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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蛇床子是一种传统中药，是伞形科(Apiaceae)植物蛇床(Cnidium monnieri)的干燥成熟果实，主要有效成分为蛇床子素

及其它香豆素类化合物。蛇床子具有抗心律失常、抗病毒、抗肿瘤等多种功效，并且广泛应用于白癜风、银屑病等多种皮肤

病的治疗。蛇床适应性强，分布广泛，但不同产地的蛇床子药材品质差异较大，需要仔细鉴别入药。对蛇床的生物学特性、

产地特征、栽培研究和鉴别方法等进行了综述，并展望了未来产学研结合的蛇床子植物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蛇床子；生物学特性；化学成分；栽培；鉴别 

doi: 10.11926/jtsb.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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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uctus Cnidii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the dried and mature fruit of Cnidium 

monnieri. The main active compounds in Fructus Cnidii are osthol and other coumarins. Fructus Cnidii was found 

to have anti-arrhythmia, anti-virus, anti-tumor and many other activitie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including vitiligo and psoriasis. Cnidium monnieri has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widely distributes in 

China, but the quality of Fructus Cnidii from different origins are quite different, so it needs to be checked 

carefully before used as a medicine.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Fructus Cnidii 

were reviewed,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plant biology research on Fructus Cnidii was prospected. 

Key words: Fructus Cnidii;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Chemical component; Cultivation; Identification 

 

蛇床子别名野茴香、野胡萝卜子、蛇米、蛇栗

等，是伞形科(Apiaceae)植物蛇床(Cnidium monnieri)

的干燥成熟果实。蛇床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喜温

暖、湿润环境，不畏严寒和干旱，适应性广，在我

国华东、中南等地区均有分布。蛇床子最早见于《神

农本草经》：“味苦平。主妇人阴中肿痛，男子阳痿，

湿痒，除痹气，利关节，癫痫恶创。久服轻身。一

名蛇米。生川谷及田野。”蛇床子作为一种传统中

药材，用途广泛，功效颇多，其主要活性成分是以

蛇床子素为主的香豆素类化合物。香豆素(coumarin)

是 1,2-苯并 α-吡喃酮的衍生物，是一类具有多种分

子结构的天然产物，广泛存在于伞形科、芸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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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aceae)、豆科(Leguminosae)、菊科(Asteraceae)

等高等植物中[1]。研究表明，蛇床子中的香豆素类

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包括抗炎[2]、抗痉挛[3]、

抗病毒[4]、抗肿瘤[1]、抗骨质疏松[5]、抗心律失常[6]

等。其中，呋喃香豆素因其光敏特性被广泛应用于

治疗白癜风和银屑病[7]。一些带有羟基和甲氧基的

香豆素还具有抗氧化的功效[8]，常被用于化妆品的

生产。因此，蛇床子具有多种药理活性，应用范围

广，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收集

整理了国内外共 1 414 篇蛇床子的相关文献，其中

83%的文献集中于蛇床子的药理作用研究，15%的

文献与化学提取、鉴定分析相关，仅有 1%为植物

学相关研究，因此针对蛇床子的植物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仍有广阔的空间。本文综述了蛇床的植物学特

征、资源分布、栽培条件及环境对品质的影响、药

材鉴别等，并展望了产学研结合的未来研究方向。 

 

1 蛇床的生物学特性研究 
 

蛇床植物高 30~80 cm，茎直立中空，有分枝，

有疏柔毛；叶为二至三回羽状分裂，两面无毛；复

伞形花序，5 片花瓣，花白色；5 枚雄蕊，2 个花柱，

子房下位[9]。其成熟果实为蛇床子，椭圆形灰黄色

或灰褐色双悬果，长 2~4 mm，直径约 2 mm (图 1)。

种子气香，味辛凉，微麻[10]。生长期因地理位置不

同而有所差异，一般在 5-6 月开花，6-7 月结果。 

蛇床性喜温暖、湿润，多生于海拔较低的河谷、田

边、湿地、草地、丘陵及山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均有分布[11]。张巧艳等[11]根据中国植物志、各地植

