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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查阅古今书籍文献,对罗布麻的研究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总结,为其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为其进一步的
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罗布麻叶为我国传统常用的中药,药用历史悠久,含有丰富药理活性成分并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但也存
在品名与品种混乱、质量标准缺陷和开发应用有限等问题。 该药除了在降压的应用较为广泛外,其他方面的研究开发应用均不够
深入广泛。 建议厘清混乱名称,修订药典标准,积极推动药食两用申报,重视其药品及保健品的开发,扩大种植面积,充分发挥其
在造福人类事业上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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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pocynum
 

venetum
 

L.
 

by
 

consulting
 

ancient
 

and
 

modern
 

books
 

and
 

literatur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pocynum
 

venetum
 

L.
 

leav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monly
 

used
 

in
 

China
 

with
 

a
 

long
 

medicinal
 

history,
 

rich
 

in
 

pharmacological
 

active
 

ingredients,
 

and
 

extensiv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confusion
 

in
 

product
 

names
 

and
 

varieties,
 

defects
 

in
 

quality
 

standards,
 

and
 

limite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Apocynum
 

venetum
 

L.
 

for
 

reducing
 

pressu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in
 

other
 

aspects
 

are
 

not
 

deep
 

and
 

extensive.
 

This
 

paper
 

suggests
 

to
 

clarify
 

the
 

confusing
 

name,
 

revise
 

the
 

standards
 

of
 

pharmacopoeia,
 

actively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dual-use
 

drugs
 

and
 

foo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rugs
 

and
 

health
 

products,
 

expand
 

the
 

planting
 

area,
 

and
 

fully
 

leverage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use
 

of
 

benefiting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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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罗布麻为夹竹桃科罗布麻属植物罗布麻 (红麻)
Apocynum

 

venetum
 

L. 的干燥叶,一般为夏季采收,除去杂质,干
燥后入药[1]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 [1] 记

载其具有平肝安神、清热利水的功效,可用于肝阳眩晕、心悸

失眠和浮肿尿少,高血压、神经衰弱和肾炎浮肿等病症的治

疗。 罗布麻药用历史悠久,含有丰富的药效成分和广泛的药

理作用,对多种疾病有显著的疗效;而且罗布麻在养生保健、
纺织、防风固沙及沙漠治理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因此,罗布

麻不仅是一味常用中药,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近年来

开展的“拯救罗布麻,健康千万家”工程对于推动罗布麻的综

合开发利用有重要作用。 现对罗布麻的研究开发现状进行总

结,并对未来的开发利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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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布麻的研究开发现状
罗布麻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淮河及秦岭以北地区,其药

用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汉代以前。 后因为历代药物品种名称混

乱,致使其退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舞台。 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

初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董正均教授在新疆发现其纤维

的优良品种时以生长极盛的罗布平原定名后[2] ,在中草药群

众运动中,人们才从民间及少数民族的药用中发现其药用功

效。 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7 年版) [3] 首次收载

罗布麻叶时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发现的中药品种。
1. 1　 罗布麻的品种及名称

