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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半夏的研究进展 

章艳玲 ，李关荣 ，位运粮 

(·平原大学，河南新乡453003；2西南大学，重庆400716：，河南省新乡县科技局，新乡453003) 

摘 要：把中药半夏生物技术、种属鉴定及分类。化学成分的研究进展作以概括 ，为半夏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提供信息和借鉴。分析近几年来国内对半夏的研究报道。进行归纳整理。半夏生物技术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其栽培、组织培养等方面，在其种属鉴定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成熟，但关于有效成分及其调控 

机理和有效成分代谢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应加大对半夏的药效成分及 

其调控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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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inellia ternata(Thunb．)B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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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reviewed the advances in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inellia ternata 

(Thunb．1 Befit to offer commun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further study．Analysed the reports about Pinellia 

ternata (Thunb．1 Berit and summed up．The main bio—technique iS cultivation，tissue culture and 

characterization，but the medicinal ingredients in Pinellia ternata(Thunb．)Befit and its regulatory are thin． 

The medicinal ingredients in Pinellia ternata(Thunb．)Befit and its regulatory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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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的原植物为天南星科植物半夏 Pinelli口ter_ 

nat口(Thunb．1 Befit，以块茎入药，性温、味辛、有毒， 

具有降逆止呕、燥湿化痰、消痞散节的功效，用于 

痰饮喘咳、胸脘痞闷、恶心呕吐、眩晕，是中国的 

传统中药【lI2】。根据目前关于半夏的研究报道，其在 

生物技术、种属鉴定、化学成分等方面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一些进展。 

1 半夏生物技术研究 

1．1 组织培养 

由于半夏野生资源匮乏，人工栽培效率不高， 

通过组织培养扩大半夏繁殖，保证种苗数量和质量 

是一种有效手段。半夏组织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研究方面。 

1．1．1 外植体的选择 在植物组织培养过程中，外 

植体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子往往对培养物的器官分 

化和形态建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83年，任家惠 

等[31报道了利用试管苗的叶片、叶柄诱导出小植株， 

他们认为在植株分化能力方面，叶片比叶柄的分化 

能力强。韩献忠(1989)等141认为不论是愈伤组织的形 

成，还是成苗，以叶片作材料较好。在大田的栽培 

实验中，试管苗的生物产量和块茎产量均要高于对 

照，证实了用组培方式繁殖半夏种苗，进而进行大 

田栽培的可行性。夏海武(1994)等【s】取半夏叶片、叶 

柄、块茎进行接种，结果显示，利用块茎诱导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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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效率最高。次年，万美亮等【6】报道，诱导愈伤组 

