓｈｉｎ、
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ａｒｉｓｈｉｎ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 ｉｓｏｍｅｒ和 Ｍｅｔｈｙｌ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
Ｃｈｅｎ等［１７］基于ＵＰＬＣ结合ＥＳＩ三重四极杆离子ＭＳ以
及ＥＳＩ线性离子阱高分辨率ＭＳ的方法定量和定性测定
天麻中的酚类化合物，共分离鉴定出２３个化合物，其
中有５种为巴利森苷类新化合物，分别命名为：Ｍｏｎｏ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ｍｅｔｈｏｘｙｍｏｎｏ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ｍｅｔｈｙｌ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和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ｐａｒｉｓｈｉｎ。巴利森苷类化合物
都具有由３分子天麻素和１分子柠檬酸缩合而成的酯类
结构，由于酯类结构上取代基的变换，又衍生出不同的

巴利森苷衍生物。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共有结构及其常见

几种取代官能团结构见图１、表１。

图１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共有结构及常见取代官能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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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结构
名称 取代官能团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 ＲＡ＝ＲＢ＝ＲＣ＝Ｒ１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Ｂ ＲＡ＝ＲＢ＝Ｒ１，ＲＣ＝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Ｃ ＲＡ＝ＲＣ＝Ｒ１，ＲＢ＝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Ｄ ＲＡ＝ＲＢ＝Ｒ２，ＲＢ＝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Ｅ ＲＡ＝Ｒ１，ＲＢ＝ＲＣ＝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Ｆ ＲＡ＝ＲＣ＝Ｒ１，ＲＢ＝Ｒ３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Ｇ ＲＡ＝ＲＣ＝８，ＲＢ＝Ｒ１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Ｈ ＲＡ＝Ｒ１，ＲＢ＝Ｒ５，ＲＣ＝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Ｉ ＲＡ＝Ｒ４，ＲＢ＝Ｒ１，ＲＣ＝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Ｊ ＲＡ＝８，ＲＢ＝Ｒ１，ＲＣ＝ＣＨ３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Ｋ ＲＡ＝ＲＢ＝Ｒ１，ＲＣ＝ＣＨ３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Ｌ ＲＡ＝Ｒ５，ＲＣ＝ＲＢ＝Ｒ１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Ｍ ＲＡ＝Ｒ１，ＲＢ＝８，ＲＣ＝Ｒ５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Ｎ ＲＡ＝Ｒ１，ＲＣ＝ＲＢ＝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Ｏ ＲＡ＝ＲＣ＝ＣＨ３，ＲＢ＝Ｒ１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Ｐ ＲＡ＝Ｒ６，ＲＢ＝ＲＣ＝ＣＨ３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Ｑ ＲＡ＝ＲＣ＝ＣＨ３，ＲＢ＝Ｒ６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Ｒ ＲＡ＝ＲＢ＝Ｒ１，ＲＣ＝Ｒ７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Ｓ ＲＡ＝ＲＣ＝Ｒ１，ＲＢ＝Ｒ７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Ｔ ＲＡ＝ＲＣ＝Ｒ１，ＲＢ＝Ｒ２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Ｕ ＲＡ＝ＲＢ＝Ｒ１，ＲＣ＝Ｒ２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Ｖ ＲＡ＝Ｒ１，ＲＢ＝Ｒ４，ＲＣ＝Ｈ

ｐａｒｉｓｈｉｎＷ ＲＡ＝８，ＲＢ＝Ｒ１，ＲＣ＝Ｒ２

１２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特性

巴利森苷及其衍生物主要是由３分子天麻素和
１分子柠檬酸缩合而成，由于巴利森苷类成分的这
种结构，使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具有热不稳定性，容

