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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苦参是一种传统中药，其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及生物碱类物质，具有清热解毒，抗炎镇痛

等药理作用，其炮制方法众多。 本文就国内外近些年对苦参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加工炮制方法

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为对其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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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参是豆科（Ｌｅｇｕｍｉｎｏｓａｅ）槐属（Ｓｏｐｈｏｒａ）植物

苦参（Ｓｏｐｈｏｒａｅ 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ｔｉｓ Ａｉｔ）的干燥根，别名苦豆

子，干人参，山槐根等，《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中

品［１］。 苦参喜阳，在我国分布较广，在内蒙古、河

南、河北、安徽、山东、山西、贵州以及四川等地均有

种植，其具有很长的用药历史，“苦以味名，参以功

名”是《本草纲目》对苦参的评价［２］。 苦参根中主

要含有黄酮类及生物碱类成分，其它成分占比相对

较少［３］，其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抗炎镇痛，抗

肿瘤等多种药理活性［４ － ５］。 古代苦参入药有众多

炮制手段，现代多经产地加工后入药［６］。 作者对近

些年来国内外关于苦参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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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法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更深

入的开发利用苦参中的活性物质。
１　 苦参的化学成分

近年来，随着对苦参药理活性研究的不断深

入，关于苦参化学成分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 苦参

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生物碱类、苯丙素类、
脂肪酸类、萜类等［７］。 苦参根中化学成分众多［８］，
黄酮类和生物碱类被认为是其主要的生物活性

成分［３］。
１． １　 黄酮类成分　 迄今为止从苦参根中分离出的

黄酮类成分的骨架包括二氢黄酮类，二氢黄酮醇

类，查尔酮类，异黄酮类，二氢异黄酮类，高异黄酮

类［９］。 其中以二氢黄酮和二氢黄酮醇类成分

居多［１０］。
１． １． １　 二氢黄酮类　 二氢黄酮为黄酮类 Ｃ２ － ３ 位

的双键氢化后的衍生物。 苦参中含有众多二氢黄

酮类化合物，主要包括苦参醇 Ａ、Ｂ、Ｅ、Ｆ、Ｐ、Ｑ、Ｒ、Ｓ、
Ｔ、Ｕ、Ｖ、Ｗ、苦参黄素、异苦参黄素、２′ － 甲氧基苦参

酮、苦参醇、降基参醇、新苦参醇、异黄腐醇、勒奇黄

烷酮 Ａ、Ｇ、槐黄酮 Ｂ、Ｇ、Ｋ、Ｌ、（ ＋ ） － 降基参醇酮、
柚皮素、５ －甲氧基 － ７，２′，４′ －三羟基 － ８ － 异戊烯

基 － 黄烷酮、柚皮素⁃７⁃Ｏ⁃β⁃Ｄ⁃葡萄糖基 － ４′⁃Ｏ⁃β⁃
Ｄ⁃葡萄糖苷、（２Ｓ） － ７，４′ － 二羟基 － ５ － 甲氧基 － ８
－ （γ，γ －二甲烯丙基） － 二氢黄酮、４′ － 羟基茄红

素，８ － （３ － 羟甲基 － ２ － 丁烯烯基） － ５，７，２′，４′ －
四羟基黄酮、槐黄烷酮 Ｂ、Ｋ、Ｇ、Ｌ、２，３ － 二羟基 － ４′
－甲氧基二氢黄酮⁃７⁃Ｏ⁃β⁃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
喃葡萄糖苷、７ －羟基 － ４′ －甲氧基 －二氢黄酮 － ３′
－ 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等［１１ － ２７］。
１． １． ２　 二氢黄酮醇类 　 二氢黄酮醇类为黄酮类

Ｃ２ － ３位的双键氢化后且在黄酮基本母核的 Ｃ３位上

连有羟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苦参中分离得到

多种二氢黄酮醇类化合物，主要包括苦参醇 Ｈ、Ｉ、Ｊ、
Ｋ、Ｌ、Ｍ、Ｎ、Ｘ、考萨莫醇 Ａ、（２Ｒ，３Ｒ） － ８ － 薰衣草

基 － ５，７，４′ － 三羟基 － ２′ － 甲氧基二氢黄酮醇、
（２Ｒ，３Ｒ） － ８ －异戊烯基 － ７，２′，４′ － 三羟基 － ５ －
甲氧基二氢黄酮醇、（２Ｒ，３Ｒ） － ８ － 异戊烯基 － ７，
４′ －二羟基 － ５ －甲氧基二氢黄酮醇等［２８ － ３２］。