物志和有关的书籍、论文记载、蛇床子标本采集地

点记录和野外采集调查记录，总结出蛇床在我国的

23 个省区(直辖市)有分布(表 1)。据《本草经集注》

记载，蛇床的产地在临淄，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南

京市六合县。在《本草品汇精要》中也提到蛇床子

的道地产区为扬州、襄州、南京，因此认为蛇床子

的道地产区是在江苏南京、扬州及湖北襄樊一带。

图 2 为蛇床在我国的地理分布。 

有研究表明，蛇床居群间的亲缘关系与地理分

布相关。曹晖等[12]根据蛇床的叶绿体 matK 基因序

列建立了蛇床 6 个居群的亲缘关系，可以分为两组：

来自湖南益阳(化学型 I)、江苏高淳(化学型 I)和河

南原阳(化学型 III)的为一组，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化

学型 II)、河北衡水(化学型 III)和安国(化学型 III)的

为另一组; 结合样品的地理分布与香豆素化学成分

分析，说明蛇床居群间的亲缘关系与地理分布及香

豆素化学型有一定的相关性。 

 

2 蛇床子的化学成分 
 

蛇床子的主要化学成分为香豆素类和挥发油

类，还有色原酮类、三萜、苷类、糖类等化合物,

其中，香豆素类化合物是蛇床子发挥药理作用的主

要成分，目前已从蛇床子中分离鉴定出 48 种香豆

素类化合物，包括 22 种简单香豆素、9 种线型呋喃 

 

 

图 1 蛇床的花、茎、叶(左, 周繇摄)和果实(右, 田琴摄) 

Fig. 1 Flowers, stems, leaves (Left, photoed by ZHOU Yao) and fruits (Right, photoed by TIAN Qin) of Cnidium monni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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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蛇床在中国的地理分布[11] 

Table 1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nidium monnieri in China[11] 

 分布地区 Distribution area 

黑龙江 Heilongjiang 龙江, 哈尔滨, 安达, 饶河, 虎林, 密山, 动宁, 佳木斯, 牡丹江, 肇东, 依兰, 青岗, 富锦 

Longjiang, Harbin, Anda, Raohe, Hulin, Mishan, Dongning,Jiamusi, Mudanjiang, Zhaodong, Yilan, Qinggang, Fujin 

吉林 Jilin 九台, 镇赉 Jiutai, Zhenlai 

辽宁 Liaoning 新民, 辽阳, 风城, 本溪, 沈阳, 桓仁, 义县, 黑山, 昌图, 大连, 瓦房店 

Xinmin, Liaoyang, Fengcheng, Benxi, Shenyang, Huanren, Yixian, Heishan, Changtu, Dalian, Wafangdian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海拉尔, 新巴尔虎右旗, 赤峰 Hailar, Xin Barag Youqi, Chifeng 

北京 Beijing 西山, 百花山 Xishan, Baihuashan 

河北 Hebei 北戴河, 保定, 唐山, 沧州, 正定, 小五台, 安国, 张家口 

Beidaihe, Baoding, Tangshan, Cangzhou, Zhengding, Xiaowutai, Anguo, Zhangjiakou 

山西 Shanxi 临汾, 运城, 垣曲, 夏县, 绛县, 晋城, 灵石, 太原, 忻州, 和顺 

Linfen, Yuncheng, Huanqu, Xiaxian, Jiangxian, Jincheng, Lingshi, Taiyuan, Xinzhou, Heshun 

甘肃 Gansu 舟曲 Zhouqu 

陕西 Shaanxi 华阴, 大荔, 兴平, 丹风 Huayin, Dali, Xingping, Danfeng 

山东 Shandong 潍坊, 烟台, 青岛, 高密, 平邑, 崂山, 威海, 济南, 济阳, 惠民, 商河, 宾州, 淄博, 德州 

Weifang, Yantai, Qingdao, Gaomi, Pingyi, Laoshan, Weihai, Ji’nan, Jiyang, Huimin, Shanghe, Binzhou, Zibo, Dezhou 

河南 Henan 郑州, 许昌, 封丘, 信阳, 原阳 Zhengzhou, Xuchang, Fengqiu, Xinyang, Yuanyang 

安徽 Anhui 蚌埠, 泗县, 全椒, 安庆, 芜湖, 合肥, 当涂 Bengbu, Sixian, Quanjiao, Anqing, Wuhu, Hefei, Dangtu 

