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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引草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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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砂引草可以固沙、防风、改良土壤、恢复植被、绿化园林，还可以作为药材、饲料、蜜源植物和绿

肥。本文通过查阅中英文文献，对砂引草的特征分布、生理生态学特性研究、化学成分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旨在为砂引草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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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砂引草（Tournefortia sibirica Linnaeus）是隶属

于温带亚洲中部种的紫草科砂引草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在海滨、内陆均有分布，以沿海一带居多。砂

引草具有较强的生理可塑性，在不同的地理分布区

可以表现出不一样的生理调控机制。目前，砂引草

在生态环境保护、沿海地带环境修复、园林环境美

化等方面均体现出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逐渐受到

关注和重视。在内蒙古地区，砂引草作为药用植物

被收载于《内蒙古植物药志》、《锡林郭勒盟草原药

物诠释典》、《蒙古高原常见野生药用植物》、《医学

衷中参西录》等著作中 [1-7]，其性寒、味苦，具有祛

热解毒、杀粘、止血、排脓敛疮等功效，主治疮疡溃

破、瘰疬、久不收口、皮肤湿疹等。

通过中文（知网、万方、维普）、英文数据库（PubMed、

EMbase）检索砂引草相关文献，发现砂引草的研究

仅局限于砂引草的植物分类、生理生态学特性、应

用价值、提取工艺、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等方面，且

报道的文献数量较少。本文对数据库中检索到的

砂引草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砂引草的研

究与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1   特征分布

砂引草为多年生草本，整株高 10cm-30cm，被

白色柔长毛；直立或斜生的细长根状茎可以分枝，

单一或数条丛生；无柄或近无柄的叶多呈披针形、

倒披针形或长圆形，长 1cm-5cm，宽 6cm-10mm，叶

片上浓生长柔毛或糙伏毛，上呈凹陷而下呈突起，

中脉明显；聚伞花序伞房状顶生，直径 1.5cm，花萼

长 3mm，裂片披针形，密生糙伏毛；花冠呈白色漏斗

状，筒长 5mm，裂片 5，子房 4 室，柱头 2 浅裂，下部

环状膨大，果实有 4 钝棱，椭圆状球形，长约 8mm，

先端平截或凹入。砂引草产东北、河北、河南、山东、

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生海拔 4-1930 米海滨砂

地、干旱荒漠及山坡道旁。蒙古、朝鲜及日本有分

布。其伴生种有矮生苔草、砂钻苔草、白茅、马唐、

苍耳等。砂引草一般 4 月返青，5-6 月开花，6-7 月

结果，8 月下旬种子成熟，10 月干枯 [8]。

2   生理生态学特性研究

砂引草具有较强的生理可塑性，在遗传特性、

组织结构方面均表现出较宽的生态幅，在不同的地

理分布区和生长环境下，其生物形态结构可发生特

化现象去更好地生存。

2.1   群落特征

早在 1982 年，吴尔生等学者 [9] 发现砂引草多生

长在轻度盐渍土上。陈桐庵等 [10] 在昌黎滨海沙生

植被的碱性土壤上发现砂引草的群落。陈征海、张

治国等 [11-12] 总结出砂引草的天然纯系单优群落较

少，植被外貌呈灰绿色或淡绿色且较整齐，呈单层结

构，偶见亚层分化，有明显的条带性和镶嵌性。宝力

道等 [13] 发现内蒙古东乌旗阿尔舒特湖边 200~500 m

处有砂引草分布，随距离的增加植被逐渐过渡为典

型的草原原生植被。田涛、李玲玲等 [14-15] 分别对内

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乌审旗周边区域的植被群落进

行了研究，发现砂引草的群落处于劣势位置，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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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盐碱沙地，物种较为单一。赵艳云等 [16-17] 分

析发现山东无棣贝壳堤岛的沙地环境适合砂引草生

长，砂引草是贝壳堤向海一面的优势种，也是贝壳堤

湿地常见的草本植物群落类型。胡君等 [18] 在江苏海

州湾沿海沙滩上观察到砂引草的群落分布。刘宝贤

等 [19] 发现砂引草是日照海岸沙生带的优势种。朱莹 [20]

