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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北刺人参（Oplopanax elatus Nakai)是长白山地区的一种濒危珍贵药材，含有皂苷、挥发油、黄酮等多种化学成

分，具有抗真菌、抗炎、抗氧化、抗疲劳、抗癌及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等多种药理活性。由于野生资源分布区域狭窄，自然环

境多变等原因，东北刺人参的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已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对东北刺人参的资源分布、人工繁育技术、

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等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以期为东北刺人参的深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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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Endangered Medicinal Plant Oplopanax Elatus N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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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lopanax elatus Nakai is an endangered and precious medicinal material in Changbai Mountain area. It
contains saponins, volatile oil, flavonoids and other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has anti-fungal,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tion, anti-fatigue, anti-cancer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gulation activities. Due to the narrow distri⁃
bution area of wild resources and man-made overexploitation, the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O. elatus have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d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O. elatu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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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刺人参（Oplopanax elatus Nakai）为五加

科刺人参属植物，又名刺人参，以干燥根及根状

茎入药，具有补气助阳、解热镇痛等功效，用于治

疗神经衰弱、抑郁、风湿、皮肤癣菌、低血压、阳痿

等多种疾病 [1]。因其具有与人参相类似的功效，

也被誉为木本人参，是一种极具开发价值的珍贵

药用植物。东北刺人参含有挥发油、皂苷类、黄

酮类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其具有抗真菌、抗炎、抗氧化、抗疲劳、抗癌以及

中枢神经系统调节作用等 [1-7]。由于种子结实率

低，发芽困难，生长收获不受人为控制，东北刺人

参野生资源濒临枯竭，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 [8]。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东北刺

人参的资源分布、人工繁育技术、化学成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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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活性等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并对今后研究和

利用进行了展望，以期为东北刺人参的深入开发

利用提供参考。

1 资源分布

东北刺人参为多年生灌木，枝上密生针状直

刺，叶片掌状分裂，裂片三角形或阔三角形，边缘

有锯齿；圆锥花序近顶生，伞形花序有花 6~10朵，

总花梗密生刺毛；花瓣 5，长圆状三角形；雄蕊 5；
子房 2室；花柱 2。果实球形，直径 7~12 mm，黄红

色；花期 6~7月，果期 9月 [9]。东北刺人参的地理

分布区域十分狭窄，只分布于我国东北部、俄罗

斯锡霍特山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常生长于海拔

1 300~1 800 m的针阔叶混交林带及海拔 800~1 000
m的松杉林下，该区域夏季雨量充沛，温湿度适

宜，冬季气候寒冷，积雪深厚且冻结期长 [10-12]。由

于长时间生长在寒冷环境中，导致结实率很低，

东北刺人参种群的自然增长受到限制，并且近年

来天气变化频繁，气候异常，东北刺人参在开花

李婉莹等：濒危药用植物东北刺人参研究进展

东北农业科学 2021，46（6）：123-128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Sciences DOI: 10.16423/j.cnki.1003-8701.2021.06.026



