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0 卷 第 2 期 2019 年 1 月 ·273· 

郁金及其近缘药材的研究进展及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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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郁金为多基原药材，与莪术、姜黄和片姜黄都来源于姜科姜黄属植物，并且基原之间各有交叉，但在入药部位、炮制

方法上各有不同；在传统功效上同为辛、苦味，兼具活血和行气之功，但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功效倾向。因此，对于这“一组”

近缘中药，建立能够反映共同特点和差异性特征的质量评价方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传统文献及总结现代研

究报道的基础上，根据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概念与核心理论，提出以“基原-炮制-药用部位”为基点的成分特有性、

以“药效-药性-新临床用途”为基点的有效性的 Q-marker 研究思路和方法，对郁金类药材 Q-marker 进行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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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cuma Radix is a kind of multi-base crude drug, which is originated from Curcuma genus same as Curcuma longa, 
Curcumae Rhizoma, and Wenyujin Rhizoma Concisum. There are original overlapping parts among them, but in the part of medicine 
and the processing method are different. In the traditional efficacy, the flavors of them are both spice and bitter, with the same effects of 
moving qi and activating blood flow,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efficacy tendency. Therefore, it is of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the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quality control system which can reflec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rcumae Radix and its near-source specie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and summing up 
the modern research report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and core theory of quality mark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about characteristics of components based on “origin-processing-medicinal parts” and 
component validity based on “medicinal efficacy-medicinal property-new clinical use” to predict and analyze the quality marker of 
Curcumae Radix. 
Key words: Curcumae Radix; near-source species; common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quality marker (Q-marker); ideas and 
approaches 
 

郁金 Curcumae Radix 最早收录于《唐本草》中，

其味苦、辛，性寒，归肝、肺和心经，具有利胆退

黄、行气解郁、活血止痛、清心凉血之功，常用于

治疗妇女痛经、癫痫发狂、黄疸尿赤、胸胁刺痛、

乳房胀痛等症。《中国药典》2015 年版[1]记载郁金

为温郁金 Curcuma wenyujin Y. H. Chen et C. Ling、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刘  睿，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药新型给药系统及中药质量标志物研究。Tel: (022)59596221  E-mail: liurui@tjutcm.edu.cn 
*通信作者  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Tel: (022)23006860  E-mail: liuchangxiao@163.com  

张铁军，研究员。E-mail: zhangtj@tjipr.com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0 卷 第 2 期 2019 年 1 月 ·274· 

姜黄C. longa L.、广西莪术C. kwangsiensis S. G. Lee 
et C. F. Liang 或蓬莪术 C. phaeocaulis Val. 的干燥

块根，前两者分别习称为“温郁金”和“黄丝郁金”，

后两者按性状不同习称为“桂郁金”或“绿丝郁金”。

以上 4 种植物同时又分别为中药材莪术、姜黄和片

姜黄的基原植物，但入药部位、炮制方法不同，功

效和临床应用亦存在差异（表 1）。郁金长于行气

解郁、活血止痛；莪术善于消积止痛、行气破血；

姜黄和片姜黄倾向于通经止痛。因此，建立能够反

映这组药物共同特点和之间差异性特征的质量评

价方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

在梳理传统文献及总结现代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根

据中药质量标志物（Q-marker）的概念与核心理论，

提出以“基原-炮制-药用部位”为基点的成分特有

性、以“药效-药性-新临床用途”为基点的有效性

的 Q-marker 研究思路和方法，对郁金类药材

Q-marker 进行预测分析，为确定郁金类药材

Q-marker 和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奠定基础。 

表 1  郁金及近缘药材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between Curcumae Radix and its near-source species 

