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５５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５１ ／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２１． １． １２

药用植物鹅绒藤的提取、药理及药用研究进展

赵淑杰１，２，战 杨３，李玉新２∗

（１． 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２． 东北师范大学药物基因和蛋白筛选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春 １３０１１７；

３． 吉林农业大学信息化中心，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 － １２８０ （２０２１） ０１ － ００７３ － ０７　 ［中图分类号］Ｓ８５９． ７９

［摘　 要］ 　 鹅绒藤（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为萝摩科鹅绒藤属多年生缠绕草本植物，在我国分布

广泛，具有药用价值，根入中药，全草入蒙药，茎叶鲜浆白色乳汁可治疗寻常疣赘、甲癣等。 通过检

索查阅了 １９７０ 年以来有关鹅绒藤的研究资料，现从成分含量测定、分离纯化、药理活性、临床应用

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鹅绒藤资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也为民间药用植物资源的发掘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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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绒藤（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为萝摩科

鹅绒藤属多年生草本缠绕植物，鲜茎叶及果实具白

色乳汁。 别名羊奶角角、牛皮消、祖子花、老牛肿

等，多生于海拔 ５００ ｍ 以下的向阳山坡、灌丛、路
旁、河畔、田埂或沿海盐碱滩涂湿地，几乎全国都有

分布，在陕西、宁夏、甘肃、内蒙古、江苏、浙江等省

区分布更多些，资源十分丰富。 鹅绒藤具有药用价

值，根入中药，具祛风解毒、健胃止痛功效，主治小

儿食积；全草入蒙药，称作“哲乐特 － 特木根 － 呼

呼”，可作驱风剂，用于治疗脏腑“协日病”、热泻、
肠刺痛等［１ － ２］；茎叶鲜浆乳汁可治疗寻常疣赘、甲
癣［１ － ３］。 笔者通过 ＣＮＫＩ 检索查阅了 １９７０ 年以来

有关鹅绒藤的研究资料，现从成分含量测定、分离

纯化、药理活性、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归纳分析，以
期为药用植物资源的发掘，也为鹅绒藤资源的进一

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１　 化学成分提取及含量测定工艺

研究者们对鹅绒藤的植物形态、药材性状、显
微结构、粉末特征、成分含量、提取工艺、波谱特征

等进行了研究，现归纳见表 １。 可见，徐文友，马艳

对鹅绒藤的生药学及化学成分研究的较为详细和

系统。 这些研究为以后品种甄别和药材质量控制

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深入开展鹅绒藤的化学成分

及现代药理活性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表 １　 化学成分的提取及含量测定

Ｔａｂ １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文献，植物来源，第一作者 主要研究内容

［４］宁夏黄灌区，李明
从 ５ 月到 １０ 月每月取鲜茎吸乳汁一次，测定蛋白质含量和蛋白酶活性，从药用价值考虑，确定开花结
果前为适宜采收期。

［５］甘肃河西学院校园内，林敏
通过单因素和正交实验确立浸提法提取鹅绒藤中活性成分的最佳条件：液固比（Ｖ∶ Ｗ）为 １０（９０％乙醇
水溶液）∶ １（鹅绒藤粉），４０ ℃下提取 １． ５ ｈ，总的醇提取物对亚硝化反应抑制活性最强。

［６，７］干燥全株采于山东济南、东
营、无棣，内蒙赤峰等地，马艳

（１）通过生药学及扫描电镜技术研究了鹅绒藤原植物形态、药材性状、不同药用部位的组织构造及其
粉末特征。
（２）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测定了鹅绒藤中 １０ 种无机元素，钾、钙的含量最高，钠、镁含量次之，属
于大量元素；锌、铜、铁、铬、锰、镍为微量元素，铁含量最高，铬和镍含量最低。
（３）测定鹅绒藤中含１７ 种氨基酸，总含量为８． ３８％ ，必需氨基酸为 ３． ５３％ ，鲜味氨基酸为２． １２％ ，药效
氨基酸为 ４． ９１％ ，谷氨酸含量最高。
（４）ＧＣ － ＭＳ 分析鹅绒藤石油醚提取物甲酯化后的成分，分离鉴定了 ２２ 个化学成分，主要为二十个碳
以下的烷烃、有机酸酯及直链醛酮等。
（５）按《中国药典》方法测定，建议蒙药鹅绒藤的质量标准：含水量、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分别不得超
过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１． ５％ ，冷浸法水溶性浸出物量不得低于 １９． ０％ ，９５％ 乙醇浸出物量不得低于
１１． ０％ 。
（６）溴化钾压片法测定了鹅绒藤药材、不同药用部位、药材不同极性溶剂提取物以及不同产地药材的
红外光谱。
（７）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研究，从 １０ 批鹅绒藤样品的特征指纹峰图谱标定了 １１ 个共有特征峰，其中最高峰
为山奈苷的吸收峰。