“罗布麻”一名在历代本草医籍中均没有记载,1952 年董

正均教授在新疆罗布平原进行农业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小花红

麻和大花白麻生长比其他产地旺盛,纤维品质比较优良。 为

了缓和“棉粮争地”,解决百姓温饱问题,把全国各地的小花红

麻和大花白麻统一称为罗布麻[2] ,并推动利用荒漠大规模种

植罗布麻,缓解当时“棉粮不足”问题。 但罗布麻的品种及学

名在学术上一直有争论,已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张鹏云先生

认为,罗布平原生长的大花白麻纤维品质优良,称为罗布麻是

合适的;小花红麻在黄河流域有大量分布,一直称为茶叶

花[2] ,其叶从古至今均有当茶饮用的记载,二者不应混为一

谈。 我国分类学家将罗布麻划分为 2 个属 3 个种,即罗布麻

属的罗布麻(Apocynum
 

venetum
 

L. )、白麻属的白麻(中花罗布

麻)[Poacynum
 

pictum( Schrenk) Baill]和大叶白麻(大花罗布

麻)[Poacynum
 

hendersonii( Hook. f. ) Woodson]。 国际著名植

物分类学家李秉滔教授和他的老师蒋英先生认为,叶对生的

小花红麻在北纬 33°至 48°的欧亚地区盐碱地域有广泛分布,
罗布平原生长的小花红麻比其他地区生长茂盛。 遵照植物分

类法则分类,蒋英和李秉滔把披针形叶、叶对生的小花红麻定

为罗布麻属罗布麻,而卵形叶、叶互生的大花白麻定为白麻属

白麻和大叶白麻 2 个品种,上述 3 个品种均收载于《中国植物

志》(1975 年版)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7 年版) [3]

首次收载的罗布麻叶是罗布属的罗布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维吾尔药材标准》(2010 年版)收载了与罗布麻具有相似临床

疗效和药理活性的地方民族习用品白麻,其来源为夹竹桃科

植物大花罗布麻(大叶白麻),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

材标准》(2020 年版)收载的白麻其来源为夹竹桃科植物白麻

(中花罗布麻)的干燥叶[5] 。 但目前白麻(中花罗布麻)处于

濒危状态,资源枯竭。 故现在市面上销售和使用的只有罗布

麻(红麻)和大花罗布麻(白麻)2 种,而且由于其外形相似,很
难区分,经常会出现混用现象。 可以看出,罗布麻的品种和名

称以及民间的使用都较为混乱。
罗布麻的品种及名称混乱问题在古代就存在。 据董正均

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罗布麻的品种及药用历史的考证,明
代《救荒本草》中的“泽漆”就是罗布麻,泽漆始载于《神农本

草经》,一直延续到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所载的泽漆均是

指罗布麻;虽然梁代陶弘景在《名医别录》 [6] 中错误记载泽漆

“大戟苗也”,但其后本草只是人云亦云的沿袭记载而已。 直

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7] 中纠正这一错误,《本草纲目》 记

载,“泽漆是猫儿眼睛草,非大戟苗也……汉人集《别录》,误以

为大戟苗,故诸家袭之尔,用者宜审”。 李时珍虽然纠正了前

人泽漆即大戟苗的错误,但并没有真正明确泽漆(为夹竹桃科

罗布麻属 Apocynum
 

Linn. 植物)的品种,相反他还错误地认定

泽漆就 是 猫 儿 眼 睛 草。 此 后, 泽 漆 就 是 以 猫 儿 眼 睛 草

(Euphorbia
 

helioscopia
 

L. )为主流品种[8] 。 以至于明代之前所

用的泽漆(罗布麻)逐渐被淘汰出局,直至 20 世纪 60—70 年

代从中草药普查中发现其治疗高血压及神经衰弱的显著疗效

后才又回归到中医药界。 事实上,罗布麻早在 2000 年前就已

是常用中药,并被收载于我国首部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中。
1. 2　 罗布麻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研究

罗布麻的化学成分复杂,主要含有黄酮类、氨基酸类、甾
醇类、微量元素类及多糖类等。 黄酮类主要为槲皮素、表儿

茶素、儿茶素、表没食子儿茶素和夹竹桃麻素等及其苷类,如
金丝桃苷、异槲皮苷、三叶豆苷、紫云英苷、芦丁和萹蓄苷

等[9] 。 氨基酸类主要为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天冬氨酸、
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甘氨酸、丙氨酸、胱氨酸、甲
硫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和缬氨酸,其中

含 6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10] 。 罗布麻叶中含有的甾醇类成分

主要为菜油甾醇、豆甾醇、β-谷甾醇和谷甾烷醇[11] ,还含有羽

扇豆醇、叶绿醇和叶黄素等[12] 。 微量元素主要为钠、镁、钙、
铁、锰、钾、铜、铝、磷、锌、锶、钡、锂和钛等 25 种元素[13] 。 此

外,还含有长链脂肪酸、绿原酸和香草酸等有机酸。
罗布麻叶的药理作用广泛,主要包括对心血管系统的作

用(降压、抗糖尿病血管病变、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

用)、对神经系统的作用(抗抑郁和镇静作用)、对呼吸系统的

作用(止咳、平喘、化痰及防治感冒),以及保肝、抗氧化、抗衰

老、抗突变、抗辐射、抗化疗药损伤、利尿和镇静安神等作

用[14-15] 。 此外,还有抗菌、免疫功能增强等作用[16] 。 罗布麻

根有较好的强心作用。
1. 3　 罗布麻的综合开发利用

罗布麻在我国的使用历史悠久,但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应用。 在汉代,其就被用于医药用途,到明代已被用于食用

