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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主张未病先防的理论符合现代人
保健养生的需求。从古至今，很多中药材都曾作为食品食用，

并被赋予一定的保健功效。近年来，中药材在保健食品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在清咽类保健食品中的应用量逐年上升。

本文通过对45个已取得批准文号的清咽类保健食品的配方进
行分析，对在清咽类保健食品中应用的中药材种类、应用频
率、功效成分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应用频率位于前 6位的中药
材的主要功效及成分进行了分析。

1 在清咽类保健食品中应用的中药材种类
通过统计 45个已取得批准文号的清咽类保健食品的配

方，发现应用于清咽类保健食品中的中药材共39种，分别为胖
大海、金银花、青果、乌梅、菊花、罗汉果、麦冬、薄荷、玄参、桔
梗、甘草、蒲公英、桔红、草珊瑚、余甘子、桑叶、西洋参、淡竹
叶、百合、芦根、北沙参、川贝母、紫苏子、白芷、野菊花、生地
黄、三七、珍珠粉、牛蒡子、厚朴、砂仁、陈皮、车前草、茯苓、玉
竹、枸杞子、山楂、紫苏梗、杏仁。

2 中药材在清咽类保健食品中的应用频率
中药材应用频率从高至低依次为胖大海、金银花、青果、

乌梅、菊花、罗汉果、麦冬、薄荷、玄参、桔梗、甘草、蒲公英、桔
红、草珊瑚、余甘子、桑叶、西洋参、淡竹叶、百合、芦根、北沙
参、川贝母、紫苏子、白芷、野菊花、生地黄、三七、珍珠粉、牛蒡
子、厚朴、砂仁、陈皮、车前草、茯苓、玉竹、枸杞子、山楂、紫苏
梗、杏仁。其中，胖大海、金银花、青果、乌梅、菊花、罗汉果应
用频次较多。中药材的应用频率见表1。

3 清咽类保健食品质量控制指标成分
45个品种的质量标准中，共测定了6个指标成分，分别是

绿原酸、总黄酮、总皂苷、异嗪皮啶、粗多糖、总多糖，这 6个成
分分别出现在18、14、15、3、3、2个品种的质量标准中。

4 应用频率位于前6位的中药材的主要功效及成分
4.1 胖大海

本品为梧桐科植物胖大海 Sterculia lychnophora Hance的
干燥成熟种子[1]，是传统的清咽利喉的药食两用药材。胖大海

入药史载于《本草拾遗》，称“安南子”。中医学认为，胖大海

味甘，性凉，入肺、大肠经，具清热、润肺、利咽、解毒的功能，

主治干咳无痰、喉痛、音哑、目赤、牙痛、痔疮瘘管等 [2]。据报

道，胖大海有抗病毒、镇痛、抑菌、抗炎作用[3]，这些药理作用为

其治疗咽喉疾病的药理学基础。

胖大海含丰富的水溶性多糖；其种皮含有半乳糖、戊糖，

还有活性成分胖大海素（萍婆素）及钙、镁等微量元素；胚乳含

西黄蓍胶黏素；种仁含脂肪类物质[3]。现代研究表明，胖大海

中的多糖类为其功能性成分，具有抗炎、治疗细菌性痢疾和抑

制草酸钙结晶形成的功能[4-6]。

吴艳等[7]对胖大海的酸性多糖进行了分离纯化及初步结

构研究，采用水溶醇沉法从胖大海中提取水溶性粗多糖，通过

棉纤维和DEAE-Sephrose CL-6B 离子交换柱分离得到含量较

高的酸性多糖ASPⅠ。经凝胶色谱和高效凝胶渗透色谱鉴定

其为均一组分，气相色谱和离子色谱测其单糖组成（质量比）

为鼠李糖 ∶阿拉伯糖 ∶半乳糖 ∶葡萄糖 ∶木糖 ∶半乳糖醛酸＝

24.55 ∶ 14.22 ∶ 10.45 ∶ 1.84 ∶ 1.22 ∶ 28.05。红外光谱测定表明，

ASPⅠ具有多糖的特征吸收峰，具有较强的酯基和羧基的吸

收，由此可初步判断该多糖可能为果胶类多糖[8]，其糖苷键类

型是以α糖苷键为主，并有少量的β糖苷键。

4.2 金银花

本品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干燥

花蕾或带初开的花[1]，为中医常用药，具有清热解毒、凉风散

热、抗病毒、保肝利胆的功能。金银花首见于《名医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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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药材的应用频率