124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46卷

期遭受冷空气侵袭，造成冻害，严重影响其自然

繁育，致使野生资源日趋枯竭。

2 人工繁育技术

2.1 有性繁殖

东北刺人参种子具有多重休眠特性，不同种

子完成形态后熟的时间差异较大，种胚的分化与

发育并不同步，导致种子发芽率极低且不整齐，

在自然环境条件下需要经过 18个月以上的低温

后熟才能萌发，经变温层积处理 7个月发芽率为

2.3%，密封干藏 3年后种子发芽率有显著提高，优

化变温层积处理方法可使种子发芽率提高至

55%[13-15]。刘继生等 [16]研究发现移栽到野外环境

中的东北刺人参播种苗长势要好于在温室内培育

的播种苗。赵阳等 [17]采用人工控温预处理与室外

埋藏自然变温处理相结合的方法解除种子休眠，

使发芽率达到 68%以上，且室外埋藏处理 1年种

子当年生苗的合格苗率为 60%，显著提高了刺人

参播种苗的质量及种子利用率。张顺捷等 [18]将东

北刺人参苗木在低温地区引种栽培且能够自然

越冬，在种子变温催芽处理时发现经过 7个月变

温处理发芽率很低，层积前赤霉素处理对种子的

播种保苗数有极显著的促进作用。本课题组开

展了东北刺人参的栽培驯化研究，模拟野外种植

环境，发现在株距 30 cm，行距 50 cm的栽培条件

下植株长势良好，结实率可达 50%，并且利用遮

阴网进行遮阴处理，以松针覆盖土壤表面保持水

分，这些工作为东北刺人参的驯化研究积累了宝

贵经验。

2.2 无性繁殖

东北刺人参的无性繁殖研究始于 20世纪 70
年代，王章淮 [19]尝试采用分株、压条和扦插的方法

引种繁殖，但移栽后刺人参成活率较低。郑文

杰 [20]开展人工栽培试验并证明用埋干、整株移栽

或扦插等多种繁殖方式刺人参均有成活可能，萘

乙酸处理对扦插成活具有促进作用，顶枝扦插成

活率最高。曹长清等 [21]研究表明，无性繁殖采用

埋根方法苗木成活率高，5~6年生的根茎埋根繁

殖成活率可达 97%，显著高于扦插方法繁殖植株

成活率（34%）。葛江丽等 [22]对东北刺人参诱导愈

伤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筛选出最佳激素是 1.0
mg/L 2,4-二氯苯氧乙酸 (2,4-D)、1.0 mg/L 6-苄氨

