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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叶一枝花为百合科重楼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中国药典》收载的有云南重楼(滇重楼)和七叶一

枝花(华重楼),又名蚤休、白甘遂、草河车、灯台七

等,有小毒,功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肝定惊。
其主要用于治疗疔疮痈肿、咽喉肿痛、毒蛇咬伤、跌
扑伤痛、惊风抽搐等疾病[1] 。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

明,该药具有抗肿瘤、抑菌、消炎、镇痛、止血、保护

心血管等作用[2-3] 。 本文就近年来七叶一枝花的药

理机制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化学成分

　 　 七叶一枝花的化学成分主要为甾体类、黄酮

类、氨基酸类、多糖类[4] ,其中甾体皂苷类成分约占

80%以上,主要为薯蓣皂苷元和偏诺皂苷元[5] 。 此

外还含有皂草苷、重楼甾酮、蚤休皂苷、皂草配基丙

皂苷、七叶一支花皂苷等。 在这些皂苷中,已发现

多种药理活性,其中重楼皂苷 P1、P2 具有细胞毒活

性[6] ,重楼皂苷 P4 具有止血活性[7] ,而重楼皂苷

P1 ~ P3 均具有免疫调节活性[8] 。 另外,七叶一枝花

中还含有 β-谷甾醇、豆甾醇、植物 β-蜕皮激素及其

衍生的苷类、丙氨酸、天冬酰胺、蚤休甾酮、肌酸酐、
胡萝卜苷、糅质、蔗糖和微量元素等。 孙笛等[9] 利

用正相硅胶色谱,反向制备色谱,ODS 柱色谱等手

段对七叶一枝花的乙酸乙酯和正丁醇部位提取物

进行分离与纯化, 并通过核磁 共 振 碳 谱 ( 13C
 

NMR)、核磁共振氢谱(1
 

h
 

NMR)和电子轰击质谱

(EI-MS) 等波谱技术进行结构鉴定。 从乙酸乙酯

层和正丁醇层分离得到 10 种化合物,经分离鉴定

为槲皮素(Ⅱ)、β-谷甾醇(Ⅰ)、胡萝卜苷( Ⅲ)、偏
诺皂苷元-3-O-α -L-呋喃阿拉伯糖基-(1→4) -
α-L-吡喃鼠李糖基-(1→2) -β-D-葡萄糖苷(Ⅴ)、
豆甾醇( Ⅳ)、熊果酸( Ⅵ)、葡萄糖( Ⅷ)、薯蓣皂苷

元-3-O-α-L-呋喃阿拉伯糖基-(1→4) -α-L-吡

喃鼠李糖基-(1→2) -β-D-吡喃葡糖苷(Ⅶ)、薯蓣

皂苷元-3-O-α-L-吡喃鼠李糖基-(1→4) -α-L-
吡喃鼠李糖基-(1→2) -β-D-葡萄糖苷( Ⅸ)以及

山奈酚(Ⅹ),这进一步丰富了七叶一枝花的化学成

分。 张玉霖等[10]采用超声法提取样品中总黄酮,以
芦丁为对照品、利用黄酮类化合物能和 A1 形成稳

定荧光络舍物的性质,选择激发波长 430
 

nm、发射

波长 483
 

nm 测定样品中总黄酮含量,对所建立的荧

光法进行方法学验证,测定七叶一枝花地上茎、叶
中总黄酮含量,并考察乙醇体积分数、溶液 pH 等对

荧光测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七叶一枝花的药用范

围及利用价值。 叶菲菲等[11] 建立 HPLC 法并测定

七叶一枝花中重楼皂苷Ⅰ、Ⅱ、Ⅵ、Ⅶ的含量,并用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7 个产地(浙江、云南、江
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18 批样品的农艺性状

