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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炭母是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植物火炭母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Ｌ的干燥全草，其
味辛、苦，性凉，归肝、脾经，具有清热除湿、凉

血解毒、利肝明目、舒经活血的功效，主治泄泻、

痢疾、肺热咳嗽、咽喉肿痛、肝炎、湿疹、中耳炎

等，主要分布于福建、广西、广东等地［１］。火炭母

易生长于潮湿、阴暗的环境，山谷、水边多见［２］。

火炭母作为民间常用药，特别是岭南地区普遍

使用，疗效得到好评，在养生保健和临床治疗方面

具有开发价值［２］。笔者通过查阅整理国内外火炭母

研究的文献，发现在生药学、化学成分方面研究较

多，药理作用以及临床疗效方面研究较深入，但产

品开发方面罕见报道。本文对其历年研究进行综述，

为挖掘火炭母潜在价值和经济效益，深入研究和产

品开发提供参考。

火炭母又名赤地利，始载于 《雷公炮炙论》，其

在历代的本草著作都有记载，如 《新修本草》《本草

纲目》《本草图经》 《植物名实图考》等［３］。火炭母

在我国民间作为药用历史悠久，也曾收载于１９７７年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２００４年 《广东省药材

地方标准》也有收载［４］。火炭母于２０１４年在 《广西

壮族自治区瑶药材质量标准·第一卷》中收录［５］，在

２００８年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第一卷》

中也制定了火炭母的质量标准［６］。由此可见，火炭

母在我国医药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壮

族及瑶族地区贡献巨大。将其纳入地方用药标准，

对进一步开发民族药材火炭母具有重要意义。

１　鉴定

自然界植物种类繁多，廖科植物外观、形状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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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火炭母的伪品多，易产生混淆［７］，其真伪鉴定