药材 基原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炮制 含量测定 用量 

郁金 温郁金、姜黄、广

西莪术或蓬莪

术的干燥块根 

辛、苦，寒，

归 肝 、

心、肺经 

活血止痛、行气解郁、清心凉

血、利胆退黄；用于胸胁刺

痛、胸痹心痛、经闭痛经、

乳房胀痛、热病神昏、癫痫

发狂、血热吐衄、黄疸尿赤 

蒸或煮至透心，干燥 无规定 3～10 g 

莪术 蓬莪术、广西莪

术或温郁金的

干燥根茎 

辛、苦，

温 ， 归

肝、脾经 

行气破血、消积止痛；用于

癥瘕痞块、瘀血经闭、胸

痹心痛、食积胀痛 

蒸或煮至透心，晒

干或低温干燥后

除去须根和杂质 

含挥发油不得

少于 1.0% 

6～9 g 

姜黄 姜黄的干燥根茎 辛、苦，

温 ， 归

脾、肝经 

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用于

胸胁刺痛、胸痹心痛、痛

经经闭、癥瘕、风湿肩臂

疼痛、跌扑肿痛 

煮或蒸至透心，晒

干，除去须根 

含挥发油不得

少于 5.0%；

含姜黄素不

得少于 0.90% 

3 ～ 10 

g，外用

适量 

片姜黄 温 郁 金 的 干 燥

根茎  

辛、苦，

温 ， 归

脾、肝经 

破血行气、通经止痛；用于

胸胁刺痛、胸痹心痛、痛

经经闭、癥瘕、风湿肩臂

疼痛、跌扑肿痛 

趁鲜纵切厚片，晒干 含挥发油不得

少于 1.0% 

3～9 g 

 
1  化学成分 

郁金中含有姜黄素、挥发油、多糖、微量元素、

生物碱、木脂素、脂肪酸等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姜

黄素类和挥发油类为郁金主要活性成分。 
1.1  姜黄素类 

姜黄素类为姜黄属植物中重要的活性成分[2]。

Qin 等[3]从姜黄中分离出 4 个新的姜黄素类化合物

curcumaromin A～C 和 longiferone B。研究发现，姜

黄属植物中姜黄素的含量因品种不同而存在差异。

王晓华等[4]研究发现姜黄的根茎中总姜黄素含量最

高，且高于须根，远高于块根。翁金月等[5]采用HPLC
法测定郁金不同产地、不同部位姜黄素的含量，四

川黄丝郁金中姜黄素含量最高，温郁金中含量最低；

茎叶中的姜黄素含量高于块根。 

1.2  挥发油类 
挥发油类是郁金中重要的活性成分，其主要成

分为倍半萜类化合物。在郁金及其近缘植物中，挥

发油的含量和组成成分不尽相同。 
翁金月等[6]通过 GC-MS 法分析发现，不同产地

的郁金挥发油中有 4 个共有成分，分别是吉马酮、

1-石竹烯、莪二酮、莪术烯，但各成分含量差异较

大；四川黄丝郁金中的 α-姜黄烯、β-倍半水芹烯的

含量均高于其他地区，莪术烯、吉马酮、莪二酮含

量则相对较低，同时还含有 2 种独有成分，即反式

角鲨烯、lβ-红没药烯；广西产桂郁金中 δ-榄香烯含

量较其他产地样品高很多，而 1,1,7-三甲基-4-亚甲

基十氢-1H-环丙烷[e]茂并芳庚、新莪术二醇为其独

有成分。蔡定多等[7]在比较温郁金主根茎与侧根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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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油含量的实验中发现，其主根茎挥发油含量比

侧根茎高 23.20%。郁金及其近缘植物中主要挥发油

类成分见表 2。 

表 2  郁金及近缘药材主要挥发油类成分 
Table 2  Main components of volatile oil from Curcumae 
Radix and its near-source species 

序号 化学成分 郁金 莪术 姜黄 片姜黄 参考文献 
1 β-榄香烯 + + + + 8-11 
2 莪术醇 − + − − 8,12-13 
3 异莪术醇 − + − + 8,13 
4 莪术二酮 + + + + 8-10,12-15 
5 γ-榄香酮 + − + + 9,16-17 
6 δ-榄香烯 + + − + 9 
7 α-蒎烯 + + + + 9,12 
8 石竹素 + + − + 9 
9 新莪术二酮 + + + − 9,10,12-13,18 