［８］新疆石河子市郊，冯建勇
ＨＰＬＣ 法同时测定鹅绒藤地上部位提取物中小麦黄素 － ７ － Ｏ － β － Ｄ － 葡糖醛酸苷和紫云英苷两种黄
酮含量的方法。

［９］新疆石河子市郊，王增尚
ＨＰＬＣ 法，测定了鹅绒藤的小麦黄素 － ７ － Ｏ － β － Ｄ － 葡萄糖醛酸苷和白花菜籽中的芹菜素，并组成复
方，测定其中两种黄酮成分。

［１０］宁夏银川贺兰山，芦婷

确立了鹅绒藤总生物碱的回流提取最佳条件：７０％ 的乙醇，７０ ℃提取 ３ ｈ；Ｄ － １０１ 大孔树脂富集最佳
条件：水洗脱后用 ６ 倍柱体积的 ２０％乙醇为洗脱剂，１∶ ８ 的径高比，１ ｍＬ ／ ｍｉｎ 的洗脱剂流速，通过酸碱

滴定法测定生物碱的含量，生物碱的摩尔数平均值为 ２． ４２６７ ｍｏｌ ／ １０ － ３。

［１１］塔里 木 大 学 枣 园 附 近， 王
文华

鹅绒藤嫩茎叶及腌制后粉碎用乙醇提取，通过比色法或滴定法测定黄酮、生物碱、Ｃ２１甾体含量，鲜样分

别为 ０． ３０４、０． ２１０、０． ４８２ ｍｇ ／ ｍＬ，干腌 １５ ｄ 后分别为 ０．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３２５ ｍｇ ／ ｍＬ，虽都有所下降，但干
腌法能起到增加保藏时间，改善风味，较大程度上保留活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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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鉴定出的单体成分

有关鹅绒藤化学成分提取、单体成分分离鉴定

列于表 ２，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

提取，以乙醇或水为提取剂通过渗滤、回流等方法

提取总成分后，再采用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正
丁醇等分级萃取，再对各萃取部分进行柱色谱等方

法的分离纯化。 由此可见，提取、分离纯化基本采

用的是传统的方法。
从鹅绒藤中分离、纯化、鉴定结构的化合物共

３８ 个，黄酮类最多，有 １２ 个（５，６，７，１３，１４，１９，２０，

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７），苷元主要是山奈酚，主要是从乙

酸乙酯萃取层分离得到的；三萜类 ６ 个（１，２，１２，
２５，２９，３６），属于五环三萜的羽扇烷型；甾体类 ３ 个

（４，１０，１１）；长链脂肪族烷或酸类 ６ 个（３，８，９，１５，
１６，１７），主要是十六碳、二十四碳、二十八碳、三十

八碳类；苯丙素类 ３ 个（２６，３０，３１）；酚酸、多酚类 ６
个（１８，２８，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２ 个分子量均一的巯基

蛋白酶（３７，３８）。
从植物来源看，主要是采自宁夏、内蒙古、新

疆、甘肃、山东省的野生资源，其中，宁夏的最多。

表 ２　 单体成分的分离鉴定

Ｔａｂ ２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ｎｏｍ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文献，植物来源，第一作者 分离、鉴定出的单体化合物

