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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代花是药食同源目录公布的第一批中药材，含有挥发油类、黄酮类、多糖类、生物碱类、香豆素类等化学成分，具有

抗氧化、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血脂等药理作用，在食品、医药、日化等行业有一定应用。作为保健产品组分或中药配方

组分，其可起调节机体功能或治疗病症的作用，在大健康领域彰显独特的价值。近年来，代代花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针对其药理作

用及应用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加。该研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从代代花的药理作用以及应用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期望推

进深入研究和开发代代花的发展进程，为未来研究和综合开发利用代代花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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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 (CAVA), which was the first bat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published in the 

catalogue of medicine and food homology, contains chemical components such as volatile oils, flavonoids, polysaccharides, alkaloids, and 

coumarins. It ha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antioxidant,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antitumor and hypolipidemic functions, 

and has been used in certain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including food, medicine and daily chemical products. As a component of a healthcare 

product or an ingredien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CAVA can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body functions or treating diseases, and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in the big health field. In recent years, CAVA has drawn increasing interest, and research on it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applications have grown over tim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CAVA from China and overseas, 

summarizes aspects such as the pharmacological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CAV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AVA,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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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花（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为

芸香科柑橘属植物酸橙变种代代（Citrus aurantium cv. 
Daidai）[1]的干燥花蕾[2]，又名为枳壳花、青橙花、酸

橙花、玳玳花[3]、回春橙花、福寿草[4]。其性味甘、微

苦酸、平，归肝、胃经，具有消食、和胃止呕、行气

宽中、化痰、解郁等功能[3]，主要用于治疗食积不化、

痰饮、胸腹闷胀痛[5]、脱肛、少食、恶心呕吐等症状。

研究表明[6]，代代花主要化学成分为黄酮类[7,8]、挥发

油类[9-12]、香豆素类[6]以及多糖类[13]等，具有抗炎[14]、

抗肿瘤[15]、抗氧化[16]、抗菌、抗病毒[17]、降血脂等药

理作用。代代花主产地在中国浙江，秦岭南坡以南各

地如江苏、浙江、福建、四川、贵州等均有栽种[1]，

据新闻报道及实地调研情况，不同产地代代花产量有

一定差异，亩干产一般在 70~150 kg 左右，这跟生长

环境、栽培管理等因素有关。 
代代花在我国的历史悠久，东汉时期的《神农本

草经》记载到：“春生百花，至秋成实”。作为药食两

用的中药资源，其有丰富的保健功能。清代《饮片新

参》一书中记录其有“理气宽胸，开胃止呕”的功效；

《动植物民间药》表述代代花可“治腹痛，胃痛”；现

代《福建药物志》称代代花能“理气宽胸，开胃解酒，

主治酒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食后胀闷”；现代《浙

江中药手册》记载其能“调气疏肝，治胸膈及脘宇痞

痛”。但应用类型局限，历史上主要被用于泡茶和煎汤

药。2012 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首批药食同源中药材名

单有代代花。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18]中的新兴产业发展

导向专栏提到发展中医药及生物医药产业，具体实施

规划包括加强“三花三草”的综合开发利用，代代花就

名列其中。 
作为优异的保健和药用资源，代代花逐渐被应用

于相关产品开发及临床实践中，如保健咀嚼片、减肥

茶，肝郁调经膏等，维持或促进人体健康，在大健康

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开发前景；作为食用及其他用途

资源，代代花被加工为花茶，纯露、香料、面膜等产

品，开发利用率将逐渐增大。故对代代花的药理作用

研究及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代代花的研究和产

品开发提供思路及方向。 

1  药理作用研究 

研究显示，代代花有着丰富的药理活性，且毒副

作用小，在某些疾病如炎症、肥胖症的预防及治疗中

起重要作用[13]。下文提及的部分相关活性物质见表 1。 
 

表1 代代花部分生物活性物质 

Table 1 Some bioactive substances of 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 

类型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黄酮类化合物 

南酸枣苷 Choerospondin C21H22O10 [6] 

高圣草素 Homoeriodictyol C16H14O6 [6] 

橙皮素-7-O-β-D-葡萄糖苷 Hesperitin-7-O-β-D-glucoside C22H24O11 [30] 