织的效果叶柄最好，叶片次之，块茎、珠芽较差。 

苏新(1989)rT]~lJ用正在休眠或刚开始萌发的半夏块茎 

诱导愈伤组织，得到再生小植株。李光胜(1992)等【8】 

利用半夏珠芽、小块茎、叶片、叶柄、种子等为外 

植体进行组培，并得到了再生植株。1995年，曾令 

波【9】采用叶片和叶柄也得到再生小植株。 

1．1．2 再生器官发生的途径 吴伯骥等 指出从半 

夏原生质体再生植株有两种途径：一是器官发生途 

径，即愈伤组织分化时，组织块内部发生组织分化， 

形成芽原基，再从愈伤组织表面分化出芽，同时产 

生大量不定根；二是胚状体发生途径，即愈伤组织 

表面分化出许多绿色小颗粒，经球形胚状体、心形 

胚状体、鱼雷形胚状体直至子叶形胚状体，最后在 

上边出芽下端生根，形成一棵小植株。苏新17]在研究 

半夏的再生时指出，出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愈 

伤组织上直接出苗；另一种是愈伤组织分化成小块 

茎，再从小块茎上长出小苗。试管苗移栽成活率为 

86．5％。1994年，何奕昆，刘刚等【l1】离体培养半夏 

茎尖获得再生小植株，并对半夏植株的再生途径进 

行形态解剖学观察，发现无论是从愈伤组织或是从 

叶柄上直接形成小植株均是通过小块茎分化途径完 

成的。1997年【l2】，他们又报道利用半夏叶柄经过小 

块茎发生途径诱导出完整植株，研究发现小块茎的 

叶原基由于不对称生长逐渐将顶端分生组织覆盖， 

随后叶原基的尖端和两端生长缓慢，生长中心转移 

到背轴面中央，从而导致叶原基呈帽状结构。不同 

发育程度的雏叶和叶原基总是叠套在一起，将顶端 

分生组织覆盖于下面。 

1．1．3 培养基配方 苏新【7】采用 MS，改 良White、 

H、N6四种培养基进行半夏愈伤的诱导。发现 MS 

培养基诱导率最高，30d达 74．19％，其次为改 良 

White和 H培养基，最低的是 N6。1995年，万美亮等【6】 

研究指出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的适当配合对诱导愈 

伤组织有增效作用，生长素诱导愈伤组织的能力较 

强，以2，4一D为最强，NAA次之。适宜的2，4一D浓度 

较低，超过 2．0mg／L以上则愈伤组织的长势渐弱。生 

长素诱导根的生成，浓度高时抑制芽的生成。细胞分 

裂素的适宜浓度在0．2 1．0mg／L，细胞分裂素促进芽 

的分化，但浓度也不宜过高，特别是高浓度时抑制根 

的生成。1998年，唐琼莲【I3】在研究半夏组织培养时指 

出：在 MS液体培养基中添加 0．25mg／L的 2，4一D和 

0．25mg／L的KT对半夏鲜重增殖率的提高最为适宜， 

其中 2，4一D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固体培养基中添加 

0．5mCL的2，4一D和 lmgCL的 KT对半夏再生植株数 

目和组织鲜重提高有利。同年张苏锋等【I4】研究发现， 

愈伤组织可在不含激素的 MS固体培养基上一步分 

化成小植株，在液体培养基中振荡培养可形成大量小 

块茎。2000年，罗光明【l5】报道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 

浓度配比恰当与否是影响组培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光照是半夏组培的一个有利因素。提高氮素中硝态氮 