10 姜黄新酮 − − + − 9 
11 吉马酮 + + + + 4,8-10,12,19 
12 石竹烯 + + − + 9 
13 姜黄酮 − − + − 9,20 
14 莪术烯 + + − + 9,11-12,21-22 
15 α-姜黄烯 − − + + 9,23 
16 β-榄香酮 + + − + 9,12,23 
17 桉叶油醇 − + + − 9 
18 月桂烯 + + − + 9,12 
19 莰烯 − + + + 9,12 
20 β-蒎烯 + + + + 10,12 
21 伞花烃 + + − + 12 
22 D-柠檬烯 + + + − 9,10,12 
23 1,8-桉叶素 + + − + 12,24 
24 2-壬酮 − + − + 12 
25 芳樟醇 + − − − 12 
26 龙脑 + − + + 10,12,  
27 异龙脑 + − − + 12 
28 α-蛇麻烯 + − − − 12 
29 吉马烯 + + − + 12 
30 榄香醇 − + − − 12 
31 莪术酮 − + − + 12,19 
32 异莪术烯醇 + + − + 12,25 
34 芳姜黄酮 + − + − 12,26 
35 郁金二酮 + − − − 15,18 
36 郁金烯酮 + − − − 18 
37 郁金二醇 + − − − 27 
38 异郁金二醇 + − − − 27 
39 1-石竹烯 + + + + 9 
“+”表示已有报道，“−”表示迄今未见报道 
“+”represent have reported, “−”represent have not any report 
heretofore 

1.3  多糖 
郁金中多糖的含量相对较低，Gonda 等[28]从姜

黄的根茎中分离得到 4 种多糖成分 ukonan A～D。

王晓华等[29]采用水提醇沉法分析不同来源的郁金

中多糖的含量，结果表明绿丝郁金中多糖的含量最

高，桂郁金次之，黄丝郁金最低。 
1.4  微量元素 

何飞龙等[30]以桂郁金为原料，采用 ICP-AES 法

测定其含有 Na、B、Mg、Al、P、Ba、Mn、Fe、K、

Ca、Ti、Zn；采用 ICP-MS 法测定其含有 Li、Be、
Tl、Mo、Cr、Cu、Ni、Pb、Cd、Sr、V、Co，其中

Fe、Mn、Ti 含量最高，Mo、Tl、V、Be、Cd 含量

最低。吴新新等[31]采用 ICP-OES 法测定不同产地的

郁金中 10 种微量元素的含量，Fe、Co、Zn 在各产

地郁金中含量较高，其中浙江瑞安产郁金中的 Co、
Fe 含量最高。 
1.5  生物碱 

郁金类药材中还含有多种生物碱，Wang 等[32]

从姜黄中分离出一个喹啉类生物碱成分 2-(2′-methyl- 
1′-propenyl)-4,6-dimethyl-7-hydro-xyquinoline；黄

伟[33]从温郁金中分离得到 curcuminol I；Ma 等[34]

从温郁金中分离得到 aurantiamide。 
1.6  其他成分 

Huang 等[35]从郁金中分离得到 3 种新的具有抗

氧化活性的联苯醚类木脂素 1-feruloyloxy-2- 
methoxycinnamic acid、1-feruloyloxy cinnamic acid、
(1-p-hydroxycinnamoyl) cinnamic acid。韩婷等[36]从

郁金中分离得到豆甾醇、β-谷甾醇。易进海等[37]从

黄丝郁金中分离出 1 个新天然化合物 6-methyl-7- 
(3-oxobutyl)-bicyclo[4.1.0]heptan-3-one。 
2  药理作用 
2.1  心血管保护作用 

郁金和莪术都是传统的活血化瘀药，二者可降

低血液黏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促进血液循环而

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郁金中的莪术二酮有抗血小

板聚集和抗凝血作用[38]，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增加环

磷酸腺苷（cAMP）的浓度，抑制细胞内 Ca2+的转

运并增加血管舒张能力实现的。另外，莪术二酮也

可通过抑制血小板功能、改善血液流变学和内源性

凝血途径起到抗血小板聚集和抗凝血的作用[39]。 
庞雪芬[40]研究发现，由心血管疾病如缺血性心

脏病、高血压等导致的心肌纤维化中，姜黄素能通

过调节血管紧张素酶与血管紧张素 II受体的双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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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制心肌纤维化，改善心功能；姜黄素的抗心

肌纤维化机制是通过下调血管紧张素 1 型受体

（AT1），上调 AT2 受体，进一步抑制 TGFβ1/Smad
信号通路，以及增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
表达实现的。 
2.2  抗炎、镇痛作用 