易产生降解作用。在蒸煮加热等炮制过程中，巴利

森苷中的酯键容易断裂，发生降解反应，因此炮制

后天麻中天麻素的含量显著增加［１８］。巴利森苷的降

解符合一级降解动力学特征，其降解速率易受到 ｐＨ
和温度的影响［１９］。巴利森苷稳定性有关研究表明，

此类化合物应于低温下保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之间、巴利森苷类化合物与天麻

素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所以，鲜天麻中天麻

素含量往往低于经过炮制加工后天麻饮片中天麻素

的含量，这提示药农在天麻生产过程中，要控制好

加工炮制的条件，才能获得优质的商品天麻。

２　测定不同产地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的方法和含
量差异

　　１９６５年，徐锦堂［２０］利用生长有蜜环菌的死树根

作为菌材，首次伴栽天麻成功，使天麻的人工栽培

变为可能。此后，栽培天麻成为主要商品天麻来源。

天麻种植产地范围较广，从北方的黑龙江到西南地

区的云南等地均有种植，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

辽宁、山东、安徽、陕西、四川、湖北、湖南等

地［２１］。有研究者［２２２３］将采自云南昭通、贵州大方、

湖北宜昌、四川广元、安徽大别山、陕西汉中、河

南郑州和吉林抚松８个产地，包括乌天麻、红天麻
和乌红杂交天麻３种变型的３７份新鲜天麻样品，利
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法（ＵＰＬＣ
ＭＳ／ＭＳ）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四川产区天麻中
的巴利森苷类总量最高，可达２６２１３７ｍｇ·ｇ－１，其
次是安徽产区。总体来看，安徽、四川和贵州产区

的中药天麻中８个指标性成分（天麻素，对羟基苯甲
醇，对羟基苯甲醛，巴利森苷，巴利森苷 Ｂ、巴利
森苷Ｃ、巴利森苷Ｅ和腺苷）总含量较高。对于不同
变型天麻样品分析可得，贵州和湖北的乌天麻化学

成分相似，但和云南乌天麻有很大差异；安徽、河

南、陕西红天麻含量差异不显著，但是四川和吉林

红天麻质量差异明显；湖北和贵州的乌红天麻化学

成分含量存在明显差异。王信等［２４］用一测多评的分

析方法，对来自安徽、陕西、四川、湖北、吉林、

河南、云南和贵州８个省份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
进行分析，并且利用外标法进行检测，验证了此方

法的可行性。由测定结果可得：除云南和贵州产地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含量较高外，其余产地中巴利森

苷类化合物含量均无明显区别，不同种类的巴利森

苷类化合物在不同省份天麻中的含量也无明显规律。

王庆等［２５］比较了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天麻

中巴利森苷类成分的含量，其中四川地区天麻巴利

森苷类成分含量最高，质量最好。李平等［２６］建立了

天麻的 ＵＰＬＣ指纹图谱，对来自不同地区的２８个天
麻样品中巴利森苷、巴利森苷 Ｂ和巴利森苷 Ｃ的含
量进行比较分析，并且确定了这３种巴利森苷类成
分为天麻的共有成分。其中浙江、陕西、贵州和湖

北产地巴利森苷Ａ的含量最高；贵州产地巴利森苷
Ｂ的含量最高；贵州、湖北和浙江产地巴利森苷 Ｃ
的含量最高。

相关文献表明，云南、四川、安徽和贵州产地

的天麻巴利森苷类成分含量优于其他省份，说明地

域等环境因素会影响天麻药材质量。不同变型天麻

中巴利森苷的含量也有一定差异，说明天麻种内的

遗传因素对天麻药材质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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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稳定优质且高产的天麻商品，需结合地理

环境、栽培方式、种麻选择等多种因素全方位考量。

３　不同加工方法对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影响

３１　蒸制

王信等［２７］采用ＨＰＬＣ探究天麻药材在清蒸过程
中，巴利森苷及巴利森苷 Ｂ、巴利森苷 Ｃ和巴利森
苷Ｅ的含量变化。使用聚类分析（ＨＣＡ）、偏最小二
乘法判别分析（ＰＬＳＤＡ）等统计学分析结果可得，
天麻蒸制６０ｍｉｎ后，巴利森苷类成分含量呈稳定趋
势，在蒸制过程中，巴利森苷 Ａ和巴利森苷 Ｅ发生
不完全水解，转化为天麻素、柠檬酸和巴利森苷 Ｂ，
使天麻素和巴利森苷 Ｂ含量显著增加，而巴利森苷
Ｃ含量几乎不发生变化。笔者认为，从天麻炮制后
药效增强的角度考虑，巴利森苷 Ｂ很有可能成为研
究天麻新的切入点，为天麻中药质量标志物的研究