分别在滨海港镇度假村、六垛河间的沙滩上发现砂引

草的群落，群落盖度在 40%-90%，群落最大面积可达

6000m2。尹德洁等 [21] 研究发现砂引草是天津滨海新

区湿地的潮间带湿地的绝对优势物种。任冉冉 [22-23]

等发现黄河三角洲贝壳堤滩脊地带有砂引草群落的

分布。王蕙等 [24] 在山东省砂质海岸的砂生植被上观

察到砂引草的群落分布在沙岸的内缘。

2.2   耐盐碱性

吴尔生等 [9] 研究发现砂引草耐重碳酸根的能力

较强，具有一定的耐碱和耐盐能力。项秀丽等 [25] 学者

认为砂引草能够在盐碱环境下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物

质基础是其形态特征。刘兆霞等 [26] 通过研究发现，砂

引草的渗透调节是通过在细胞质中积累甜菜碱和可溶

性糖，在液泡中积累 Na+、Cl-、有机酸。关洪斌等 [27] 分

析发现，生长在滨海盐渍沙质土的砂引草能够增加土

壤中空气和有机物质的含量，提高土壤的贮水能力，降

低土壤 pH 值。宋阳阳等 [28] 发现砂引草只能生长在在

40% 以下的人工海水中，当浓度为 60%~80% 时其存

活率逐渐降低。解卫海等 [29] 证实砂引草是一种耐盐、

耐旱固沙地被植物，既能生长在海岸沙地也分布在内

陆干旱沙地，砂引草通过不同渗透调节剂维护水分代

谢平衡。刘艳莉等 [30] 研究发现砂引草具有较强的耐

盐能力，在海岸前沿恶劣环境下具有较强的生长能力

和适应能力。尹德洁等 [31] 在调查分析天津滨海新区

湿地耐盐植物时也证实了砂引草具有耐盐性。宋协明

等 [32-33] 研究发现，砂引草具有较强的耐盐性，可耐受

0.75% 盐胁迫，属于耐盐碱植物，同时降低土壤的盐度。

顾寅钰等 [34] 得出砂引草主要是通过根—茎来调控钾

钠的运输与分配。孙媛等 [35] 进一步证实中度盐碱化

土壤上有砂引草的分布。王洪波等 [36] 在土壤的 pH 值

为 7.96、可溶性盐含量为 0.332% 的潍坊滨海盐碱土地

上发现有砂引草的大量分布。

2.3   耐旱、耐高温性

徐德成等 [37] 调查发现砂引草可以生长在胶东海

岸沙滩内缘外缘易沙压、沙埋的地段。赵艳云等 [38]

研究发现黄河三角洲贝壳堤岛的干旱半干旱的生

境条件下有砂引草的分布。赵红洋、李玉霖、宋彦涛

等 [39-41] 都得出了砂引草为适应降水少、蒸发量大、土

壤贫瘠的生长环境而出现比叶面积值相对低的现象。

王进等 [42-43] 通过实验证实砂引草植物可抵抗

沙埋，主要是通过叶片抗氧化酶激活和脯氨酸合成

增加去进一步抑制过氧化进程而维护保持细胞膜

的稳定，并通过茎顶端发挥对光的适应性以及暗处

生长的能力，同时在叶片中存储可溶性糖，可为沙

埋下的砂引草能够快速恢复生长提供充足的能量。

逄金强等 [44] 认为砂引草具有高抗氧化酶活性是其

适应干旱高温环境的主要生理机制。

2.4   耐涝性

刘贤娴、马小伟等 [45-46] 在北京野鸭湖湿地低

河（湖）漫滩平地中发现有砂引草的伴生，呈现出叶

片较薄、有较大的干物质含量和组织密度等特点。

辛华等 [47] 发现砂引草根中的次生韧皮薄壁组织较

为发达，可裂生胞间隙，最后形成多个通气道以适

应水涝的环境。赵艳云等 [48] 在山东省滨州市无棣

贝沙堤向海侧发现有砂引草的分布。杨洪晓等 [49]