中药材名称
胖大海、金银花
青果
乌梅
菊花、罗汉果
麦冬
薄荷
玄参、桔梗
甘草、蒲公英
桔红、草珊瑚、余甘子
桑叶、西洋参
淡竹叶、百合、芦根、北沙参、川贝母、紫苏子、白芷、野菊花、生地黄
三七、珍珠粉、牛蒡子、厚朴、砂仁、陈皮、车前草、茯苓、玉竹、枸杞子、山楂、紫苏梗、杏仁

应用频率，％
52.27

40.91

36.36

27.27

20.45

18.18

15.91

13.64

11.36

6.82

4.5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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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版《中国药典》将忍冬作为金银花的唯一来源。金银花

性寒，味苦，有清热、解毒功效，主治风热感冒、咽喉肿痛、腮

腺炎、胆道感染、急慢性炎症、菌痢、肠炎等。金银花的药理作

用研究表明，其具有抑菌、抗病毒、解热、抗炎、止血、抗氧化、

免疫调节等作用[9]。陈开森等[10]通过连续稀释法发现，金银花

抑菌能力较强[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

菌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依次为 0.8、0.4、0.8 g/L]。钟有添

等 [11]采用琼脂扩散法进行中草药和常用抗生素对铜绿假单胞

菌的体外抑菌试验，发现金银花等抑菌圈直径均＞20 mm，表

明其高敏抑菌。

金银花的主要成分包括挥发油、以绿原酸为代表的有机

酸类、以木犀草苷为代表的黄酮类、三萜类和无机元素及醇

类。研究结果表明 [12]，金银花对单纯疱疹病毒（HSV）-1F 和

HSV-1HS-1增殖抑制的治疗指数分别是阿昔洛韦相应指标的

104倍和 72 倍，表明其药效比阿昔洛韦好。木犀草素为金银

花中的主要黄酮类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其中跟咽喉疾病

相关的为其抗炎作用。一项数百名支气管炎患者参加的临床

研究表明，木犀草素对慢性支气管炎症状，如咳嗽、咳痰、哮喘

等都有缓解作用，有效率超过 90％，完全缓解者达 63.8％，而

且未见有肝脏、心脏的毒性报道，其对试验性咳嗽以及病理性

咳嗽均有效[13]。

通过解热、抗炎、免疫等实验研究表明，金银花的水煎液、

口服液和注射剂对角叉菜胶、三联菌苗致热有不同程度的退

热作用；对蛋清、角叉菜胶、二甲苯所致水肿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作用；另外，还能明显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巨红细胞

的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从而证明金银花用于治疗感染性

疾病主要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实现的[14-15]。

4.3 青果

本品为橄榄科植物橄榄Canarium album Raeusch.的干燥

成熟果实，具有清热解毒、利咽、生津的功效，用于治疗咽喉肿

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1]。青果具有抑菌、利咽、止咳、抗炎、

镇痛等药理作用[16]。何颖等[17]通过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蛋

清致小鼠足跖肿胀、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的

实验发现，青果总黄酮能显著抑制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廓肿

胀，抑制蛋清所致足跖肿胀，抑制醋酸所致小鼠腹腔毛细血管

通透性增加；并且，随着青果总黄酮浓度的增加其抑制作用也

增大，表明青果总黄酮对炎症早期血管通透性增加和水肿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为临床应用青果总黄酮治疗急性咽喉肿

痛等提供了实验依据。

青果主要含挥发油、多酚类、三萜类、黄酮类、香豆素类成

分，还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有机酸、微量元素等[16]。韦宏

等[18]采用色谱法和光谱分析法分离并鉴定了青果的化学成分，

得到 4个化合物，分别为滨蒿内酯、东莨菪内酯、（E）-3，3’-二

烃基-4，4′-二甲氧基、没食子酸。王恒等[19]通过查阅文献与定

性实验筛选，确定没食子酸、东莨菪内酯和滨蒿内酯为青果主

要清热利咽化学组分。东莨菪内酯具有退热祛暑作用，滨蒿

内酯具有消炎止痛作用，均与青果清热利咽的传统功效相关。

谭穗懿等[20]采用水蒸气蒸馏法从青果中提取挥发油，利用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共分离出 121