的含量可以提高半夏愈伤组织生长。IAA对半夏愈伤 

组织生长起决定作用，CK有利于半夏愈伤组织生长， 

半夏的再生应选用较低水平的 6-BA和 NAA。赵月 

玲【I6】(1999)等在研究半夏组织培养时，发现在半夏成 

熟叶片的初代培养中，0．25％ 0．5％的活性炭对材料 

褐变有抑制作用，活性炭的加入促进试管苗根的伸 

长，0．05％ 0．25％的活性炭能降低半夏玻璃化苗率， 

1％的活性炭则对苗的生长有抑制。 

1．2 人工种子 

1978年首次提出制作半夏人工种子的设想 。半 

夏植株小，栽培密度大，移栽工作量很大，半夏组 

织培养技术的日益成熟推动了半夏人工种子制作的 

研究。1997年，何奕昆，朱长甫等【l2】用 4％海藻酸钠 

包埋直径为 2 3mm半夏组织培养产生的再生小块 

茎，制成人工种子，在无菌培养基上的萌发率可达 

70％，在未经灭菌泥炭土中萌发率约为 30％。人工 

种皮内添加适当激素可促进萌发，而添加营养物质 

作用则不大，适 当的脱水有利于人工种子的贮藏。 

张苏锋【l4】(1998) 利用半夏珠芽生长的茎尖作外植 

体诱导产生的直径为 5mm的小块茎制作的人工种 

子，在有菌条件下萌发，30d后成苗率达到 98．4％。 

人工种子生长出的苗块茎产量是栽培苗的 2．02倍， 

是试管苗的 1．33倍。 

1．3 分子生物学技术 

2001年，姚剑虹【l7】报道利用 RACE—PCR技术从 

半夏花序中克隆出了半夏凝集素的全长 cDNA。同 

年，曹晖、刘玉萍等【I8】和刘玉萍、王孝涛【l9】等分别报 

道采用 PCR直接测序技术对中药半夏及其伪品的 

18SrRNA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测序。 

2 半夏种属鉴别及分类 

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半夏野生资源急剧 

减少，许多地区用同属或同科数种植物小块茎充当 

半夏入药【l8】。在半夏的鉴别和分类 问题上前人做了 

不少工作。 

2．1 形状和显微鉴别 

早在 体 草经集渤 和唐朝陈藏器的 体 草拾 

遗》 中就指出了半夏和虎掌半夏的区别。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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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r根据我国和日本半夏标本的叶形变化将半夏 

