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败酱属植物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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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败酱 属植 物 有 10种及 3个亚种和 2个变种
,

主要入药的有败酱和墓头回
。

对本属植物

的化学成分及镇痛
、

止血
、

抗菌
、

抗病毒
、

免疫
、

抗肿瘤和保肝利胆等药理和临床应用进行综述
。

败酱科败酱属尸
。 tr 伽如植物约有 20 种

,

主产于亚洲东部至中部和北美洲西北部
。

我 国共

有 10 种及 3亚种和
`

2变种
,

全国各地均产 〔 ’ 〕 ( 表 1 )
。

表 1 中国产败昔属植物

序号 中 文 名

黄花败酱

西伯利亚败酱

光叶败酱

秀苞败酱

中败酱 ( 多花败酱 )

岩败酱

岩败酱 ( 原亚种 )

糙叶败酱 ( 亚种 )

墓头回 ( 异叶败酱 )

墓头 回 ( 原亚种 )

窄叶败酱 ( 亚种 )

攀倒欲 ( 白花败酱 )

樊倒甄 ( 原亚种 )

班叶败酱 ( 亚种 )

斑花败酱

斑叶败酱 (原亚种 )

大斑花败酱 ( 变种 )

少蕊败酱

少蕊败酱 ( 原变种 )

台湾败酱 ( 变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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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属多种植物民间常作药用
,

但各地名称混乱
,

大致作为传统中药使用的有败酱 ( 黄花

败酱
、

白花败酱 ) 和墓头回 ( 糙叶败酱和异 叶败酱 )
,

其他如岩败酱
、

窄叶败酱
、

少 蕊败

酱
、

斑花败酱
、

大斑花败酱等亦可入药
。

该属植物研究较多
、

较快
,

现对它的化学
、

药理和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

1 化学成分

败酱属主要含三砧皂贰
,

其次是环烯醚惦贰
、

香豆素贰和黄酮类化合物
,

此外尚含有挥

发油和有机酸等
。

1
.

1 街醇
、

三菇皂贰
:

主要有以下 5大类化合物
,

其中又 以W ( 齐墩果酸贰 元 ) 和 V ( 常

春藤贰元 ) 组成的三菇皂贰为绝大多数 ( 表 2 )
。

1
.

2 环烯醚砧贰类与倍半菇类
:

环烯醚菇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理活性 而 受 到 重视 ( 见表

3 )
。

1
.

3 香豆素类和黄酮类
:

中败酱根中曾发现有 3 ( 或 4 ) 甲基一 7一经 基一 3 , 4一二 氢香豆素及其

· A d d r o s s 。
C h e n J i n g y u ,

I n s t i t u t e o 王 y e d i e i n a l r l a n t D
e v e l o p ` e n t ,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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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生醉
、

三钻皂试类化合物
翻幽 .曰 . .` . . . . .

, . . `

一
序号 名 称 m p (0 C ) 植物夹源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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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中无明确结构

葡萄糖贰 ( i
n t e r o s i d e B ) 〔

3
,
4〕 。

黄花败酱根中含有东蓑若 内醋 (
s e o p o l e t i n ) 和 七 叶 亭

(
e s cu le t in ) 卿

。

另在中败酱
、

岩败酱
、

西伯利亚败酱根中含有懈皮素
、

芦丁
、

山 奈酚
、

异 鼠李黄素 ( i
s o r h a

m n e t i n ) 〔 1 2〕
。

1
.

4 挥发油
:

从黄花败酱根和根茎中分得二一古芸烯 (
a 一 g ur j u n e n e

) 等 9种成分〔 13 〕
。

从 异

叶败酱根和根茎中分得 a 一旅烯 ( a 一 p in e n e ) 等 10 种成分〔 14〕
。

从糙叶败酱根
、

根茎中分得日-

石竹烯 ( 日
一 c a r y o p h y l e n e )

、 a 一律草烯 (
a 一五u m u l e n e

)
、

3 , 7 , 1 1一三甲基十二四烯〔 ]
, 3 , 6 ,

1 0〕 ( 1 , 3 , 6 , 1 0一 d o d e e a t e t r a e n e , 3 , 7 ,
1 2一、 r i m e t h y l ( z

,
E ) 等 2 8个成分 〔 J“

,
工6〕

。

工
.

5 有机酸
:

中败酱
、

’

西伯利亚败酱
、

岩败酱根中含咖啡酸
、

氯原酸3[,
峨〕

。

黄花 败 酱的种

子中曾分得二十二酸
、

癸酸
、

十 四酸
、

十六酸
、

棕桐油酸
、

十八酸
、

油酸
、

亚油酸
、

亚麻酸
、

三十酸等〔 ` 7〕
。

白花败酱根和根茎中检出棕桐酸〔的
,

十二酸〔 1“ 〕
。

另据报道该属种植物的种子

. 王0 2
.



中含甘油酸〔招 〕
、

丁酸
、

己酸
、

十五碳烯酸
、

表3 环烯醚菇试类与倍半钻类化合物

十
一

七优酸
、

酸 份异戊酸

顺式廿二烯一13 酸及廿 二 烷二烯
. . . 曰 . . . 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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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你邢 . 曰 . . . .

