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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参碱类生物碱的镇痛作用研究进展=

张明发，沈雅琴=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上海= = OMNOMQ=

摘  要：苦参碱类生物碱（包括有苦参碱、氧化苦参碱、氧化槐定碱、槐果碱、氧化槐果碱等）具有镇痛作用，镇痛特征是

以中枢性为主、无成瘾性和耐药性，综述其镇痛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进展。苦参碱类生物碱的中枢性镇痛作用机制可能是：

激活大麻素受体JO 和上调电压门控钙离子 kJ型通道表达，促进抑制性神经递质（γJ氨基丁酸、甘氨酸）合成和释放，下调

dAqJN 表达，使突触间隙 γJ氨基丁酸浓度升高以及上调 γJ氨基丁酸JA 受体表达，从而增强 γJ氨基丁酸能神经功能。γJ氨基

丁酸能神经功能的增强可抑制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过度表达并下调 kjaA受体和蛋白激酶 Cγ 表达，降低 kjaA受体对

谷氨酸的兴奋性，从而下调电压门控钙离子 iJ型通道的表达，抑制钙离子内流，阻滞 C~jhⅡLCob_ 通路，减轻炎症反应

和产生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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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植物界中，苦参碱类生物碱（m~tráneJtyée=

~äk~äoáds）主要存在于豆科的槐属、野决明属、山

豆根属以及小檗科的牡丹草属植物中。其中研究比

较多的植物是槐属（pophor= iK）中的苦参 pK 
flavescens AátK、越南槐 pK tonkinensis=d~gneéK（山豆

根常为其地方名）、苦豆子 pK alopecuroides iK和白

刺花 pK viciifolia e~nce。从植物中提取得到的苦参

碱类生物碱至少超过 PM 种。其中生物活性研究比

较 多 的 有 苦 参 碱 （ m~tráne）、 氧 化 苦 参 碱

（oxym~tráne）、槐果碱（soéÜoc~réáne）、氧化槐果碱

（oxysoéÜoJc~réáne）、槐定碱（soéÜorádáne）、氧化槐

定碱（oxysoéÜorádáne）、槐胺碱（soéÜor~máne）。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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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物活性广泛，如抗菌、抗病毒、抗炎、免疫

调节、抗肿瘤、保护心、肝、肺、肾、脑、血管作

用，对心脏有正性肌力、负性频率、抗心律失常作

用，还有升高白细胞，平喘，抗溃疡，抗肝纤维化

以及镇静、催眠、镇痛等中枢神经药理作用。苦参

碱类生物碱在中毒剂量时常常伤害肝、肾、肺和脑，

其中神经毒作用尤为突出，可使动物表现出不安、

躁动、痉挛性抽搐等兴奋症状，最后因呼吸困难而

死xNz。可是苦参碱类生物碱在治疗剂量时，通常对

中枢神经系统表现出抑制作用。=
苦参碱与氧化苦参碱，因所处环境的改变可发

生互相转化xOJPz。无论是给大鼠或实验犬 ág 或注射

给药，氧化苦参碱在机体内的主要代谢物都是苦参

碱xPJUz。提示氧化苦参碱的生物活性主要是通过转化

成苦参碱表现出来。本文综述苦参碱、氧化苦参碱、

氧化槐定碱、槐果碱、氧化槐果碱等的镇痛作用及

其机制，为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N= =苦参碱=

袁惠南等xVz采用酒石酸锑钾扭体测痛法，测得

sc苦参碱 NM、OM、PM=mgLkg均能显著减少小鼠的扭

体痛反应次数，抑制率分别为 ROKRB、TPKQB、TQKTB；
烫尾测痛法测得 sc苦参碱可提高小鼠痛阈（延长小

鼠出现甩尾痛反应的潜伏期），镇痛作用持续 O=Ü以
上；热板测痛法测得 áé苦参碱 OM、PM= mgLkg或侧

脑室注射苦参碱 10 μg 均能提高小鼠痛阈，镇痛作

用持续 VM=mán。=
罗学娅等xNMz报道苦参碱侧脑室注射 MKOR、MKR=

mgLkg或 áv或 áé=PKTR、TKR、NR、PM=mgLkg均能显著

减少乙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并呈量效关系；áv
的作用强于 áé。áé抗扭体半数有效量（baRM）在给