［１２］宁夏，吴玉德
地上部分 － 乙醇提 － 氯仿萃取部分 － 柱层析：羽扇醇正己酸酯（１）；羽扇醇乙酸酯（２）；正廿四烷酸
（３）；β － 谷甾醇（４）

［１３］甘肃省兰州市，李冲
地上部分 － 水提 － 柱层析：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吡喃糖基 － 山奈酚 － ３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甙（５）； 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吡喃糖基 － 山奈酚 － ３ － Ｏ － β － Ｄ － 葡萄糖甙（６）；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吡喃糖基 － 山
奈酚 － ３ － Ｏ － β － Ｄ － 葡萄吡喃糖基（１→２） － β － Ｄ － 葡萄糖甙（７）

［６］山东济南， 内蒙赤峰等地，
马艳

全株 － 乙醇提 － 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 石油醚、乙酸乙酯部分鉴定出 ６ 个：十四烷酸甘油酯
（８）；二十八烷醇（９）；２０Ｒ － ｎ － Ｂｕｔｙｌｐｒｅｇｎ － ５ － ｅｎ － ３β － ｏｌ（１０）；胡萝卜苷（１１）；羽扇豆醇（１２）；山奈
苷（１３）

［１４］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崔秀兰 地上部分 － ７５％乙醇提 － 石油醚、氯仿、乙酸乙酯萃取 － 乙酸乙酯层浓缩低温析出：槲皮苷（１４）

［１５］宁夏，张振华
地上部分 － 水提 － 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萃取 － 乙酸乙酯、正丁醇部分柱层析：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
吡喃糖基 － 山奈酚 － ３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５）；正三十三烷醇（１５）；正三十八烷（１６）；胡萝卜苷
（１１）

［１６］新疆石河子市郊，冯建勇
地上部分 － ７０％乙醇提 － 乙酸乙酯萃取部分柱层析：十六烷酸（１７）；水杨酸（１８）；β － 谷甾醇（４）；β －
胡萝卜苷（１１）；芹菜素（１９）；山奈酚（２０）；山奈酚 － ３ － Ｏ － β － Ｄ － 吡喃葡萄糖苷（２１）；小麦黄素
（２２）；小麦黄素 － ７ － Ｏ － β － Ｄ － 葡萄糖醛酸苷（２３）

［１７］宁夏，李洋（报道）
宁夏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化学教研室提取：正三十八烷（１６）；山奈酚 － 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２４）；
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吡喃糖基 － 山奈酚 － ３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甙（５）

［１８］内蒙古伊克昭盟，刘开庆

地上部分 － ９５％乙醇提 － 石油醚、乙酸乙酯依次萃取 － 乙酸乙酯部分柱层析：３ － ｅｐｉｇｌｏｃｈｉｄｉｏｌ（２５）；松
脂素（２６）；山奈酚 － ３ － Ｏ － ａ － Ｌ － 鼠李糖苷（２７）；β － 胡萝卜苷（１１）；儿茶素（２８）；β － 谷甾醇（４）；３β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ｌｅａｎ － １２ － ｅｎ － ２９ － ｏｉｃａｃｉｄ（２９）；６ － ｈｙｄｒｏｘｙ － ４ － （４ － ｈｙｄｒｏｘｙ － ３ － 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 ３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ｍｅｔｈｙｌ － ７ － ｍｅｔｈｏｘｙ － ３，４ － ｄｉｈｙｄｒｏ － ２ － ｎａｐｈｔｈ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３０）；ｄｅｔｅｔｘａｈｙｄｒｏｃｏｎ － ｉｄｅｎｄｒｉｎ（３１）；芹
菜素（１９）；３ － 羟基 － ４ － 甲氧基苯甲酸（３２）；表没食子儿茶素（３３）；表儿茶素（３４）；对羟基苯甲酸
（３５）；２β，２２β － ｄｉｈｙ － ｄｒｏｘｙｏｌｅａｎ － １２ － ｅｎ － ２９ － ｏｉｃａｃｉｄ（３６）。

［１９］宁夏银川市郊，杨怡
鲜草茎干乳汁 － 凝胶、离子交换层析：得活性蛋白酶，经 ＳＤＳ － ＰＡＧＥ、ＩＥＦ 鉴定了两个均一条带，分子质
量分别为 １８、１５． ８ＫＤ，均为巯基蛋白酶（３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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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药理活性

