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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鱼腥草在分布、栽培、化学成分、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并对鱼腥草今

后研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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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腥草始载于《别录》下品 ,为三白草科蕺菜属植物蕺

菜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的全草。具清热解毒 ,消痈排

脓 ,利尿通淋等功能 ,用于痰热喘咳、热痢、热淋、痈肿疮毒等

症。 其嫩叶及根茎可食用 ,为长江以南各省区大众喜爱的美

味菜肴。 目前 ,鱼腥草被国家卫生部正式确定为“既是药品 ,

又是食品”的极具开发潜力的资源之一 ,广泛受到人们关注。

现就其分布、栽培、化学成分、药理、临床应用及产品开发等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植物分布

三白草科共 4属 8种 ,分布于亚洲和北美。中国产 3属 4

种。其中 ,蕺菜属仅 1种 ,即鱼腥草 ,分布于我国中部、东南及

西南部各省区 ,东起台湾、西南至云南、西藏 ,北达陕西、甘

肃 ,尤以四川、湖北、湖南、江苏等省居多。常生于海拔 300～

2600 m的山坡潮湿林下、路旁、田埂及沟边。

2　栽培

鱼腥草历来为野生植物。近年来 ,由于需求量不断增加 ,

才逐渐驯化变为家种。刘香等 [1]分析了人工栽培和黔产野生

鱼腥草挥发油中化学成分 ,发现人工栽培鱼腥草的挥发油

中 ,具抗菌作用的癸酰乙醛等含量高于野生鱼腥草。 齐迎春

等 [2～ 4]介绍了鱼腥草的栽培技术 ,就鱼腥草的生长习性、繁

殖方法、选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进行了概述 ,

但更系统深入的报道较少。 Suagha ra等 [5 ]研究发现 ,鱼腥草

鲜重随 pH值下降和时间增加而下降 ,其致死 pH值为

5. 65。 认为可通过控制土壤 p H值来控制其生长。

适时采收 ,是药材生产的关键环节之一。 鱼腥草的挥发

油含量与采收期和晒干加工等关系密切。已发现新鲜鱼腥草

全草 ( 5月下旬采集 )挥发油平均得率 0. 022% ～ 0. 025% ,干

品平均得率 0. 03%。 由于鲜草折干率约 10∶ 1,且鲜草所得

挥发油色泽较淡 ,质量较好 ,故认为挥发油应尽量以鲜草提

取为宜。另外 ,初夏采集的鱼腥草挥发油得率 ( 0. 025% )比秋

末所采得率 ( 0. 009% )明显增多 ,故认为应在生长旺季采

集 [6 ]。 林必杰 [7 ]研究也表明 ,鲜鱼腥草挥发油含量以每年 6

月花期最高 ,达 0. 042% ～ 0. 046%。而花期前采集的挥发油

含量 仅 0. 0042% ～ 0. 0045% , 干 品 得 率 为 0. 003% ～

0. 0046%。 认为鱼腥草宜在花期采收 ,且制备鱼腥草注射液

的原料以鲜品为佳。

鱼腥草还可利用组织培养进行快速繁殖。 Tsuzuki等 [8]

通过组织培养的方法 ,用鱼腥草叶诱导出愈伤组织 ,并进一

步诱导出植株 ,移入地中栽培直至成熟。

3　化学成分

任玉翠等 [9]报道 ,每 100 g鱼腥草可食部分 (干品 )含蛋

白质 5. 26 g、脂肪 2. 41 g、碳水化合物 67. 5 g、钙 7 530. 9

mg、磷 43 mg、铁 12. 6 mg ,以及维生素 P, C, B2 , E等以及天

冬氨酸、谷氨酸等多种氨基酸。

鱼腥草含蕺菜碱、槲皮苷、异槲皮苷、瑞诺苷、金丝桃苷、

阿夫苷、芸香苷等黄酮类化合物。 挥发油主要成分有癸酰乙

醛 (鱼腥草素 )、月桂醛 ,两者均有特异臭气。还含 d -柠檬烯、

甲基正壬基酮、癸醛、癸酸、α-蒎烯、莰烯、芳樟醇、乙酸龙脑

酯、丁香烯等。 此外 ,还含绿原酸、棕榈酸、亚油酸、油酸和硬

脂酸等 [10]。

不同的提取方法 ,所得成分有所差异。郝小燕等 [11]采用

水蒸气蒸馏和石油醚萃取的方法分别提取黔产野生鱼腥草

的精油和净油 ,结果表明 ,两种提取方法的成分不尽一致 ,精

油成分 40个 ,净油成分 48个 ,按相对含量计 ,精油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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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β -蒎烯、 2-十一烷酮、α-蒎烯、月桂烯、柠檬烯等 ;净油主要