药后 NN～OM、ON～PM、PN～QM=mán时分别为 RKU、
TKT、NSKU= mgLkg。而 áv时此 P个时段的 baRM分别

为 RKN、RKM、NNKT=mgLkg。áé苦参碱可显著对抗醋酸

致痛小鼠脑组织一氧化氮含量升高。侧脑室注射阈

下剂量的氯化钙或钙通道阻滞剂维拉帕米，对 áé苦
参碱延长热痛舔足潜伏期的作用，氯化钙起拮抗作

用而维拉帕米起增强作用。这些研究提示苦参碱可

能是通过抑制钙离子内流和减少一氧化氮生成，产

生中枢性镇痛作用。=
可是钱利武等xNNz报道小鼠 áv 苦参碱 NM、OM、

QM=mgLkg，对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次数的抑制率分

别为 NRB、ORB、RRB，镇痛作用并不强，但具有

明显的抗炎作用。耿群美等xNOz报道 áé 苦参碱 OM=

mgLkg 能显著减少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次数。张爽

等xNPz报道给小鼠 áv 苦参碱 NR、OM、OR= mgLkg，进

行热板法疼痛、压痛和醋酸刺激性疼痛（扭体法）

实验，只有大剂量 OR=mgLkg组对这 P种疼痛模型都

有效，且作用强度不大。张炜平等xNQz报道 sc 苦参

碱 QM=mgLkg显著延长热板法小鼠的痛反应潜伏期，

此剂量还可使 PINRJ二乙酰苯甲酰乌头宁的镇痛

baRM由 PKRS=mgLkg显著降为 OKTT=mgLkg，由于不影

响 PINRJ二乙酰苯甲酰乌头宁的急性毒性，使其镇痛

治疗指数由 QKOO增大至 RKPR。=
山崎幹夫xNRz采用醋酸扭体法比较了苦参碱 ág、

sc、áv 给药的镇痛效能，发现在 OR= mgLkg 剂量 sc
镇痛作用最强，其次为 áv，而 ág最弱且镇痛作用不

明显。杨丽等xNSz采用醋酸扭体法、热板法进行实验，

发现 áé苦参碱在 R～NMM= mgLkg范围内呈良好的量

效关系，剂量在 OR=mgLkg以上时显著减少醋酸引起

的扭体次数，在 RM=mgLkg以上时显著提高热刺激引

起的痛阈，且以上镇痛作用不被阿片受体拮抗剂纳

洛酮所对抗。=
h~meá等xNTz和uá~o等xNUz报道小鼠 sc苦参碱N～

NM= mgLkg 剂量相关地减少醋酸引起的扭体反应次

数，baRM为 QKT=mgLkg，sc=NM～NMM=mgLkg，剂量相

关地抑制小鼠热水刺激的甩尾反应，且在给药 PM=
mán后镇痛作用达峰值，选择性 κ 阿片受体拮抗剂

norbán~ätoréÜámáne可显著拮抗苦参碱的镇痛作用，

选择性 μ 阿片受体拮抗剂 βJ富马纳曲酮能部分拮

抗，而 δ 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曲吲哚不影响苦参碱的

镇痛作用，认为苦参碱主要是通过 κ 阿片受体，部

分通过 μ 阿片受体产生镇痛作用。=
陶熔等xNVz报道给腰 R 脊神经切断损伤大鼠 áé

苦参碱 OR、RM、NMM、OMM=mgLkg，呈量效关系地减

轻神经病理性疼痛：提高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和

热刺激缩足反应潜伏期，作用可达 S= Ü以上，并认

为其镇痛作用与抑制背根神经节内肿瘤坏死因子Jα
表达有关。周茹等xOMz报道给坐骨神经缩窄性损伤小

鼠 áé苦参碱 TKR、NR、PM=mgLkg，NQ=d，呈量效关系

地提高小鼠损伤侧后足的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

延长热刺激缩足反应潜伏期和冷刺激缩足反应次

数，此 P个剂量对小鼠的自主活动和运动协调性无

明显影响。áé剂量为 RM=mgLkg时亦提高机械刺激缩

足反应阈值xNSz。宫帅帅xONz报道苦参碱能对抗长春新

碱致小鼠神经病理性疼痛：áé苦参碱 SM=mgLkg可显

著提高长春新碱致小鼠的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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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械压痛阈值、延长热刺激缩足反应潜伏期、减