１． １． ３　 黄酮醇类　 黄酮醇类是指含有 ２ －苯基 － ３
－羟基（或含氧取代）苯骈 γ －吡喃酮（２ － 苯基 － ３
－羟基 －色原酮）类化合物，是各类黄酮化合物中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一类。 苦参中的黄酮醇类

化合物主要包括苦参醇 Ｃ、Ｇ、５ － 甲基苦参醇 Ｃ、去
甲去水淫羊藿黄素、异去水淫羊藿黄素、槐黄醇、８
－薰衣草醇山奈酚、８ － 异戊烯基山奈酚、５ － 去羟

山奈酚、槲皮素、芦丁、柠檬苦素、去甲去水淫羊藿

黄素、异去水淫羊藿黄素等［１１ － １７］。
１． １． ４ 　 查尔酮类　 查尔酮别名为二苯基丙烯酮，
是天然产物中常见的一类化合物。 苦参中分离出

的查尔酮类化合物主要为苦参啶、苦参醇 Ｄ、苦参

二醇、黄腐酚、２′，４ － 二羟基 － ４′，６′ － 二甲氧基查

尔酮、环苦苷、狭叶槐查尔酮等［１２，２２，３９］。
１． １． ５ 　 异黄酮类　 异黄酮，是植物苯丙氨酸代谢

过程中，由肉桂酰辅酶 Ａ 侧链延长后环化形成以苯

色酮环为基础的酚类化合物，其 ３ － 苯基衍生物即

为异黄酮。 苦参中的异黄酮类化合物众多，主要为

芒柄花黄素、苦参醇 Ｏ、３′ －羟基苦参醇 Ｏ、大豆素、
大豆素⁃７⁃Ｏ⁃β⁃Ｄ⁃木糖⁃（１→６） ⁃β⁃Ｄ⁃吡喃葡萄糖苷、
３′ －羟基 － ４′ － 甲氧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 － 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３′⁃甲氧基 － ４′ － 羟

基 －异黄酮⁃７⁃Ｏ⁃β⁃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

糖苷、４′ － 羟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
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３′ － 甲氧基 － ４′ － 羟基 － 异黄

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３′，
４′ － 二羟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４′ －
羟基 － ５′ －甲氧基 －异黄酮 － ３′ － Ｏ⁃β⁃Ｄ⁃吡喃葡萄

糖苷、４′ － 甲氧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
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芒柄花苷、５，４′ － 二羟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 ⁃β⁃Ｄ⁃吡喃葡萄糖

苷、５，４′ － 二羟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木糖 － （１→
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５ － 羟基 － ４′ － 甲氧基 － 异

黄酮⁃７⁃Ｏ⁃β⁃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５
－羟基 － ４′ － 甲氧基 － 异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

→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７ － 甲氧基 － ４′ － 羟基异

黄酮、毛蕊异黄酮、假黄连苷元、假白屈菜素⁃７⁃Ｏ⁃β⁃
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赝靛黄素、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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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黄素⁃７⁃Ｏ⁃β⁃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

苷等［１９ － ２７］。
１． １． ６　 二氢异黄酮类　 二氢异黄酮类又称异黄烷

酮，此类化合物可看作是异黄酮类 Ｃ２ － Ｃ３双键被氧

化的一类化合物。 近年来，从苦参中分离出的二氢

异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 Ｌ － 高丽槐素、紫檀素、三
叶豆紫檀苷、三叶豆紫檀 － ６′ － 单乙酸酯、３ － 羟基

－ ４ －甲氧基 － ８，９ －亚甲基二氧基紫檀烷、高丽怀

素⁃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苦
参素、美迪紫檀素 － ３ － Ｏ⁃β⁃Ｄ⁃芹糖 － （１→６）⁃β⁃Ｄ⁃
吡喃葡萄糖苷、苦参素 Ａ、Ｂ、Ｃ、Ｄ、７ －羟基 － ４′ － 甲

氧基 －二氢黄酮 － ３′ － Ｏ⁃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２，３
－二羟基 － ４′ － 甲氧基二氢黄酮⁃７⁃Ｏ⁃β⁃Ｄ⁃木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萄糖苷、２，３ － 二羟基 － ４′ － 甲