个化合物，鉴定了其中65个组分。他们发现，青果挥发油的主

要成分为单萜、倍半萜、长链脂肪化合物、烃及一些芳香类化

合物，其中石竹烯含量最高。石竹烯、柠檬烯等萜类成分具有

止咳、平喘、抗真菌等作用；不饱和脂肪酸类成分具有活血化

瘀、调节血脂、抗肿瘤、强化免疫调节等功效，这些物质的活性

均与青果的传统功效相吻合。

4.4 乌梅

本品为蔷薇科植物梅Prunus mume（Sieb.）Sieb.et Zucc.的

干燥近成熟果实，具有敛肺、涩肠、生津、安蛔功效，用于治疗

肺虚久咳[1]。据报道，乌梅具有抗菌、镇咳作用[21]，这些药理作

用与其对咽喉疾病的治疗作用密切相关。

乌梅含有有机酸、氨基酸、挥发油、黄酮类、萜类、生物碱

类成分和铁、镁等微量元素；乌梅种子含有苦杏仁苷等成分。

有实验表明，乌梅各入药部位均有镇咳作用，且种仁和核壳的

镇咳作用强于净乌梅，表明乌梅镇咳入药部位可能为种仁和

核壳[22]。彭欣等[22-23]认为乌梅治痰独有所长，其能敛肺生津，

善治燥痰久咳。古人治痰即有乌梅入方，《本草纲目》言其“敛

肺涩肠，止久嗽泻痢”；《医宗必读》也称其“定嗽定渴”“清音

祛痰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乌梅为祛痰常法。现代中医

也主要取乌梅酸敛肺气、生津止咳的特点，治疗肺虚久咳、燥

痰伤津等证。

4.5 菊花

本品为菊科植物菊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的

干燥头状花序，具有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清热解毒功效[1]，是

很好的清火药[24]，在治疗外感风热引起的咽喉疾病方面常作为

主药使用。余琼等[25]研究发现，菊花对肺炎链球菌的抗菌活性

为水提取物抑菌圈10 mm，醇提取物抑菌圈12 mm。

菊花的主要功效成分包括挥发油、黄酮类、氨基酸、微量

元素、绿原酸等[26]。其中，挥发油是其抗菌作用的物质基础，黄

酮类化合物也具有一定的抑菌、抗病毒作用。张晓媛等[27-28]对

菊花的黄酮类成分进行了研究，分离并鉴定了 5个化合物，分

别为香叶木素、木犀草素、芹菜素、山柰酚、槲皮素。

菊花的成分测定大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2010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菊花中绿原酸、

木犀草苷、3，5-O-二咖啡酰基奎宁酸的含量[1]。黄海芹[29]采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菊花中木犀草素及木犀草素-7-O-葡糖苷

的含量，结果显示，不同产地菊花中两种指标成分含量存在较

大差异。

4.6 罗汉果

本品为葫芦科植物罗汉果Siraitia grosvenorii（Swingle）C.

Jeffrey ex A. M. Lu et Z. Y. Zhang的干燥果实，具有清热润肺、

利咽开音、润肠通便功效[1]。现代研究表明，罗汉果具有多种

与咽喉疾病相关的药理作用。

罗汉果的果实和叶中均含有罗汉果三萜皂苷，还有大量

的果糖、十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脂肪酸、黄酮类化合物、微量

元素等。罗汉果皂苷作为罗汉果甜味剂的主要成分，是一种

具有甜味的三萜烯葡糖苷，其配糖苷元是三萜烯醇，具有祛

痰、镇咳等药理作用[30]。

许多学者对罗汉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从中分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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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甾体、黄酮、罗汉果甜苷和四环三萜酸等化合物。廖日权

等 [31]对罗汉果的化学成分进行了研究，共分离得到 8个化合

物，分别为罗汉果醇苯甲酸酯、厚朴酚、双（5-甲酰基糠基）醚、

5-羟甲基糠酸、山柰酚-7-O-A-L-鼠李糖苷、山柰酚-3，7-O-A-L-

二鼠李糖苷、山柰酚、琥珀酸。赵二芳等[32]对罗汉果的保健功

能与产品研发进行了总结，其保健功能包括：止咳祛痰、泻下

和保肝、调节消化道运动、增强免疫等。作为药食同源的植

物，其可以开发成医药产品和食用产品，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

章弘扬等[33]建立了一种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结合主成分

分析模式识别的方法，可用于罗汉果不同部位化学成分的比

较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罗汉果果瓤和果皮中的化学

成分类似，但与叶、茎部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5 种罗汉果苷

被筛选为果实标志物，8 种化合物被筛选为叶、茎标志物（其中

5 种被鉴定为黄酮苷）。

5 讨论
历史上，很多医药常识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最早期药品跟

食品并没有严格区分。中医讲究治未病，未病先防，很多中药

材几千年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保健作用。随着人

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国家也有药食同源中药材的名录，中药材

应用于保健食品的前景越来越广阔，因此研究中药材在保健

食品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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