成分为癸酸乙酯、鱼腥草素、亚油酸甲酯、β -蒎烯等。

4　药理作用

4. 1　抗菌作用:鱼腥草鲜汁对强毒人型结核分枝杆菌、堪萨

斯分枝杆菌等有明显抑制作用 [12]。 鱼腥草油对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有较强抑菌作用 ,对肺炎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有

一定抑制作用 ,对其它革兰氏阴性菌作用不显著 [13 ]。鱼腥草

注射液还对痢疾杆菌和绿脓杆菌等有抑制作用 [14]。 但也有

报道认为 ,鱼腥草注射液中癸酰乙醛含量甚微 ,体外及小鼠

体内并无抗菌活性 [15]。

4. 2　抗病毒作用:用人胚肾原代单层上皮细胞组织培养 ,观

察到鱼腥草 ( 1∶ 10)对流感甲型京科 68-1株有抑制作用 ,并

能延缓孤儿病毒 ( ECHO11 )的致细胞病变作用
[16]。 鱼腥草非

挥发油提取物 ( 1∶ 4) ip 0. 01, 0. 05毫升 /只对流感病毒 FM 1

试验感染小鼠有明显预防作用 [17]。

4. 3　抗炎镇痛作用:用合成鱼腥草素 ig给药 ,对巴豆油致

小鼠耳肿胀 ,醋酸致小鼠腹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等均有显

著抑制作用。 同时 ,灌胃给药可以抑制醋酸所致的小鼠扭体

反应 ,延长镇痛反应潜伏期 ,拮抗甲醛致痛作用 [18]。

4. 4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用Φ-射线照射每只口服鱼腥草营

养液 0. 4和 0. 2 m L /d的小鼠及对照 1个月后发现 ,试验小

鼠血清溶血素含量 ,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明显高

于对照组 [9]。合成鱼腥草素对脾切除致免疫功能低下小鼠的

特异性、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均有明显增强作用 [19 ]。雾化吸入

鱼腥草提取液 ,可使试验鼠肺泡巨噬细胞吞噬率、肺泡冲洗

液和外周血中 ANAE阳性细胞的比例显著提高 ,而外周血

白细胞移性指数明显降低 [20]。

鱼腥草还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以及轻度镇静、抗惊作用。

5　临床应用及产品开发

鱼腥草可清痰热 ,平咳喘 ,运湿滞 ,止泻痢 ,渗湿热 ,解热

毒 ,治疮痛 ,宣肺气 ,疗瘾疹。目前 ,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及儿

科等疾病的治疗 [21]。

鱼腥草注射液是鱼腥草以水蒸气蒸馏法制备的中药注

射剂 ,主要有抗菌、消炎、解热的作用。 临床主要用于治疗上

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 、小儿肺炎、慢性鼻

炎鼻窦炎、萎缩性鼻炎、单纯疱疹性角膜炎和难治性肾盂肾

炎等症。

随着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深入 ,鱼腥草药用保健产品

的开发研制也日益受到重视。鱼腥草茶、鱼腥草饮料、鱼腥草

营养液、鱼腥草袋装方便食品和鱼腥草蜜酒等许多新产品也

先后问世。

6　展望

近年来 ,许多学者开展了鱼腥草及其制剂的临床应用研

究 ,但对其化学成分、药理作用等研究相对较少 ,且深度远远

不够 ,在育种、栽培方面的研究则几乎空白。故亟待采用现代

科技手段 ,加强鱼腥草种质资源搜集鉴定、新品种选育、合理

生态布局及优质高产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和科学采收加工等

方面的研究 ,并制定出鱼腥草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GAP)和生

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 ( SOP)等 ,为生产出优质、高产、无公害

的原料 ,确保鱼腥草及其制剂顺利跻身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

理论和物质基础。

同时 ,还应进一步深入开展鱼腥草药理及化学成分研

究 ,探讨其有效成分及其作用机制 ,评价其质量 ,以利更好地

开发利用 ,生产出更多的鱼腥草优质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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