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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矢藤为一种常用的民族民间药，在彝族、苗族、土

家族等 24个少数民族中使用[1]。1977年版《中国药典》

及四川、湖南、福建等地方中药材标准收载鸡矢藤为茜

草科植物鸡矢藤[Paederia scandens（Lour.）Merr.]或毛

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Lour.）Merr. var. tomentosa

（BI.）Hand.-Mazz.]的干燥地上部分[2]。鸡矢藤属植物分

布较广，其资源丰富，但对其资源的开发利用薄弱。笔

者以“鸡矢藤”“资源”“成分”“药效”“应用”“Paederia

scandens”“Ingredients”“Pharmacology”等为关键词，组

合查询 1964－2016年在 PubMed、Google Scholar、中国

知网、维普等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结果，共检索到相

关文献149篇，其中有效文献53篇。现对鸡矢藤的资源

分布现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安全性和临床应用进行

综述，以期为其深入研究和资源利用提供参考。

1 资源分布现状
鸡矢藤属植物全球有 20～30种[3]，大部分分布于亚

洲热带地区，其他热带地区亦有少量分布。我国有 11

种、1变种[3]，分别为耳叶鸡矢藤（P. cavaleriei）、臭鸡矢藤

（P. fotida）、绒毛鸡矢藤（P. lanuginose）、疏花鸡矢藤（P.

Laxiflora）、白毛鸡矢藤（P. pertomentose）、奇异鸡矢藤

（P. praetermissa）、鸡矢藤（P. scandens）、云桂鸡矢藤（P.

spectatissima）、狭序鸡矢藤（P. stenobotrya）、狭叶鸡矢藤

（P. stenophylla）、云南鸡矢藤（P. yunnanensis）和变种毛

鸡矢藤 [P. scandens（Lour.）Merr. var. tomentosa（Bl.）

Hand.-Mazz][3]，主要分布于西南、中南至东部，而以西南

部为多。药用品种主要有鸡矢藤和毛鸡矢藤。据文献

报道，地方植物志中记载有鸡矢藤的有16个省[4]。虽然

《河北植物志》中未记载有鸡矢藤，但冯天杰等[5]发现，河

北有鸡矢藤分布。鸡矢藤属植物因环境耐受能力强，且

随城市化发展和全球变化，其分布在不断扩大[6]。

2 化学成分
2.1 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

Inouye H等[7-8]采用热水提取鸡矢藤茎叶，并用不同

浓度的乙醇萃取，采用核磁共振、红外、紫外等技术鉴定

出5个环烯醚萜苷，分别为车叶草苷、鸡矢藤苷、鸡矢藤

次苷、鸡矢藤苷酸、脱乙酰车叶草苷；但 Inouye H等[9]采

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技术从鸡矢藤茎叶中仅

检测到3个成分，分别为车叶草苷、鸡矢藤苷、鸡矢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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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Quang DN等[10]应用高分辨核磁共振、质谱、红外、