少冷刺激缩足反应次数；提高疼痛小鼠的感觉神经

动作电位振幅并加快传导速度，显著减轻坐骨神

经、背根神经脊髓背角病理改变；显著降低脊髓背

角胶质纤维酸性蛋白（dcAm）免疫荧光强度，并

认为苦参碱是通过下调脊髓 o~s、磷酸化 cJo~f、磷

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boh）NLO 的表达，抑

制脊髓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Jα（qkcJα）、白介素

（fi）JS 表达，促进 fiJNM 表达的 o~sLo~fLbohNLO
信号通路，对抗长春新碱的致痛作用。=

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可降低痛阈，而抑制性

神经递质 γJ氨基丁酸和甘氨酸可提高痛阈。王绪平

等xOOz报道给小鼠 áv苦参碱 NVKR、PV、RUKR=mgLkg虽
然不影响小鼠脑海马匀浆的谷氨酸含量，但能提高

γJ氨基丁酸含量。耿群美等xOPz报道给小鼠 áé苦参碱

NOKR、NV、PU=mgLkg连续 Q=d，可剂量相关地提高脑

组织中的 γJ氨基丁酸和甘氨酸含量。离体实验发现

苦参碱与 γJ氨基丁酸JAL苯二氮 受体无亲和力xOQz，

在浓度大于 MKN= mmoäLi 时抑制谷氨酸或使君子酸

（能激活谷氨酸的 kjaA受体）引起的小龙虾神经

肌肉接头反应xORz。唐蜜等xOSz报道苦参碱是特异性大

麻素受体JO激动剂，提示苦参碱可能是通过活化大

麻素受体JO，提高抑制性神经递质 γJ氨基丁酸和甘

氨酸含量，增敏阿片受体产生镇痛作用。=
O= =氧化苦参碱=

袁惠南等xOTz报道给小鼠 sc氧化苦参碱 NMM、OMM=
mgLkg，可显著减少醋酸引起的扭体次数，抑制率

分别为 RNKVB和 UMKMB，也显著延长热水刺激小鼠

尾巴时的甩尾潜伏期。可是 sc= NM、PM、RM= mgLkg
不减少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次数xNRI=NUz，ág和 áv氧化

苦参碱 RM=mgLkg显著减少扭体次数xNRz，提示镇痛作

用与氧化苦参碱转化成苦参碱有关。但 áv氧化苦参

碱 QM=mgLkg时扭体次数抑制率仅为 ORB，具有明显

的抗炎作用xNNz。áé氧化苦参碱 OR～OMM= mgLkg，剂

量相关地减少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次数xNOI= OUJPNz，

NRM=mgLkg时扭体次数抑制率达到 VTKNUB，也能提

高热板法小鼠的痛阈，纳洛酮不能拮抗氧化苦参碱

的上述镇痛作用xOUJOVz。刘芬等xPMz报道小鼠 áé氧化苦

参碱 RM、NMM、OMM=mgLkg对醋酸引起的扭体次数的

抑制率分别为 QRKUB、SRKQB、UTKMB，也剂量相关

地延长小鼠舔足潜伏期。但 áé氧化苦参碱MKS或OKOQ=
mgLkg无镇痛作用，而给小鼠侧脑室注射 MKO、MKQ、
MKS=mgLkg或脊柱鞘内注射 MKRS、NKNO、OKOQ=mgLkg

都能剂量相关地延长舔足潜伏期，提示氧化苦参碱

的镇痛作用是中枢性的xPNz。=
李记争xPOz报道给小鼠 áé 氧化苦参碱 QR、VM、

NUM= mgLkg 均能抑制醋酸引起的扭体反应，最大抑

制率达到 VTKPNB，也抑制小鼠足跖 sc福尔马林的 O
个时相的疼痛反应，延长热水刺激时的甩尾反应潜

伏期，且作用维持 VM=mán以上。连续 R=d给药不影

响甩尾反应潜伏期，也不出现 p型竖尾和跳跃反应，

纳洛酮对氧化苦参碱也无催瘾作用，提示氧化苦参

碱在镇痛剂量无成瘾性和耐药性。侧脑室注射氧化

苦参碱 N、O、Q= mgLkg和鞘内注射 O、Q、U= mgLkg
都能延长小鼠热水刺激甩尾反应潜伏期，侧脑室注

射的作用持续 VM= mán 以上，最大痛阈提高率可达

URKSQB，而鞘内注射的作用持续 SM=mán以上，最大

痛阈提高率为 TSKRVB，提示氧化苦参碱的镇痛作用

部位涉及脊髓和脊髓以上水平。áé阈下剂量的 γJ氨
基丁酸合成和释放抑制剂 PJ巯基丙酸能对抗氧化

苦参碱的镇痛作用，提示氧化苦参碱的镇痛作用部

位涉及中枢和外周，中枢镇痛强度明显高于外周作

用。张娟等xPPz报道大鼠 áé氧化苦参碱 PM= mgLkg抑
制福尔马林引起的Ⅰ相和Ⅱ相的疼痛反应，并减少

疼痛引起的脊髓 cJfos 表达，但用放射性受配体法

研究发现氧化苦参碱与阿片受体无亲和力，镇痛作

用与阿片受体无关。=
陈文升xPQz的临床研究发现，RO例老年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患者应用地塞米松、利多卡因混合液穴