氧基二氢黄酮⁃７⁃Ｏ⁃β⁃Ｄ⁃芹糖 － （１→６）⁃β⁃Ｄ⁃吡喃葡

萄糖苷等［２７ － ３９］。
１． １． ７　 高异黄酮类　 高异黄酮类化合物与异黄酮

相比，其在 Ｂ 环和 Ｃ 环之间多了一个 － ＣＨ２ － 的结

构，从苦参中分离出的此类化合物较少。 研究人员

从苦参中分离出 ２，３，４′ － 三羟基 － 高异黄酮⁃７⁃Ｏ⁃
β⁃Ｄ⁃吡喃葡萄糖苷和 ２，３ –二羟基 － ４′ － 甲氧基

－高异黄酮 － ７ － Ｏ －木糖苷两种高异黄酮。
１． １． ８　 双黄酮类　 双黄酮类化合物是由二分子黄

酮衍生物通过 Ｃ － Ｃ 键或 Ｃ － Ｏ － Ｃ 键聚合而成的

二聚物。 研究人员从苦参中分离出槐黄素 Ａ 和槐

黄素 Ｂ 两个双黄酮。
１． １． ９ 　 其他　 苦参中还含有其他黄酮类化合物，
主要包括 ５，７ －二羟基 － ８ － 薰衣草基黄酮、５，７ －
二羟基 － ８（ ｒ，ｒ － 二甲基烯丙基）黄酮、苜蓿内酯、
ｓｏｐｈｏｒａｄｉｏｎｅ、墨 沙 酮 － ４ － Ｏ⁃β⁃Ｄ⁃吡 喃 葡 萄 糖

苷等［２２，３０］。
１． ２　 生物碱类成分 　 至今，已从苦参中分离出众

多生物碱，包括喹诺里西啶类生物碱，哌啶类生物

碱，甾体类生物碱［４０ － ４９］。 其中，喹诺里西啶类包括

苦参碱、氧化苦参碱、异苦参碱、别苦参碱、顺式新

苦参碱、反式新苦参碱、槐果碱、氧化槐果碱、槐定

碱、异槐定碱、槐醇、氧化槐醇、臭豆碱、金雀花碱、Ｎ
－甲基金雀花碱、１７β － 羟基槐定碱、（ ＋ ） － ９α －

羟基苦参碱、（ － ） － １４β － 羟基苦参碱、９α － 羟基

槐果碱、９α －羟基氧化槐果碱、１２α － 羟基槐果碱、
７，１１ －去氢苦参碱、槐胺碱、９α － 羟基槐胺碱、莱曼

碱、７，８ －二去氢槐胺碱、１３，１４ － 二去氢槐定碱、５α
－羟基槐果碱、５α，９α － 二羟基苦参碱、异槐果碱、
菱叶黄花碱、羽扇豆碱、５，６ － 去氢羽扇豆碱、赝靛

叶碱、黄叶槐碱、（ － ） － ９α － ｈｙｄｒｏｘｙ － ７，１１ － ｄｅ⁃
ｈｙｄｒｏｍａｔｒｉｎｅ、（ － ） － ｌｅｏｎｔａｌｂｉｎｉｎｅ Ｎ － ｏｘｉｄｅ、（ － ） －
１２ － 乙基槐胺、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ｎｅｏｓｏｐｈｏｒａｍｉｎｅ、Ｎ － 氧化

槐根碱、右旋别苦参碱、右旋异苦参碱、右旋槐花

醇、（ ＋ ）槐花醇 － Ｎ － 氧化物、左旋槐根碱、左旋槐

胺碱、鹰嘴豆素 Ａ、５，６ － 去氢白羽扇豆碱等［４０ －
４６］。 哌啶类包括异苦参胺碱［４７］ 和苦参胺碱［４８］。
甾体类生物碱为 ｆｌａｖａｓｃｅｎｓｉｎｅ［４９］。
１． ３　 苯丙素类成分　 近年来，从苦参中分离出的

苯丙素类化合物有松柏苷［３８］，枸橼苦素 Ａ、Ｂ，伞形

花内酯，紫丁香苷，（３Ｒ，４Ｓ） － ６，４′， －二羟基 － ７ －
甲氧基香豆素，７ －甲氧基香豆素［３９］，５′ － 甲氧基 －
二氢去氢二愈创木基，二氢去氢二愈创木基［５０］，
（ ＋ ） －紫丁香树脂酚，（３Ｒ，４Ｓ） － ６，４′ － ５，７，３′，５′
－四甲氧基 － ３，４ －二氢芳基柰二酸 － （二） － 十六