有关鹅绒藤化学成分的药理活性研究见表 ３。
药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地上部分的乳汁冻干粉、稀醇

提取物、正丁醇提取物和氯仿提取物、全草总生物

碱、黄酮类单体化合物山奈酚 － ７ － Ｏ － α － Ｌ － 鼠

李吡喃糖苷和 ７ － Ｏ － α － Ｌ －鼠李吡喃糖基 － 山奈

酚 － ３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活性实验表明鹅绒

藤提取物对心血管、抗惊厥、抗肿瘤、抗氧化方面有

一定的作用，但研究的范围较小，单体成分的活性

研究较少，作用机理研究不够深入。

表 ３　 鹅绒藤化学成分的药理研究

Ｔａｂ 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文献，植物来源，第一作者 组分或单体化合物 活性

［２０］宁夏银川南郊，李汉青
茎部乳汁真空冷冻干燥，得淡棕
色絮状冻干粉（ＦＤＰＣＣ）。

对离体蛙心具有洋地黄样正性肌力作用，大剂量时（６ ｍｇ ／ ｍＬ）致中
毒并使心跳停止于收缩期。 对离体豚鼠左、右心房可产生依剂量性
正性肌力作用，对心率影响则不明显。 小鼠静脉注射的半数致死量
（ＬＤ５０）为 ０． ２１ 士 ０． ０２ ｇ ／ ｋｇ。

［２１］宁夏银川南郊，李汉青、余
建强，

地上部分稀醇提取后制成水溶
性浸膏（ＡＥＣＣ），地上部分正丁
醇提取，提取物中水溶性部分为
正丁醇提取物（ＢＩＣＣ）。

两种物质对离体豚鼠左心房均表现出依剂量性负性肌力作用；对离
体豚鼠右心房频率有明显抑制作用。 ＡＥＣＣ 有明显的降压作用，此
作用不受阿托品的影响，也不是通过阻断 α 受体或抑制血管运动
中枢实现，可能是对血管心脏的直接作用。

［２２］宁夏银川南郊，彭建中
根、茎正丁醇提取物的水溶性部
分称为正丁醇提取物。

有较强的抗超强电休克惊厥 （ＭＥＳ） 和抗戊四氮惊厥 （ＭＥＴ） 的
作用。

［２３，２４］宁夏银川南郊，彭晓东
全草用水、氯仿分别回流浸提，
得水提取物和氯仿提取物。

水提物可对抗 ＭＥＴ 惊厥，ＴＩ 为 ４． ２；氯仿提取物可对抗 ＭＥＳ，ＴＩ 为
２． ９。 水提物和氯仿提取物对实验小鼠自主活动有剂量依赖性抑制
作用；对戊巴比妥钠的效应有协同作用，表明对实验小鼠有镇静催
眠作用，且无明显的神经毒。

［２５］宁夏贺兰县田间，王大军

全草 ８０ ～ ８５％乙醇超声提取，浸
膏加 ２ ｍｏｌ ／ Ｌ 盐酸溶解后氯仿萃
取，盐酸层加 ＮａＯＨ 碱化至 ｐＨ１１
左右，氯仿萃取，减压蒸发得总
生物碱粗提物（ＣＣＴＡ）。

总生物碱的得率为 ０． ０９７ ‰，高、中剂量的 ＣＣＴＡ 可促进正常小鼠
脾脏抗体形成细胞的形成和血清溶血素的合成、分泌，因而可提高
正常小鼠体液免疫水平。

［２６］宁夏 银 川 贺 兰 县 田 间， 李
彩艳

地上部分粗粉 ７０％ ＥｔＯＨ 回流热
提，浓缩物过 Ｄ －１０１ 大孔树脂，
２０％乙醇洗脱部分得总生物碱
（ＣＣＴＡ）。

ＣＣＴＡ 对小鼠正常成纤维细胞 ３Ｔ３ 无细胞毒作用；对宫颈癌细胞
Ｈｅｌａ 及人结肠癌细胞 ＳＷ４８０ 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呈时间和
剂量依赖性，通过调控细胞周期和诱导细胞凋亡实现对 Ｈｅｌａ 细胞
及 ＳＷ４８０ 细胞的抑制作用；而对人前列腺癌细胞 ＰＣ３ 抑制不明显。