分为4个变种【2】。肖培根【l】在 蜥 编中药 中描述 

了半夏的形状、大小、颜色及块茎横切面的内部结 

构，为半夏的分类和种属鉴别提供了参考依据 。 

1999年李丽例利用扫描电镜观察了半夏属部分国产 

种的基生叶叶表皮与花粉的形态和微形态特征，为 

半夏的分类和种属鉴别提供 了一定 的理论依据 。 

2000年，白权、赵淑芝【2l】采用电子显微镜对半夏和 

水半夏的细胞叶绿体超微结构进行了研究，发现半 

夏叶片细胞叶绿体中有数量不等，大小各异的嗜饿 

颗粒，水半夏叶片细胞叶绿体中无嗜饿颗粒，而有 

较大较多的空泡。因此叶绿体细胞中有无嗜饿颗粒， 

可以作为鉴别半夏和水半夏的依据。2001年，胡双 

丰 对半夏和掌叶半夏的药材性状，显微特征和薄 

层色谱加以对照区分，发现二者在叶片与块茎形态， 

淀粉粒形状与复粒中分粒的个数以及薄层色谱的斑 

点数和位置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并肯定了这些方法 

鉴~U---者的可行性。 

2．2 同工酶分析 

1997年。张袖丽、谢中稳、陶汉之 】对安徽产半 

夏属的滴水珠、鹞落坪半夏、虎掌及半夏 3个居群 

共 6个分类群植株的叶和块茎的 EST、MDH、ADH、 

SOD同工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叶和块茎中 

EST、MDH的谱带在它们之间都有相互区别的特征， 

可以作为鉴定原植物及其产地 的生化指标 。1999 

年 ，李丽 对部分 国产种 块茎 中的过氧化物 酶 

(POD)分析发现 POD酶谱有 6条带。其中滴水珠 

有 6条带，掌叶半夏 4条带，秭归半夏有 4条带， 

半夏有 3条带，这些特征为属内种的分类和亲缘演 

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并可作为鉴别的指标。 

2001年，郭巧生等例对栽培在同一生境下的l6个半 

夏居群同一生长期叶片中酯酶 (ES 和超氧化物 

歧化酶 (SOD) 同工酶酶谱进行 了比较分析，结果 

表明：EST和 SOD同工酶酶谱在各居群间，甚至在 

同一居群内除少数共有的特征谱带外存在较为明显 

的频率差异。 

2．3 PCR技术 

2001年，曹晖、刘玉萍等『18]采用 PCR直接测 

序技术对中药半夏及其伪品的 18SrRNA核苷酸序列 

进行测序和 PCR—RFLP (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分 

析研究，发现半夏与天南星，水半夏间分别有27个 

和37个碱基置换，半夏与虎掌同属半夏属，亲缘关 

系最近，天南星、水半夏为不同属植物，亲缘关系 

较远，而它们与半夏属半夏和虎掌遗传距离最大， 

亲缘关系最远。同年，刘玉萍、曹晖、王孝涛[j9】报 

道采用 PCR直接测序技术对半夏及其伪品虎掌南星 

的 18SrRNA基因核苷酸序列进行测序和 PCR—SR 

(选择性内切酶 分析研究，为半夏正品基原的准 

确鉴别提供了有效的分子方法。 

此外，纸层析、薄层层析，薄层色谱等技术也 

用于半夏的鉴别【 ．25】。 

3 化学成分 

半夏块茎的化学成分十分复杂，许多化学家试 

图从半夏中找出有效成分和刺激成分，但进展不大， 

至今仍未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3．1 有效成分 

半夏中的化学成分复杂，其镇吐药效成分有人 

认为是生物碱、植物固醇、甲硫氨酸、甘氨酸、葡 

萄糖醛酸。从半夏中提取分离的总生物碱具有止呕、 

镇咳、祛痰、降压、降脂作用，对体外肿瘤细胞的 

增殖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半夏的麻黄碱具有平 

喘、止咳等作用，且麻黄碱含量的高低与镇咳祛痰 

作用密切相关；天冬氨酸也具有镇咳祛痰作用：亲 

脂类化合物 B一谷甾醇具有镇咳、祛痰及降低血中 

胆固醇作用【2]。1978年，日本人大盐、津九井、松 

冈氏 报道认为半夏中含有的生物碱可能是其有效 

成分，他们测出半夏含 0．02％的左旋麻黄碱为半夏 

镇吐成分，含 O．Ol5％的胆碱也有镇吐作用。1981 

年，陶宗晋等[271从半夏块茎鲜汁中分离到半夏蛋白， 

后来确定其为一种植物凝集素，分子量为 44000， 

它与兔红血球有专一的血凝活力，并具有抗早孕等 

作用。1983年，孙册，陶宗晋等 对半夏蛋白的生 

物学性质进行研究，发现半夏蛋白能使多种红细胞 

凝集，并能促进细胞分裂。但半夏蛋白的促细胞分 

裂作用与血凝作用都具有动物种属专一性，且两者 

的专一性基本一致。 

3．2 刺激成分 

1957年日本人长谷川千鹤 报道分离出具刺激 

性的2，5一二羟基苯乙酸及其甙。又有人称 L_脯氨 

酸 一L一缬氨酸和原儿茶醛为半夏刺激成分。1969年 

Suzuki Masak0 等提出3，4一二羟基苯甲酸及其甙具 

有刺激性作用。1983年 Kubo Meguni[311等认为刺激性 

物质是草酸钙。1984年久保川彦【32】报道黑尿酸fho— 

mogentisic acid1为半夏刺激成分。1999年吴皓，李伟 

等【33】采用溶剂提取法，x一衍射，电镜扫描，氧化还原 

滴定，紫外光分光光度法等进行研究，认为半夏中含 

有的草酸钙针晶为半夏的刺激性成分之一，其晶形， 

含量与半夏的刺激性有关，经炮制后晶形发生变化，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166· 

Chinese A 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Vo1．23 No．7 2007 July 