“救饥”,自从《本草纲目》误指泽漆为猫儿眼睛草以后,便将罗

布麻(真泽漆)排除在药用之外,以致失传,直至 20 世纪 50 年

代初,才让罗布麻又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线中。 通过综合研

究发现,罗布麻全身都是宝,其综合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3. 1　 罗布麻类药品:罗布麻最早应用于处方药物治病的记

载见于《后汉书·华佗传》,载有华佗创立“漆叶青黏散”,有久

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的作用。 稍后,张仲景创

立“泽漆汤”,用以消痰利水。 至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

载治心下伏瘕方和肿入腹苦满急害饮食方,方中均有泽漆。
稍后褚澄在《褚澄杂药方》中创立“汉防己散”,方中用到泽漆

叶。 隋朝时,梅文海在《梅师方》中创立“白前汤”,方中用生泽

漆根。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收载有泽漆的处

方 9 首,皆治疗水肿。 唐代《外台秘要》中收载有泽漆的处方

15 首,大多治疗水肿。 宋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分

别载有含泽漆的处方 9 首和 13 首[17] 。 可见,泽漆在历代应用

较多。 近代以来,罗布麻作为药品应用不多,有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七一医院用罗布麻全草浸膏制成罗布麻黄酮铝盐片用

于治疗气喘患者及预防和治疗感冒,均取得显著效果[15] 。 还

有应用艾络康罗布麻穴贴治疗原发性高血压[18] ;在专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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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罗布麻酸性多糖用于治疗糖尿病;也有将罗布麻组方制

成泡脚粉,能增加血液循环,有效改善睡眠;或将罗布麻组方

制成口服液,用以改善睡眠等[9] 。
目前,以罗布麻为主药获批上市的中成药主要有罗布麻

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罗布麻降压

片(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七册)、罗布麻叶片(卫

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七册)、复方罗布麻颗粒(卫生

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六册)、复方罗布麻片(国家标准

化学药品地标升国标第十六册)、罗布麻叶冲剂(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九册)、罗布麻叶胶囊(国家药监局标准

颁布件 2011 年)等。 可见,获得批准和上市的罗布麻中成药

较少,因此,罗布麻在药品开发方面还有广阔的前景。
1. 3. 2　 罗布麻茶:罗布麻保健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问

