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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黄姜种质资源、化学成分及组织培养研究概况进行了综述．为下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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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tudies on germ plasm resources，chemical compo— 

sitions and tissue culture of Discorea zingiberesis C．H．Wright is overviewed．The basis for further 

related research is provi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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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姜 Dioscorea zingiberensisC．H．Wright又名 

盾叶薯蓣、火头根．是我国特有的薯蓣品种(薯蓣 

科薯蓣属根状茎组)．其根茎内薯蓣皂素的含量 

最高可达 16．15％⋯，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激素 

类药源植物．黄姜具有清肺止咳、利湿通淋、通络 

止痛、解毒消肿的功效，可治肺热咳嗽、湿热淋痛、 

风湿腰痛、痈肿恶疮、跌打扭伤，蜂螫虫咬 J．其 

水溶性甾体皂苷成分对心肌缺血、胸痹、高脂血症 

等具有明显治疗作用 J． 

1 种质资源 

黄姜分布于东经98。53 一112。50 ，北纬23。 

42 ～34。1O 范围之内．生长在河谷及低、中山丘 

陵的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或稀疏的常绿林 

的灌木林内．由于长期大量采挖，野生资源日益衰 

竭，质量下降(皂素含量从2％降至1％，皂素熔 

点低于195℃)，因此，近年来对其引种栽培日益 

受到重视．周雪林等 对野生盾叶薯蓣的资源进 

行了调查，并进行了引种试验，发现野生黄姜以四 

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为界可分成不连续的两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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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分布于横断山脉地区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沿 

岸峡谷地带，主要是云南和四川西南部；另一片分 

布在秦岭以南，南岭以北的大巴山、武当山、米仓 

山等地区和嘉陵江、汉水、沅江、资水等流域的低、 

中丘陵地带，主要是湖南、湖北、陕西南部、甘肃东 

南部和四川东部，其中以湖北西北部的武当山地 

区和陕西东南部的安康、石泉一带分布的黄姜所 

含皂素较高．有性(种子)和无性(根茎)繁殖试验 

均获得成功，温度是种子繁殖的主要影响因素 

(2O一25℃最适宜)．根茎繁殖操作简便，成苗率 

高，生长健壮，凡带有芽头的根茎都能发芽正常生 

长．周雪林等 还对黄姜进行了多年引种栽培的 

研究，掌握了它的生物特性，总结出一套适合大田 

种植的栽培技术．对四地(南京、江苏宜兴、江苏 

大丰、浙江仙居)栽培根茎的生长量、皂素含量进 

行了比较，结果以浙江仙居二年生栽培品单株生 

长量最高达550．2 g；皂素含量以江苏宜兴3年生 

栽培品最高，达5．39％．怀志萍等 采用简单相 

关、多元回归及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我国湖南、 

湖北等27个县的黄姜皂素含量与7个气候生态 

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降水量 

和年平均5 em土温为影响黄姜皂素含量的主要 

因素；盾叶皂素的合成与积累的最适气候生态条 

件为：年降水量800—900 m／n，以850 mm最佳，年 

平均5 em处土温 15—17℃，以 16℃最佳．从最 

适指标外推，不难发现湖北的郧阳地区及陕西的 

白河、汉阴和西乡等县，具备建立高含量基地的条 

件，因此建议在那里大力发展黄姜的栽种．我国现 

有的3个主要黄姜栽培基地为湖北郧西5 300—6 

650 km ，陕西安康3 300 km ，湖北安化2 000—2 

500 km ．但由于这些基地的产量和效益低下，已 

严重制约着黄姜人工栽培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不科学的采收制度(1年采收)是造成生产 

低产低效的直接原因之一，只有改 1年采收为3 

年采收或至少2年采收，其产量、质量和经济效益 

在不改变其他栽培条件下，才可能得到迅速增 

长 ．另外河南洛阳、南阳地区也有大面积栽培 

黄姜 ． 

2 化学成分 

黄姜根茎含薯蓣皂苷元(diosgenin) J，又名 

皂素．它是目前世界上合成300多种甾体激素和 

避孕药的原料．刘承来等 从其干燥根茎的乙醇 

提取物得到4个甾体化合物，即表 一拔葜皂苷元 

(epi—smilagenin)；延令草次苷(trillin)，结构为3 
一 O一(B—D一葡萄吡喃糖)一薯蓣皂苷元[3一O 
一 (B—D—glu—copyranosy1)diosgenin]；薯蓣皂 