［５］甘肃河西学院校园，林敏 鹅绒藤 ９０％乙醇提取物
提取物对亚硝胺合成最大阻断率为 ６３． １％ ，对亚硝酸钠最大清除
率为 ６２． ３％ 。

［１７］宁夏，李洋

正三十八烷；山奈酚 － 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吡喃糖基 － 山奈酚 － ３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

黄酮类物质对Ｈｅｌａ 细胞、小鼠 ＹＡＣ －１ 细胞和人ＭＧＣ －８０３ 细胞增
殖有明显抑制作用。 山奈酚 － ７ － Ｏ － α － Ｌ － 鼠李糖苷可以诱导不
同的肿瘤细胞显示不同的凋亡形态，并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提示
其作用于肿瘤细胞的机制不同。

［２７］宁夏银川贺兰山，许红平
地上部分、根经 ７０％ 乙醇提取，
再经石油醚、乙酸乙酯、正丁醇
萃取得各萃取组分。

各组分有清除 ＤＰＰＨ·自由基的能力，其中乙酸乙酯组分作用
最强。

４　 药用研究

张奕红等报道了鹅绒藤茎鲜乳汁治疗寻常

疣［２８］；李红苹报道了用鹅绒藤新鲜乳汁成功治愈

１ 例反复复发的耳乳突状瘤病例［２９］；王淑珍报道了

·６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５５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用鹅绒藤新鲜乳汁滴加涂擦治疗甲癣 ５ 例，有 ４ 例

完全治愈，其中一人 ７ 只病甲全部长出新甲，１ 人由

于中止治疗，未达到治愈效果［３］。 李昭日格图等报

道鹅绒藤全草味甘，性温、柔、钝，在蒙医药中具有

止血，止泻，祛赫依希拉的功效［３０］。 另外，鹅绒藤

与王不留行、党参等配伍煎水取汁，拌料喂服可治

母畜产后缺乳［３１］。
５　 其　 他

吕康年等研究了鹅绒藤的毒性，结果表明鹅绒

藤水提取物和乙醇提取物对小鼠有毒性，鹅绒藤花

期茎叶粉拌饲料喂食猪，对猪有毒性［３２］。 从病理

学检查看，即使少量，长期摄入也可能导致严重后

果。 因此，不能将鹅绒藤大量直接加入饲料饲喂

动物。
鹅绒藤繁殖能力较强，叶子表现出明显的抗盐

碱和抗干旱等抗逆境结构特点，所以可以作为抗盐

碱类植物，并且鹅绒藤的花型漂亮，花期较长，可作

为园林观赏植物。
６　 展　 望

鹅绒藤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野生储量较大，
具有药用价值。 虽然对鹅绒藤的药化、药理和临床

应用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药理作用、药理作用

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理研究都有待于深入，如鹅绒

藤茎叶中鲜乳汁对疣赘等皮肤表面的顽疾有良好

的去除作用，民间有较多应用，那么乳汁中到底含

有什么成分？ 是什么成分起到的作用？ 作用的机

制是什么？ 在民间，有将鹅绒藤作为野菜食用和作

为兽药成分和饲料的应用，但又有研究表明鹅绒藤

有一定的毒性，所以，鹅绒藤的食用、药用价值及安

全性问题，人用药的作用能否指导其用于兽药，如
何利用有效性而避开毒性等问题的研究将对鹅绒

藤的广泛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许多报道称鹅

绒藤属植物中普遍含有结构多样的甾体皂苷和生

物碱等活性物质，而目前为止仅从鹅绒藤分离得到

３ 个甾体化合物：２０Ｒ － ｎ －Ｂｕｔｙｌｐｒｅｇｎ －５ － ｅｎ －３β － ｏｌ；
胡萝卜苷和 β －谷甾醇。 因此，鹅绒藤中具有新颖

结构的单体化合物的分离提纯、药理作用及机制都

是值得深入的研究，从中发掘新药源和拓展药用植

物的新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 　 叶华谷，朱 强，王 俊，等． 中国药用植物（三）［Ｍ］． 北京：化学

