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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概述



桔梗是桔梗科桔梗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

根粗壮，植株不分枝或极少数上部分枝，叶片呈卵形、卵状椭圆形至披针形，叶边缘呈细锯齿状，

花冠一般为合瓣花，为蓝色或紫色，果实有球状和倒卵状等形状。

定义

特点

桔梗的定义与特点



分布
桔梗原产于中国北部地区及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等

地区，现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及华中等

地，在日本也有分布。

生长环境
桔梗喜光、喜凉爽环境，耐寒、耐旱，怕水涝。喜肥

沃湿润、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

桔梗的分布与生长环境



桔梗的根粗壮，长圆柱形或纺锤形。茎直立，无毛或稍有短毛。叶互生，叶片卵形至披针形，先端渐尖，基部楔

形或圆形，边缘有锯齿。花单生于茎顶或数朵成疏生的总状花序，花冠钟形，蓝色或蓝紫色，裂片5。蒴果倒卵

形，熟时先端5裂。

形态特征

桔梗的繁殖方式是种子繁殖，有直播和育苗移栽两种方式。

繁殖方式

桔梗的植物学特性



得名原因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此草之根结实而耿直，故
名桔梗。”桔梗的得名与其根的形状和质地有关，其根粗壮、
结实且直，因此被命名为“桔梗”。

桔梗的得名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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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的生物学特性



茎
桔梗的茎直立，不分枝或极少数上部分枝，

表面通常被白色茸毛。

根

桔梗的根粗壮，呈长圆柱形或纺锤形，有

的分枝。

叶
桔梗的叶片呈卵形、卵状椭圆形至披针形，

叶边缘呈细锯齿状，有的叶片较大，表面

绿色，背面灰绿色。

果实
桔梗的果实有球状和倒卵状等形状，果实

成熟后呈黄绿色，内含多粒种子。

花
桔梗的花冠一般为合瓣花，为蓝色或紫色，

花瓣5片，呈倒卵形排列，花形美丽。

桔梗的形态特征



桔梗喜光，充足的光照有利于其生长

和开花。

光照

桔梗喜凉爽环境，耐寒、耐旱，但不

耐高温和水涝。

温度

桔梗喜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疏松土

壤，适宜的土壤pH值为6.5-7.5。

土壤

桔梗原产于中国北部地区及朝鲜半岛

、俄罗斯远东等地区，现主要分布在

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及华中等地。

分布

桔梗的生长习性



桔梗的繁殖方式主要是种子繁殖，可以通过直播或育

苗移栽两种方式进行。直播是将种子直接播撒在土壤

中，育苗移栽则是先在苗床上育苗，待苗长到一定高

度后再移栽到田地中。

种子繁殖

除了种子繁殖外，桔梗还可以通过分株繁殖的方式进

行扩繁。分株繁殖是将桔梗的根状茎挖出，分割成数

个小株，然后分别栽植在土壤中。

分株繁殖

桔梗的繁殖方式



返青期 生长期 花期 果期

桔梗的物候期

01 02 03 04

春季气温回升后，桔梗开始进

入返青期，此时植株开始恢复

生长，叶片逐渐变绿。

桔梗的生长期主要集中在春季

和夏季，此时植株生长迅速，

需要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支持。

桔梗的花期一般在7月至9月

之间，此时植株会开出美丽的

蓝色或紫色花朵。

桔梗的果期在8月至10月之间

，此时果实逐渐成熟并开裂散

出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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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的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



1

2

3

桔梗主要含有三萜皂苷类成分，如桔梗皂苷D、

桔梗皂苷D2、桔梗皂苷D3等，这些成分具有显

著的祛痰、镇咳作用。

三萜皂苷类

桔梗中还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如芹菜素、木犀草

素等，这些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等药理活性。

黄酮类

此外，桔梗还含有咖啡酸、绿原酸等酚酸类成分，

这些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作用。

酚酸类

桔梗的化学成分



抗炎作用

桔梗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炎
作用，能够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减轻炎症反应。

祛痰镇咳作用

桔梗的祛痰镇咳作用主要与其含
有的三萜皂苷类成分有关，这些
成分能够刺激胃黏膜，反射性地
增加支气管黏膜分泌，使痰液稀

释并易于排出。

抗氧化作用

桔梗中的黄酮类和多糖等成分具
有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桔梗的药理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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