提供理论依据。周碧乾等［２８］发现，由发汗、酒制、

煮制和蒸制４种加工方法 ＨＰＬＣ结果分析可得，巴
利森苷及巴利森苷 Ｂ、巴利森苷 Ｃ和巴利森苷 Ｅ在
蒸制处理时含量均最高，可达对照组天麻的 ２倍，
原因是：发汗处理会抑制天麻素水解，加快巴利森

苷类化合物转化为天麻素；酒制法中乙醇会灭活相

应的水解酶，使巴利森苷类成分减少；煮制时巴利

森苷类成分会少量溶于水导致含量下降。

３２　煮制

宁子琬等［２９］采用 ＨＰＬＣ测定天麻中５中有效成
分的含量。在天麻蒸煮工艺比较中，经蒸制加工所

得的天麻药材中天麻素、巴利森苷、腺苷、对羟基

苯甲醛等成分的含量均高于煮制加工所得的天麻，

从多个指标成分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天麻使

用蒸制工艺显著优于煮制工艺。天麻药材在煮制的

过程中，天麻素可能易被与之共存的酶所分解，投

料后还会造成水温的急剧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酶

解的过程，同时还会造成其他水溶性成分的溶解损

失，因此煮制加工不利于保留天麻药材中的有效成

分。这与相关研究［１８，２８］结果一致。

３３　硫熏

硫黄熏蒸加工方法在中药材的初加工和贮藏环

节应用普遍，主要起到干燥、防腐、漂白、延长贮

藏期的作用［３０］。但是硫熏过量不仅会残留大量二

氧化硫，还会严重影响药材质量，许多地方已经渐

渐取缔硫熏这种炮制方法。靳灿灿［３１］使用传统

ＨＰＬＣ检测硫熏前后天麻中主要成分天麻素、天麻
苷元、巴利森苷、巴利森苷 Ｂ、巴利森苷 Ｃ及巴利
森苷 Ｅ的含量变化。所得结果与未硫熏样品的相
比，硫熏天麻中６个化合物的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降低。康传志等［２２］利用 Ｐ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ＱＩ软件分析经
硫黄熏蒸处理后天麻药材中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含

量变化，由结果可得，天麻素、巴利森苷、巴利森

苷 Ｂ、巴利森苷 Ｃ这４种成分含量明显降低，但是
与靳灿灿实验结果不同的是，巴利森苷 Ｅ含量有
所升高，笔者推测这是因为在酸性环境下，其他巴

利森苷类成分发生降解反应，生成巴利森苷 Ｅ，同
时产生了１种稳定性好、灵敏度高的新的硫熏标志
物ｐ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ｙ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ｉｔｅ。

综上所述，根据分子离子峰响应强度判断，硫

熏后天麻药材中的天麻素和巴利森苷类成分含量明

显降低，推测天麻药材中各成分的变化可能是在二

氧化硫和水反应生成酸性物质的环境下，发生降解，

使亚磺酸化或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结果。硫黄熏蒸

天麻有效成分有一定的损失并且产生一定残留，效

果远不如蒸制处理的中药天麻，建议在今后的产地

加工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硫熏天麻的度，避免因过度

硫熏而影响天麻药效及用药的安全性。硫黄熏蒸导

致天麻化学成分变化的原因及机制、新化学成分的

产生以及对药理作用的影响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寻找１种安全有效的炮制方法替代硫熏，也
成为今后重点研究的方向。

４　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天麻中天麻素具有益智、

脑保护、镇静催眠、镇痛和抗晕眩等多种药理作用。

随着天麻药理作用研究的深入，其有效成分，尤其

是巴利森苷类成分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

２０１４年，冯育林等［３２］从天麻中经过提取、精制，并

且经过结构鉴定后分离得到了巴利森苷Ｊ，发现了该
化合物在防治血管性痴呆、改善脑血管缺血引起的

记忆力减退疾病中具有一定成效。刘智慧等［３３］于

２０１６年采用东莨菪碱造成的学习记忆障碍模型和在
体长时程增强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ＬＴＰ）记录，
研究了天麻素、巴利森苷和巴利森苷 Ｃ的作用并分
析其构效关系。在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实验中，巴利森苷
以及巴利森苷Ｃ可显著改善东莨菪碱损伤的空间学
习记忆能力，巴利森苷和巴利森苷 Ｃ都对短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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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作用，但是对长期工作记忆，巴利森苷 Ｃ的
作用优于巴利森苷，而天麻素作用不显著。大鼠在

