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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药森登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内蒙古医科大学 蒙医药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9）

摘 要：目的：为蒙药森登进一步深入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方法：以“森登”、“文冠木”、“化学成分”、“生物活

性”、“药理作用”、“临床应用”、“SENDENG”、“WEN-GUAN-MU”、“Xanthoceras Sorbifolium”、“Chemical Constit-

uents”、“Biological Activities”、“Chemical Constituents”、“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等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

维普、PubMed、SciFinder、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查询1986-01～2019-12发表的相关文献，并对其化学成分、生物

活性、药理作用、临床应用进行归纳总结作一综述。结果与结论：检索得到的相关文献为246篇，其中有效文献为37

篇。从森登中分离得到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醌类、甾类和香豆素类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最多。药理

研究表明，森登具有抗炎、抗氧化、抗凝血和抑制艾滋病毒蛋白酶等药理活性作用，并有着广泛的临床应用。在森登

质量标准及化学成分方面尚未深入研究，所以有必要进行化学成分、药理活性及其作用机制方面有待进行全面的研

究，阐明其药效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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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ngolian Medicine SEN-

DENG. Methods:“SEN DENG”,“WEN GUAN MU”,“Xanthoceras Sorbifolium”,“Chemical Composition”,“Biological Ac-

tivity”,“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Chemical constituents”and other keywords are used to

search relevant literature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986 to December 2019 in CNKI, WANFANG, CQVIP, PubMed, SciFind-

er, Web of Science and other databases. A summary of the biological activitie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

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re are 246 relevant literatures retrieved, including 37 valid literatures.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isolated from SENDENG mainly include Flavonoids, Quinones, Steroids and Coumarin compounds, among which

Flavonoids are the most.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NDENG has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ti-co-

agulant and HIV protease inhibitory activities, and has a wide rang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s. There is no in-depth study on

SENDENG quality standards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y and its mechanism.

Key words: SENDENG；xanthoceras sorbifolium；research；application

THE RESEARCH OVERVIEW OF MONGOLIAN
MEDICINE——SENDENG

A La-mu-si，SONG Lin

( Mongolian Medical College,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59 China )

森登，又名文冠木，是无患子科植物文冠果

（xanthoceras sorbifolium bunge）的干燥茎枝[1]，用药

记载较多，在蒙古族、藏族传统医学古籍中记录并

提及，在蒙医临床用药方剂中以君药的形式达到

29%的使用率[2]，是蒙古族常用药材之一。春、秋两

季时采收，具有燥恶血及黄水、清热、消肿、止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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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3]。临床主要治疗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内热