郁金具有抗炎作用，黄宣等[41]研究发现核转录

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在幽门螺旋杆菌（Hp）
所致慢性胃炎的发病机制中起核心作用，从温郁金

中分离出的二萜类化合物 C 可阻断 NF-κB 信号通

路，从而有效减少 Hp 诱导的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

并使抑炎因子的分泌增加。 
莪术也有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孙秀燕等[42]

采用超临界流体 CO2 萃取法研究了温莪术中的 5
种提取物对人组织瘤变的单核细胞（THP-1）分泌

的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莪术烯和蓬莪术环二烯可抑制 THP-1 细

胞分泌 TNF-α 炎症因子。 
姜黄中的姜黄素具有抗炎作用，Zhao 等[43]通过

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 TNF-α 分泌来评估姜黄

素的抗炎活性，发现姜黄素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抑

制 TNF-α 的释放，这可能与姜黄素抑制细胞外信号

调节激酶的磷酸化和 NF-κB 的活化有关。 
2.3  抗肿瘤作用 

莪术中主要抗肿瘤活性成分有 β-榄香烯、莪术

醇（姜黄环奥醇）、异莪术醇、吉马酮、莪术酮和莪

术二酮等。其中，β-榄香烯对肿瘤的治疗机制研究

较为广泛，β-榄香烯可抑制多种肿瘤细胞的增殖、

阻滞细胞周期、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与分化[44]。张

晔等[45]研究表明，β-榄香烯可以时间和剂量依赖的

方式，通过抑制胃癌细胞 SGC7901/Adr 中细胞外信

号调节激酶（ERK）通路的激活，降低谷胱甘肽转

移酶-π（GST-π）蛋白的表达，有利于 β-榄香烯在

体内发挥更好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细胞耐药性，提

高了 β-榄香烯的治疗效果。刘俊松[46]研究表明，β-
榄香烯抗胃癌的作用机制可能与影响人胃癌细胞多

种蛋白质的差异表达有关。王超等[47]研究发现，吉

马酮能有效抑制人肺癌 A549 细胞的增殖，且抑制

作用与药物剂量呈正相关；另外，吉马酮还能有效

抑制人肺鳞癌 LK2 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凋亡[48]。 
温郁金醚提物中主要的抗肿瘤成分是二萜类化

合物 C。金海峰等[49]采用噻唑蓝（MTT）法研究发

现，不同浓度的二萜类化合物 C 均能抑制结肠癌

SW620 细胞的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化合物 C
能诱导 SW620 细胞凋亡，具有一定的剂量和时间依

赖性；另外，二萜类化合物 C 也能抑制胃癌

SGC-7901 细胞的增殖[50]，并诱导其凋亡。 
2.4  利胆退黄作用 

蒋浩等[51]通过实验发现，桂郁金醇提取物（3.33 
g/kg，ig）能显著降低 α-萘异硫氰酸酯（ANIT）诱

导的黄疸小鼠模型血清中总胆红素（TBIL）、直接

胆红素（DBIL）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的含量，

具有明显的利胆退黄作用。 
2.5  护肝作用 

张婉娴等[52]通过实验研究发现，10.0 g/kg 的郁

金的水煎剂对 CCl4 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鼠模型有

一定的拮抗作用，其机制可能与下调凋亡基因 p53
和 Caspase-3 蛋白的表达以及抑制肝细胞凋亡有关。 
3  基于成分特有性的郁金 Q-marker 的研究思路