基腺嘌呤(6-BA)，最佳外植体是叶子，最佳继代培

养的激素为 0.2 mg/L萘乙酸 (NAA)和 2.0 mg/L 6-
BA。孙玲玲 [23]研究发现诱导东北刺人参愈伤组

织的最佳外植体为生长 5 d的嫩叶，在 24 ℃条件

下 MS培养基中添加 1 mg/L NAA和 1 mg/L 6-BA
时，诱导率可达 95%。Heung等 [24]分析发现基因型

和外植体类型均对刺人参体细胞胚的诱导产生影

响，通过筛选发现 10 mg胚性愈伤组织在添加 5%
蔗糖、1.8 g/L结冷胶和 3.2 g/L琼脂的培养基中体

细胞胚转化率最高。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提高繁

殖系数，加快种苗繁殖，为实现东北刺人参规模

化、产业化种植创造条件。

3 化学成分

目前在东北刺人参中共发现 400余种化合

物，包括皂苷、酚酸、黄酮、挥发油等，皂苷类和黄

酮类成分等存在于叶中，而酚酸、蒽醌和脂肪酸

类成分等主要存在于根和茎中，挥发油类在根、

茎中均较多存在 [5-7，25-28]。

3.1 挥发油类成分

东北刺人参挥发油种类丰富，已见报道的成

分达 169种，主要为单萜烃类、倍半萜类及其含氧

衍生物 [29-31]。胡鑫尧等 [32]分析了刺人参各部位中

挥发油成分，鉴定出叶中 22种，根皮中 19种、根

与茎均有 13种、根茎中仅有 9种，且各部位均含

有橙花叔醇和香榧醇，占总挥发油含量的 60%。
李向高等 [33]利用 GC-MS-COMP技术从刺人参中

分离出 111种成分并鉴定出 45种为单萜和倍半萜

类，全根中含量最高的成分为 β-金合欢烯，根皮

和茎中则以 β-甜没药烯含量最高。Zhang[26]在刺

人参茎中测得以 α-蒎烯、辛醛为主要成分的挥发

油，含量达 3.1%。陈萍等 [34]研究表明，刺人参根挥

发油提取率为 0.83%,从中分离出 105种组分并鉴

定出了 78个组分，主要包括 α-蒎烯（8.78%）、β-
蒎烯（8.94%）、反式橙花叔醇（17.85%）等。

3.2 皂苷类成分

东北刺人参根、茎、叶中均含有皂苷成分，不

同部位皂苷类成分含量不尽相同，刺人参根 60%
乙醇提取物中总皂苷含量为 17.43%，显著高于茎

中皂苷含量（6.9%）。王广树等[35-37]从刺人参叶中

分离得到 25种皂苷成分，除 glycoside Ⅲ、glycoside
Ⅱ、glycoside Ⅳ外，其余 22种为新发现的五环三萜

皂苷，齐墩果烷型 14种，羽扇豆烯型 8种，分别命名

为刺人参苷 A-V。徐小平 [38]以刺人参皂苷 Z为指

标性成分对刺人参总皂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

通过优化方法使总皂苷含量达到 50%以上。

3.3 黄酮类成分

目前对于东北刺人参中黄酮类物质的报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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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仅发现于叶及不定根中。王广树等 [39]从东北

刺人参叶中分离得到 2种黄酮苷，经鉴定为山奈

黄素 3-O-β-D-吡喃半乳糖基-(l→2)-β-D-吡喃

葡萄糖苷、槲皮素-3-O-β-D-吡喃半乳糖基-β-
D-吡喃葡萄糖苷。吴晓晗等[40]通过对提取工艺进

行优化，测得不定根中总黄酮含量为 185.74 mg/g。
3.4 蒽醌类成分

东北刺人参茎与根中存在 4种蒽醌类化合

物，分别为大黄酚、大黄酸、芦荟大黄素和大黄素

甲醚 [41]。

3.5 脂肪酸类成分

东北刺人参茎中共分离鉴定出以 6，9-十八

碳二烯酸为主成分的 18个脂肪酸类化合物 [42]。

对东北刺人参不同部位中脂肪酸成分的分析研

究发现，根部与茎中均含有羊脂酸、天竺葵酸、2-
癸烯酸和花生酸这 4种脂肪酸，并且在刺人参根

中分离鉴定出异油酸、壬二酸等 14个脂肪酸类化

合物 [43]。

3.6 游离氨基酸类成分

刺人参植株各个部位均含有 12种以上的游

离氨基酸，总氨基酸含量在果实中最高为 519.8
mg/g，而必需氨基酸含量则在叶中最高为 222.6
mg/g[44]。汪树理等 [45]分析比较了刺人参茎和根中

的氨基酸含量，结果显示茎中氨基酸总含量

（3.61%）略高于根中含量（3.29%），必需氨基酸含

量约占氨基酸总量的 40%。
3.7 微量元素

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刺人参根、茎中微

量元素含量，结果显示根中 Zn、Cu含量均高于茎

中二者含量。东北刺人参根与茎中 Fe、Zn、Mn、
Cu、Al、Sr、Ag和 Cr等 8种微量元素总含量均高于

人参，其中 Mn、Fe、Zn 三种元素含量占总量的

80%以上，结果显示刺人参中Mn含量较高，说明

刺人参更易富集Mn元素 [46]。

3.8 其他成分

东北刺人参中还含有 β-谷甾醇、鼠李糖、蔗

糖、正二十七烷醇。Huang等 [47]在刺人参中分离得

到多种单体成分并鉴定为 oploxyne A、oploxyne B、
oplopandiol、falcarindiol。邵莉等 [48]从刺人参中分

离并鉴定了 11个化合物，包括 5个炔醇与 4个苯丙

素类化合物，其中对甲氧基反式肉桂酸和芥子酸为

首次从该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经波谱数据分析，在

刺人参根部鉴定出 11个单体成分，包括(E)-sinapic
acid-4-O-β-D-glucopyranoside、3-hydroxyphenethyl
alcohol 4-O-β-D-glucopyranoside等 7个首次从刺