是关键。目前火炭母的鉴定研究主要包括性状、理

化、薄层、显微、光谱以及 ＤＮＡ条形码鉴定等，不
同鉴定方法各有特点和优势，单用或者联合应用均能

有效鉴别。鉴定方法的不断完善，确保了火炭母药材

来源的准确性，为其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奠定基础。

１１　性状鉴定

性状鉴定方法主要考察中药的外观形态、颜色、

质地、断面、气味还有水试、火烧情况等。该方法直

观、简捷、快速、有效，是中药鉴定常用的方法［８９］。

火炭母茎扁，类似圆柱形，分支明显，外表棕

褐色或淡绿色，节稍膨大，下部节上多须根。植株

质脆，容易折断，断面灰黄［１］。叶片多皱缩或破碎，

展平后的叶片呈长卵形或卵形，顶端悄尖，基部稍

圆，全缘，上表面深绿色，下表面色较浅，两面近

无毛；托叶鞘筒状，膜质，先端有裂纹。花序头状，

多数是白色或淡红色，苞内有花，花被分裂，雄蕊

多数８枚，基部腺体呈黄绿色［１０１１］。

对茎、叶片、花序等外观性状作了全面的描述，

取样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具有代表性、

可靠性，为火炭母的鉴定提供了比较直观、简单的

途径，同时保持了准确性。

１２　显微鉴定

显微鉴定技术在植物结构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

观察到的细胞可作为鉴定的依据，具有准确性高的

特点，已经成为中药鉴定的常用方法，作为鉴定植

物的方法得到广泛认可［１２１３］。火炭母的显微鉴定技

术成熟，研究内容全面，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多，研

究内容包括根、茎、叶、表皮等。

１２１　根的鉴定　张可峰等［１０］显微观察广西南宁

火炭母药材的根，对木栓细胞、韧皮、形成层、木

质部、细胞壁等进行描述：根呈类圆形；木栓细胞

呈红棕色，韧皮成环以及细胞壁木化明显，多年生

的年轮明显可见；薄壁细胞和木纤维细胞中散布丰

富的淀粉粒。火炭母根的显微特征明显，可作为鉴定

火炭母的依据，但显微观察到的细胞形态存在相似之

处，确保鉴定的精确度需与其他鉴定手段相结合。

１２２　叶的鉴定　火炭母叶片的显微特征明显［１４］。

上表皮细胞中具有类分泌细胞，细胞内含无色分泌

物，可见腺毛；海绵组织松散排列；薄壁细胞内含

草酸钙簇晶；腺鳞结构独特，头部１３～１７个细胞，
２个细胞并生于柄部；气孔不规则排列。火炭母叶
上下表皮细胞、海绵组织结合薄壁细胞、气孔等特

征可作为叶片鉴别点，为了使鉴定特征更具代表性，

还需在取样环节更完善，采样地点更广更多，采样

也需在不同的季节进行［１０１１］。

１２３　茎的鉴定　不同季节的火炭母茎的显微特征
结构大致相同。表皮偶见红棕色物。中柱鞘纤维多

为１～４列，偶有５列，大多成环，少数断续成环；
细胞壁木化。外韧型维管束４０个左右，环状排列。
髓部较大，显而易见，间隙处含草酸钙簇晶［１０１１］。火

炭母茎的显微特征与根、叶相似，薄壁细胞含草酸钙

簇晶，且存在大量的淀粉粒以及少数棕色物［１４］。火

炭母茎的形状特征受季节影响较小，显微特征较稳

定，差异性较小，可作为显微鉴定火炭母的指标。

１２４　粉末的鉴定　张可锋等［１０］显微观察南宁产

的火炭母药材粉末：呈褐绿色或棕褐色；分泌细胞

大多呈椭圆形，细胞内部含无色分泌物及大量草酸

钙簇晶；纤维外侧薄壁细胞可见晶鞘纤维。花粉粒

散孔状，淀粉粒形状规则不一，方形或者是类圆形

居多。薄壁细胞中具条状物或棕色块状物。黄棕色

膜质托叶鞘碎片散布，细胞扁平，横向角质层纹理

占多，含有草酸钙簇晶。火炭母粉末显微特征，可

见丰富多样的结构特征，相对于单个部位，火炭母

药材粉末的显微鉴定更具代表性。

１３　薄层鉴定

薄层色谱法（ＴＬＣ）是常用的中药鉴定方法，该
方法快速、简捷、高效、成本低，目前在药物、食

品、环境分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在定性鉴定以

及作为测定物鉴定指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１５１６］。

林志云等［１４］对采自广东城区的火炭母进行薄层鉴

定，火炭母药材粉末用甲醇、盐酸回流提取，经乙酸乙

酯萃取，合并滤液，制成供试品。以槲皮素作为对照

品，两者点于同一以羧甲基纤维素钠为黏合剂的硅

胶Ｇ薄层板上，以甲苯（水饱和）甲酸乙酸 （５∶４∶１）
展开。在可见光下观察发现，供试样品在与槲皮素

对照品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的黄色斑点，薄层清晰。

程建国等［１７］对产自广西、广东的火炭母进行薄

层研究，方法借鉴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的火

炭母薄层鉴定方法。以火炭母槲皮素为参考物，斑

点分离明显、清晰、圆润，整个板面没有拖尾现象。

在相应的对照药材及对照品色谱位置上，显示相同

颜色的荧光斑点。火炭母药材采自不同的地点、时

间，在相同展开剂、温度、湿度的条件下实验结果

差别较小，这是鉴定火炭母药材的有效、可靠的方

法，同时也是质量控制的可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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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理化鉴定

中药理化鉴定法借助物理、化学手段来鉴别药

材主要化学成分以及测定其他成分的含量，是评价

药材质量的有效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理化鉴定方法逐渐多样化，比如显色反应、荧光法、

分光光度法等，已经成分中药鉴定的重要内容［１８１９］。

１４１　显色反应　取火炭母粗粉，经乙醇回流提
取、浓缩，得到干膏，取少量于试管中，加镁粉少

量与盐酸数滴，水浴中加热３０ｍｉｎ，显橙色或橙红
色。取上述滤液过滤纸，晾干，置紫外光下观察，

显黄色荧光，再喷以１％三氯化铝的乙醇溶液，荧
光加强［２］。理化鉴定的实验现象可做初步判断，但

不能作为鉴定的决定性依据。

１４２　光谱鉴定　张可锋等［１０］运用紫外可见光谱
法对火炭母进行鉴定，其石油醚提取液在６６８、４０８、
２６８ｎｍ波长处出现特征峰；其三氯甲烷提取液在
６６７、６０９、５３７、５０３、４１４、３２７ｎｍ波长处出现特征
峰；火炭母的乙酸乙酯提取液在 ６６５、６０７、５３３、
５０４、４０８、３１０、２７１ｎｍ波长出现特征峰；正丁醇、
无水乙醇提取液也相应出现特征峰。光谱鉴定火炭