柚皮素 Naringenin C15H12O5 [30] 

香叶木素 Diosmetin C16H12O6 [36] 

芦丁 Rutin C27H30O16 [36] 

金合欢素 Acacetin C16H12O5 [36] 

5-羟基-6,7,3’,4’-四甲氧基黄酮 5-hydroxy-6,7,3’,4’-tetramethoxyflavone C19H18O7 [39,40]

川陈皮素 Nobiletin C21H22O8 [41] 

橙皮素-7-O-β-D-吡喃葡萄糖苷 Hesperetin-7-O-β-D-glucopyranoside C22H24O11 [47] 

香豆素类化合物 佛手酚（香柑醇）Bergaptol C11H6O4 [6,30]

生物碱类化合物 咖啡因 Caffeine C8H10N4O2 [30] 

甾醇类化合物 β-谷甾醇 β-Sitosterol C29H50O [39] 

挥发油类化合物 D-柠檬烯 D-limonene C10H16 [42,43]

柠檬苦素类化合物 柠檬酸 Limonexic acid C26H30O10 [44] 

1.1  抗氧化作用 

代代花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和香豆素类化合物具有

较强的抗氧化能力[19]，从代代花中分离得到的南酸枣

苷、高圣草素和佛手酚的抗氧化活性强于目前已研究

的代代花中的其他化学成分[6]。相关研究也提到其有望

开发为天然抗氧化剂[20]，添加到保健品或化妆品中[21]。

研究显示，一定浓度下，代代花黄酮可抵抗由过氧化

氢和对乙酰氨基酚诱导的人肝癌细胞氧化损伤[22]。代

代花精油也具有抗氧化作用[23]，对羟基等自由基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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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清除能力，其活性与浓度呈正相关。但煎煮时长会

影响代代花等药用植物水提液的抗氧化活性[24]。 

1.2  免疫作用 

代代花多糖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25]。研究表明，其具有极强的免疫作用[13]，Shen
等[26]通过研究代代花多糖对小鼠单核巨噬细胞白血

病（RAW 264.7）细胞的免疫调节活性，发现其可显

著增加巨噬细胞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的 释放 量， 通过 调节 丝裂 原活 化蛋 白激 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核因

子（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信号通路，激

活巨噬细胞，从而发挥免疫增强作用[13]。代代花粗多

糖的免疫活性相比其对人乳腺癌细胞和肺癌细胞的细

胞毒性、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的清除活性

优势更显著[27]。 

1.3  抗炎作用 

炎症的过度生成会引发各种急性或慢性疾病，而

植物中的某些天然成分有利于炎症的治疗[28,29]。代代

花中的高圣草素抗炎效果好，王天星等[30]通过测定其

干预炎症细胞后，IL-6 和 TNF-α的释放情况，发现其

可显著抑制以上两个细胞因子的分泌，调控炎症反应

刺激信号，从而发挥抗炎作用。郝云芳等[31]发现代代

花总黄酮可诱导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3T3-L1）进入

程序化死亡，阻止细胞坏死引起内容物外泄，避免炎

症发生。精油具有较强的抗炎活性[13]，作为治疗炎症

的代替疗法被广泛应用，代代花部分挥发油成分的抗

炎作用比其抗癌、抗氧化及对 3T3-L1 增值的抑制作

用更具优势[32]，可通过抑制NF-κB 和MAPKs的激活，

调节促炎介质，发挥抗炎作用。故代代花精油在开发

治疗炎症产品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值得深入研究。 

1.4  抗肥胖作用 

药食两用中药中调节血脂的成分主要是多糖、多

酚、黄酮和甾体皂苷[33]等。郝云芳等[31]和 Shen 等[34]

研究发现，代代花黄酮提取物可显著抑制 3T3-L1 细

胞的增殖，通过提高细胞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水平，诱导细胞早期凋亡，控制前脂

肪细胞的数量，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另外，Li 等[35]

研究证明代代花氯仿提取物可能通过抑制3T3-L1细胞

分化和减轻高脂喂养小鼠的代谢综合征抑制脂质积

聚。研究证实香叶木素、芦丁和金合欢素可提高HepG2
细胞对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