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２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 Ｔｈｒｅｅ）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１２２．

［２］ 　 《全国中草药汇编》编写组． 《全国中草药汇编》 （下册第二

版） ［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６：８１５．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

ｃ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ｌｌｅｃ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 ［ 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６：８１５．

［３］ 　 王淑珍． 鹅绒藤治疗甲癣的疗效观察［ Ｊ］ ． 天津药学，１９９６，８

（３）：４９．

Ｗａｎｇ Ｓ Ｚ．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 ［Ｊ］ ．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１９９６， ８（３）：４９．

［４］ 　 李 明，张凤英． 鹅绒藤乳汁中蛋白酶活性和蛋白质含量生长

季节变化测定［Ｊ］ ． 宁夏农学院学报，１９８９，１：１１１ － １１２．

Ｌｉ Ｍ， Ｚｈａｎｇ Ｆ 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８９， １： １１１

－ １１２．

［５］ 　 林 敏，马志强，吴冬青，等． 鹅绒藤提取物对亚硝化反应抑制

作用研究［Ｊ］ ． 中兽医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１）：３６ － ３９．

Ｌｉｎ Ｍ， Ｍａ Ｚ Ｑ， Ｗｕ Ｄ Ｑ，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 ． ＪＴＣＶＭ． ２０１１，

（１）：３６ － ３９．

［６］ 　 马 艳． 鹅绒藤生药学及化学成分研究 ［ Ｄ］． 山东中医药大

学，２０１１．

Ｍａ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ｏｓ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ｔ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Ｄ］．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１．

［７］ 　 马 艳，周凤琴． 蒙药鹅绒藤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研究［ Ｊ］ ． 辽宁中

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５（８）：４３ － ４４．

Ｍａ Ｙ， Ｚｈｏｕ Ｆ Ｑ． ＨＰＬ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ＣＭ． ２０１３，１５（８）：４３ － ４４．

［８］ 　 冯建勇，孙 燕，陈 虹，等． ＨＰＬＣ 法同时测定鹅绒藤中 ２ 种黄

酮类成分的含量［Ｊ］，中国药房． ２０１３，２４（２３）：２１７５ － ２１７７．

Ｆｅｎｇ Ｊ Ｙ， Ｓｕｎ Ｙ， Ｃｈｅｎ Ｈ，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ｙ ＨＰＬＣ［ Ｊ］，Ｃｈｉｎａ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ｙ． ２０１３，２４（２３）：２１７５ － ２１７７．

·７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５５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９］ 　 王增尚，李 强，盛芳婷，等． ＨＰＬＣ 法测定复方鹅绒藤中两种黄

酮的含量［Ｊ］ ．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２０１６，２５（２０）：３０ － ３２．

Ｗａｎｇ Ｚ Ｓ， Ｌｉ Ｑ， Ｓｈｅｎｇ Ｆ Ｔ，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ＨＰＬＣ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２０１６，２５（２０）：３０ － ３２．

［１０］ 芦 婷，郭 雯，刘芷含，等． 鹅绒藤中总生物碱富集工艺的研究

［Ｊ］ ．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４）：４７２ － ４７３．

Ｌｕ Ｔ， Ｇｕｏ Ｗ， Ｌｉｕ Ｚ Ｈ，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ｉｎ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３５（４）：４７２ － ４７３．

［１１］ 王文华，丁 娜，汪荷澄． 腌制对鹅绒藤中活性成分含量的影响

［Ｊ］ ． 中国酿造，２０１５，３４（４）：１３７ － １４０．

Ｗａｎｇ Ｗ Ｈ， Ｄｉｎｇ Ｎ， Ｗａｎｇ Ｈ 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ｉｃｋ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ｅｎｄｅｒ 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Ｊ］ ．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ｅｗｉｎｇ． ２０１５，３４（４）：１３７ － １４０．