烷酯［３６］，芥子酸［５１］。
１． ４　 萜类及甾醇类成分　 从苦参中分离出的萜类

成分有大豆皂苷、苦参皂苷Ⅰ、Ⅱ、Ⅲ、Ⅳ、羽扇豆烯

酮、β －香树酯醇［５２］。 甾醇类有 β － 谷甾醇和大豆

甾醇 Ｂ［５１］。
１． ５　 其他成分　 除上述成分外，苦参中还含有脂

肪酸类、醌类以及氨基酸类物质［５２］，牛克彦等［５３］利

用 ＧＣ － ＭＳ 分析得到 １２ 个脂肪酸，其中亚麻酸和

亚油酸为人体必需脂肪酸，且含量较高。 醌类如苦

参醌 Ａ［５４］。 氨基酸主要为脯氨酸和天冬氨酸等十

余种［５５］。
２　 苦参的药理作用

目前，对苦参的基础研究较多，苦参碱与氧化

苦参碱的抗炎镇痛，抗肿瘤［２］ 的效果显著，现将苦

参中活性成分的药理作用概括如下。
２． １　 抗炎镇痛　 钱利武［５６］ 等研究结果发现，苦参

碱能有效缓解小鼠耳廓肿胀，４０ ｍｇ ／ ｋｇ 的苦参碱能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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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减少小鼠扭体次数并缓解因醋酸刺激腹腔黏

膜引起的疼痛反应，苦参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作

用。 据报道［５７］，苦参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能抑制慢性

炎症反应和抑制促炎分子 ＣＯＸ － ２，ｉＮＯＳ 和 ＩＬ － ６，
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体内的抗炎活性，表明其可能

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潜力。
２． ２　 抗肿瘤　 据报道［５８］，苦参总黄酮是抗肿瘤的

有效药物，其能够有效抑制小鼠 Ｈ２２ 肝癌、Ｌｅｗｉｓ 肺

癌、Ｓ１８０ 肉瘤生长，同时使人非小细胞肺癌 Ｈ４６０
和人食管癌 Ｅｃａ － １０９ 裸小鼠移植肿瘤生长缓慢。
从苦参中分离的去甲基羟色胺，通过抑制增殖，迁
移和侵袭， 在 Ｕ８７ＭＧ 细胞中显示出抗肿瘤活

性［５９］。 氧化苦参碱通过改变细胞周期和凋亡调节

因子的表达，有效抑制恶性胶质瘤细胞的增殖和侵

袭，促进其凋亡，为恶性胶质瘤提供了一种新的治

疗策略［６０］。
２． ３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呙爱秀等［６１］ 通过给免

疫低下小鼠注射苦参碱，发现其能增强网状内皮系

统吞噬廓清能力，抑制 Ｔ 淋巴细胞酯酶染色率，增
强免疫低下小鼠非特异性免疫，并明显抑制其细胞

免疫。 有研究表明［６２］，苦参多糖参与了体外的免

疫调节作用，表现出强大的免疫增强特性，如增强

腹膜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提高 ＮＯ 的产量并激活

ｉＮＯＳ 活性。
２． ４ 　 抑菌作用 　 杜思邈等［６３］ 研究发现苦参总黄

酮和总生物碱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

菌，白色葡萄球菌等菌株具有抑菌及杀菌作用。 孙

磊等［６４］通过药敏实验发现，苦参总生物碱抑菌作

用强于各单体生物碱，且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

效果最强。 李媛媛等［６５］ 对氧化苦参碱的抑菌活性

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氧化苦参碱可以抑制大肠埃希

菌的生长，其抑菌作用可随氧化苦参碱用药时间的

增长与用药剂量的增加而增强。 张爱君等［６６］ 采用

液体稀释法研究氧化苦参碱对耐甲氧西林葡萄球

菌和甲氧西林敏感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作用，结果显

示氧化苦参碱对两者均有抑菌作用，体外抗菌活性

很高。
２． ５　 抗病毒作用　 病毒由一种核酸分子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与蛋白质构成或仅由蛋白质构成 （如朊病

毒）。 陈佳欣［６７］ 报道，这 ４ 种苦参碱类生物碱在

１００、２００ ｍｇ ／ Ｌ 浓度时能抑制 ＨｅｐＧ － ２． ２． １５ 分泌

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 和细胞内乙肝病毒的 ＤＮＡ 复制，其
中槐定碱抗乙肝病毒作用优于氧化苦参碱、苦参碱