的摄取量，同时作为抗高脂血症的有效成分，其可显

著降低血浆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的水平，表明代代花在开发预防和治疗高脂血症

的功能性食品和药物方面具有潜力[36]。Cai 等[37]发现

代代花生物碱提取物可显著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降低丙二醛（Malonaldehyde，MDA）和ROS 含量，且

通过抑制脂肪酸合成酶、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亚型 γ、解偶联蛋白 2 和视黄醇结合蛋白等脂肪生成信

号基因的表达来逆转油酸诱导的肝脂肪变性。 

1.5  抗肿瘤及对正常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 

代代花中的黄酮类[22,38]如 5-羟基-6,7,3’,4’-四甲氧

基 黄 酮 （ 5-hydroxy-6,7,3’,4’-tetramethoxyflavone ， 
HTF）[39,40]、橙皮素-7-O-β-D-葡萄糖苷、柚皮素、南

酸枣苷、川陈皮素[30,41]等，生物碱类如咖啡因，香豆

素类如佛手酚（香柑醇）[30]，甾醇类如 β-谷甾醇[39]，

挥发油类如 D-柠檬烯[42,43]，柠檬苦素类[44]如柠檬酸

（Limonexic Acid，LA）及多酚类[45]等化合物具有抗肿

瘤作用。研究发现 HTF 和 LA 可通过逆转四氯化碳诱

导的细胞活力丧失，抑制乳酸脱氢酶和天冬氨酸转氨

酶水平的升高，防止产生过量MDA，对四氯化碳诱导

的肝细胞损伤起保护作用，其中 HTF 的生物活性更显

著[39,40]。代代花甲醇提取物对人乳腺癌细胞、人结肠腺

癌细胞均有较强杀伤作用，是潜在的抗癌治疗物[15]。 

1.6  其他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会引发冠心

病、脑梗死等疾病。Shen 等[46,47]利用 RAW 264.7 细胞

系统研究了代代花中佛手酚、高圣草素和橙皮素

-7-O-β-D-吡喃葡萄糖苷对脂多糖诱导的炎症反应和

氧化修饰 LDL 诱导泡沫细胞形成的抑制作用，发现三

者可能会成为抗 AS 的新型药物成分。研究显示包含

代代花活性成分的祛斑因子可通过降低酪氨酸酶活性

及黑素含量，抑制黑素细胞三磷酸鸟苷结合蛋白的表

达及黑素小体转运，防治黄褐斑[48]。Kang 等[49]通过

研究代代花对小鼠主动脉的松弛诱导作用机制，发现

代代花油是一种优良缓解剂，可用于治疗心血管症状。

健康绝经妇女吸入代代花油对其更年期症状、压力和

雌激素的影响试验[50]结果显示，代代花油可缓解绝经

期症状，降低血压水平，刺激内分泌系统，通过激活

血清素神经递质缓解血管舒缩症状。代代花还可通过

使血清中的 ROS 含量升高，乙酰胆碱酯酶、MDA、

谷氨酸、谷丙转氨酶等含量降低，产生神经保护等作

用， 终改善睡眠障碍及其导致的焦虑等症状[51]。此

外，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体外实验表明[52]，代代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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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通过增强GABAA受体介导的Cl-电流反应促进镇静

催眠活性。代代花还有强心利尿[39]、美容养颜[53]、止

痛等[13]功效。 

2  应用现状 

代代花有着丰富的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合乎现

代社会疾病的预防或治疗需求，无论是在医疗还是食

疗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价值。目前关于代代花的相关研

究逐步增加，但市场上以代代花为主要成分的药品、

功能性食品和普通食品等产品较少，作为传统药食两

用之品，代代花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相关成果转化

率较低。 

2.1  在食品中的应用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代代花不仅可入药，

而且可制成保健茶，《中华养生大辞典》也有相关记载。

古时苏州人和常熟人会用代代花茶来招待客人，现代

已有许多类型的代代花保健茶[54]如代代玫瑰茶、五花

茶[55]、代代茉莉花茶[56]等。所谓“医食同源、药食同

根”，《中医药膳食疗》和《中国药膳大典》中记载了

含有代代花的食疗方，如针对理气解郁的代代花萝卜

汤、代代花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

信息查询平台和佰腾网两个搜索引擎检索得到代代

（玳玳）花和其提取物的保健食品只有 6 种，以代代

花为主要成分的有效产品专利（不完全统计）也较少，

如表 2 所示，代代花大多在其中起辅助功效。在普通

食品领域，研发的固体饮料[57]、草莓汤圆[58]、鲜花   
面[59]、蓝莓葡萄小麦果酱[60]、代代花茶[61]等食品中含

有代代花，国内外食用油已有开发代代花油的趋势[62]。 
 

表2 含代代花的保健食品 

Table 2 Healthy food containing 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 