紫外等技术，从鸡矢藤根的甲醇提取物中鉴定出3个含

硫的环烯醚萜苷的二聚物，分别为Dimer of paederosid-

ic acid and paederosidic acid methylester、Dimer of paed-

erosidic acid and peaderoide、Dimer of paederosidic acid。

Wang YB 等 [11]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来自重庆、云

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鸡矢藤药材，得到鸡矢藤苷

酸、鸡矢藤苷和鸡矢藤苷甲酯的含量分别为3～16 mg/g、

0.1～2 mg/g、0.2～7 mg/g。王冬梅等[12]采用超高效液相-

四极杆-飞行时间串联质谱技术分析鸡矢藤的乙酸乙酯

部位，鉴定出9个化合物，主要成分为环烯醚萜苷类化合

物，分别是鸡矢藤苷、鸡矢藤苷酸、甲基鸡矢藤苷、咖

啡-4-O-β-D-吡喃葡萄糖-鸡矢藤苷B和 4个未知的环烯

醚萜苷类，以及1个黄酮类成分蒙花苷。由此可知，不同

方法检测鸡矢藤成分，最后检测到的环烯醚萜苷类成分

却不一样，可能与提取分离时产生了其他成分有关。

2.2 黄酮类化合物

采用硅胶柱、Sephadex LH-20柱对鸡矢藤果实和茎

叶进行分离纯化，通过理化常数和波谱分析进行化合物

的结构鉴定，得到山柰酚、槲皮素、4个山柰酚苷[Kaemp-

ferol 3-O-glucoside（astragalin）、Kaempferol 3-O-rutino-

side、Keampferol 3-O-rutinoside-7-O-glucoside、Kaemp-

ferol 7-O-glucoside（populnin）]、5个槲皮素苷[Quercetin

3-O-glucoside（isoquercitrin）、Quercetin 3-O-rutinoside

（rutin）、Quercetin 3-O-rutinoside-7-O-glucoside、Querce-

tin 7-O-glucoside（quercimeritrin）、Quercetin 3-O-rutino-

side-7-O-xylosylglucoside（parderinin）]等[13-14]以及黄豆苷

元和蒙花苷[15]。贤景春等[16]采用乙醇浸提法提取鸡矢藤

总黄酮，在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下总黄酮的提取量为

36.95 mg/g；当鸡矢藤总黄酮质量浓度为0.40 mg/mL时，

对羟基自由基的清除率为40％。

2.3 甾醇类和三萜类化合物

采用重结晶和理化常数等方法从鸡矢藤茎叶中提

取鉴定出γ-谷甾醇、β-谷甾醇、谷甾醇、豆甾醇、菜油甾醇

等甾醇类成分[17-20]。其中，β-谷甾醇的药理活性多样，主

要有降血脂、抗炎、抗肿瘤的作用[21]。采用理化常数和

波谱分析等方法已从鸡矢藤中分离鉴定出齐墩果酸、熊

果酸等三萜类成分[20，22]。目前研究表明，三萜类化合物

除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外，还具有抗菌、抗炎、保肝等

作用[23]。

2.4 挥发油和烷烃、脂肪醇、脂肪酸类化合物

马养民等[24]采用GC-MS技术从鸡矢藤挥发油中鉴

定出31种成分，共占挥发油总量的77.16％，其中含量在

2％以上的有乙氧基戊烷、乙酸异戊酯、苯甲醛、己酸乙

酯、甲酸苯甲酯、乙酸苯甲酯、乙酸-2-苯乙酯、5，6，7，7a-

四氢-4，4，7a-三甲基-2（4H）-苯并呋喃酮、十五碳酸乙

酯、十六碳酸和癸酸异戊酯等11种成分。何开家等[25]采

用水蒸气蒸馏法从广西3个不同产地（南宁市郊、高峰林

场、武鸣县）的鸡矢藤中提取挥发油，利用GC-MS技术

从挥发油中鉴定出 60多种化学成分。采用理化常数和

波谱分析等方法从鸡矢藤植物中分离鉴定出的烷烃类

化合物有三十烷、三十一烷、三十二烷、三十三烷、三十

四烷 [19-20，22]，脂肪醇类化合物有二十六烷醇、三十一烷

醇 [22]，脂肪酸类化合物有乙酸、丙酸、壬酸、癸酸、月桂

酸、肉豆蔻酸、花生酸、棕榈酸[19，22，26]。

另外，鸡矢藤还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以及二甲硫和二

甲二硫等含硫有机物[27]。

3 药理作用
3.1 抗炎、镇痛作用

陈宇峰、蔡文娥等[28-29]研究得出，鸡矢藤发挥抗炎作

用是通过调节核因子κB信号通路得以实现的。蒋毅[30]

的专利中记载，鸡矢藤提取物（EPS）的主要成分为鸡矢

藤苷酸甲酯和鸡矢藤苷，且其含量在 10％～90％时，抗

炎作用显著。Koo HJ等[31]研究证实，鸡矢藤环烯醚萜苷

类成分京尼平苷在机体组织内的代谢产物京尼平能抑

制一氧化氮的合成，从而能减缓炎症进程和减少细胞损

伤。马颖等[32]研究发现，EPS对尿酸钠晶体诱导的大鼠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有显著的改善作用。Peng XL等[33]采

用蜂毒素和福尔马林诱导的大鼠足爪持续性疼痛模型

评价鸡矢藤注射液的镇痛作用，结果表明，鸡矢藤可预

防和缓解持续性自发痛。另外，以鸡矢藤苷和鸡矢藤苷

酸甲酯为主要成分的鸡矢藤提取物中，当鸡矢藤苷的含

量为鸡矢藤提取物总质量的 50％或鸡矢藤苷酸甲酯的

含量为鸡矢藤提取物总质量的 20％时，其镇痛效果明

显 [30]。利用小鼠疼痛模型来观察鸡矢藤不同质量浓度

的甲醇提取物（200、400、800 mg/kg）的镇痛效果，结果显

示，当鸡矢藤甲醇提取的水溶性成分质量浓度为 800

mg/kg时，各种环烯醚萜苷类和糖类成分占主导，其镇

痛效果明显 [34]；鸡矢藤甲醇提取物石油醚有效部位以

20、40、80 mg/kg剂量对小鼠口服给药，结果显示，当剂

量为 80 mg/kg时，亚油酸、甾醇类和维生素E等GC-MS

技术分析显示的主要成分均有显著的镇痛效果，且各成

分间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35]。由此可知，环烯醚萜类成

分为鸡矢藤抗炎、镇痛作用的主要成分，而且抗炎活性

与其化学结构有关，且其可能与糖类等成分协同增强镇

痛作用。

3.2 影响胃肠道功能

鸡矢藤环烯醚萜苷类成分结构上的羧基和羟基连

接位置不同，则对胃肠活动的影响也不同。刘星堦[36]研

究表明，当环烯醚萜苷的化学结构C6位上有羟基或C11

位上有羧基时，其致泻作用明显减弱。Afroz S等[37]使用

鸡矢藤90％乙醇提取物，研究其对蓖麻油和硫酸镁诱导

的小鼠腹泻模型的影响，通过不同剂量（100、250、500

mg/kg）对腹泻指数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3个剂量均能

降低腹泻指数，且500 mg/kg作用效果最显著；鸡矢藤乙

醇提取物可降低由硫酸钡和牛奶引起或由顺铂诱导的

胃肠道蠕动加快，改善由吗啡引起的胃肠道蠕动减慢，

效果类似于阿片类药物，且可治疗便秘。由此可知，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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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藤乙醇提取物对胃肠道活动影响较大，但具体作用机