世,因其在降血压方面的显著疗效而受到广泛欢迎,20 世纪末

罗布麻茶曾经风行于国内。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交往的增

多,罗布麻茶也逐步走向海外,尤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许

多日本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多次来华考察罗布麻茶,并开始研

究和验证我国罗布麻叶及其茶剂的药效与功能。 欧美和日本

对我国罗布麻(红麻)叶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证实了其相关

成分及其抗脂质过氧化、保肝、抗抑郁、降血脂和抗衰老等作

用[12] 。 在日本也有使用产自北海道的罗布麻(红麻)叶加工

茶叶的小工厂,日本北海道的农民也有采当地罗布麻叶作茶

饮用的习惯,称可以延年长寿,这与我国产的罗布麻茶是一致

的。 我国上海、北京等地生产的各种罗布麻袋泡茶也有销售,
日本“读卖新闻”曾载文将中国产的罗布麻茶誉为“乌龙茶第

二”,深受一些消费者的青睐。 许多西方国家的旅游者听到罗

布麻茶能治疗高血压、提高免疫功能和延缓衰老等,常有购置

自用或馈赠亲友的情况[19] 。
1. 3. 3　 罗布麻保健品:(1)罗布麻饮料。 翟金兰等[20] 以新疆

库尔勒香梨和罗布麻榨汁,配以蔗糖、柠檬酸和稳定剂等辅

料,配成复合饮料,酸甜适宜,口感细腻,具有很好的营养和保

健功能。 牛爱地等[21] 以罗布麻为原料,经筛选、粉碎、浸提、过
滤、调味、装瓶、封口和杀菌等步骤制成罗布麻茶饮料,口感醇

厚,茶香浓郁。 张建威等[22] 采用新鲜莲藕、罗布麻花为原料,
制作复合饮料,口感细腻柔和,富含多种功能性成分,具有较

高的营养价值。 (2)罗布麻花蜜。 罗布麻开花期长,花内有发

达的蜜腺,是一种蜜源植物。 且罗布麻花中含有丰富的黄酮、
甾醇、氨基酸及微量元素等,故罗布麻蜜的营养成分十分丰

富。 陕西大荔、华阴地区的群众常到野生罗布麻麻田中放蜂,
获取罗布麻花蜜。 阿勒泰戈宝茶股份有限公司在新疆阿勒泰

盐湖戈壁滩上戈宝麻种植基地养蜂采蜜,其戈宝花蜜是系列

保健品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天然保健品。 ( 3) 罗布麻护肤品。
利用罗布麻中含有丰富的药效成分、营养成分,及其抗氧化、
抗衰老和抗紫外线功能,阿勒泰戈宝茶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开

发出戈宝系列护肤品,有花皂、手霜、面霜和护身乳等品种。
1. 3. 4　 罗布麻香烟:罗布麻叶代烟设想最早由钱学射、魏鉴

明等提出,1969 年在武汉、南昌烟厂进行配方研究并生产出试

制品,1972 年宝鸡烟厂在西北植物所监制下正式大量生产罗

布麻药物烟,并联系有关医药卫生单位进行毒理药理、化学和

临床的系统研究,发现罗布麻的烟有止咳化痰平喘和抗菌作

用[2] 。 之后国内多家烟厂均正式生产罗布麻药物香烟在国内

销售,并出口国外,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17] 。 北京卷烟厂

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西北植物所的指导下,研制出了罗

布麻烟和罗布麻雪茄烟,用罗布麻烟治疗 100 例慢性支气管

炎患者,有效率达 82. 0%,在镇咳、平喘、祛痰、改善症状和恢

复劳动力方面有一定效果;用罗布麻雪茄烟治疗 106 例慢性

气管炎患者,总有效率达 95. 3%,其中 9 例并发高血压患者吸

烟后有 7 例血压明显下降,1 例并发冠心病患者在吸烟期间心

绞痛没有再出现[2] 。
1. 3. 5　 罗布麻保健纺织品:20 世纪 50 年代,西北植物所与上

海、兰州和陕西等地数十个纺织单位协作研究罗布麻的纤维

用于纺织品,克服种种困难初步试制成毛麻混纺制服“哔叽”
和“凡立丁”等高级衣料及麻棉混纺的数十种衣料[17] 。 罗布

麻纤维作为韧皮纤维植物,纤维含量高,纤维强度大,具有丝

的光泽、麻的挺括、绒的展性、棉的柔软,具有抑菌、防臭和防

霉的优点,还有透气性好、吸湿性强、柔软、抑菌和冬暖夏凉等

特点,堪称 21 世纪的保健纤维,可纯纺或与棉等纤维混纺,制
成品质优良的衬衫、内衣和家居饰品等[23] 。 远销海内外,深受

消费者欢迎。
1. 3. 6　 防风固沙、治理沙漠:罗布麻喜光、耐旱、耐碱、耐寒且

适应性强,适宜于在盐碱、沙漠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长[24] 。
20 世纪 60 年代,罗布麻在我国北纬 33° ~ 48°均有大量分布,
由于人为破坏、气候恶化等原因,已濒临灭绝,只有个别边缘

地带零星残存。 2002 年起,刘起棠先生独资聘请与罗布麻相

关的国内著名专家组成团队,反复对黄河流域、河西走廊、柴
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等 29 个罗布麻历史分布

区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位于东经 87°33′50″北纬 47°42′41″全
球距海岸最远的北疆阿勒泰盐湖东戈壁尚存 123 亩( 1 亩 =
666. 67

