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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影响紫锥菊植株内有效成分含量的因素如生长环境、栽培措施、植株器官与组织差异、生长发育时
期和干燥加工方式进行了综述，并分别对其栽培及加工技术提出了建议。认为生长环境和紫锥菊不同部位都会造成

有效成分含量的较大差异，不恰当的干燥方式会造成有效成分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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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锥菊 Ｅｃｈｉｎａｃｅａ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又名松果菊，为菊
科松果属多年生植物紫锥菊的全草，具有显著的抗

感染与免疫促进作用，在国际上受到普遍的重视，

是闻名世界的 “免疫”药草。紫锥菊含有的有效成

分包括咖啡酸衍生物类、烷基酰胺类、挥发油类、

酚酸类化合物、多糖类成分［１２］。咖啡酸衍生物是一

类重要的免疫活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抗炎和抗

氧化等作用［３５］，是该类植物药和保健食品的质量控

制的重要指标成分。研究紫锥菊植株体内有效成分

的含量及其变化，对于探讨有效成分在植物体内的

合成与积累规律，保证或提高紫锥菊药材的质量，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已有研究报道，对

影响紫锥菊有效成分含量的因素进行系统总结，为

我国开发利用紫锥菊植物药材资源提供依据。

１　生长环境

不同的生长环境会影响紫锥菊中有效成分的含

量［６７］。紫锥菊喜光，稍耐阴，喜湿润，稍耐旱，不

耐涝，适应性强，对土壤要求不严，一般选择通风

良好，光照充足，排水良好，土壤深厚肥沃、疏松、

不积水的平坦土地及缓坡栽培［８９］。郭绍芬等［７］研究

指出，北京怀柔和江苏南京两产地的松果菊成分存

在差异，可能与这两地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有关；山

东蒙阴和临沂产的松果菊有效成分含量较接近，这

可能与它们的地理位置距离较近有关。由此可见，

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影响紫锥菊有效成分的含量。

窦德明等［１０］将我国北京地区引种的紫锥菊和北美地

区的紫锥菊做了对比，发现引种紫锥菊所含有效成

分菊苣酸的含量高于北美洲。这表明北京地区的气

候、土壤、自然环境适合紫锥菊的生长，为我国开

发利用紫锥菊提供了资源保证。

２　栽培措施
２１化肥

紫锥菊在化肥方面的研究较多，文献［９１１］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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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氮、磷、钾配施对植株的有效成分有很大的

影响。陈荣等［９］的研究表明氮肥对产量的影响起主

导效应，磷肥的效应不明显，氯化钾导致减产，而

氮磷钾肥的不同配施肥对紫锥菊植株所含的主要有

效成分菊苣酸量影响不大。因此，能通过合理配施

肥在不影响紫锥菊有效成分的基础之上，显著提高

其生物产量，从而增加单位亩产药材的菊苣酸量。

微量元素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尤其是在植

物生长发育的生理生化代谢中具有显著的作用。陈

荣和吴鸿等［１４］就以铁、锰、锌、硼等微肥对紫锥菊

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微肥对紫锥菊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施用铁、锰肥料可以增加紫锥菊

的生物产量；锰、锌肥则可导致紫锥菊种子萌发性

能降低；施用适量的硼肥可能有助于种子产量的提

高；而铁肥的施用可能会使花期提前并显著增加花

球数，有利于观赏性的增加。同时地上及地下部分

菊苣酸的量均以施铁处理的最高，施硼处理的最低。

所有合理的微肥配施能增加紫锥菊有效成分的含量。

２２种植方式
ＳｅｅｍａｎｎｏｖáＺ等［１２］报道，随着紫锥菊株龄的增

加，其根茎的干重和湿重显著增加。不同种植方法

比较显示扦插法产量最高，直接播种产量最低。但

无论在花中还是根茎中，种植方式与类黄酮和多酚

酸的含量并没有直接关系。扦插法所得植株与直接

播种所得相比，根系不易老化，能更新复壮，所以

枝叶茂盛开花多，从而使扦插法所得的植株中菊苣

酸和咖啡酸衍生物的含量比较多，所以扦插法得到

广泛的应用［２３］。

２３病虫害
病虫害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代谢，从而影响植

株的质量和有效成分。紫锥菊６月份开花期常有蚜
虫危害，可用１８％阿维菌素４０００倍液防治［２５］。紫

锥菊的病害主要有叶斑病、枯萎病和叶黄病 ３
种［１５，１７，２５］。枯萎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移栽时的病菌