制有待研究。

3.3 抑菌作用

王珺[38]通过对鸡矢藤全草粉末进行提取分离，将得

到的化合物进行抑菌活性试验，选取乳链球菌、大肠杆

菌、绿脓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作为测试菌来测定各化

合物的最小抑菌浓度，结果显示，鸡矢藤酸、鸡矢藤苷、

车叶草苷具有抑菌活性，且带有S基团的鸡矢藤酸和鸡

矢藤苷活性强于车叶草苷。曾志红等[39]应用沙门氏菌、

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考察鸡矢藤水提物的体

外抗菌活性，结果表明鸡矢藤对沙门氏菌抑菌活性最

强，且最小抑菌浓度为 64.5 mg/mL。由此可知，鸡矢藤

的环烯醚萜苷类成分有抑菌作用，且其作用强弱与化学

结构有关。

3.4 抗肿瘤作用

Kapadia GJ等[40]使用鸡矢藤的醇提物来考察其抗肿

瘤的活性，结果显示其有较好的抗肿瘤活性，且其主要

活性成分为环烯醚萜苷类化合物。虽已确定鸡矢藤环

烯醚萜苷类成分具有抗肿瘤的活性，但如何将其更好地

应用到临床中，需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除以上作用外，鸡矢藤还具有降低尿酸、保护肾脏、

缓解咳嗽、抑制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保肝等作用[41]。

4 安全性
邹节明 [42]通过向小鼠 iv 鸡矢藤注射液 250 g/kg 发

现，3 d后小鼠活动如常，无死亡；且连续2周向小鼠 ip鸡

矢藤注射液 200 g/（kg·d），小鼠活动和脏器未见异常。

由此可知，鸡矢藤的安全性好、毒性小。

5 临床应用
临床上鸡矢藤常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疼痛、胃

肠疾病、疮疡肿痛等。Peng XL等[33]研究表明，鸡矢藤注

射液对临床持续性自发痛具有预防和缓解作用。刘爱

荣、韩荣庆[43-44]均报道，剖宫产术后产妇使用吗啡镇痛会

出现不良反应，而将鸡矢藤与吗啡合用，疗效显著且明

显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李家健[45]对比鸡矢藤注射液

和曲马多注射液对肾绞痛的疗效，发现二者对肾绞痛的

止痛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鸡矢藤注射

液副作用小。高克立等[46]报道，将鸡矢藤提取物注入关

节腔，可减轻炎症病变，作用类似于可的松；口服鸡矢藤

全草煎剂对甲醛性“关节炎”有抑制作用。鸡矢藤与柴

芍六君子汤合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其治疗指数大于

90％；鸡矢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时，以鸡矢藤为君药，根

据病情配伍其他药味，例如大便出血者配伍地榆、槐花、

仙鹤草，腹痛、腹胀明显者配伍枳壳、大腹皮、木香，里急

后重者配伍槟榔、木香、枳实等，有效率均大于 90％[47]。

傅冬梅[48]研究表明，剖宫术后产妇口服鸡矢藤汤，可恢

复胃肠功能，促进胃肠蠕动。邱惠连[49]使用鸡矢藤煎水

擦洗治疗疥疮，效果良好，不易复发，患者乐于接受。此

外，鸡矢藤还用于降脂、降血糖、治疗白血病等[41]。

鸡矢藤为四川平武白马藏族骨伤类药[50]。苗药“窝

项嘎”和“那酒布”分别是茜草科植物鸡矢藤的全草和毛

鸡矢藤的全草及根，均为治疗风湿类疾病的藤类药，贵

州各地用于祛风除湿、消食化积、解毒消肿、活血止痛

等[51]。彝药“此我差”为茜草科植物鸡矢藤的叶，常用于

治疗鼻窦炎[52]。鸡矢藤是海南常用黎药，其叶与糯米共

同捣碎，可治疗小儿疳积；根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全草水

煎服，可治疗筋骨痛[53]。由此可知，各民族使用鸡矢藤

多用于消食化积、祛风除湿。

6 结语
目前对于鸡矢藤药理作用的研究多集中于如环烯

醚萜苷类、黄酮类等成分，而对于药效主要贡献成分研

究不足，亟待加强相关研究。鸡矢藤还存在资源利用程

度较低、缺乏相关产品开发的问题，今后应加强系统的

生药学及质量控制的研究，并结合现有的应用基础促进

其产品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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