类型 名称 保健功能 主要原料 批准文号/公开号 

批准产品 

淦森牌欣量胶囊 辅助保护化学性肝损伤 梖枳 子、丹参、葛根、代代花、 
桑椹、女贞子、淀粉 国食健字 G20050146

求真堂牌清爽胶囊 缓解便秘 芦荟、金银花、蕨麻、 
西洋参、代代花、红花 国食健字 G20050439

丰笛牌糖泰片 调节血糖 
人参、南瓜、代代花、大枣、 
糊精、珍珠粉、明胶、羧甲基 

纤维素钠、维生素 C、维生素 B2 

卫食健字（2002） 
第 0084 号 

恒成牌参花肖渴茶 调节血糖 人参、代代花、吡啶甲酸铬、 
绿茶、木糖醇 国食健字 G20040753

赛娇美牌减肥美姿茶 减肥 绞股蓝、绿茶、何首乌、 
代代花、竹叶、荷叶 国食健字 G20040297

优体优俪牌靓颜饮料 美容（祛痤疮、祛黄褐斑） 

水、果糖、复合果蔬香味剂、 
山梨醇、蒲公英、槐花、金银花、 
菊花、玫瑰花、代代花、红花、 
山梨酸钾、柠檬酸、黄原胶、 

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安赛蜜 

国食健字 G20041374

专利 

五味茶及其制作方法 调理血压、抗血管硬化、降血糖
代代花、陈皮、蒲公英、 

金银花、蜂蜜 
CN110178943A 

一种虎杖保健醋 
的生产方法 清热解毒、理气开胃等 虎杖根茎、代代花、小麦、玉米 CN104164357A 

一种富含花青素 
的养胃健脾咀嚼片 养胃健脾 

代代花、佛手、薄荷叶、 
莲子、薏苡仁、焦山楂、 

炒谷芽、橘红、桑叶、蜂蜜等 
CN109123661A 

一种具有护肝作用的 
代代藤茶及其制备方法 

预防肝脏损伤、 
促进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 藤茶、代代花 CN1035367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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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含代代花的中药配方 

Table 3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containing Citrus aurantium L. var. amara Engl. 

类型 名称 功效 主治 组成 来源/公开号 

药方 

白玫瑰露酒 
舒肝郁、进饮食、 
悦脾胃、理滞气、 
宽中宫、止腹痛 

风痛 白玫瑰花、玫瑰精、 
代代花、原高粱、冰糖 《中国医学大辞典》

何世英医案处方 舒肝降逆、调和心脾 肝郁气逆、心脾

不和（脏躁症）

菖蒲、灯心、郁金、莲心、竹叶、 
紫贝齿、珍珠母、厚朴花、佛手花、 

代代花、青皮、茯神 
《何世英医案》 

小儿增食丸 消食化滞、健脾和胃 
嗳气胀满、食欲

不振、停食停乳、

消化不良 

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焦槟榔、 
黄芩、化橘红、砂仁、枳壳（麸炒）、 
代代花、鸡内金（炒）、莱菔子（炒） 