通过研究发现，在山东半岛滨海沙滩前缘高潮线以

上的盐碱性湿地中砂引草呈优势生长状态。

2.5   微生物分布

赵艳云等 [50] 发现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

的含量随砂引草生长土层深度的增加呈逐渐下降

的趋势。田雪莹等 [51-53] 发现砂引草的各组织中内

生菌较为丰富，进一步分析砂引草内生菌群落多样

性和分布规，并通过抗菌、除草等药理学活性模型

对分离得到的次级代谢产物进行评价，探索砂引草

成分在农业病原菌及除草方面的价值。

3   化学成分研究

3.1   生物碱类化合物

Hikichi 等 [54] 从砂引草的根和地上部分中均

分离得到三种生物碱类化合物：Lycopsamine、O9-

Angelylretronecine 和 Pyrrolizidine。 红 艳 等 [55] 从

砂引草中分离出 tournesibirin。

3.2   木脂素类化合物

宋 志 忠 等 [56-57] 等 先 后 从 砂 引 草 的 地 上 部 分

分 离 得 到 2 个 木 脂 素 类 化 合 物（messerschmidin、

messerschmidin 乙 酯） 和 2 个 木 脂 素 类 衍 生

物（sibiricin A、sibiricin B）。

3.3   萜类化合物

宋志忠等 [57] 等从砂引草的地上部分分离得到

1 个三萜类化合物 α- 香脂醇二十烷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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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黄酮类化合物

吴永江等 [58] 在日本产砂引草的叶子中分离

得 到 4’,5,7- 三 羟 基 黄 酮 醇 -3-O- 葡 萄 糖 甙 和

3’,4’,5,7- 四 羟 基 黄 酮 醇 -3-O- 葡 萄 糖 甙。 刁

胜宝等 [59] 从砂引草中分离到 1 个新黄烷酮苷类成

分 (2S)-dihydrooroxylin A 7-O-[b-D-apiosyl(1fi2)]-

b-D-glucoside 和 4 个 已 知 化 合 物：2’，-O- 乙 酰

基 -7-O- 甲基维他命、5- 羟基 -7- 甲氧基 -8-C-β-

葡萄糖基黄酮、菠菜素 3-O-β- 吡喃葡萄糖苷和 9’-

甲氧基脱氢二癸二烯醇 4-O-β-D- 吡喃葡萄糖苷。

这五种化合物在细胞上的安全浓度为 <100µM，在

30-100µM 范围内均以剂量依赖性方式对 LPS 诱导

的 RAW264.7 细 胞 中 NO、TNF-α 和 IL-6 产 生 抑

制作用，显示出强烈的抗炎活性。

3.3   挥发油成分

Morteza-Semnani 等 [60] 利用 GC-MS 技术分析鉴

定了砂引草的挥发油成分，发现其挥发油中主要包

含 23 个成分，其中主要成分为 6,10,14- 三甲基 -2-

十八烷酮（29.9%）、(E，E)- 乙酸法尼酯（12.3%) 和

植物醇 (10.8%）。高超等 [61] 通过 GC-MS 从砂引草

的挥发油中鉴定出 58 种化合物，其中植醇的含量最

高（32.23%），多种萜类（假紫罗兰酮、法尼醇、金合欢

醇、香叶基香叶醇、角鲨烯等）的含量为 39.97%。

3.4   其他

张欣 [62] 等对砂引草多糖的提取工艺进行优化，

提示砂引草中含有多糖类成分。阿如汗等 [63] 应用

LC-MS 技术从砂引草中鉴定出 78 个化合物，以 2- 氨

基 -3-(2- 氯 - 苯基 )- 丙酸为内标，相对浓度 >100µg/

mL 的化合物有 13 个，大多数为脂肪酸类化合物。

4   结语

砂引草不仅具有固沙防风、保滩护岸、改良土

壤、恢复植被、绿化园林等作用，还可作为药材、饲

料、绿肥等为人类与环境做贡献。鉴于砂引草对环

境要求较低，具有分布广、适应性强、栽培易的特

点，且其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研究较少而不够深入

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对砂引草进行实验研究和合理

利用是非常必要的，可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与利用

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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