和路径 
2016 年，刘昌孝院士首次提出了中药 Q-marker

新概念[53]。中药 Q-marker 是存在于中药材和中药产

品（饮片、中药煎剂、中药提取物、中成药制剂等）

中固有的或加工制备过程中形成的、与中药的功能

属性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作为反映中药安全性和

有效性的标示性物质进行质量控制[54-61]。 
通过对郁金及近缘药材的分析，目前郁金质

量研究主要存在 5 个方面问题：（1）基原复杂，

不同药材之间、同一药材不同基原之间差异性不

清；（2）物质基础的种类、含量及和各类成分的

比例关系不清；（3）传统功效-生物效应表达方式- 
物质基础的关联关系不清；（4）质量评价指标单

一，质量控制方法不全面；（5）欠缺针对中成药

大品种的对应性质量控制手段。郁金为多基原药

材，并且与莪术、姜黄、片姜黄等药材之间存在

来源、用药部位和加工炮制的交叉和不同，因而

出现药性、归经、功能主治和用法用量等方面的

差异。因此，用单一基原植物来源的品种开展

Q-marker 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不适用于郁金类药

材。针对郁金类药材 Q-marker 研究和预测应基于

以下依据：（1）同一类药材区别于其他药材的特

征性成分；（2）同一类、不同种药材之间差异成

分；（3）同一种药材不同基原之间的差异成分；

（4）成分的生源途径及亲缘学依据。在此基础上

提出以“基原-炮制-药用部位”为基点的郁金成分

特有性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的 Q-marker 预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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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途径可以基本反映基原的植物分类和亲缘学

差异的标志物、药材不同入药部位（组织器官）

的标志物和药材炮制的标志物三者的复杂关系。 
4  郁金及近缘药材 Q-marker 的预测分析 

《中国药典》2015 年版[1]仅规定了郁金的显微

鉴别法和薄层色谱法的鉴别方法，尚未建立含量测

定项目。国内研究者针对郁金质量研究所存在的问

题做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如采用 HPLC 法测定双去

甲氧基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和姜黄素的含量；

以吉马酮和莪术二酮、莪术醇等挥发油类成分含量

为指标；采用 GC 色谱法建立指纹图谱，并发现 4
种基原的郁金所含化学成分和含量在品种间差异

很大。因此，通过文献分析及上述分析，从化学成

分的特有性、有效性对郁金 Q-marker 进行预测分

析（图 2），以期为郁金类药材质量控制方法的确

定提供参考。 
 

 

图 1  以“基原-炮制-药用部位”为基点的郁金及其近缘药材成分特有性 Q-marker 研究思路和路径 
Fig. 1  Research ideas and pathway of unique ingredients of Curcumae Radix and its near-source species based on “origin- 
processing-medicinal parts” 

 

图 2  郁金及其近缘药材 Q-marker 的预测分析 
Fig. 2  Predictive analysis on Q-marker of Curcumae Radix and its near-source species 

4.1  基于成分特有性的郁金及其近缘药材

Q-marker 的预测分析 
郁金中主要成分有挥发油类、姜黄素类、生物

碱类、黄酮类、甾醇类等，其中挥发油类和姜黄素

类成分为郁金及其近缘药材中主要的药效成分。王

颖[62]运用 HPLC 双波长法，同时测定不同产地的郁

金（浙江、广西、四川）、姜黄（四川）、莪术（浙

江、广西、四川）中的次级代谢产物。结果表明，

（1）姜黄中姜黄素类化合物的含量最高，郁金次之，

莪术中的含量最低；（2）蓬莪术中莪术烯醇的含量

高于温莪术；而温莪术中异莪术烯醇的含量高于蓬

莪术，在广西莪术和蓬莪术中的呋喃二烯酮含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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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而在温莪术中几乎没有；（3）郁金中吉马酮

和呋喃二烯的含量较呋喃二烯酮和莪术醇高。另外，

张军等[9]对 4 种郁金挥发油的共有成分进行分析，

发现共有成分不多，但大量交互存在的成分很多，

吉马酮在温郁金、桂郁金和绿丝郁金中含量较高，

但在黄丝郁金中几乎检测不到，故可认为吉马酮可

作为前 3 种郁金的含量测定指标性成分，姜黄酮、

芳姜黄酮在黄丝郁金含量较高，可作为黄丝郁金含

量检测的指标性成分。 
综上分析可得，挥发油类和姜黄素类成分如吉

马酮、莪术烯醇、去甲氧基姜黄素、双去甲氧基姜

黄素等都是姜黄属植物中标志性的次级代谢产物，

根据姜黄素、挥发油成分的差异和特有性，可将二

者作为郁金及近缘药材 Q-marker 确定的重要证据

和可行路径。 
4.2  基于成分有效性的郁金及其近缘药材

Q-marker 的预测分析 
Q-marker 是控制和评价中药有效性的重要指

标，因此必须与中药的有效性密切相关。按照

Q-marker 的定义和要求，郁金 Q-marker 的预测应

基于成分与药效、药性以及新临床功效等进行确定。 
4.2.1  与传统功效的药效作用相关性分析  《中国

药典》2015 年版[1]收载的郁金具有行气解郁、清心

凉血、活血止痛、利胆退黄的作用，用于治疗胸胁

刺痛、经闭痛经、乳房胀痛、热病神昏、癫痫发狂、

血热吐衄、黄疸尿赤等，现代研究表明，郁金、莪

术、姜黄等药材还具有抗肿瘤等作用。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郁金中挥发油具有抗肿瘤、抗炎、镇痛、