与重楼皂苷含量有所差异,其中浙江、云南、广西产

者较高,江西、湖北产者较低;重楼总皂苷含量与茎

粗和叶长宽比呈显著正相关,与叶宽呈负相关,与
经纬度相关性较低;各种质可划分为 4 个类群,其
中类群 I 农艺性状良好,重楼总皂苷含量较高。 说

明以重楼总皂苷含量为目标筛选七叶一枝花时,应
优先考虑浙江泰顺、磐安、庆元、湖南永顺种源。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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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柱等[12]用 HPLC 法测定七叶一枝花中偏诺皂苷、
薯蓣皂昔(纤细薯蓣皂苷、重楼皂苷 I、Ⅱ、V 和重楼

皂苷Ⅵ、Ⅶ、H)的含量,以 SPSS
 

22. 0 软件进行主成

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对 21 个产地七叶一枝花中的

皂苷类成分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偏诺皂苷为七叶

一枝花皂苷的主要种类;偏诺皂苷-3-O-β-D-glu
(1→3)[α-L-rha(1→2)] -β-D-glu(PGGR)、重楼

皂苷 I、V、Ⅶ、H 为该药材主要有效成分;7 个产地

的综合得分依次为巴中>青川>盐津>通江>南川>
崇州>洪雅;21 批样品分为 4 类,与聚类分析结果相

似。 说明四川巴中、青川、崇州、洪雅、通江,云南盐

津,重庆南川适宜栽培七叶一枝花,可保证皂苷类

成分的稳定性。
2　 作用机制

2. 1　 抗肿瘤　 七叶一枝花的抗肿瘤作用及其作用

机制是当前该药研究的热点。 李菊等[13] 采用

CCK-8 检测七叶一枝花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总皂

苷,其将对数生长期的肿瘤细胞接种于正常小鼠左

前肢腋窝皮下复制而成小鼠荷瘤模型,模型动物随机

分为 0. 9%氯化钠注射液组,环磷酰胺(30
 

mg / kg)组,
滇重楼地上部分总皂苷高剂量组(60

 

mg / kg)、中剂

量组(30
 

mg / kg)、低剂量组(15
 

mg / kg),滇重楼地

下部分总皂苷高剂量组 ( 60
 

mg / kg)、 中剂量组

(30
 

mg / kg)、低剂量组(15
 

mg / kg),分别进行腹腔

注射给药,每天 1 次,连续 15
 

d。 观察肿瘤生长状况

和小鼠生存期,探讨七叶一枝花地上部分和地下部

分总皂苷对小鼠胃癌细胞株(MFC)、人宫颈癌细胞

株(Hela)和人乳腺癌细胞株(MCF-7)体内外生长

的抑制作用。 结果证明该药地上部分和地下部总

皂苷均有抑制小鼠 MFC、MCF-7 和 Hela 体内外生

长的作用。 朱金艳等[14] 采用不同浓度的重楼单体

PP-11 作用于人乳腺癌细胞( MDA -MB - 231),采
用 MTT 法和集落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增殖情况;Ho-
echst33258 染色及 AnnexinV -FITC / PI 双染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凋亡;JC-1 染色检测线粒体膜电位改

变;Westernblot 法检测细胞凋亡及自噬相关蛋白表

达情况。 再采用总 caspase 抑制剂 Z -VAD -FMK、
p38 抑制剂 SB203580 和自噬抑制剂氯喹(CQ)进行

阻断实验,探讨其抑制人乳腺癌 MDA-MB -231 细

胞增殖的作用及其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PP -11 通

过激活 p38
 

MAPK 信号通路、抑制 ERK 和 JAK -
Stat3 信号通路诱导 MDA-MB-231 细胞发生线粒体

相关的凋亡,并促进细胞自噬,可显著抑制人乳腺

癌 MDA-MB - 231 细胞增殖。 陈鸣旺等[15] 将实验

小鼠分成空白对照组、结直肠癌模型组和重楼皂苷

VII 治疗组。 采用 TUNEL 法检测小鼠的细胞凋亡

情况,TOPglow / FOPglow
 

TCF 试剂盒用于检测 Wnt
信号传导途径活性,应用双抗体夹心法 ELISA 检测

Bcl-2、cleaved
 

caspase-3、cleaved
 

caspase-8、cleaved
 

caspase-9、Bax、Cdk-4、Cdk-6、Cyclin
 

D1 和 p21 的

表达,Westernblot 法检测细胞中的 β-连环蛋白,实
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干细胞相关基因 OCT4、
SOX2、c-Myc 和 TCF4 的表达,检测 lgG、β -catenin
和 H3k9Ac 与 MMP -9 启动子的结合,从 Wnt 通路