江西 Jiangxi 九江, 波阳 Jiujiang, Boyang 

四川 Sichuan 成都, 洪化, 南川, 崇庆, 双流, 新繁, 华阳, 金堂, 德昌, 宁南 

Chengdu, Honghua, Nanchuan, Chongqing, Shuangliu, Xinfan, Huayang, Jintang, Dechang, Ningnan 

云南 Yunnan 安宁, 黑龙潭 Anning, Heilongtan 

贵州 Guizhou 安龙, 望谟 Anlong, Wangmo 

湖北 Hubei 荆门, 潜江, 汉口 Jingmen, Qianjiang, Hankou 

湖南 Hunan 益阳, 临理, 郴州 Yiyang, Linli, Chenzhou 

江苏 Jiangsu 徐州, 盐城, 连云港, 高淳, 阜宁, 嵩县, 江阴, 苏州, 无锡, 溧阳, 常熟, 宜兴, 吴县, 宝应, 淮阴, 扬州, 东台, 射阳, 

句容, 睢宁, 淮安, 泗洪, 洪泽 Xuzhou, Yancheng, Lianyungang, Gaochun, Funing, Song County, Jiangyin, Suzhou, Wuxi, 

Liyang, Changshu, Yixing, Wuxian, Baoying, Huaiyin, Yangzhou, Dongtai, Sheyang, Jurong, Suining, Huaian, Sihong, 
Hongze 

上海 Shanghai 松江, 奉贤, 闵行, 金山 Songjiang, Fengxian, Minhang, Jinshan 

浙江 Zhejiang 黄岩, 临海, 昌化, 淳县, 临安, 桐庐, 富阳, 永嘉, 温岭, 慈溪, 余姚, 杭州 

Huangyan, Linhai, Changhua, Chunxian, Lin 'an, Tonglu, Fuyang, Yongjia, Wenling, Cixi, Yuyao, Hangzhou 

广西 Guangxi 百色, 龙州, 隆安, 上林, 马山, 忻城, 河池, 东兰, 靖西, 平果, 宾阳, 石龙, 苍梧, 贵县 

Baise, Longzhou, Long’an, Shanglin, Mashan, Xincheng, Hechi, Donglan, Jingxi, Pingguo, Binyang, Shilong, Cangwu, 

Guixian 

广东 Guangdong 高要, 廉江, 肇庆, 高原, 清远, 英德 Gaoyao, Lianjiang, Zhaoqing, Gaoyuan, Qingyuan, Yingde 

 

香豆素和 17 种角型呋喃香豆素[13]。其中含量较高,

普遍用于化学检测与鉴定的有 6种香豆素类化合

物，分别为蛇床子素、欧前胡素、异虎耳草素、花

椒毒素、佛手柑内酯和异欧前胡素。蛇床子还富含

挥发油，目前已从蛇床子中鉴定出 237 种挥发油,

包括 β-桉叶醇、乙酸龙脑脂、反式罗勒烯、二戊烯

等。蛇床子挥发油中含量最高的为倍半萜类化合

物，含量大于 85%，另有 7%以上的脂类成分和 2%

以上的萜烯醇类成分[13]。 

蛇床的适应性强，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

布，但不同产地的蛇床子形状大小及所含化学成分

有较大差异。张巧艳[14]根据果实大小和化学特征将

不同产区的蛇床分为 3 种类型：分布于黑龙江、内

蒙古、辽宁北部等地的为肇东型蛇床，果实较小,

直径为 1.60~1.85 mm，含角型呋喃香豆素为主，不

含蛇床子素和线性呋喃香豆素；分布于陕西、河北、

河南等地的为大荔型蛇床，果实中等大小，直径为

1.85~2.10 mm，含蛇床子素、线型呋喃香豆素和角

型呋喃香豆素成分；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

的为句容型蛇床，果实较大，直径为 2.10~2.55 mm，

以蛇床子素和线型呋喃香豆素为主要成分。 

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对种质选育有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野生蛇床数量日益减少,

因此需要全面收集和评价蛇床的种质资源，为蛇床

优良品种的选育奠定基础。 

 

3 蛇床的栽培条件与环境影响  
 

不同产区的蛇床子化学成分的差异是由种质

差异与外界环境因子共同决定的。有研究表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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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蛇床在中国的地理分布。★: 道地产区; ●: 其他产区。 

Fig. 2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nidium monnieri in China. ★: Genuine producing areas; ●: Other producing areas. 