抗血栓等作用，如莪术醇、莪术二酮可降低血液黏

稠度，减少血小板聚集，增加血液循环，与传统功

效“活血止痛”和“行气解郁”相一致；姜黄素具

有抗肿瘤、抗氧化、降血糖、调血脂、抗炎、保护

神经元等作用，其中姜黄素的抗炎作用可以预防心

律失常[63]，保护肝脏和肾脏[64]，与传统功效“清心

凉血”和“利胆退黄”相一致。以上 2 类成分都是

郁金传统功效中主要的药效物质基础，也应是其

Q-marker 的主要选择。 
4.2.2  与传统功效的药性特点相关性分析  性味与

归经既是中药的基本属性，也是临证治法、遣药组方

的必要依据。郁金及其近缘药材性味皆为辛、苦，归

肝、脾经。根据中药药性理论，“辛”味的基本功效

为能行、能散，从辛味药与归经的关系中可以得出，

辛味药主要入肝、脾、肺、胃经，其化学成分大多包

括挥发油、生物碱和苷类等。“苦”味的基本功效为

能坚、能燥、能温、能发，赖昌生等[65]对 466 种苦味

中药进行统计，苦味药主要入肝、肺、胃经，其化学

成分大多为挥发油、生物碱及苦味素（苷类、醌类、

黄酮类）等。另外，龙小琴等[66]研究发现，姜黄属中

药均具有辛、苦味，归肝经，有活血、行气和止痛功

效，而且也都含有挥发油类成分。根据以上分析，郁

金中的挥发油成分可作为其 Q-marker 的主要选择。 
4.2.3  与现代新临床用途相关性分析  在临床中，

郁金常用来治疗抑郁症、咳喘、中风失语、癫痫抽

搐[67]，如以郁金为主药的复方郁金胶囊、舒郁颗

粒[68]有良好的抗抑郁、抗焦虑效果，开郁止咳颗

粒 [69]对于咳嗽风痰郁肺证患者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郁金丹对于失心癫狂者有行气化痰、清心解郁、

止抽止痛的功效。研究发现郁金挥发油中的 β-榄香

烯、莪术醇等具有抗肿瘤作用，能抑制肿瘤细胞的

增殖，是治疗肿瘤的药效物质基础；另外，随着对

姜黄素不断地深入研究，发现姜黄素可作为防治一

些眼部增殖性疾病的优良天然药物，姜黄素可有效

恢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患者视网膜色素

上皮细胞（RPE）的神经功能[70]，改善患者视力。

以上 2 种成分不仅与郁金的传统功效密切相关，在

现代新临床应用中也至关重要，基于以上分析，姜

黄素和挥发油成分应是郁金及其近缘药材

Q-marker 的首要选择。 
郁金中的姜黄素和挥发油类成分与其有效性密

切相关，是其主要药效物质基础，可作为 Q-marker
的选择。另外，宜进一步对其挥发油类成分化学物

质组深入研究，建立专属性的测定方法，提高质量

评价和质量控制的科学性。 
5  结语 

本文首先对郁金及其近缘药材莪术、姜黄、片姜

黄的基原、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化学成分和药理作

用进行梳理，结合化学成分的特有性和有效性进行总

结分析，对郁金类药材的 Q-marker 进行预测，可考

虑将挥发油类和姜黄素类作为郁金类药材 Q-marker
的选择，提出基于成分特有性预测郁金 Q-marker 的

研究思路及以“基原-炮制-药用部位”为基点的郁金

成分特有性研究路径；再基于中药 Q-marker 的核心

概念，提出以“药效-药性-新临床用途”为基点的有

效性 Q-marker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郁金类药材

Q-marker 进行预测分析，为确定郁金类药材 Q-marker
和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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