1
.

6 认
一

枪
:

自讹败酱全草水 煎 液中曾检出

肌醇 ( i
n
二火 ol ) 〔 1的

,

黑芥子贰
。

黄花 败酱
、

白花败酱中孤含揉质
、

糖类和 微 量 生物 碱

〔 3 ,
4〕 。

2 药 班里与 l态床

败酱始载 《 神农本草经 》 ,

历代本草均

有记载
。

苦
、

辛
、

微寒
。

功能清热解毒
,

利湿排

序号 名 称 m p (
。
C ) 植物来源 文献

1 l o g a n i n 2 2 3 8 3
,
4

2 m o r r o n i s i d e 17 5 8 3 ,
4

3 v i l l o s i d e 1 12~ 1 1 3 8 3 ,
4

4 v i l l o s o l 1 4 3~ 1盛5 感 9

5 v i l l o s o l s i d e 2 2合~ 2 3 0 8 9

石 P a t r i n o s i d e 1 3
,
4

7 g i b b o s i d e 夕
.

夕f乙乙o s a l o

8 P a t r i n e n e 1 1 1

今 i s o P a t r i n e n e 1 1 1

脓
,

活血化决
,

镇心安神
。

中医方剂常用其治阑尾炎
,

肺脓痈
,

结核凛病
,

痈肿疮毒
,

肠炎
,

痢疾
,

肝炎
,

扁桃体炎
,

眼结膜炎
,

产后痕血腹痛
,

咯血
,

蛆血
,

神经衰弱
,

心脏神经官能

症等 〔4〕 。

墓头日始载 《 本草纲 目 》 ,

苦
,

微寒
,

涩
,

凉
。

功能清热燥湿
,

祛淤
,

截疟
。

主治

崩漏
,

子宫须糜烂
,

赤白带下
,

赤痢
。

2
.

王 镇静
、

镇痛
:

文献〔 n 〕曾对黄花败酱的镇静作用作了系列报道
。

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确

证其叮剂和醉授膏能延长戊巴 比妥钠对小鼠的睡眠时间和有明显的镇静和催眠效应
。

临床对

神经衰弱
、

重症精神病恢复期印躯体疾患所致神经衰弱症均有疗效
,

对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

增高的共仇症状亦有
一
定疗效

。

镇挣作用的有效成分被认为是挥发油
,

尤其是占油 2 / 3 的 败

酱烯私异败酱烯
,

并认为机理是直接作用于中枢
。

他们还研制 了眠尔静 ( 片剂 ) 和挥
.

发油胶

丸等侧齐d
。

另有人认为中败酱皂贰有明显镇静作用
,

当给每只青蛙注射 4 m g总贰时
,

出 现双

向作用
,

一

首先短时兴奋
,

继而转入安静且翻正反射暂时消失
。

当给已形成运动一食物 条件 反

射的大鼠按 50 m / k g腹腔注射总皂贰时
,

可使反射的潜伏期延长
,

反射量也有降低 〔4〕
。

齐治等

实验证明糙叶败酱根翔根茎的挥发油能显著延长由于腹腔注射戊 巴比妥钠引起的小鼠睡眠时

间〔20)
。

马越 关等证叭异叶败酱挥发油有中枢性镇静作用
:

能延长由于股腔注射戊巴 比 妥 钠

&lJ 下剂量引发的阳性反应率 ; 显著增加小鼠肝匀浆中细胞色素 P 一45 0含量
。

康白等以复 方败

酱注射液过行小鼠扭体反应
、

热板致痛法试验
、

家兔离体子宫实验
、

豚鼠在位子宫实验
,

表

明其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

且有剂量差异
,

强度较颅痛定弱 ; 对家兔离体
、

在位子宫平滑肌兴

奋
,

并使子宫收缩率下降〔 2幻
。

2
.

2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

王荫棠等证明糙 叶败酱茎 的 乙醇提取物可增加小鼠巨噬细 胞 的吞

噬作用和细胞毒效应
,

提高 A N A E阳胜淋巴 细胞
一

百分数及 E a
玫瑰花环形成百分率并对小 鼠

5 18 0生长抑制
。

这些均 与其能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关 〔 2 2 〕
。

高淑娟等〔23 〕实验表明败酱 草

有坑 内毒素作用
,

这种作用以往实验证实是对内毒素的直接摧毁作用
,

而不是对内毒素活性

的暂时性 抑 洲
。

张元杳等实验表明墓头回水提物注射液可使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及细胞 毒杀

均明显提高
,

有促进主动免疫的功能
。

2
.

3 对血液系统的作用
:

宋奇英
、

王军仓等〔 “ 4〕曾用墓头 回治疗小少L
: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瘫 7例并取得 了较好效果
。

墓头回粗制剂也被用于治疗急慢性白血病
, 2例完全缓解

。

孙万里〔 2 5 〕

实验证明班头回水找液对急
`

比白
_

血病细胞毒作用非
`

常显著
,

对
`

漫性粒细胞白血病 细胞 不 明

显
。

张元杳等〔 26 〕以狗做亚急性试验
,

可使白细胞数上升
,

血小板暂时性轻度下降
,

肝 细胞

产生颗 粒 侧
一

病 变
。

冯 玉书等实验表明
,

黄花败酱能明显对抗环磷酞胺所孙
、

的白血球降低
,

刘柱纤胞的测定表明
,

可刺激骨髓造加机能
,

其升 白作用
.