和皮肤风热等症[4]。森登是亚热带特有的寿命超过

200年的树种，原产于中国北方地区，广泛分布于北

纬 33°～46°、东经 100°～125°、生长在海拔

52～2260m处的山坡、沟谷间和丘陵地带，在我国北

方也有大面积的人工种植[5]。目前，森登已成为新

资源开发研究的植物之一[6]，在其地道性药材的研

究中内蒙古的文冠木质量较好[7]。森登主要应用于

医药保健、食品、农牧业和新能源开发等领域，并在

成为国家扶持产业开发后，其开发应用及基础研究

也开始受到重视。

现对其古籍文献、植物学特征、化学成分、药理

作用及临床应用分述如下。

1 古籍文献考证

本品记载于《认药白晶鉴》和《无误蒙药鉴》中，

《认药白晶鉴》：“生长于山的阳坡，树干高大且坚

硬，叶似猪鬃，味甘、涩、微苦[8]”。《无误蒙药鉴》所述

同上[9]。《晶珠本草》曰：“森登为性凉，燥恶血及黄

水[10]”。《蓝玻璃》道：“生长于山之阳面，硬且粗、叶似

猪鬃[11]”。《金光注释集》云：“森登为燥鼠疮及黄

水[12]”。在蒙药学经典著作《蒙药志》中：“文冠果的

干燥茎枝，春、夏两季收其茎枝，除去栓皮劈成小块

阴干入药，且用带花茎枝制水煎膏[13]”。根据古籍文

献上述植物形态、特征及生长环境的特点，森登为

无患子科植物文冠果的干燥茎枝，蒙医常用药材，

其干燥茎枝入药，并在临床上使用。故文冠木为在

蒙医药古籍文献中记载的森登。

2 植物学特征

文冠木为无患子科植物文冠果多年生落叶灌

木或小乔木，高约8m；小枝粗壮，褐红色，且有短绒

毛[14]。叶连柄长15～30cm；小叶4～8对，披针形或

近卵形，两侧稍不对称，长2.5～6cm，宽1.2～2cm，

顶端渐尖，基部楔形，边缘有锐利锯齿，腹面深绿

色，腹面深绿色，背面鲜绿色；侧脉纤细，两面略凸

起。花序先叶抽出或与叶同时抽出，两性花，花序

顶生，雄花序腋生，总花梗短；花梗为 5，长 1.2～

2cm；苞片长0.5～1cm；萼片长6～7mm，两面被灰色

绒毛；花瓣白色，基部紫红色或黄色，有清晰的脉

纹，长约2cm，宽7～10mm，花盘的角状附属体橙黄

色，长4～5mm；雄蕊长约1.5cm，花丝无毛；子房被

灰色绒毛。野生于丘陵山坡等地[15]，各地也常栽

培[16]。上述植物学特征为文冠木，即蒙药森登的植

物学特征。

3 化学成分研究

蒙药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在治疗方面具有确

切的药效。然而与化学药物相比，其成分复杂，靶

点和机制尚未明确。因此蒙药化学成分的分离及

纯化一直是蒙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张文霞等人

对森登75%乙醇提取物采用聚酰胺、硅胶色谱等方

法分离其化学成分，用UV、MS、1HNMR、13CNMR及

2DNMR等方法对得到的化合物进行分析和结构鉴

定，从醇提物中分离鉴定了8个化合物，其中有黄酮

类、香豆素类化合物和蒽醌类化合物，并从正丁醇

层中首次分离得到了新化合物文冠木素和七叶内

酯，从水层中首次分离得到了2，5-二甲氧基对苯

醌[17]。倪慧艳等人从森登80%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得

到了9个化合物，并通过LC-MS-MS、CD、1HNMR、

13CNMR等波谱鉴定方法鉴定其结构，确定为黄酮

类化合物并首次分离得到了（2R，3R）-双氢杨梅

树皮素、儿茶精、（2R，3R）-3，3′，5，5′，7-五

羟基二氢黄酮及（2S）-3′，4′，5，5′，7-五羟基

二氢黄酮[18]。董玉等人从森登醇提取物中分离得到

了 7 个化合物，其中黄酮类、蒽醌类和甾类化合

物[19]。王亚静等人对森登乙醇提取物乙酸乙酯部位

进行系统分离，经过波普分析后鉴定出4种黄酮类

化合物，分别为2α，3β-二氢杨梅素，槲皮素，表儿

茶精和表没食子儿茶素[20]。其日格尔等人以含量测

定和指纹图谱的方法对森登不同批次的化学成分

的变化进行了研究[21]，并对森登中表儿茶素、二氢槲

皮素及杨梅素3个成分建立了其指纹图谱[22]。青梅

等人对7个不同产地的森登中槲皮素与总黄酮进行

了定量分析，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紫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了其含量，根据实验结果以鄂尔多斯伊

金霍洛旗产的文冠木中总黄酮与槲皮素两者含量

较高[23]。渠弼等人对森登不同药用部位中的槲皮素

与总黄酮含量进行了比较研究，槲皮素与总黄酮含

量在茎枝中为最高[24]。在不同部位化学成分对比分

析方面，宋楠楠等人应用UHPLC-QTOF/MSE对茎

枝、根和叶进行了化学成分鉴定，并结合多元统计

分析了各部位间成分差异，结果发现不同部位成分

差异显著且茎枝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黄酮苷元类成

分，其余部位这类成分含量明显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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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从森登相关的文献中被报道的化合