抑制因子表观遗传修饰调控研究重楼皂苷Ⅶ抗结

直肠癌的机制。 实验证明重楼皂苷Ⅶ主要是通过

降低 Wnt 通路抑制因子的表达而对结直肠癌产生

一定的改善和治疗作用。 李杨等[16] 通过 CCK8 法

检测不同浓度的重楼皂苷 I 作用不同时间对肝癌细

胞 HepG2 和 MHcc-97H 增殖的影响;RT-qPCR 和

Westernblot 法检测重楼皂苷 I 作用后,肝癌细胞

HepG2 和 MHcc-97H 的 TRB3 表达情况;shRNA 及

CCK8 法检测 TRB3 基因对重楼皂苷 I 抑制 HepG2
和 MHcc-97H 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 结果显示不

同浓度的重楼皂苷 I 作用不同时间均能够抑制肝癌

细胞 HepG2 和 MHcc-97H 的增殖,这种抑制作用呈

现浓度和时间依赖。 在重楼皂苷 I 作用下,肝癌细

胞 HepG2 和 MHcc - 97H 细胞中的 TRB3 蛋白和

mRNA 表达均显著增强(P<0. 05);CCK-8 法检测

结果显示,与 shRNA-TRB3 组进行比较,重楼皂苷

I+shRNA-TRB3 组肝癌细胞 HepG2 及 MHcc-97H
的存活力均显著增高(P<0. 05)。 郭慧敏等[17] 采用

噻唑蓝(MTT)法检测重楼皂苷Ⅱ联合喜树碱对非

小细胞肺癌细胞 ( H460) 以及小细胞肺癌细胞

(H446)的抑瘤效果。 平板克隆法观察重楼皂苷Ⅱ
(PSⅡ)联合喜树碱( CPT)作用于肺癌细胞后的细

胞克隆形成率和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等情况。
Westernblot 检测 PSⅡ联合 CPT 对肺癌细胞蛋白激

酶 B(AKT)、细胞外信号调节酶( ERK)、p38
 

MAPK
的磷 酸 化 活 性 及 抗 凋 亡 蛋 白 B 淋 巴 细 胞 瘤

(Bcl) -2、Bcl - XL 的表达。 结果显示, PS Ⅱ 联合

CPT 对肺癌细胞有细胞毒活性并呈现剂量依赖性,
且在细胞克隆实验中观察到两者具有较强的协同

作用;两者联合增加了 H460、H446 细胞的晚期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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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且显著增加了 H446 的早期凋亡率 ( 70. 10 ±
3. 44)%;PSⅡ联合 CPT 作用于 H460 细胞,能明显

上调 p38
 

MAPK 和 ERK 的磷酸化蛋白表达,虽对

AKT 磷酸化无明显作用,但下调了 Bcl-2 和 Bcl-XL
蛋白的表达;PSⅡ联合 CPT 作用于 H446 细胞,可
上调 AKT、p38

 

MAPK 和 ERK 的磷酸化蛋白表达,
下调 Bcl-2 蛋白的表达,但对 Bcl-XL 无明显作用。
2. 2　 抗炎　 张允申等[18]将 120

 

例蝮蛇咬伤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0
 

例,对照组予西医常

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外搽七叶一枝

花酊,每 2
 

h 涂搽 1 次,并予红光照射伤肢,每天

2 次,每次 20
 

min,连续治疗 6
 

d。 于治疗前后记录

患者伤肢肿胀疼痛情况及消失时间,检测血清 5-羟
色胺(5-HT)、组胺、肿瘤坏死因子- α ( TNF - α)、
C 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 结