［１２］ 吴玉德，张福权，张 梅，等． 鹅绒藤酯 Ｉ 的分离和测定［ Ｊ］ ． 药

学学报，１９９１，２６（ｌ２）：９１８ － ９２２．

Ｗｕ Ｙ Ｄ， Ｚｈａｎｇ Ｆ Ｑ， Ｚｈａｎｇ Ｍ， 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ｅｓｔｅｒ Ａ ｆｒｏｍ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ｒ． ＢＲ．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１，２６（ｌ２）：９１８ － ９２２．

［１３］ 李 冲，苟占平，杨永健，等． 鹅绒藤化学成分研究［ Ｊ］ ． 中国中

药杂志，１９９９，２４（６）：３５３ － ３５５．

Ｌｉ Ｃ， Ｇｏｕ Ｚ Ｐ， Ｙａｎｇ Ｙ Ｊ，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

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Ｂ． Ｒ．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

ｉｃａ． １９９９，２４（６）：３５３ － ３５５．

［１４］ 崔秀兰，孙诗清，王广清． 鹅绒藤地上部分中槲皮苷的提取工

艺研究［Ｊ］ ．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２３ － ２２５．

Ｃｕｉ Ｘ Ｌ， Ｓｕｎ Ｓ Ｑ， Ｗａｎｇ Ｇ 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ｏｆ ｑｕｅｒｃｉｔｒ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２３ － ２２５．

［１５］ 张振华，姚 遥，王 娜，等． 鹅绒藤地上部分的化学成分［ Ｊ］ ． 光

谱实验室，２０１１，２８（５）：２５６６ － ２５６９．

Ｚｈａｎｇ Ｚ Ｈ， Ｙａｏ Ｙ， Ｗａｎｇ Ｎ，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２０１１，２８（５）：２５６６ － ２５６９．

［１６］ 冯建勇，陈 虹，孙 燕，等． 鹅绒藤地上部位化学成分研究［ Ｊ］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２０１３，３０（３）：２７４ － ２７７．

Ｆｅｎｇ Ｊ Ｙ， Ｃｈｅｎ Ｈ， Ｓｕｎ Ｙ，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

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 Ｊ］ ．

Ｃｈｉｎ ＪＭＡＰ． ２０１３，３０（３）：２７４ － ２７７．

［１７］ 李 洋，王 琦． 鹅绒藤中的黄酮苷类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

［Ｊ］ ．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１）：１７ － ２０．

Ｌｉ Ｙ， Ｗａｎｇ Ｑ．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ｌａ⁃

ｖｏｎｏｉｄ 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４，３６（１）：１７ － ２０．

［１８］ 刘开庆． 鹅绒藤地上部分化学成分的研究［Ｄ］． 昆明理工大

学，２０１４．

Ｌｉｕ Ｋ 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９］ 杨 怡，张淑雅，芦晓红，等． 鹅绒藤全植株中巯基蛋白酶的提

取、纯化及部分性质研究［Ｊ］ ． 宁夏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６）：

５５１ － ５５３．

Ｙ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Ｓ Ｙ， Ｌｕ Ｘ Ｈ，ｅｔ ａ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ｈｙｄｒｙｌ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Ｒ． Ｂ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６，２８（６）：５５１ － ５５３．

［２０］ 李汉青，谢 伟，阎 琳． 鹅绒藤的正性肌力作用与毒性［ Ｊ］ ． 宁

夏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１７（４）：３０４ － ３０６．

Ｌｉ Ｈ Ｑ， Ｘｉｅ Ｗ， Ｙａｎ Ｌ．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ｏｔｒｏｐ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５，１７（４）：３０４ － ３０６．

［２１］ 余建强，李汉清． 鹅绒藤浸膏对麻醉大鼠的降压作用［ Ｊ］ ． 宁

夏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３（５）：３２７ － ３２８．

Ｙｕ Ｊ Ｑ， Ｌｉ Ｈ Ｑ． Ｈｙｐｏ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ｅｘｔｒａｃ ｏｆ Ｃｙｎａｎ⁃

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００１，２３

（５）：３２７ － ３２８．

［２２］ 彭建中，蒋袁絮． 鹅绒藤提取物的抗惊厥作用研究［ Ｊ］ ． 中国

药理学会通讯，１９９６，１３（３）：２６．

Ｐｅｎｇ Ｊ Ｚ， Ｊｉａｎｇ Ｙ 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ｎｖｕｌ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 ［ Ｊ］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６，１３（３）：２６．