和槐果碱，也优于同浓度的拉米夫定，且氧化苦参

碱更为安全、有效。
２． ６　 其他　 此外，苦参中活性成分还有多种其他

药理作用。 ２０１４ 年，Ｘｕ 等研究人员［６８］发现硫代苦

参碱能够显著抑制肝纤维化的形成，并且能够降低

相关联的蛋白激酶 Ｂ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Ａｋｔ） 的磷

酸化。 肖瑛等［６９］研究表明氧化苦参碱可抑制大鼠

的血糖上升，能够预防因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
Ｊｅｏｎｇ ＧＳ［７０］等检测苦参薰衣草基黄烷酮（２Ｓ） － ２′
－甲氧基苦参酮、槐黄烷酮 Ｇ 对谷氨酸诱导的小鼠

海马神经元细胞系中 ＨＴ２２ 细胞永生化细胞氧化应

激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苦参中黄酮化合物可能

经由 ＨＯ －１ 的诱导作用对谷氨酸所致神经毒性产

生保护作用。
３　 苦参的加工炮制方法

苦参传统炮制方法众多，现代多经产地加工后

入药［７１］。
３． １　 加工方法 　 麻印莲等［７１］ 研究发现产地加工

方法在苦参饮片加工炮制过程中能够缩短的软化

时间，维持饮片质量的稳定，是一种满足饮片规范

化生产的优良炮制方法。 岳琳等［７２］ 比较了苦参一

体化加工与传统加工方式生产的饮片功效，发现两

者在解热和抗炎等方面存在相似性，而且一体化加

工方式缩短了生产周期并保证了饮片质量，有效地

规范了苦参饮片的生产，具有广泛应用推广价值。
３． ２　 切制　 传统的苦参炮制工艺多以少泡多润为

原则，会导致其质量良莠不齐，临床疗效产生差

异［７３］。 李月侠［７４］等通过正交实验设计得出苦参最

佳切制工艺为浸泡 ３０ ｍｉｎ，闷润至透，切片厚度 ３
ｍｍ，干燥温度为 ８０℃。 此工艺能够有效保证苦参

饮片的质量。
３． ３　 炒制 　 江海燕［７５］ 等研究表明苦参炮制品中

以炒炭品的苦参碱含量最高，生品含量最低；氧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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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碱以生品含量最高，而炒炭品含量最低。 常楚

瑞［７６］等对苦参不同炮制品的生物总碱含量进行测

定，并建立苦参生物碱 ＨＰＬＣ 指纹图谱，发现不同

炒制方法会影响苦参生物碱的含量，其中麸炒有利

于苦参生物碱的提取，炒炭使生物总碱含量降低；
ＨＰＬＣ 结果表明苦参生品及 ７ 种炮制品之间指纹图

谱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化学成分含量的增加

或者减少，说明苦参不同炮制方法对其含主要化学

成分只有量变无质变影响，可以为苦参炮制工艺的

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３． ４ 　 醋制 　 研究人员［７７］ 发现口服使用苦参生品

的乙醇提取物具有急性口腔毒性特征，采用酒制和

醋制苦参的方法可减轻这种毒性作用，实验证明炮

制过的苦参乙醇提取物因降低其金雀花碱的含量

而提高临床应用。
３． ５　 酒炙　 夏艺等［７８］采用 ＨＰＬＣ 法测定酒炙苦参

中苦参碱、氧化槐果碱、氧化苦参碱三种生物碱的

含量，结果表明酒炙苦参饮片与苦参饮片相比，苦
参碱和氧化槐果碱的含量变化不明显，但氧化苦参

碱的含量明显减低，说明酒炙对苦参中生物碱成分

的含量确有影响，并且有必要对酒炙苦参饮片进行

质量控制，但这种含量与药性之间的相关性尚待进

一步研究。
４　 展　 望

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对苦参的化学成分，药理作

用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人们对

苦参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随着苦参需求量的日益

增加，苦参资源的保护也应被重视。 为此，建立规

范化栽培种植基地是保护苦参资源的有效手段之

一。 苦参药理活性的研究应该与中医理论相结合，
从苦参多种化学成分中找到苦参传统功效的物质

基础，如苦参的清热燥湿的活性成分、杀虫和利尿

作用的物质基础等及其生物碱生物活性研究的范

围，也提高了其生物活性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此

外，还需加强对苦参的质量控制。 首先，加强对苦

参药材及其饮片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定苦参药材栽

培种植、采收加工、炮制与储藏的生产管理规范。
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苦

参活性成分，药理作用及炮制方法的研究，合理开

发资源，推动中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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