果显示,2 组比较,对照组治疗后 6
 

d 及观察组治疗

后 3
 

d 患肢肿胀疼痛减轻(P<0. 05),观察组治疗后

6
 

d 患肢肿胀疼痛减轻更为明显(P<0. 01)。 观察

组在治疗后 3、6
 

d 患肢肿胀及疼痛程度均较对照组

同期缓解明显(P<0. 05);观察组患肢肿胀、疼痛等

消失时间较对照组更短(P < 0. 05)。 与治疗前比

较,2 组治疗后 CRP、TNF-α、5-HT、IL-6 水平均降

低( P < 0. 05 或 P < 0. 01), 观察组 CRP、 5 - HT、
TNF-α、IL - 6 水平降低较对照组更为明显 (P <
0. 05)。 张允申等[19]将 300

 

例蛇咬伤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抗蝮蛇毒血清、地塞

米松、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抗菌、保肝降酶、营养心

肌、维持水 / 电平衡等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加用八风八邪穿刺、中药熏洗、七叶一枝

花酊外用、内服季德胜蛇药片等中医治疗方法。 分

别于治疗前后记录患者肢体肿胀、疼痛情况及消失

时间;对合并肝肾功能及心肌损害的重症患者,检
测治疗前后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LT)、肌酐(Cr)、尿素氮(BUN)、肌
酸激酶(CK);比较 2 组治疗愈显率,记录最终痊愈

时间,并进行统计学比较。 结果显示 2 组治疗前患

者肢体肿胀、疼痛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 05)。 2 组治疗后患者肢体肿胀、疼痛积分均

较治疗前下降明显,且治疗组下降程度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 05);治疗后治疗组患肢肿胀、疼痛消

失时间短于对照组(P<0. 05);2 组治疗后患者局部

及全身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治疗组下

降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 05);2 组治疗后 AST、
CK、ALT、BUN、Cr 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明显,且治

疗组下降程度均优于对照组(P<0. 05)。 愈显率治

疗组为 97. 22%,高于对照组的 79. 58%,2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组痊愈时间短

于对照组(P<0. 05)。
2. 3　 其他　 董玮等[20]将骨科制剂中重要有效成分

七叶一枝花制成巴布剂,将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于大鼠足内踝胫跗关节腔局部注

射 5%尿酸钠混悬液 50
 

μl,制成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模型。 对照组外敷无任何药物的巴布剂,治疗组外

敷该巴布剂,分别检测 4、24、48、72
 

h 后 2 组大鼠踝

关节直径、周长的变化;ELISA 法检测外周血白介

素-1β(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的变

化,Westernblot 法检测单核细胞 TLR4 的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滇重楼巴布剂外敷治疗

组,足踝直径及周径在各时间点的增加值明显减

少,IL-1β 在 4、24、72
 

h 下降,TLR4 表达在 48
 

h 降

低。 谭莉明等[21] 将 24 只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

组、模型组、重楼总皂甙低剂量组( LRTPS) 和重楼

总皂甙高剂量组(HRTPS),每组 6 只。 除空白对照

组小鼠外,其余各组采用卵蛋白致敏建立支气管哮

喘小鼠模型,治疗组在造模的同时灌胃不同剂量的

重楼总皂甙治疗。 通过肺组织病理切片、ELISA 法

检测肺泡灌洗液中的白细胞介素-4( IL-4)和干扰

素-γ( IFN -γ) 水平,Q -PCR 检测肺组织 IL - 4 和

IFN-γ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表明,空白对照组小

鼠肺组织支气管无炎症细胞浸润。 气道无明显黏

液分泌,模型组支气管和血管周围炎症细胞浸润明

显,黏膜及黏膜下层水肿明显。 治疗组支气管和血

管周围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少,肺泡结构清晰,肺
泡腔和支气管腔无渗出物。 哮喘组小鼠的肺泡灌