体ＬＴＰ研究结果显示，巴利森苷和巴利森苷 Ｃ均可
剂量依赖地改善东莨菪碱抑制的ＬＴＰ（Ｐ＜００５），而
天麻素的作用最弱，仅表现出改善趋势 （Ｐ＞００５）。
因而，在东莨菪碱模型中巴利森苷 Ｃ的作用强于巴
利森苷，其中，巴利森苷 Ｃ的改善效果比巴利森苷
高约１０倍，比天麻素高约２０～３０倍，因此巴利森
苷Ｃ有可能成为新一代抗痴呆药物的先导物。同年，
Ｌｉｕ等［３４］研究了巴利森苷Ｃ对注射可溶性Ａβ１４２寡聚
体改善大鼠 ＬＴＰ的影响以及潜在的电生理机制。实
验证明，巴利森苷 Ｃ可显著改善由脑内注射可溶性
Ａβ１４２寡聚体诱导的 ＬＴＰ损伤。可溶性 Ａβ１４２寡聚
体显著抑制海马神经元中的 ＮＭＤＡＲ电流，同时不
影响ＡＭＰＡＲ电流和电压依赖性电流。用巴利森苷Ｃ
对小鼠进行预处理，可使 ＮＭＤＡ（Ｎ甲基Ｄ天冬氨
酸）受体介导的 Ａβ对离子通道电流产生抑制作用，
保护 ＮＭＤＡ受体电流免受 Ａβ诱导的损伤，因此，
巴利森苷Ｃ可以是治疗神经元退行性疾病的有效化
合物。２０１７年，郑州郑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巴
利森苷Ｂ以及阿司匹林、三叶苷、β乙酞氧基异戊
酞阿卡宁等化学药组合，研制出１种治疗上呼吸道
感染的化学药，经过临床试验，证明该化学药组合

具有起效快、作用稳定、长期服用无不良反应的特

点［３５］。孟姣等［３６］于２０１８年发明了１种用于治疗非
小细胞肺癌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剂，包括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和巴利森普类化合物。巴利森苷类化合物

包括巴利森苷和巴利森苷 Ｂ。巴利森苷类化合物和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时，会产生

明显的协同作用，大幅提高药物疗效，并且当药物

组合物中添加顺铂、紫杉醇或培美曲塞等化疗药物

后，还会进一步提高药物组合物的治疗效果。

除此之外，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对缓解精神

分离行为异常症具有一定的疗效［３７］，同时还具有增

强抗体细胞氧化酶的功效，对淋巴癌也有一定的治

疗作用［３８］，巴利森苷作为天麻药材的入血化学成

分，也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说明巴利森苷类成分

对天麻发挥药效起到了重要作用［３９］。由此可见，天

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药理作用广泛，仅仅以天麻素

作为活性成分不能完全反映天麻的功效。故应加大

对天麻中巴利森苷类成分药理作用的研究，为综合

评价天麻质量、阐明天麻药效以及新药的研制和开

发奠定基础。

５　研究展望

近年来，有关天麻化学成分的研究，特别是

有关天麻中巴利森苷类化合物作用的研究逐渐增

多，并且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将巴利森苷作为天麻的质控成分。

随着中药指纹图谱、ＵＰＬＣ、核磁、质谱等新仪
器、新方法的应用，天麻中更多的巴利森苷类成

分被分离纯化出来。在现代医药学飞速发展和天

麻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研究不断深入的新时期，

更要积极开发巴利森苷类化合物的富集技术，加

强药理活性、作用机制以及药代动力学特征等方

面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究巴利森苷类成分提供技

术支持，为天麻药材的质量控制标准提供依据，

并为新药的开发与利用奠定基础。现阶段天麻药

用产品以及保健品的研制主要集中在天麻素上，

相信随着巴利森苷类成分研究的不断深入，天麻

产品的开发范围会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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