位注射治疗O周的痊愈率为QMKPUB，有效率为UMB。

在穴位注射液中加入氧化苦参碱，SQ例患者的痊愈

率和有效率分别提高到 TUKNOB和 UVKMSB，明显高

于对照组。=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报道 áé 氧化苦参碱

NRM=mgLkg还能提高小鼠 pNUM肉瘤转移性疼痛的阈

值，提高坐骨神经慢性缩窄性损伤时的机械刺激缩

足反应阈值xOUJOVI=PRJPTz，并认为氧化苦参碱通过对抗

模型小鼠脑和脊髓组织电压门控钙离子 iJ型通道

（C~vNKP）基因表达的上调，抑制钙离子内流，显著

降低坐骨神经损伤小鼠背根神经节细胞内钙离子

浓度，产生镇痛作用。认为氧化苦参碱还可通过对

抗模型小鼠背根神经节组织中电压门控钙离子 kJ
型通道（C~vOKO）基因和蛋白表达下降，也能对抗

模型小鼠脑和脊髓组织中 C~vOKO基因表达的下调，

以及对抗模型小鼠脑、脊髓、背根神经节组织中电

压门控钙离子通道辅助亚基 α2δ1 的基因表达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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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从而促进 γJ氨基丁酸释放，提高脑组织的 γJ氨
基丁酸含量，提高痛阈xPRJPTz。=

宁夏医科大学研究团队报道给坐骨神经慢性

缩窄性损伤模型小鼠 áé 氧化苦参碱 QM、UM、NSM=
mgLkg，呈剂量相关地提高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

和减少冷刺激缩足反应次数，其中 QM=mgLkg组对机

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提高不明显。鞘内注射氯化钙

能拮抗氧化苦参碱对模型小鼠的镇痛作用。氧化苦

参碱可显著减少模型小鼠脊髓磷酸化钙L钙调素依

赖性蛋白激酶Ⅱ（C~jhⅡ）免疫阳性细胞数和磷

酸化C~jhⅡ以及磷酸化 cAjm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Cob_）的蛋白表达，C~jhⅡ拮抗剂 hkJVP 和

Afm 鞘内注射显著提高阈下剂量氧化苦参碱（PR=
mgLkg）对模型小鼠的镇痛作用xPUJPVz。笔者分析氧

化苦参碱可能是通过下调电压门控钙离子 i-型通

道的表达，抑制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阻滞 C~jh
ⅡLCob_通路，产生镇痛作用。宁夏医科大学研究

团队还报道 áé氧化苦参碱 UM、NSM=mgLkg不仅提高

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减少冷刺激缩足反应次

数，还提高热刺激缩足反应潜伏期，升高坐骨神经

功能指数、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坐骨J胫神经和坐

骨J腓神经）的动作电位振幅并加快神经传导速度，

减少模型小鼠脊髓核因子（kc）JκB p65 免疫阳性

细胞数和 kcJκB p65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下调脊髓

qkcJα、fiJS、fiJ1β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上调 fiJNM
表达，并认为氧化苦参碱是通过抑制脊髓 g~nus 激
酶JOL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gAhOLpqAqP）信