洗液 IL-4 水平和肺组织 IL- 4
 

mRNA 表达显著高

于对照组,治疗组显著低于哮喘组(P< 0. 05)。 哮

喘组小鼠的肺泡灌洗液 IFN-γ 水平和肺组织 IFN-
γ

 

mRNA 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治疗组显著高于哮

喘组(P<0. 05)。 苏菲菲等[22] 采用 MMT 法检测重

楼总苷Ⅰ对 ARPE - 19 细胞增殖的影响,Transwell
小室实验检测 ARPE-19 细胞侵袭能力的变化,划
痕实验检测 ARPE - 19 细胞迁移能力的变化,RT-
PCR 检测 ERK1 / 2mRNA 的表达,Westernblot 法检

测 ERK1 / 2 蛋白、P -ERK1 / 2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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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重楼总苷Ⅰ可抑制 ARPE-19 细胞的增生、侵
袭、迁移,下调 P-ERK1 / 2 蛋白的表达,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 01),但对总 ERK1 / 2 表达、ERK1
 

mR-
NA 和 ERK2

 

mRNA 的表达无明显影响。 结果表明,
重楼总苷Ⅰ能有效抑制 ARPE -19 细胞的增殖、侵
袭、迁移,这可能与重楼总苷Ⅰ抑制了 ARPE-19 细

胞 P-ERK1 / 2 蛋白磷酸化有关,从而为临床上采用

重楼治疗增生性玻璃体视网膜疾病提供了依据。
杨柳等[23]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6 月龄 SD 大鼠分为

假手术( Sham)组、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 I / R) 模

型组及重楼皂苷 I 低、中、高剂量组,每组各 10 只。
采用结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 30

 

min、再灌注 120
 

min
的方法制备大鼠心肌 I / R 模型;Sham 组仅开胸,不
进行结扎。 重楼皂苷 I 低、中、高剂量组于制模前相

应灌胃重楼皂苷 I75、150、300
 

mg / ( kg·d),连续

4 周;I / R 模型组灌胃等量二甲基亚砜(DMSO)。 于

再灌注结束后,采用氯化三苯四唑( TTC)和伊文思

蓝(EB)染色检测心肌梗死面积( IA),采用原位末

端缺刻标记法(TUNEL)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采用

Westernblot 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Bax、Bcl-2 表达以

及核转录因子-κB( NF-κ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

P65 在细胞质和细胞核内的表达。 研究结果表明,
重楼皂苷 I 可能通过 NF-κB 信号通路减轻大鼠心

肌 I / R 损伤,尤以 150
 

mg / (kg·d)的剂量作用最为

显著。 黄彦峰等[24]将 40 只 SD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

组(等体积双蒸水)、阳性组(吗丁啉 0. 003
 

g / kg)、
重楼水提液低剂量组(2. 0

 