人参属植物中分离得到的酚苷类化合物 [49]。

4 药理活性

4.1 抗菌作用

东北刺人参对红色发癣菌等真菌具有明显的

抑杀作用，以试管内药基法研究刺人参挥发油的

抗真菌活性，结果表明其对多种皮肤癣菌具有良

好的抑菌和杀菌作用，对皮肤无刺激性且治疗有

效率达 90%[29，50]。孟晓伟等 [51]研究发现，不同极性

的刺人参挥发油对真菌均有明显的抑杀作用，其

中油层挥发油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与最小杀菌

浓度（MFC）分别为 0.063%、0.126%，水层挥发油

的MIC与MFC分别为 0.034%、0.070%,以橙花叔醇

和毕橙茄醇为主要成分的水层挥发油展现出更强

的抗真菌活性。

4.2 抗炎作用

张树臣等 [52]发现东北刺人参醇提物在 10 g/kg
剂量下给药能有效抑制多种关节炎模型动物的足

肿胀及炎性肉芽肿的形成，而切除动物脑垂体后

作用消失，推测刺人参可通过兴奋垂体-肾上腺

皮质系统功能从而达到治疗关节炎的作用。刺人

参挥发油同样具有抗炎作用，给药后有效抑制角

叉菜胶、5-HT、PGE2引起的大鼠足肿胀，降低组

织渗出液中 5-HT或 PGE2的含量，并抑制了白细

胞游走和棉球肉芽肿 [53]。以东北刺人参提取物灌

胃给药肺损伤的模型动物时发现炎性细胞浓度、

NO、TNF-α、IL-6、IL-1β等均表现为剂量依赖性

的降低，SOD和 GSH-Px活性有所提高，而MDA含
量和MPO活性均有降低，证实了刺人参对急性肺

损伤小鼠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通过体外实验进

一步揭示其通过调控 MAPK和 NF-κB炎症信号

通路而产生抗炎作用 [54]。

4.3 抗氧化作用

李慧娟 [55]研究发现刺人参提取液中酚和多糖

含量对 DPPH自由基消除率均有影响，并且总酚

含量对刺人参的抗氧化活性影响较大。李贺 [54]发

现刺人参不定根提取物及其不同极性萃取物均对

DPPH自由基清除、铁离子螯合能力及还原能力

在浓度一定范围内呈量效关系，其中乙酸乙酯萃

取物抗氧化活性显著，在其活性成分与抗氧化能

力的相关性分析中确定刺人参中的总黄酮、总多

糖和总皂苷为其抗氧化活性的药效物质。

4.4 免疫调节作用

通过观察东北刺人参提取物对免疫器官脏器

指数、碳粒廓清能力、迟发型超敏反应的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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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其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功能调节作用，将不

同剂量的茎叶提取物分别连续给药 7天后，小鼠

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在不同程度均有提

高，廓清指数及吞噬指数均高于模型组，给药组

小鼠的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显著提高，表明刺

人参提取物能够增强免疫抑制小鼠的非特异性

免疫功能 [56]。

4.5 神经系统调节作用

刺人参挥发油给药后可显著降低小鼠自由活

动量，与戊巴比妥钠、氯丙嗪等联用时可发挥协

同促进作用，对戊四氮所致惊厥模型小鼠及化学

刺激疼痛模型小鼠具有拮抗、镇痛作用 [57]。李廷

利等 [58]发现东北刺人参有效部位可显著延长模型

小鼠的睡眠时间并呈时效量效关系，并揭示改善

睡眠的作用与调节中枢神经递质（DA、NE、5-HT）
和 NO有关。东北刺人参水提物对黑腹果蝇睡眠

节律具有干预作用，给药后果蝇平均睡眠时间显

著增加，自主活动次数减少，且呈现剂量依赖性，

揭示刺人参通过减少果蝇片段化睡眠，延长总睡

眠时间，进而达到改善睡眠质量的目的 [59]。在初

步确定刺人参改善睡眠的主要成分为皂苷类成分

后，于爽等 [60]通过观察刺人参总皂苷对小鼠自由

活动的影响，明确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

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给药后睡眠剥夺模型小鼠脑

内促进睡眠的细胞因子（IL-1β、TNF-α）含量均有

升高，而抑制睡眠的细胞因子（IL-4、IL-10）含量

有所降低，推测刺人参总皂苷改善睡眠的作用机

制可能与脑内睡眠相关的细胞因子含量有关。

4.6 血压调节作用

东北刺人参皂苷对大鼠血压的影响具有双向

调节作用。陈霞等 [61]将刺人参皂苷静脉注射给药

大鼠，低剂量给药时大鼠动脉压下降，当给药剂

量增加时，大鼠动脉压升高，并证明升压作用与 α
受体有关。通过测定给药前后大鼠血清中 NE、
DA、5-HT浓度，推测刺人参皂苷是通过抑制 5-
HT释放或抑制其活性而引起的血压变化 [62]。