号通路激活，抑制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对坐骨神经

慢性缩窄性损伤致神经病理性疼痛小鼠发挥镇痛

作用xQMJQNz。=
由于氧化苦参碱与 γJ氨基丁酸JAL苯二氮 受体

无亲和力xOQz，由于鞘内注射 γJ氨基丁酸、γJ氨基丁

酸 JA 受体激动剂蝇蕈醇、γJ氨基丁酸转运体 JN
（dAqJN）特异性抑制剂 klJTNN均可显著提高阈下

剂量氧化苦参碱（áé=PR=mgLkg）的机械刺激缩足反

应阈值；áé=PJ巯基丙酸、鞘内注射 γJ氨基丁酸合成

酶抑制剂iJ烯丙基甘氨酸和 γJ氨基丁酸受体特异性

拮抗剂荷包牡丹碱均能拮抗其镇痛作用，由于氧化

苦参碱上调模型小鼠脊髓、大脑皮层及海马 γJ氨基

丁酸JA受体 α1 和 α2 亚基的蛋白表达和免疫阳性细

胞数，下调小鼠脊髓 dAqJN蛋白表达和免疫阳性细

胞数xPOI=QOz，由于给小鼠 áé氧化苦参碱 NQTKQR=mgLkg
能对抗青霉素致痫大鼠提高海马和谷氨酸免疫阳

性细胞数、减少 γJ氨基丁酸免疫阳性细胞数，使升

高的血清 qkcJα、fiJO、fiJS 明显降低xQPJQQz。因此

增强 γJ氨基丁酸递质L受体系统功能（上调 γJ氨基丁

酸JA受体的表达，促进 γJ氨基丁酸合成和释放，抑

制突触再摄取 γJ氨基丁酸）可能是氧化苦参碱镇痛

的作用机制之一。=
P= =槐定碱和別苦参碱=

槐定碱系苦参碱的CJR位的差向异构体，即 5βJ
苦参碱。张爽等xNPz报道小鼠 áv 槐定碱 NM、NR、OR=
mgLkg 对热板法疼痛、压痛、醋酸扭体法疼痛都有

镇痛作用，且这些镇痛作用都较同剂量的苦参碱

强。钱利武等xNNz报道给小鼠 áv 槐定碱 NM、OM、PM=
mgLkg 对醋酸扭体法疼痛的镇痛作用稍强于苦参

碱，且具有抗炎作用。可是采用 sc给药，槐定碱在

N～PM= mgLkg 对醋酸扭体法的镇痛作用虽然呈量效

关系，但作用强度仅为苦参碱的 NLP，如果用甩尾

法测试则无镇痛作用，剂量大于 NMM=mgLkg时出现

狂奔、惊厥和死亡等神经毒性作用xNUz。槐定碱与 γJ
氨基丁酸JAL苯二氮 受体无亲和力xOQz。=

严继贵等xQRJQSz给脊髓腔注射tORS癌细胞诱导

的骨癌痛模型大鼠 áé槐定碱 OR=mgLkg，共 NM=d，可

明显提高癌痛大鼠机械刺激反应痛阈和热刺激反

应痛阈，其镇痛机制可能与槐定碱下调骨癌痛大鼠

脊髓组织兴奋性递质受体 kJ甲基 JaJ天冬氨酸

（kjaA）受体 koO_ 亚基和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

酶的基因表达，从而减少一氧化氮生成，最终抑制

肿瘤引起的中枢痛觉过敏的形成，还可通过其抗癌

作用，下调肿瘤组织的环氧化酶JO、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的表达，抑制肿瘤发展，改善癌性骨损伤而缓

解疼痛。=
別苦参碱xEHFJ~ääom~tránez系苦参碱的 CJS 位的

差向异构体，即 6βJ苦参碱。uá~o等xNUz报道给小鼠

sc別苦参碱 N～PM= mgLkg，对醋酸扭体法疼痛呈剂

量相关的镇痛作用，作用强度约为苦参碱的 NLP，
与槐定碱相同。甩尾法实验发现別苦参碱在 sc=PM～
NMM=mgLkg时，镇痛作用呈量效关系，于给药 PM=mán
后作用达到峰值。其镇痛效能低于苦参碱，是苦参

碱的 NLOKV。与苦参碱略有不同，別苦参碱的镇痛作

用可被 κ阿片受体拮抗剂 norbán~ätoréÜámáne显著拮

抗，而 μ 阿片受体拮抗剂 βJ富马纳曲酮和 δ 阿片受

体拮抗剂纳曲吲哚不影响別苦参碱的镇痛作用，说

明別苦参碱对 κ 阿片受体的选择性高于苦参碱。=
Q= =氧化槐定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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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琳等xQTz报道给小鼠 áé氧化槐定碱 RMM、TRM、
N=MMM=mgLkg对热板法疼痛均有镇痛作用，镇痛起效