［２３］ 彭晓东，闫乾顺，闫 琳，等． 鹅绒藤对小鼠抗惊厥作用的观察

［Ｊ］ ．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０（４）：３４０ － ３４３．

Ｐｅｎｇ Ｘ Ｄ， Ｙａｎ Ｑ Ｓ， Ｙａｎ Ｌ，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ｃｏｎｖｕｌｓａｎｔ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 Ｂｒ． ｉｎｍｉｃｅ［Ｊ］ ． Ｊ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ｉｌｍｅｄ Ｕｎｉｖ， ２００９，３０（４）：３４０ － ３４３．

［２４］ 彭晓东，闫乾顺，王 锐，等． 鹅绒藤对小鼠镇静催眠作用的研

究［Ｊ］ ． 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０７，３２（１７）：１７７４ － １７７６．

Ｐｅｎｇ Ｘ Ｄ， Ｙａｎ Ｑ Ｓ， Ｗａ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Ｈｙｐｎｏ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２００７，３２（１７）：１７７４ － １７７６．

［２５］ 王大军，王 琦，王宁萍，等． 鹅绒藤总生物碱对小鼠体液免疫

功能的影响［Ｊ］ ．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６１ － １６２．

Ｗａｎｇ Ｄ Ｊ， Ｗａｎｇ Ｑ， Ｗａｎｇ Ｎ Ｐ，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ｏｎ ｈｕｍｏｒ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Ｊ］ ．

·８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５５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６１ － １６２．

［２６］ 李彩艳． 鹅绒藤总生物碱体外抗肿瘤活性的研究［Ｄ］． 宁夏医

科大学，２０１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

（ＣＣＴＡ）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Ｄ］．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２７］ 许红平，水 栋，徐 泉，等． 鹅绒藤醇提物各组分清除自由基的

研究［Ｊ］ ． 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４，２５（７）：１５５８ － １５５９．

Ｘｕ Ｈ Ｐ， Ｓｈｕｉ Ｄ， Ｘｕ Ｑ，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ｃａｖｅｎｇ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ｆｒｏｍ ［ Ｊ］ ．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２５（７）：１５５８ － １５５９．

［２８］ 张奕红，张奕冰． 鹅绒藤治疗寻常疣［ Ｊ］ ． 四川中医，１９９０，

３：４２．

Ｚｈａｎｇ Ｙ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ｙｎａｎ⁃

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Ｊ ］ ．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９９０，３：４２．

［２９］ 李红苹． 鹅绒藤乳汁治愈耳乳突状瘤 １ 例报告［ Ｊ］ ． 湖南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１９９９，１（２）：１８．

Ｌｉ Ｈ Ｐ．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 ｍａｓｔｏｉｄ ｔｕｍｏｒ ｂｙ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ｍｉｌｋ：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９９，１（２）：１８．

［３０］ 李昭日格图，萨仁格日乐． 内蒙古扎鲁特旗蒙古族民间药的

本草考证［Ｊ］ ．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２０１１，４（４）：４４ － ４５．

Ｌｉｚｈａｏ Ｒ Ｇ Ｔ， Ｓａｒｅｎ Ｇ Ｒ Ｌ． Ｈｅｒｂａｌ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ｆｏｌｋ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ｚａｒｕｔ ｂａｎｎｅｒ，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１，４（４）：４４ － ４５．

［３１］ 冯洪钱． 兽医本草补遗［Ｍ］．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４５３．

Ｆｅｎｇ Ｈ Ｑ．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ｔｏ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ｈｅｒｂ［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４５３．

［３２］ 吕康年，段得贤． 猪鹅绒藤中毒试验 ［ Ｊ］ ． 中国兽医科技，

１９９０，１２：３６ － ３７．

Ｌｖ Ｋ Ｎ， Ｄｕａｎ Ｄ Ｘ．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ｆ ｐｉｇ ｗｉｔｈ Ｃｙｎａｎｃｈ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０，１２：３６ － ３７．

（编 辑：陈 希）

·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