 

界环境因素对蛇床子香豆素类化合物的合成与积

累有一定的影响。李义敏[13]将不同产地的蛇床子在

上海异地栽培，比较了原产地和异地栽培蛇床子的

香豆素类成分，同时比较原产区与上海的气候条件

和栽培环境，探讨了环境因子与蛇床子香豆素成分

含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蛇床子的开花期(5 月)，

降雨量与总简单香豆素和总线型呋喃香豆素含量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 7 月份外，各月降雨量与

总角香豆素含量呈负相关关系；除 8 月份外，各月

日照时数与总角型香豆素含量呈正相关关系；温度

是影响蛇床子香豆素成分变异的最重要气象因素,

与总简单香豆素和总线性呋喃香豆素含量呈正相

关关系，与总角型香豆素含量呈负相关关系。由于

蛇床子中含量最高、发挥主要药理作用的是以蛇床

子素为主的简单香豆素和部分线型呋喃香豆素，因

此土壤湿润、日照充足和气候温暖有利于蛇床子品

质的提高。 

随着蛇床野生资源的减少，要满足蛇床子的市

场需求，就必须进行适当规模的人工种植。人工种

植蛇床的方法目前已有报道[15–16]，包括选地与整

地、繁殖方法、田间管理、虫害防治、白粉病的防

治以及采收加工方法等，对实际生产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另外，董家行等[17]还建立了玉米(Zea mays)

套种蛇床的立体种植模式，既不影响玉米的正常生

长，又实现了蛇床子的高产，有效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农民的经济效益，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粮药双

收的栽培技术。蛇床子的产量与品质的提高离不

开科学的种植方法和合理、高效的田间管理等 , 

因此需要进一步改进蛇床子的种植技术，保证药

材的高产稳产。 

 

4 蛇床子的真伪鉴别 
 

蛇床子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广泛应用于各种

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其伪品对临床用药安全产生威

胁。目前，在市场上售卖的蛇床子，存在以同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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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果实冒充销售的情况。传统的鉴别方法有性状

鉴别、显微鉴别、荧光鉴别和薄层色谱鉴别等。 

性状鉴别    可从果实的形状、大小、颜色等

方面的特征对蛇床子及其伪品进行区分，方法简便

易行。蛇床子长 2~4 mm，直径约 2 mm，而旱芹

(Apium graveolens)种子较小，长 1~1.5 mm，直径

约 1.5 mm；蛇床子表面为灰黄色或灰褐色，而旱芹

种子表面为灰黄色或灰绿色；蛇床子分果接合面平

坦，而旱芹子接合面小，不平坦；蛇床子气香，味

辛凉，尝之有麻舌感，而旱芹种子用手揉搓后有浓

郁的芹菜香气，味辛凉，微苦等[10]。 

显微鉴别    将药材切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根据组织、细胞特征可区分药材的真伪。蛇床子横

切片为半圆状锐五角形，外表皮有 1 列扁平细胞,

纵棱高，深波状突起，而旱芹子横切片为半圆状钝

五角形，外表皮有 1~2 列扁形细胞，纵棱低、浅波

状突出；蛇床子种皮为 1 列淡棕色扁平细胞，壁呈

连珠状，而旱芹子种皮为 1 列棕色长扁形细胞；蛇

床子胚乳较小，胚乳细胞糊粉粒中有细小的草酸钙

簇晶，而旱芹子胚乳较大，胚乳细胞糊粉粒中有较

大的草酸钙簇晶[10]。 

荧光鉴别    根据中药中的某些成分在常光

或紫外灯照射下会出现荧光的特性，可鉴别中药。

这种方法简单、快速，结合性状鉴别等其它方法可

以使鉴别更准确。蛇床子的乙醇提取液在紫外光灯

(365 nm)下呈蓝紫色荧光[18]。 

薄层色谱鉴别    蛇床子中蛇床子素含量较

高，而伪品不含或仅含少量蛇床子素。取 0.1 g 蛇

床子及旱芹子粉末，分别溶于 10 mL 乙醇中，超声

处理 5 min，将溶液点于 0.8%羧甲基纤维素钠为粘

合剂的硅胶 G 薄层板上，展开剂为石油醚(30℃ ~ 

60℃)-乙酸乙酯(1∶1)，对照品为蛇床子素乙醇溶液，

展距约 7 cm，取出晾干后在 365 nm 紫外光灯下可以

观察到蛇床子与对照品在相同的位置有蓝紫色斑

点，而旱芹子仅在原点有浅黄色斑点[19]。 

 