时间和镇痛强度随着剂量增加而加快和加强。对小

鼠足跖 sc 福尔马林所致的两相疼痛反应也有明显

的镇痛作用，且不像吗啡那样使小鼠出现 p型竖尾

反应，提示氧化槐定碱既有中枢性又有外周性镇痛

作用，且无成瘾性。姚婉霞等xQUz报道给小鼠 áé氧化

槐定碱 ORM、RMM、N= MMM= mgLkg对醋酸扭体反应的

抑制率分别为 SRKMB、VNKPB、VUKMB；热板法测得

给小鼠 áé= RMM、N= MMM= mgLkg的痛阈提高率分别为

URKMB和 OONKNB；侧脑室注射氯化钙可对抗氧化槐

定碱提高痛阈作用，而侧脑室注射维拉帕米能增强

氧化槐定碱的镇痛作用。提示抑制中枢钙离子内流

参与了氧化槐定碱的镇痛作用。=
余建强等xQVz报道大鼠侧脑室注射氧化槐定碱

NM= mg，使大鼠皮层、海马谷氨酸免疫阳性细胞数

显著下降，γJ氨基丁酸免疫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加。

áé氧化槐定碱 ORM、RMM、N= MMM= mgLkg均能对抗福

尔马林致痛大鼠脊髓中谷氨酸含量升高，γJ氨基丁

酸和甘氨酸含量下降xRMz。摆茹等xRNz报道 áé 氧化槐

定碱 ORM=mgLkg能防止小鼠脑缺血再灌注脑皮层兴

奋性神经递质的 kjaA受体 koN亚基的基因和蛋

白表达上调。高进贤等xROz报道 áv氧化槐定碱 NOR、
ORM、RMM=mgLkg或侧脑室注射 OR、RM、NMM=mgLkg
都能延长小鼠热板舔足反应潜伏期，侧脑室注射的

痛阈提高率高于 áv给药。给小鼠 áé氧化槐定碱N=MMM=
mgLkg 可使脊髓背角、大脑皮层和丘脑的蛋白激酶

CJγ 免疫阳性细胞数明显减少，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STB、SOB、SPB，提示氧化槐定碱通过下调中枢

神经的蛋白激酶 CJγ 表达，降低 kjaA 受体的兴

奋性，抑制痛觉过敏。=
杨光等xRPJRQz报道给小鼠 áv 氧化槐定碱 NOR、

ORM、RMM=mgLkg或鞘内注射 PKNP、SKOR、NOKR=mgLkg
都能剂量相关地延长热水甩尾潜伏期，镇痛作用可

持续 SM=mán，áv和鞘内注射时的最大痛阈提高率分

别为 RVKUB和 SUKQB。侧脑室注射阈下剂量的 γJ氨
基丁酸或蝇蕈醇都能延长鞘内注射阈下剂量（PKNP=
mgLkg）氧化槐定碱的甩尾潜伏期，镇痛作用协同