感染及地下害虫咬根后引起的。应注意移栽时减少

伤苗，定植后用７２％克露６００倍液灌根，或花期灌
水时撒施硫酸铜６ｇ·ｍ－２。如果发现较大面积发生黄
叶症状，且叶色稍黄，没有畸形症状，需要考虑是

否是因土壤缺镁和铁引起。及时有效的做好病虫害

的防治工作有利于紫锥菊植株有效成分的积累。

３　植株器官与组织差异

紫锥菊各个部位都含有咖啡酸衍生物，但含量

各异［３］，具体数据如下：干品的含量如表 １，鲜品
的含量如表２。

表１　不同部位的紫锥菊干品咖啡酸衍生物含量比较

／％

部位 菊苣酸含量（％）绿原酸含量（％）咖啡酒石酸（％）

根 ０７７３２ ００１１４ ０４１２８

茎 ０２４０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８６１

叶 １４３８９ ００１４２ ０６５３６

花 ０９４１７ ００９３７ ０４６７３

表２　不同部位的紫锥菊鲜品咖啡酸衍生物含量比较

／％

部位 菊苣酸含量 绿原酸含量 咖啡酒石酸

根 ０９７６３ ００２１６ ０４７２１

茎 ０３４１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１３６７

叶 １９３４８ ００２４７ ０９５３８

花 ２０４１９ ０１５３３ ０９９３５

从表１、表２可以看出，紫锥菊各个部位所含咖
啡酸衍生物中，茎的含量最低，根的含量较高，叶

和花的含量最高。同时可以看出，鲜品的含量比干

品的含量高，这是由于紫锥菊植株内含有多酚氧化

酶，可以降解菊苣酸等咖啡酸衍生物。

４　生长发育时期

紫锥菊的有效成分在不同的生长期、不同的生

长年限及不同的植物年龄中是不一样的。据文献报

道，在紫锥菊的生长发育时期，茎、叶和花中的咖

啡酸衍生物和总酚含量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呈明显的

下降趋势；根中的咖啡酸衍生物和总酚含量在紫锥

菊的营养期亦呈下降趋势，在盛花期前后达到最低

值，然后逐渐增加，在冬季达到最大值［３］。由于在

植物的营养期，同化作用大于异化作用，植株的次

生代谢产物不积累，而转为结籽期时，光合作用的

产物很大一部分转入到生殖器官（种子），因此紫锥

菊的地上部分的生物总量在盛花期前后达到最

高［３，１８，２１］，咖啡酸衍生物和总酚含量最高。生长年

限对紫锥菊的地上部分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影响不明

显，而对其地下部分的根的影响较大，由一年、二

年、三年的对比中可得，根以三年生的含量较高，

产量较大，生物总量最大［３］。文献［２２］报道紫锥菊根

的收获以３年为最佳，２年的根含量低，而４年的根
易木质化、纤维化，都不能得到足量的有效成分。

·１４３·



２０１４年４月　第１６卷　第４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ｐｒ２０１４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５　干燥加工方式

紫锥菊中存在多酚氧化酶，能降解咖啡酸衍生

物，使紫锥菊中有效成分的含量降低。因此，干燥

加工对其有效成分含量影响很大。刘轶琛［９］研究提

出，在紫锥菊干燥的三种常见的干燥方式：烘干、

晒干、阴干中，最好的干燥方式是烘干，烘干的保

存率较高。产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烘干会使新鲜紫锥

菊中的多酚氧化酶快速失活，酶的作用时间短，有

效成分损失少。因此，６０℃烘干要优于阴干和晒干。
但菊苣酸对热敏感，温度的增加会造成菊苣酸的大

量丧失，所以烘干的温度不能太高，最好不要超过

６０℃。有研究对紫锥菊冷冻干燥进行观察的结果是
冷干的效果比烘干更好，但冷干需要大型的设备仪

器。综上，条件允许的话首选冷冻干燥，其次可采

用低温烘干。

目前，紫 锥 菊 在 我 国 部 分 地 区 引 种 成

功［７，２４２５］，对引种紫锥菊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

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这将为紫锥菊在我国的开发

利用打下基础。影响紫锥菊植株有效成分含量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因此，通过对栽培到加工各个环节

的严格控制得到有效成分高含量的植株，保证紫锥

菊药材的质量，达到安全、有效、稳定、可控的目

的，对紫锥菊药理活性的研究及新药开发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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