 

m2 )罗布麻(红麻),是我国目前该植物最大的野生群

落。 在新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实施“拯救罗布麻,
健康千万家” 这一利国利民的工程,历时 10 多年,耗资 3 亿

元,将濒临灭绝的罗布麻(红麻)在原生地实现了前人未做过

的大规模(21
 

800 亩)仿生种植,把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变成

一望无际的戈宝红麻花海(3A)生态旅游景区,为荒漠治理、援
疆扶贫以及大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　 罗布麻研究开发的建议
2. 1　 明确药用历史,确定优质品种,扩大种植面积

目前,有关罗布麻的药用历史、品种、名称、使用以及其标

准都比较混乱,有必要进行正本清源,建议组织有关本草学专

家对罗布麻的药用历史进行深入考证,明确罗布麻与泽漆的

关系,恢复罗布麻的药用历史,使罗布麻这个具有悠久使用历

史的中药焕发出新的光芒。 同时,对现有的罗布麻品种、名
称、质量标准进行梳理,确定优质品种,扩大种植面积,以满足

罗布麻的药用需求。
罗布麻为国家药典收载品种(民间称之为红麻),中花罗

布麻和大花罗布麻为地方标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药

材标准》收载的品种(民间称之为白麻),二者虽然有效成分、
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近似,但红麻的总黄酮成分如槲皮素、异
槲皮苷、芸香苷以及绿原酸、三萜等有效成分的含量均高于白

麻[25-26] ,药理作用与临床疗效均优于白麻。 而红麻(罗布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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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生资源极少,20 世纪 50 年代罗布红麻主要分布新疆、安
徽、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和河北等黄河、淮河和渭河等河流

两岸低洼地带及苏北沿海滩涂地区,总面积不下 600 万亩,年
产原麻 150 万担(1 担= 50

 

kg)。 2005—2008 年开展的罗布麻

资源考察结果显示,过去生长罗布红麻的大部分地区资源枯

竭,只有少数出海口地区尚有少量残存罗布红麻,总面积不到

10 万亩。 而且其品种退化,生长高度多约 1
 

m,茎干很细,与
杂草混生,采集困难,资源几乎无法利用。 目前,安徽亳州药

市的药材罗布麻叶主要为来自新疆(南疆)的罗布白麻,而没

有山东、安徽的罗布红麻叶[27] 。 因此,有必要重点发展红麻的

种植推广工作,呼吁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新疆北疆的罗布麻种

植工作,扩大种植面积,以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目前,罗布麻(红麻)作为药材原料紧缺的另一个原因是

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的质量标准存在

问题。 罗布麻作为药物首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7
年版)收载,只有形状鉴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5 年

版)增加了罗布麻叶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并规定其标志性成分

总黄酮(以槲皮素计)含量不少于 0. 60% [28]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0 年版)却将罗布麻质量标准修改为金丝桃苷含

量不少于 0. 30% [29] ,这一修改的依据是为了区分罗布麻与白

麻(白麻中金丝桃苷含量较低),而且所采用的罗布麻样品主

要为山东、山西地区所产,而罗布麻的传统道地产地和主产地

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其中以孔雀河和疏勒河流域的品质最

优。 现代研究结果也表明,新疆北疆地区及阿勒泰地区的罗

布麻品质最好[25-26] ,其主要成分黄酮类成分如异槲皮苷、三叶

豆苷、紫云英苷、芦丁及绿原酸等的含量明显比其他产地高,
但新疆地区罗布麻的金丝桃苷含量不占优势, 且都低于

0. 30%的要求。 这就导致了传统的道地产地、现代主产地的

(占目前市面上的红麻产量>90%)新疆罗布麻达不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2010 年版)质量标准的要求。 这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收载的陈皮质量标准产生的问题