母，三氯甲烷和乙酸乙酯提取液特征峰信息丰富，

可提供火炭母药材的紫外可见光谱鉴别。

１５　ＤＮＡ条形码鉴定

ＤＮＡ条形码自提出以来备受关注，在物种进
化、近种种源鉴定等方面发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

用［２０２１］。陈士林［２２］提出 ＤＮＡ条形码分子鉴定法在
药材鉴定方面具有操作简单、准确性高、迅速的独

特优势，是区别药材真伪快速、高效、可行的方法。

候典云等［２３］对产自广东、广西、安徽、河北、

河南的火炭母进行ＤＮＡ条形码鉴别，以区别其混伪
品，发现火炭母与混伪品两者的 Ｋ２Ｐ差值较大，能
较好区分开来。比较两者ＮＪ邻接法构建的系统聚类
树，明显看出火炭母药材单独聚为一大支，与混伪

品差异显著。火炭母与混淆品的 ＩＴＳ２二级结构方面
也存在较大差异。表明 ＩＴＳ２条形码序列是一种有
效、可行鉴别火炭母的方法。

２　化学成分

研究火炭母的化学成分多以乙醇、乙酸乙酯、

三氯甲烷、石油醚等提取物为主。目前对火炭母的

化学成分研究较全面、深入，化学成分主要含黄酮

类［２４］、酚酸类［２５２６］、甾体类［２７］以及挥发油［２８］等。

２１　黄酮类

火炭母富含黄酮类成分［２９３０］，主要有槲皮苷、异槲

皮苷［３１］、柚皮素［２６］，还存在异鼠李素（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
芹菜素（ａｐｉｇｅｎｉｎ）、槲皮素［３１３２］（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山柰酚
（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广寄生苷（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ｉｎ）、木犀草素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３３３４］，含有巴达薇甘菊素（ｂａｔａｔｉｆｏｌｉｎ）［３５］，
山柰酚７Ｏ葡萄糖苷（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７Ｏ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山柰
酚３Ｏ葡萄糖醛酸（ｋａｅｍｐｆｅｒｏｌ３Ｏ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ｉｄｅ）［３６３７］。

２２　甾体类

目前从火炭母药材中提取出甾体类成分有 β谷
甾醇（β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２８］；研究发现，从火炭母的根及
茎中分离得到 ３，６二酮４烯豆甾烷（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ａｎｅ３，
６ｄｉｏｎｅ）、３，６二酮豆甾烷（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４ｅｎｅ３，６ｄｉｏｎｅ）、
番麻皂素（ｈｅｃｏｇｅｎｉｎ）和 ３，６二酮４烯海柯吉宁
（２５Ｒｓｐｉｒｏｓｔ４ｅｎｅ３，６ｄｉｏｎｅ）４种甾体化合物［３８］。

２３　酚酸类

从火炭母中分离纯化得到酚酸类成分有没食子

酸（ｇａｌｌｉｃａｃｉｄ）、咖啡酸（ｃａｆｆｅｉｃａｃｉｄ）、３，３′二甲基
鞣花酸（３，３′ｄｉＯｍｅｔｈｙｌ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原儿茶酸
（ｐｒｏｔｏｃａｔｅｃｈｕｉｃａｃｉｄ）、丁香酸（ｓｙｒｉｎｇｉｃａｃｉｄ）、３甲
氧基４鼠李糖鞣花酸［２６２７］、没食子酸甲酯（ｇａｌｌｉｃｉｎ），
鞣质类有鞣花酸（ｅｌｌａｇｉｃａｃｉｄ）［３９］。

２４　挥发油类及其他类

杨先会等［２８］用石油醚提取得到火炭母全草的挥

发性成分，主要以饱和烃及其衍生物为主，含量较

大的成分为正十六烷酸 （相对质量分数高达

５２８８％）、叶绿醇（质量分数为４１９％）等。林敬明
等［４０］采用气相质谱联用（ＧＣＭＳ）对火炭母超临界
ＣＯ２萃取物进行分析，发现含量较高的有邻苯二甲
酸、邻苯二甲酸二异丙基酯、６，１０，１４三甲基２
十五烷酮。有研究报道，从火炭母的根茎中分离纯