http：／／www．casb．org．CB 

含量急剧下降，刺激性明显减弱。 

3．3 挥发油 

王锐等【=I4]采用 自制 “同时蒸馏 一萃取”装置提 

取中药半夏挥发油，运用毛细管气相色谱分离，质 

谱鉴定出茴香脑 nethole)、苯甲醛、丁基乙烯基 

醚 fButhylene ether)、 3一 甲 基 二 十 烷 (3-Methyle— 

icosane1、十六碳烯二酸fHexadecylendioic)、柠檬醛 

(Citra1)、 1一辛烯(1一Octene)、棕榈酸乙酯(Ethylpalmi— 

tate)和 2一甲基吡嗪(2一MethylpyraziBe)等 6O多种挥发 

油成分。刘布呜等f35佣 乙醚加热回流从中药水半夏 

中提取挥发油，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气相色谱一 

质一计算机分析技术对挥发油化学成分进行分析鉴 

定，确认 了十五烷(Pentadecane)、十六烷(Hexade— 

cane1、雪松醇(CEDR()L)、十七烷(Heptadecane)、十 

六烷醛(Hexadecana1)、十六碳酸(Hexadecanoic acid)等 

54种成分，占挥发油色谱总馏 出峰面积的 80％以 

上。结果显示水半夏挥发油主要化学成分为脂肪烃 

类和脂肪酸类。 

3．4 脂肪酸 

张科卫，吴皓等[361对半夏药材的甲酯化样品进 

行 GC—MS分析，质谱图用 NBS谱库检索，鉴定各 

种脂肪酸，从而鉴定出半夏块茎中含有9一氧代壬酸 

(Nonanoic acid，9—0x0一)、 十 五 烷 酸 (Pentadecanoic 

acid1、7一十六碳烯酸(7一Hexadecenoic acid)、十六烷 

fHexadecanoic acid)、 9一十六碳烯酸f9一Hexadecenoic 

acid1、十六碳 烯酸 fHexadecenoic acid)、十 七烷酸 

fHeptadecanoic acid)、8一十八碳烯酸f8-Octadecenoic 

acid)、油酸 (Oleic acid)、硬脂酸(Octadecanoic acid)、 

亚油酸fLinoleic acid)、11一二十碳烯(11-Eicoeenoic 

acid1、花生酸(Eicoeanoic acid)、10，13一二十碳二烯 

酸(10．13一Eicoeadienoic acid)、山酸(Docoeanoic acid)等 

15种饱和及不饱和脂肪酸。 

3．5 氨基酸 

李先端等 利用 835—50型氨基酸分析仪进行测 

定，发现半夏中含有甲硫氨酸、甘氨酸、谷氨酸、 

精氨酸、天冬氨酸、组氨酸、丝氨酸等十六种氨基 

酸，其中七种为人体必须氨基酸，氨基酸是人体的 

重要营养成分，不少氨基酸有很强的药理活性，如 

天冬氨酸具有镇咳去痰作用。刘布呜等【38】用 L一8800 

全 自动氨基酸分析仪，对鲜品水半夏和水半夏药材 

进行氨基酸成分的分析，发现水半夏中含有天门冬 

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甘氨酸、 

丙氨酸、胱氨酸、缬氨酸、蛋氨酸、异亮氨酸、亮 

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氨 H3)、组 

氨酸fHis)、精氨酸等 17种氨基酸成分。 

3．6 其他成分 

1965年村上孝夫等【391用气相色谱鉴定了半夏中 

所含的豆甾醇、B一谷甾醇和油菜甾醇。李先端等 

1990年报道 ，半夏 中含有铝、铁、镁、钾、铜、 

钙、锰、磷、锌等 18种无机元素。1978年 日本人 

大盐、津九井、松冈氏[261报道半夏中含有 0．02％的 

左旋麻黄碱为半夏的镇吐成分，含有0．015％的胆碱 

亦有镇吐作用。此外半夏中还含有胡萝 卜苷、姜辣 

烯酮、姜辣醇、黄苓苷、黄苓苷元、胰蛋白酶抑制 

剂、多糖、直链淀粉。醇提部分含有油酸、B， 一 

亚麻酸 、棕榈酸及硬脂酸等⋯ (肖培根 ，2002)。 

1997年黄大方等【4l1人报道半夏汁液中含有具杀虫活 

性蛋白，对刺吸口器害虫有致死活性。1998年潘映 

红等[421研究发现从半夏块茎中分离纯化到一种蛋白 

质 PPA，对刺吸口器害虫棉蚜或桃蚜有明显的致死 

作用，PPA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非共价结合的四 

聚体凝集素，分子量约为40kd．亚基分子量为 12kd。 

4 结语 

半夏是极其重要的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原料药材， 

我国著名的传统药材 ，药用历史已有二干多年，是 
一

味应用十分广泛、疗效确切的常用中药。近几年， 

半夏在组织培养、种属鉴定、化学成分、药理、临 

床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有效成分及 

其调控机理和有效成分代谢等研究较少。为了适应 

国际市场的需要，我国应加大有效成分代谢与其调 

控机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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