物主要包括黄酮类、醌类、甾类和香豆素类化合

物。（见表1，图1）。

4 药理作用研究

4.1 抗炎

森登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其实验研究证明有

着较好的抗炎作用。陈广荣等人用森登70%乙醇

提取物，对抗炎免疫动物的模型进行药理实验研

究，其结果表明低、高两个剂量组对肉芽组织和佐

剂性关节炎均有抑制作用，对脾、胸腺和肾上腺指

数具有抑制趋势，小鼠的溶血素也明显降低，对小

鼠迟发型超敏反应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匡荣等

人采用了多种不同炎症动物模型，考察正丁醇提取

物对炎症动物模型的早、中、晚期的作用，发现森登

正丁醇提取物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的原发性及继

发性关节肿胀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能改善大

鼠的症状，其正丁醇提取物能够显著抑制小鼠的单

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能抑制绵羊红细胞诱导的

小鼠抗体的生成、抑制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其机

制可能与免疫抑制功能相关。在蒙医临床中森登

的抗炎效果明显，结合基础药理研究表明，森登具

有较好的抗炎作用，此抗炎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阐明其机制。

4.2 抗氧化

张玉等人对森登中分离得到的有效成分进行

抗氧化检测，结果发现10种化合物中大多数均表现

出了较强的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EC50＜20μg·

mL-1），其中杨梅素的DPPH自由基清除活性为最强

（3.820μg·mL-1）。在抑制DNA断裂活性检测中4种

化合物有较强的保护DNA断裂作用，其中表儿茶素

有最强的保护DNA断裂作用，其次是儿茶素、二氢

杨梅素和杨梅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体外实验上具

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在此基础上应在动物实验上

证实其抗氧化作用。

4.3 抑制艾滋病毒蛋白酶（HIV-1 PR）

马超美等人从森登甲醇提取物中筛选抗人免

疫缺陷病毒（HIV-1 PR）蛋白酶活性成分，结果表明

其甲醇提取物有活性。对森登甲醇提取物中分离

得到的化合物进行了活性测试，结果发现3-氧代甘

遂-7，24-二烯-21-酸、齐墩果酸和表儿茶素类化合

物缩合而成的二聚体epigallocatechin-（4β→8，2β→
Ο-7）epicatechin具有抑制HIV-1 PR的活性。 结合

研究者的研究，其分离得到的有效成分具有较好的

抗HIV-1 PR的活性，并结合蒙药低毒性、有效且长

期服用的特点，为森登在HIV治疗新药方面提供了

新的研发潜力。

表1 森登的化学成分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化合物名称

槲皮素

杨梅素

2α, 3β-双氢杨梅素

2α, 3β-双氢槲皮素

2β, 3β-双氢杨梅素

七叶内酯

文冠木素

2,5-二甲氧基对苯醌

表儿茶素

儿茶素

没食子儿茶素

2β,3β-3,3',5,5',7-五羟基二氢黄酮

2α-3',4',5,5',7-五羟基二氢黄酮

表没食子儿茶素

（epicatechin-(4β→8,2β→ο-7)
-epicatechin）

大黄酚

大黄素甲醚

β-谷甾醇

豆甾醇

大黄素

参考文献

[17～20]

[17,18]

[17,20]

[17]

[18]

[17]

[17]

[19]

[17,20]

[18]

[18]

[18]

[18]

[18,20]

[18]

[19]

[19]

[19]

[19]

[19]

Tab.1 Chemical components of the wood of xanthoceras
sorbifolium bunge

图1 森登的化学成分结构式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s of the wood of xanthoceras

sorbifolium bu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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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抗凝血