苷元一双葡萄糖苷(dios—genin—diglucoside)，结 

构为3一O_[B—D一葡萄吡喃糖(1 )一B—D 

一 葡萄吡喃糖]一薯蓣皂苷元{3一O一[B—D— 

glucopyranosyl(1—}4)一B—D—glucopyranosyl j 

— diosgenin}；纤细皂苷(gracillin)，结构为3一O 

一 {B—D一葡萄吡喃糖(1一÷3)一[A—L一鼠李糖 

(1 2)]一B—D一葡萄吡喃糖}一薯蓣皂苷元{3 

一 O一{B—D—glucopyranosyl(1—}3)一[A—L— 

rhamnopynosyl(1—}2)]一B—D—glucopyranosyl} 
一 diosgenin}．他们 叫̈又从其新鲜根茎的甲醇提 

取物分离到薯蓣皂苷元棕榈酸酯(diosgeninpalmi— 

tate)、B一谷 甾醇(B—sitos—tero1)、纤细皂苷 

(gracillin)、原纤细皂苷(protogracillin)和原盾叶 

皂苷(pmt0zingiberensissaponin)，其中原盾叶皂苷 

为一新甾体皂苷，结构为3一O一{A—L一鼠李吡 

喃糖(1— )_[B—D一葡萄吡喃糖(1 2)]一B 
— D一葡萄吡喃糖}一26—0一{B—D一葡萄吡喃 

糖}一薯蓣皂苷元{3一O～{A—L—rhamnopyno— 

sy1(1—}3)一[B—Dglucopyranosyl(1—}2)]一B— 

D—glucopyranosyl}一26—0一{B—Dglucopyrano— 

syl}一diosgenin}；后 2个原始皂苷含量较高(占 

总皂苷 9O％)，样品放置过程中由于酶解等原 

因，可使原始皂苷水解为次级苷，由此可见，为了 

获得植物中的原始皂苷采用鲜植物样品为宜．但 

原始皂苷酶解后除原纤细皂苷酶解得到纤细皂苷 

外，未能得到预期的原盾叶皂苷的次级苷，其原因 

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唐世蓉等  ̈从黄姜根中分得 

种水不溶性三糖皂苷(A和 B)，以及两种水溶性 

四糖皂苷(和D)．A为新皂苷，暂定名盾叶皂苷A 

(zingibereninA)，结构为薯蓣皂苷元 一3一O_[B 
— D一葡萄吡喃糖(1— )]一O一[A—L一鼠李吡 

喃糖(1 3)]⋯O B D一葡萄吡喃糖苷；B为 

纤细皂苷(gracillin)异构物；C为原盾叶皂苷 A 

(protozingiberenA)，D为原盾叶皂苷B(protozingi— 

bereninB)． 

3 组织培养 

任建伟等  ̈研究了不同培养基和激素组合 

对原黄姜的根茎、幼茎和幼叶愈伤组织诱导和培 

养的影响，进行了愈伤组织培养并测定了黄姜不 

同部位及愈伤组织中薯蓣皂素的含量．结果：(1) 

以6，7一V培养基对诱导效果最好从接种到形成 

愈伤 组 织 约 4O ～50 d．(2)激 素 组 合 

2，4一DO．mol／L+6一BA1：mol／L对茎愈伤组织诱 

导率最高，激素组合2，4一D1mol／L+6一BAO． 

5mol／L对叶愈伤组织诱导率最高．(3)2，4一D浓 

度对愈伤组织的诱导和继代培养有重要影响．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2卷第3期 易 诚：黄姜种质资源、化学成分及组织培养研究概况 

(4)愈伤组织的悬浮培养试验表明细胞增长与接 

种密度有很大关系．采用薄层层析定量法对茎、叶 

及其愈伤组织中薯蓣皂素进行了测定，茎未能检 

出(原因待进一步研究)，茎愈伤组织0．01％，叶 

0．12％，叶愈伤组织0．01％，培养基未检出．对 

悬浮培养黄姜细胞的生长及皂素产生的变化规律 

研究表明：细胞培养7—21 d细胞的生物量增长 

最快，培养物中干物质累积最快．所以如以扩大细 

胞生物量为目的继代转接的时间以不超过 21 d 

为宜；如以获取皂素为目的细胞收获时间在 3O一 

35 d比较合适，此间皂素含量及每升培养基可得 

皂素均较高．皂素积累与细胞生长的关系属延迟 

型 引̈．对悬浮培养细胞固定化的初步研究表明， 

用 3％海藻酸钠固定黄姜悬浮细胞，在 MS+2，4 
一 D1．OmolL+BA0．1molL培养液中常温振荡培 

养较长时间后，培养液提取物(TLC检测)分泌出 

薯蓣皂素，但不能连续分泌u引．王志安等u 进行 

了诱导黄姜四倍体的研究，根据倍性育种原理，用 

秋水仙碱进行染色体加倍成功获得了黄姜四倍体 

植株，为进一步育成优质、高产的四倍体新品种打 

下了基础．考察秋水仙碱的渗透剂对出苗数、变异 

株数、变异率的作用，结果表明：秋水仙碱处理对 

适当加入渗透剂 DMSO及刺破种皮来促进加速 

效果是十分有效的． 

4 对策与展望 

(1)黄姜是世界上最好的甾体激素类药源植 

物，目前栽培引种已受到广泛重视，已建立起一些 

高产的原料生产基地，目前选育高含量、优质(薯 

蓣皂素含量高，熔点低)的黄姜品种是当务之急． 

成分研究主要集中在皂素提取方面，甾体皂苷类 

成分研究还不系统，药理研究很少见报道，应引起 

重视，为其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基础资料． 

(2)目前国内已有近 20家大型现代化皂素 

生产厂家，竞争激烈，一方面应采取超临界流体萃 

取等新工艺提高皂素质量来增强竞争力，另一方 

面应以新的思路综合开发黄姜资源是其发展的必 

由之路，如薯蓣淀粉制成葡萄糖液、生产酒精、酵 

母粉等【l引；把水溶性甾体皂苷开发成治疗心肌缺 

血等症的药物；薯蓣皂苷元上连接不同的糖链，以 

及对薯蓣皂苷进行选择性地去掉糖链得到含不同 

糖链的甾体皂苷分子，可望从中筛选出甾体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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