相同,陈皮质量标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95 年版)开

始规定橙皮苷含量不少于 3. 5%(当时制定标准时没有重视道

地产地广陈皮的样品采集),而陈皮道地产地的广陈皮(新会

陈皮)很难达到这个要求,这样就出现了传统的道地药材被检

验为“劣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修订时收

集广陈皮样品 77 批,普通陈皮样品 33 批,对其橙皮苷、川陈皮

素和橘红素 3 个重要成分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普通陈皮的橙

皮苷含量确实是高些,但川陈皮素和橘红素的含量非常低。
故做出了如下修订:即普通陈皮标准不变,将广陈皮的含量测

定方法单列,规定橙皮苷含量不少于 2. 0%,含川陈皮素和橘

红素的总量不少于 0. 42%,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30] 。
为此,笔者认为罗布麻的质量标准修订完全可以参考陈皮的

这种修订方式,建议将新疆罗布麻的金丝桃苷含量标准降低,
另外增加新疆罗布麻的优势成分异槲皮苷的含量要求。 鉴于

目前罗布麻药材来源的实际情况,这种修订是十分必要的。
2. 2　 重视罗布麻在医药行业上的开发利用

罗布麻全身都是宝,尤其是其医药价值及用途十分广泛。
目前,罗布麻的医药用途开发利用仅局限在民间应用其防治

高血压病方面,现有的以罗布麻为主要成分的中成药也以降

压药物为主。 罗布麻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氨基酸类、甾醇类、
微量元素类及多糖类药效成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其有广泛

的药理作用,但这些药理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特别是抗糖尿病血管病变、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抗抑郁

和镇静、保肝、抗辐射、抗化疗药损伤、利尿、止咳、平喘、化痰

以及防治感冒等作用均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建议围绕

这些药理作用开展新药研制工作,力争开发出品种更多、作用

更广泛的罗布麻药品,为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2. 3　 重视罗布麻在大健康产业中推广应用

鉴于罗布麻类药品的开发应用难度较大,且罗布麻在养

生保健方面的作用众多,因此,积极开发罗布麻类保健产品,
大力推广其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应用是未来罗布麻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目前已成功上市的罗布麻保健品类主要是保健

茶,功能范围也仅限于降压、降脂和帮助睡眠,而罗布麻显著

的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抗突变及增强免疫功能的作

用在保健养生方面有广阔的前景,这些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

的开发利用。 很多疾病的发生与机体内过氧化有密切关系,
而抗突变作用则可以预防肿瘤的发生,免疫功能增强可以抵

抗各种病毒和细菌的侵袭,抗衰老则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因

此,未来应围绕上述罗布麻的药理作用方向加强研究,开发出

更多的功能性保健品,为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保障人民

身体健康发挥积极作用。
2. 4　 积极推动罗布麻进入药食两用品种行列

罗布麻含有多种氨基酸(包括人体必需氨基酸)和微量元

素,具有很好的食用价值,但目前由于尚未被列入药食两用品

种范围,所以在开发其食品系列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罗布麻

在古代早已被用作食物食用,在 600 多年前出版的《救荒本

草》 [31] 中就记载了当时食用罗布麻(泽漆)的情况,“采叶及嫩

茎煠熟,水浸淘净,以油盐调食。 采嫩叶蒸过晒干,作茶,吃亦

可”。 可见,在明代罗布麻至少有 3 种食用方式:(1)用新鲜的

叶和嫩茎煠熟(食物放入油或汤中,待沸而出称煠),加油盐调

味后直接食用,类似于今天广东人白灼青菜的做法;(2)采嫩

叶蒸熟后晒干,食前用水浸泡至软后,炒食、入汤、凉拌都可

以,类似于湖北、湖南人制作的干菜;(3)用嫩叶做茶饮用。 这

种食用习惯一直沿用至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7] 中也记载,
罗布麻(泽漆)茎叶“可作菜食而利丈夫阴气”。 现今在民间及

少数民族地区仍有沿用罗布麻食用和茶饮的习惯,可见罗布

麻作食用和茶饮的历史至少已有 600 年。 应积极推动罗布麻

列入药食两用品种的工作,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尽早批准罗

布麻纳入药食两用品种行列。
此外,也要继续加强对罗布麻在纺织、造纸、荒漠治理、

美化环境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开发利用,积极推动“拯救罗

布麻,健康千万家”工程在健康产业、荒漠治理、缓和棉粮争

地以及援疆扶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使罗布麻这个古老

的药用植物和经济植物为造福人类发挥出更大、更重要的作

用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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