化得到１个酰胺类化合物（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ｍｉｄｅａｃｅｔａｔｅ）。此
外还存在Ｌ鼠李糖、Ｄ半乳糖 （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ｅ）、棕 榈
酸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ａｃｉｄ）、亚麻酸（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ａｃｉｄ）等多种氨
基酸［１］。目前研究发现，火炭母中 Ｆｅ、Ｍｇ、Ｃａ、
Ｋ、Ｚｎ、Ｍｎ６种微量元素含量较高，而 Ｃｕ、Ｐｂ、
Ｃｒ、Ｃｄ、Ｎｉ５种微量元素含量较少［４１］。

３　药理作用

火炭母主要含有黄酮类及黄酮苷类、酚酸类、

甾体类等化学成分，这些是发挥药理作用的物质基

础，目前对火炭母药理学的研究表明，火炭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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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止痛、抗氧化、抗乙肝病毒、抗菌等药理作用，

同时具有对平滑肌和骨骼肌的松弛作用以及清除自

由基、抗肝癌、抑制 ＥＢ病毒壳抗原表达、抗细胞
毒性、抗腹泻等药理作用［４２４３］。

３１　抗炎止痛作用

蔡家驹等［４４］探究火炭母水提取物的抗炎止痛作

用，结果表明，火炭母水提物可抑制醋酸所致的实

验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并可缓解小鼠耳廓肿

胀，减轻由热板法和醋酸所致的疼痛，其发挥作用

的成分可能是黄酮类化合物。刘圆等［４５］研究发现，

木犀草素的抗炎、镇痛效果均比乙酰水杨酸好。山

柰酚、槲皮素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抗炎止痛的药理作

用［４６４７］。Ｔａｏ等［４８］从火炭母正丁醇提取物中提取黄酮

类化合物，对脂多糖诱导的炎症反应进行体内外抗炎

作用的研究，研究发现，其提取物在体内的抗炎活性

可促进抗氧化能力的增强，其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抑

制ＭＡＰＫｓ信号通路中相关物质的磷酸化而实现。

３２　抗氧化作用

王呈文等［４９］探究火炭母９５％乙醇提取物的抗氧
化活性，实验发现其乙醇提取物对１，１二苯基２三
硝基苯肼（ＤＰＰＨ）的清除能力以及对羟基自由基、总
抗氧化能力、超氧阴离子的半数抑制能力均比ＶＣ强，
火炭母的乙醇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黄国霞

等［５０］采用Ｈ２Ｏ２／Ｆｅ
２＋体系法和邻苯三酚体系法对火炭

母甲醇水混合提取物进行抗氧化研究，实验发现，
其提取液对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的清除能力较强。

３３　抗菌作用

欧阳蒲月等［５１］探究火炭母的不同部位、不同提

取剂、不同提取方法的抑菌效果，结果发现火炭母

的叶和茎都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茎的抑菌能力较

强。６５％乙醇提取物、超声提取物抑菌效果较佳。
火炭母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痢疾杆菌、枯草

杆菌、藤黄球菌、白色念珠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ＭＩＣ）均低于０６ｇ·ｍＬ－１。有报道火炭母洗剂治疗
霉菌性阴道炎具有良好效果，临床上值得推广［５２］。

火炭母合剂能有效抑制皮肤念珠菌，用于该病菌引

起的皮肤病具有良好效果［５３］。

３４　保肝作用

火炭母醇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护肝作用。高雅等［５４］

发现，火炭母醇提物对四氯化碳致急性肝损大鼠产

生保护作用，其提物各剂量组都能抑制急性肝损伤

大鼠血清中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

的活性，提升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活性，降低
丙二醛（ＭＤＡ）的水平。黄思茂等［５５］利用 Ｄ氨基半
乳糖（ＤＧａｌＮ）制备急性肝损伤小鼠模型，火炭母总
黄酮剂量组小鼠血清或肝组织中各项指标：ＡＬＴ、
ＡＳＴ、总胆红素（ＴＢＩＬ）、ＭＤＡ等水平都呈现不同程
度的下降，谷胱甘肽过氧物酶（ＧＳＨＰｘ）、总超氧化物
歧化酶（ＴＳＯＤ）、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和白细胞介
素４（ＩＬ４）水平明显升高，表明火炭母总黄酮能够
显著缓解肝损伤病态。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抗氧化及