催承彬等人对森登中分离得到的5种化合物进

行了血小板聚集抑制活性实验，其中杨梅素的血小

板聚集抑制比阿司匹林和潘生丁针剂强，其余4种成

分表儿茶素、表没食子儿茶素、白蔹素和槲皮素也

比阿司匹林强，但比潘生丁弱。由此发现，从森登

中分离纯化后得到的主要指标性成分具有抗凝血

作用，在后期的抗凝血药物方面提供了实验基础。

5 临床应用

5.1 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对治疗组20例风湿性关节炎病人，采用西药联

合四味森登汤，对照组采用单纯口服西药治疗2wk，

发现其联合用药组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达

格巴雅尔等人对50例类风湿关节炎病人，采用“图

来阿尔山”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药浴治疗效果

显著。治愈4例，占比8%；显效32例，占比64%；有

效12例，占比24%；无效2例，占比4%。蒙药复方

是蒙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应用形式，是蒙医辨证

论的具体体现。森登在蒙医药临床应用方面主要

以复方和单药的形式应用，治疗风湿病。

5.2 妇科病

哈斯塔娜等人对治疗组23例外阴硬化性苔藓病

人采用四味森登汤水煎液拍洗外阴，对照组24例采

用外用艾洛松软膏，连续30天，发现治疗组23例病

人中痊愈17例，有效率为95.65%；对照组中痊愈11

例，有效率为83.33%。本研究以局部熏蒸的方法治

疗了外阴硬化性苔藓，有良好的临床疗效，在传统用

药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用药方式，即熏蒸治疗方法。

5.3 皮肤病

在治疗皮肤病方面，蒙药森登配伍的多种复方

制剂中以四味森登汤口服并交替服用水银十八味

丸治疗溢脂性皮炎。达格巴亚尔等人采用以森登

为配伍的药浴，治疗牛皮廨，资料显示20例牛皮癣

病人中治愈19例，药浴效果显著。因此，以森登配

伍的方剂，在治疗皮肤病上有着较好的疗效，这可

能与其抗氧化、抗炎药理活性有关，有待进一步进

行基础研究。

6 结语与展望

6.1 森登有着悠久的用药历史

我国北方特有并资源十分丰富，是常用的蒙医

传统药材之一，其所含的化学成分复杂且药理作用

广泛。本文综述了蒙药森登近年来的研究报告，目

前森登中分离得到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黄酮类、

醌类、甾类和香豆素类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较多。化学成分指纹图谱是基于多成分分离及药

材鉴定的新兴技术，在前期研究者研究森登化学成

分的基础上建立高效、专属性强的多成分指纹图谱

是蒙药森登的以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6.2 蒙药或天然药物具有多成分、多靶点的特点

研究表明，森登中提取分离得到的有效部位或

有效成分有着多种药理活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

研究了其在抗炎、抗氧化、抗凝血和抑制艾滋病毒

蛋白酶等的药理作用方面，均有较好的实验结果。

森登尤其在抗炎、抗氧化作用上有着较强的活性，

阐明其物质基础和分子机制方面应需进一步研究

和发现。

6.3 森登配伍的蒙药复方制剂疗效显著

森登配伍的蒙药复方制剂在风湿性关节炎、类

风湿关节炎、外阴硬化性苔藓、溢脂性皮炎及牛皮

癣等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其临床应用范围逐步扩

大，但临床基础研究尚未全面进行，远期临床疗效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确证。

6.4 蒙药资源开发应用是丰富蒙医药治疗的重要

手段之一，也是新药开发的潜力所在

本文对森登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以期为该药

用植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到目前为止，研究

者在森登化学成分方面的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已分

离得到20种化合物，其中黄酮类化合物占主要。在

药理作用和生物活性方面森登也有较多的研究，但

在体内或动物实验方面尚未全面进行机制评价。

因此，应深入分析并筛选其活性成分，结合药效机

制与构效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为该药的临床应用进

行推广，加快其复方与新药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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