5 蛇床子的香豆素类成分鉴定 
 

蛇床子的品质影响了其用药及治疗效果，如何

快速高效地鉴定蛇床子药材的品质也是目前存在

的问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入药

的蛇床子按干燥品计算，含蛇床子素不得少于

1.0%。除了蛇床子素外，蛇床子中还含有数十种香

豆素类成分，对其药效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香豆

素类成分含量的测定是鉴定蛇床子品质的关键。但

由于香豆素类化合物结构类似，且部分化合物含量

较低，因此一般的化学检测手段无法满足蛇床子品

质鉴定的需求。 

目前，高效液相色谱(HPLC)是检测蛇床子中不

同香豆素类化合物的主要方法。宋丽娇等[20]优化了

传统的 HPLC 法，能同时检测蛇床子中 6 种主要香

豆素类化合物，实现了快速鉴定并比较不同产地、

批次的蛇床子药材品质。该方法使用 Hedra ODS-2

色谱柱，甲醇-0.1%甲酸水流动相，采用 8 个梯度洗

脱，在 1 h 内分离鉴定蛇床子中的 6 种主要香豆素

(花椒毒素、异虎耳草素、佛手柑内酯、欧前胡素、

蛇床子素和异欧前胡素)。通过测定不同浓度的 6

种香豆素的标品，可以构建峰面积与香豆素成分浓

度的标准曲线，从而计算各组分的含量。虽然该方

法无法检测蛇床子中含量较低的香豆素类成分，但

已经可以通过“一测多评”的方法实现对蛇床子品质

的快速鉴定。 

 

6 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前景 

 

蛇床子作为一种传统中药材，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随着蛇床子总香豆素在美国完成治疗银屑病

的三期临床，蛇床子作为药材，未来市场必定会出

现较大的增长。然而近年来蛇床种植面积逐渐减

少，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不可能仅仅寄希

望于野生资源，必须开辟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目前蛇床种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种质资源

退化严重，种植几代之后药效成分含量大大降低。

未来市场随着新产品上市可能出现巨大需求，而种

植面积缩小、品质下降则可能造成供需矛盾。目前，

对蛇床子的药理作用研究已较为透彻，但相关的植

物学研究较少，蛇床的栽培技术、资源收集与评价

等仅有少量报道，其重要药效成分的合成途径及其

调控的分子机制相关研究几乎空白。 

为解决蛇床子产业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全面收集评

价蛇床子野生资源，结合现代分子育种技术，选育

药效成分含量高的新品种，保证优良种质资源的源

头供应。其次，药材栽培技术需要系统研究，全面

分析影响药效成分积累的环境因素，搭配合理、高

效的水肥等田间管理，研发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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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药材的高产稳产。第三，结合蛇床植物本身的

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等生物信息学的综合分析，

解析主要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及其调控的分

子机制。第四，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烟草

(Nicotiana tabacum)、生菜(Lactuca sativa var. ramosa)

等植物瞬时表达平台，以及酵母、细菌工程菌等平

台，建立主要药效成分的高效生物合成体系，摆脱

对药材种植的依赖。最后，开发 DNA 及化学标记，

用最快速、准确的方法鉴定蛇床子药材真伪及品

质，保证蛇床子市场有序发展。 

蛇床子作为传统中药材，在传统用药的基础上

新的功效发掘具有广阔的前景，其抗炎症、抗病毒

等药用价值已经逐渐被医学界深入研究，未来的产

业发展潜力不可估量。而中药材资源等相关研究却

存在大量空白，未来需要更多的科研投入，培养更

多的优秀人才，才能深入研发产业链各节点的关键

技术，系统推动蛇床子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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