g / kg)和重楼水提液高剂

量组(4. 0
 

g / kg),每组各 10 只。 药物组连续灌胃给

药 14
 

d。 末次给药 30
 

min 后,予各组大鼠 5%碳末

悬液 0. 25
 

ml / 100
 

g 灌胃,然后测定大鼠小肠推进

率、胃内容物残留率及血清胃动素( MTL)、胃泌素

(GAS)、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含

量;制备 10%肝脏组织匀浆,检测肝脏组织葡萄糖、
丙酮酸含量和琥珀酸脱氢酶活性。 结果:重楼水提

液高、低剂量可明显增加大鼠胃内残留率,抑制大

鼠胃排空,但对小肠推进率无明显影响;可不同程

度降低血清胃动素、胃泌素含量及肝组织中丙酮

酸、葡萄糖含量和琥珀酸脱氢酶活性。 王卯等[25] 将

BALB / c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柳氮磺

吡啶组和蚤休复方组,后 3 组应用 TNBS 诱导建立

小鼠 IBD 模型。 造模的同时,柳氮磺吡啶组、蚤休

复方组分别给予 0. 5
 

g / kg 柳氮磺吡啶、10
 

g / kg 蚤

休复方提取物灌胃,每天 1 次,连续 28
 

d。 实验终点

时分析小鼠存活率、疾病活动指数( DAI)、结肠重

量 / 长度比值、结肠黏膜组织病理,以及采用 MILLI-
PLEXRMAP 的小鼠细胞因子 / 趋化因子磁珠试剂盒

定量检测 32 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 结果:与模型

组比较,蚤休复方组小鼠存活率增高,结肠重量 / 长度

比值降低,DAI 和结肠病理评分明显降低(P<0. 05);
在细胞因子方面,蚤休复方组小鼠血清 CCR5 配体

MIP-1ɑ 明显低于模型组(P<0. 05),而 CXCR3 配体

CXCL9(MIG)、CXCL10 和 IL-12
 

P70 显著高于模型

组(P<0. 01 或 P<0. 05)。
3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七叶一枝花的药理活性

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为七

叶一枝花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对重

楼皂苷研究的学者较多,且显示出对肺、胃、肝、乳
腺、结肠、卵巢等肿瘤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然而相

关研究多见于常见的重楼皂苷Ⅰ、重楼皂苷Ⅱ、重
楼皂苷Ⅵ、重楼皂苷Ⅶ,对于其他皂苷类活性成分

抗肿瘤作用的相关研究则较少。
七叶一枝花化学成分复杂多样,具有较强的药

理活性。 临床上中药毒副作用小,且不易产生耐药

性,从其中筛选出新的临床药物已经被证实是一种

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 因此,有必要通过有效成分

的分离和结构鉴定进一步深入研究七叶一枝花的

化学成分,扩大筛选有效成分范围,以明确该药产

生各种药理作用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其构效关系,
将其活性成分与药效学紧密结合,从而加快药物的

创新。 随着分子药理学的快速发展,七叶一枝花中

单体化合物的分子机制愈来愈清晰,这完全有望从

分子水平和基因表达的角度阐明其构效关系,从而

为今后其药理活性与活性成分对应的研究提供可

靠的理论依据,为临床上合理开发和利用药物资源

奠定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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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气之应　 养长之道

　 　 清淡饮食,温凉适度　 炎炎夏日里,人体阳气浮于外,脾胃运化功能减退,故易出现食欲不振等症状,因
此饮食要注意节制,不要吃得太饱,尽量避免煎炸等高油高脂食物,少吃不易消化和易胀气的食物,例如坚果

类和干豆类食物。 夏季饮食应以清淡、滋润、富有营养、易于消化为原则,做到温凉适度。 如果为了开胃而过

量进食冰饮等凉性食物,容易损伤脾胃之阳气,导致胃痛、腹泻等症状。 但食用西瓜、苦瓜、黄瓜、茄子、芹菜、
芦笋等凉性食物,同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 需要注意的是,清淡不等于素食,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失衡,尤
其是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不宜长期吃素。 所以在夏日不要拒绝荤菜,可适当摄入一些瘦肉、鱼虾、蛋类、奶
品以及豆制品,在烹调时可多用清蒸、凉拌等方法,切记少用煎炸等方法烹调。

春夏养阳,减苦增辛　 盛夏暑气逼人,人们汗液大出,阳气本就易于耗散,加之许多人不知养生,贪凉饮

冷,内伤寒湿,使阳气进一步损伤,所以阳气多有亏虚。 在我国各地有夏季吃羊肉、狗肉、附子等补养阳气的

习俗。 夏时心火当令,心火偏旺则克伐属“金”的肺脏,味苦之物可助心气、味辛之物可助肺气。 因此,夏季

一般不主张多吃苦味食物,以免心气过旺。 辛味食物如白萝卜、葱、姜、蒜等,多有发散、行气、活血、通窍、化
湿等功效,可防心火过旺引起的肺功能虚弱,适合夏季食用。 如果夏季出现了心烦失眠、出汗较多、胸闷心慌

的情况,不妨试试下面这款代茶饮。 取人参 3
 

g、麦冬 9
 

g、五味子 3 ~ 6
 

g,煮水代茶饮,具有益气复脉、养阴生

津的作用。 (邓沂,https: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9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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