调节肝组织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平衡有关。Ｘｕ等［５６］探究

火炭母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护肝作用，实验发现黄

酮类能使肝脏功能酶（ＡＬＴ和ＡＳＴ）的血液水平降低，
能降低实验小鼠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
６等，能增加整合素 β１、５核苷酸酶、抗原 ｋｉ６７阳
性细胞数量，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炎症应激和凋

亡、灭活肝内 Ｈｓｐ９０生物活性、提高脾脏免疫功能
实现的，表明从火炭母提取的黄酮类化合物对小鼠

化学性肝损伤具有潜在的保护作用。

３５　抗ＥＢ病毒及细胞毒性作用

火炭母是两广地区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现代研

究表明，火炭母具有抗 ＥＢ病毒和细胞毒性作用。
梅全喜等［５７］探究广东常用１２种清热解毒中药抗 ＥＢ
病毒及细胞毒性的作用，其中就含有火炭母。研究

发现，１２种广东地产清热解毒药能显著抑制疱疹病
毒（ＥＢＶ）壳抗原表达，并且对 Ｂ９５８细胞具有细胞
毒作用，同时观察到了剂量依赖性。黄桥华等［５８］发

现，火炭母乙酸乙酯供试液能显著抑制 ＨＣＴ１１６的
细胞增殖和诱导 ＨＣＴ１１６细胞凋亡，均呈剂量和时
间依赖关系。火炭母乙酸乙酯提取液能抑制ＨＣＴ１１６
细胞增殖并诱导细胞凋亡。

３６　其他药理作用

火炭母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富含生物活性较强

的黄酮类及酚酸类等成分，因此其药理作用广泛。

比如对平滑肌和骨骼肌的松弛［５９６０］、对心血管的保

护［６１６２］、抗疟疾、肝癌［６３６４］、抗辐射［６５６６］、保护肾

脏作［６７６８］、降压［６９］、对胃出血的保护作用［７０］等。

４　临床应用

火炭母药材作为药用历史悠久，可单独使用也

可作为复方剂使用，作为复方剂使用居多，比如火

炭母保和汤可治疗急性阑尾炎［７１］，以火炭母为君药

的肠激胺胶囊具可治疗肠激综合征［７２］等，火炭母复

方剂主要以院内制剂为主。临床上火炭母复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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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细菌性痢疾［７３］，火炭母合剂治疗皮肤念珠

菌病，火炭母洗剂治疗霉菌性阴道炎，火炭母治疗

角膜豁［７４］、结膜炎［７５］、乳腺增生［７６７７］、腹泻［７８］、

风湿皮疹［７９］、黄疸［８０］、肝炎［８１］等。综合火炭母的

临床使用情况，其主要是用于胃肠道疾病、妇科炎

症以及黄疸性肝炎等方面，并且在治疗肝炎以及胃

肠道疾病方面效果显著［８２］。

５　展望

纵观国内外对火炭母的研究，其生药学方面研

究较广泛全面，从分子层面到外观形状的鉴定都细

致深入，对其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也相对成

熟。火炭母主要含有黄酮类、酚酸类、甾体类以及

挥发性成分，其中黄酮类是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成

分，比如其具有抗炎、抗病毒、抗肝炎等药理作用，

而且抗肝炎效果显著，为治疗乙肝病毒提供新的可

能。然而关于其有效部位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且体外实验方法（细胞实验）及体内实验（动

物模型）要相互结合，更具说服力。

火炭母易于种植，作为药用历史悠久，其临床

应用较广泛，使用方法有单用也有复合使用，剂型

也多样化，但多数是中药传统制剂，在临床上使用

存在局限性，且火炭母对各具体疾病的作用机制还

尚未阐明，因此，火炭母在临床疗效及开发新剂型

方面仍需更多的研究，这将是今后研究的主要任务。

而且广西、广东两地都制定了其质量标准，这为进

一步开发火炭母提供了安全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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