增强。而 ip γJ氨基丁酸受体非特异性抑制剂印防己

毒素或鞘内注射荷包牡丹碱都能对抗镇痛剂量的

氧化槐定碱延长小鼠甩尾潜伏期。镇痛剂量氧化槐

定碱能上调小鼠脊髓背角的 γJ氨基丁酸JA 受体 α1
亚基的表达，也能上调福尔马林致痛小鼠脊髓和脑组

织的 γJ氨基丁酸JA受体 α1 亚基的基因和蛋白表达。=
高进贤等 xRRJRSz报道小鼠 áé 氧化槐定碱 RMM=

mgLkg显著减少大脑皮层和丘脑的 dAqJN免疫阳性

细胞数（分别减少 QNB和 PNB），áv氧化槐定碱 NOR、
ORM、RMM=mgLkg对福尔马林导致的小鼠两相足跖疼

痛反应的镇痛作用呈量效关系。侧脑室注射阈下剂

量 γJ氨基丁酸或dAqJN抑制剂klJTNN与 áv阈下剂

量氧化槐定碱（PO=mgLkg）联用，均可产生明显的

镇痛协同作用，延长热板法小鼠舔足潜伏期，最大

痛阈提高率分别为 SNKVNB和 TOKSQB。预先 áv镇痛

剂量氧化槐定碱（RMM=mgLkg）也可显著对抗福尔马

林致痛小鼠脊髓和大脑组织的 dAqJN 基因表达上

调，提示氧化槐定碱通过增加中枢的 γJ氨基丁酸和

γJ氨基丁酸JA受体水平及抑制 dAqJN 表达，造成突

触间隙有高浓度的 γJ氨基丁酸与增多的 γJ氨基丁酸JA

受体结合，使 γJ氨基丁酸介导的中枢抑制作用增强，

导致的钙离子内流减少不仅阻滞伤害性神经冲动

的传入，还抑制蛋白激酶 Cγ 激活，使 kjaA受体

磷酸化减弱，从而降低 kjaA 受体对谷氨酸的兴

奋性，降低痛觉敏感性。=
R= =槐果碱=

槐果碱系 NPINQJ脱二氢苦参碱，袁惠南等xRTz给

小鼠 sc槐果碱 NOKR、OR=mgLkg，对醋酸致扭体反应

次数的抑制率分别为 SMKRB和 USKNB。张明发等xRUz

报道给小鼠 sc氢溴酸槐果碱 PKU、TKR、NR、PM=mgLkg
对醋酸致扭体反应次数的抑制率分别为 QOB、PSB、

RUB、RRB，无量效关系。ág槐果碱 PM、SM= mgLkg
不延长热板疼痛反应潜伏期，但有显著的抗炎作

用：抑制醋酸引起的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

高、组织胺引起的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二甲

苯引起的小鼠耳廓肿胀和蛋清引起的大鼠足跖肿

胀。提示槐果碱的镇痛作用可能很大一部分是通过

抗炎产生的。uá~o等xNUz报道给小鼠 sc槐果碱 P、NM、
PM=mgLkg也能抑制醋酸致扭体反应，不存在量效关

系。李春梅等xRVz报道槐果碱有镇痛抗炎作用：áv槐
果碱 NM、OM、QM=mgLkg时对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

抑制率分别为 QKTVB、PRKSUB、QRKURB，对小鼠热

板刺激的痛阈也呈剂量相关地提高。而钱利武等xNNz

报道小鼠 áv此 P个剂量的槐果碱对醋酸致扭体反应

次数的抑制率并不高，分别为 NMB、NRB、ORB。=
金少举等xSMJSNz采用坐骨神经慢性缩窄性损伤

神经病理性疼痛小鼠模型进行实验，发现连续 T=d=áé
槐果碱 NM、OM、QM=mgLkg呈剂量和时间相关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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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小鼠机械刺激缩足反应阈值，延长热刺激缩足

反应潜伏期，减少冷刺激缩足反应次数；上调模型

小鼠脊髓组织 γJ氨基丁酸、谷氨酸脱羧酶（γJ氨基

丁酸合成酶）基因表达水平，下调 dAqJN基因表达，

也下调模型小鼠脊髓组织的 éPUjAmh、把关受体JQ、
qkcJα、fiJ1β 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提示槐果碱可通