《中国临床药物大辞

典中药成方制剂卷》

肝郁调经膏 疏肝解郁、清肝泻火、 
养血调经 

肝郁所致的月经

失调，痛经、 
乳房胀痛 

白芍、佛手、郁金、玫瑰花、代代花、 
牡丹皮、川楝子、香附（制）、当归、 
丹参、葛根、泽泻。辅料为蔗糖。 

《中药成方制剂》 

三花减肥茶 宽胸理气、利湿化痰、 
降脂减肥 肥胖症 玫瑰花、玳玳花、茉莉花、 

川芎、荷叶 《现代中医收藏方典》

专利 

一种杜仲雄花刺梨 
口服液及其应用 扶正气、清热解毒 

早期癌细胞的 
增长、恶化及放、

化疗的副反应 

杜仲雄花、黄精、葛根、代代花、 
玉竹、小蓟、黄芥子、金银花、 
蒲公英、马齿苋、榧子、高良姜、 

海藻提取物、刺梨提取物、蓝莓提取物 

CN112717090A 

一种养肝明目解毒 
排脂恢复肝脏代谢 
功能的中药配方 

养肝明目、解毒排脂、 
恢复肝脏机能、 
抗肝脏损伤等 

长期劳目而视觉

疲劳及视力下降，

中老年白内障等

枸杞子、决明子、山楂、菊花、牡蛎、 
椇葛根、枳 子、佛手、桑葚子、 

代代花、茯苓、罗汉果、茶、沙棘 
CN108434256A 

一种助于鼻部 
通畅的制剂及其 

制备方法 

通鼻窍、清热解毒、 
抗菌消炎 鼻炎 

绿茶、马齿苋、鱼腥草、槐花、 
百合、代代花、白果、白茅根、 
甘草、玉竹、橘红、霍香、淡竹叶 

CN113546139A 

2.2  在药品中的应用 

《草花谱》载录代代花可入药：“枳壳花细而香，

闻之破郁，结篱旁种之，实可入药”。代代花作为组方

在精神疾病[63]的临床治疗中有一定应用，如方用天王

补心丹用于治疗抑郁障碍；方用安神定志丸合甘麦大

枣汤用于治疗恐惧性焦虑障碍，代代花胶囊制剂[51]用

于治疗睡眠障碍性阿尔茨海默病[64]。根据治疗胃癌的

临床经验[65]，治疗脾虚痰湿证的方用六君子汤中增加

代代花后具有行气的功效。 
通过中国知网中药方剂知识库、医学书籍和网站

检索到部分含有代代（玳玳）花的中医临床药方及有

效专利（不完全统计），如表 3 所示。目前含有代代花

的中药方剂较少，其主要在各种中药领域专利中出现。 

2.3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在现代社会，芳香中药的精油成分逐渐被广泛运

用[10,66]。代代花中丰富的挥发油成分，通常被应用于

香料、香精、化妆品等的制取中[10,12]，其香气是目前

国内外普遍认可的高档香氛之一[67]。在香料开发领

域，吴昭等[68]将代代花挥发油加到烟草中，以达到增

添烟香、柔和烟气、降低刺激、掩盖杂气、改善吸味

的效果。在化妆品领域，李万元等[69]开发了具有抗抑

郁、抗焦虑功效的纯天然植物精华香水以及能有效祛

除面部肌肤痤疮的代代花复合祛痘面膜。在保健产品

领域，有减轻痔疮症、阻断痔疮发展的痔疮保健精油

及湿巾[70]。另外还有适用于患心情抑郁、失眠易醒等

病症人群的中药枕头[71]。在医疗器械领域，有含有代

代花的中药胃肠造影剂[72]，其不仅能缩短检查时间、

缓解副作用，还能对肝和胃起良好保健作用。在农副

产品加工领域，有与黑曲霉活菌的抑菌作用协同，起

到良好抗病效果的可替代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73]。 

3  结论与展望 

作为药食同源目录早期首批公布的中药材，代代

花因其丰富的活性成分，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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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十分有益，所以逐渐获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其中笔者所在课题组联合企业选育出代代花新品种 1
个，已于 2022 年 11 月通过田间技术鉴定，将于 2023
年获得新品种认定证书。此品种为川渝首个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代代花新品种。目前针对代代花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机制和产品研发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加，但其

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市面上主要是药材及花茶这类

初级产品，食品、成方制剂等产品市场还未开扩，前

景较为广阔。本文从代代花的药理作用和应用现状等

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为代代花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

论依据，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当注重代代花药理活性的

深入分析，提高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率，加快代代花在

保健食品、普通食品、中医药、医疗美容、日化等领

域的成果转化进程，逐步开发形成品质稳定、价值可

观的产品，创造更多可能性，为其现代应用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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