4.7 抗癌作用

Liu等 [63]对刺人参中化学成分进行了体外抗

癌活性筛选，发现 3α-羟基羽扇豆-20（29）-烯-
23, 28- 二 酸 对 HepG-2、HCT116、NCI H460、
MGC803 等多种肿瘤细胞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Qiao等 [64]研究发现刺人参中多炔类成分（PEO）能
显著降低 HCT-116和 SW-480细胞的存活率，结

合体内外实验研究推测其通过下调Wnt信号通路

相关蛋白的表达而达到治疗结肠癌的作用。东北

刺人参的二氯甲烷萃取物（OED）与伊利替康联合

使用时对 SW-480细胞具有明显的协同抑制作

用，进一步研究揭示两者作用机制与其调控 Cas⁃
pase-3蛋白的表达相关 [65]。

4.8 抗疲劳作用

研究表明小鼠经注射刺人参酊剂 (5 mL/kg)
后，其运动能力显著增强，可持续 30~40 min发挥

作用，以刺人参糖苷给药对小鼠运动的刺激作用

可达 2 h。模型小鼠经连续灌服东北刺人参根及

根茎 50% 乙醇提取物后，其游泳时间延长了

77.68%[66]。刺人参混悬液可有效延长小鼠的耐缺

氧时间以及负重游泳时间，并降低了血浆中乳酸

含量，表明东北刺人参具有一定的抗疲劳作用 [56]。

4.9 临床应用

东北刺人参安全性较高并且没有不良反应，

在民间应用广泛，尤其在神经衰弱、风湿病、心血

管疾病等方面的临床治疗效果较好。在韩国被认

为具有与人参类似的适应原样作用，主要用于治

疗慢性疲劳综合征、胃肠道功能紊乱、神经衰弱

等。俄罗斯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就正式批准东北

刺人参作为补品和抗糖尿病药物用于治疗轻度糖

尿病。刺人参中的有效酊与人参中的有效酊相

似，主要用于刺激中枢神经系统的衰弱和抑郁

症，在治疗阳痿、消瘦、低血压、身体和精神疲劳

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服用 7天东北刺

人参提取物酊剂后，患者疲劳、焦虑、头疼等症状

有明显的减轻，睡眠质量也有提高，持续服用 2~3
周后效果更为明显。刺人参 40%乙醇提取物的

酊剂对糖尿病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基于患

者注射胰岛素并口服 1.5 mL酊剂，服用 1小时后

患者血糖水平显著下降，28%的患者血糖下降了

80%，治疗 6天后病症都有明显好转 [2，67-70]。

5 小结与展望

东北刺人参含有挥发油、皂苷、黄酮等多种化

学成分，具有抗菌、抗炎、抗氧化、抗癌、调节神经

系统及免疫功能等多种药理活性，对神经衰弱、

糖尿病、心血管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均有良好的

疗效。目前的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东北刺人参产

品开发及其综合利用。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东北刺人参的资源

保护及种群扩大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种

群分布区狭窄、自然环境多变等原因，依靠东北

刺人参自然恢复种群数量的希望渺茫，必须加以

人工保护和辅助繁殖，在保护野生资源的同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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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东北刺人参高效栽培驯化研究，一方面

积极探寻出能够有效解除刺人参种子休眠的先进

技术，另一方面加快组织培养技术应用到生产实

用阶段，以替代和补偿资源的短缺。鉴于东北刺

人参实现大规模种植和产业化应用还需要较为漫

长的时期，应积极寻求可替代资源，探究其非传

统药用部位作为新药用部位资源的可行性，对其

非药用部位如叶、果实等进行系统的分析评价，

深入挖掘资源多层次、精细化的利用价值和潜在

价值，为东北刺人参的高效利用提供物质基础，

更加有利于恢复药用资源种群的变更和再生与开

发利用间的平衡，为药用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及新

产品的开发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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