过促进 γJ氨基丁酸的合成和抑制突触前膜摄取 γJ氨
基丁酸，增强 γJ氨基丁酸能神经功能，也可能通过

减轻神经炎症产生镇痛效应。槐果碱与 γJ氨基丁酸JAL
苯二氮 受体无亲和力xOQz。=
S= =氧化槐果碱及其他苦参碱类生物碱=

钱利武等xNNz报道给小鼠 áv氧化槐果碱 NM、OM、
QM=mgLkg，只有 QM=mgLkg组减少醋酸致扭体反应次

数，抑制率仅为 ORB。刘艳红等xSOz报道给小鼠 áé
氧化槐果碱 NM、QM、UM=mgLkg可剂量相关地减少醋

酸致扭体反应次数，抑制率分别为 OOKVVB、PQKUUB、
QTKMMB；剂量相关地抑制福尔马林导致的小鼠两相

疼痛反应；延长热水刺激的小鼠甩尾潜伏期和热板

刺激的小鼠舔足潜伏期，后一实验的镇痛作用可被

氯化钙拮抗，被维拉帕米增强。提示氧化槐果碱的

镇痛机制与抑制钙离子内流有关。=
吴璟等xSPz最近报道氧化槐果碱也有镇痛抗炎

作用，áé=NM、QM、UM=mgLkg可剂量相关地抑制二甲

苯致小鼠耳廓肿胀，抑制角叉菜胶致小鼠足跖肿

胀，并提高机械刺激肿胀足跖的缩足反应的痛觉阈

值和抑制肿胀足跖组织中 qkcJα、fiJ1β、fiJS和前

列腺素 bO等炎性细胞因子表达上调，提示氧化槐果

碱的镇痛作用与其抗炎有关。他们又以角叉菜胶致

小鼠足跖肿胀的炎性疼痛为模型进行机制研究，发

现氧化槐果碱是通过下调损伤足组织中的磷酸化

bohNLO的蛋白表达和环氧化酶JO（CluJO）的基因

和蛋白表达，减少损伤组织中的中性粒细胞数量，

抑制足趾肿胀，产生镇痛作用，提示氧化槐果碱的

镇痛作用与其抗炎有关xSQz。=
宁夏医科大学研究团队xSRJSTz报道侧脑室注射

或鞘内注射氧化槐果碱 MKOR、N、Q=mgLkg可剂量相

关地延长小鼠热水刺激的甩尾潜伏期，侧脑室注射

和鞘内注射的最大痛阈提高率分别为 PQKSSB和

OVKVNB，提示中枢是其重要的镇痛作用部位。侧脑

室注射阈下剂量的 γJ氨基丁酸或蝇蕈醇都可显著增

强 áé阈下剂量（S= mgLkg）氧化槐果碱在小鼠热水

刺激反应中的镇痛作用，使小鼠痛域明显提高；侧

脑室注射 γJ氨基丁酸JA受体拮抗剂印防己毒素或荷

包牡丹碱都可显著对抗 áé镇痛剂量（UM=mgLkg）氧

化槐果碱在小鼠热水刺激反应中的镇痛作用。但侧

脑室注射 γJ氨基丁酸J_受体激动剂巴氯芬及 γJ氨基

丁酸J_受体拮抗剂法克洛罗芬不影响 áé氧化槐果碱

UM=mgLkg的镇痛作用。áé氧化槐果碱 UM=mgLkg还能

上调热水致痛小鼠大脑和海马的 γJ氨基丁酸JA受体

α1 亚基的蛋白表达和免疫阳性细胞数，提示氧化槐

果碱的镇痛作用的靶点是上调中枢 γJ氨基丁酸JA受

体的表达。氧化槐果碱与 γJ氨基丁酸JAL苯二氮 受

体无亲和力xOQz。=
给小鼠 sc槐胺碱（NNINOINPINQJ脱四氢苦参碱）

NR、PM=mgLkg能减少醋酸致扭体反应次数，抑制率

分别为 RQKVB和 UMKVBxSUz。uá~o等xNUz报道了相似的

结果。陈靖等xSVz报道小鼠 áv 槐胺碱 NM、PM、SM=
mgLkg，对醋酸致扭体反应次数的抑制率分别为

RKVRB、PSKQTB、QVKPMB，也能提高热水刺激小鼠

甩尾痛阈和热板刺激小鼠舔足潜伏期以及抑制二

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镇痛抗炎作用呈量效关系，

NM=mgLkg组镇痛抗炎作用不明显。维拉帕米能增强

槐胺碱的镇痛作用，而氯化钙能拮抗槐胺碱的镇痛

作用，提示槐胺碱的镇痛作用与抑制钙离子内流有关。

槐胺碱与 γJ氨基丁酸JAL苯二氮 受体无亲和力xOQz。=
uá~o 等 xNUz还报道槐醇 xRJ羟基苦参碱，

EHFJsoéÜor~noäz在 sc=NM～NMM=mgLkg时，可剂量相关

地抑制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而(−)J14βJ羟基苦参碱

在 sc给药 P、NM、PM= mgLkg时，仅 NM= mgLkg剂量

组抑制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并认为苦参碱的化学

结构中如果引入双键（如槐果碱、槐胺碱）或羟基

（如槐醇、(−)J14βJ羟基苦参碱）都会减弱其镇痛活

性。笔者的上述综述似乎也证实了这个看法，且还

原型苦参碱类生物碱的镇痛作用强于其氧化型，但

神经毒性也强于氧化型xNz，提示氧化型的生物活性

主要是在体内转化成还原型后体现出来。=
T= =结语=

苦参碱类生物碱均具有镇痛作用，其中苦参碱

和槐定碱的镇痛作用可能最强，由于槐定碱的神经

毒性作用最强xNz，镇痛治疗指数低下，且槐定碱具

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可能仅适用于癌性疼痛xQRJQSz。

苦参碱类生物碱的镇痛特征是以中枢性为主的、无

成瘾性和耐药性，因此不同于阿片类镇痛药。苦参

碱类生物碱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有关其抗炎作

用，将后续综述），可以抑制炎性损伤引起的疼痛。=
通过以上综述，笔者推测苦参碱类生物碱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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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性镇痛作用可能的机制是：激活大麻素受体JO和
上调电压门控钙离子 kJ型通道表达，促进抑制性神

经递质（γJ氨基丁酸、甘氨酸）合成和释放，下调

dAqJN表达，抑制突触间隙摄取 γJ氨基丁酸，使突

触间隙 γJ氨基丁酸浓度升高以及上调 γJ氨基丁酸JA

受体表达，从而增强 γJ氨基丁酸能神经功能。γJ氨
基丁酸能神经功能的增强可抑制兴奋性神经递质

谷氨酸过度表达并下调 kjaA受体和蛋白激酶 Cγ
表达，使 kjaA受体磷酸化减弱，降低 kjaA受

体对谷氨酸的兴奋性，从而下调电压门控钙离子 iJ
型通道的表达，抑制钙离子内流，阻滞 C~jhⅡ
LCob_通路，抑制炎症反应，产生镇痛作用。期待

以后有更为深入的实验，从分子水平证明苦参碱类

生物碱的中枢性镇痛的作用机制，以便充分利用该

类化合物进行新药研发，使被疼痛困扰的广大患者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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