与V B
`
和脸肝醉作用相近

,

可 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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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该药与化疗药物伍用
,

可提高抗肿瘤疗效和克服白血球下降的副作用
。

还有人对糙叶败酱

的止血作用进行研究
,

发现其对大鼠
、

家兔体外创伤性出血均有明显止血作用
,

与云南 白药

强度相 当
。

其醇提物体内用药
,

不论灌胃或腹腔注射
,

对大鼠
、

小鼠断尾性出血均显著缩短

出血时间
。

进一步研究表明
,

醇提物灌胃给药能有效防治犬
、

小鼠因 5一 F u 引起的血 小 板 下

降
,

能显著降低小鼠毛细血管通透性
,

对大 鼠
、

蟾蛛下肢血管有收缩作用
。

腹腔给药可明显

促进家兔循环血小板聚集
。

并认为机制可能与其对血小板和血管作用有关〔27 〕
。

2
.

4 抗菌
、

抗病毒
:

据报道败酱可用于妇女各种阴道炎
、

宫颈炎
、

慢性 盆腔炎及宫颈 靡烂

等
。

白花败酱全草的蒸馏液制成注射液
,

发现对某些感染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
。

黄花败酱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
、

福氏痢疾杆菌
、

宋氏痢疾杆菌
、

伤寒杆菌
、

绿脓杆菌
、

大肠杆菌〔 3, 4〕 ,

炭

疽杆菌
,

白喉杆菌
,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

白花败酱及其制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葡萄球

菌
、

伤寒杆菌
、

链球菌
、

枯草杆菌
、

大肠杆菌
、

变形杆菌等亦有抑制作用〔28
,

29 〕
。

齐墩果 酸

或常春藤皂贰元 C
3

的皂贰均有抑菌作用
。

白花败酱及其制剂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流感和流行性腮腺炎等
。

有人以在鸡胚内对流感

病毒的抑制作用为指标对其有效部位进行 了初筛
,

从黄花败酱种子中分得的
s
ul fa p a t r in os 一

i d e s被用于控制爱滋病病毒 H IV 〔 6〕
。

2
.

5 抗肿瘤
:

曾有报道用墓头回治疗子宫癌
、

宫颈癌
,

糙叶败酱和异叶败酱体内
,

体 外对

肿瘤强大杀伤
,

对艾氏腹水癌瘤细胞有破坏作用
,

对艾氏腹水癌明显抑制
,

对艾氏实体型腹水

癌有明显治疗作用
,

局部注射
,

可使局部肿瘤逐渐变硬
、

脱落
、

溃疡面修复
、

治愈
。

其水提

物瘤内注射
,

对小鼠5 18 0肉瘤抑制率达 6 2
.

5%
,

并观察到是直接杀伤作用
。

与厌氧棒状枝菌联

用则抗癌及杀瘤效应均提高 〔26 〕
。

接种瘤细胞后给药比接种前给药效果更明显〔 3的
。

2
.

6 保肝利胆
:

在用败酱草治疗急性黄胆性肝炎疗效观察中认为该植物有抗肝炎 病毒
,

使

肝细胞炎症消退
,

使毛细胆管疏通利胆作用
,

有促进肝细胞再生
,

改善肝功能作用 〔”
,
4〕

。

黄

花败酱根之煎汁有促胆汁分泌作用
。

白花败酱的果枝浸膏有促进肝细胞再生及抑制细胞变性

作用
。

齐墩果酸被认为是抗肝炎的强活性成分
。

从黄花败酱中分出的皂贰能提高血清转氨酶

的活性 c8 〕 。

2
.

7 其它
:
败酱草可用于淋病

,

小儿腹泻 ; 白花败酱可治疗毒蛇
,

毒虫咬伤 , 齐墩 果 酸可

强心利尿 多 白花败酱醇贰 (
v i l l o s o l s i d e

) 也有一定生理活性 〔 9〕
。

我国有 10 多种败酱属植物
,

分布广泛
,

资源丰富
。

民间多用于消炎
、

解毒
、

抗菌和镇静
、

解痉
。

如上所述
,

现代研究也证实了本属植物具有镇静
、

增强免疫力
、

止血
、

升白
、

抗菌
、

抗病

毒
、

抗肿瘤
、

保肝利胆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

但各个药理方面的研究尚较粗浅
,

化学成分的

研究也仅集中在黄花败酱
、

白花败酱
、

中败酱和西伯利亚败酱 4种植物上
,

就连民间及 药 理

研究较多的墓头 回等的化学成分也仍末系统研究
。

本属植物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

开 发 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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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F 受体活性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筛选的
’ “ ` I -

N G F 受体结合实验模型
,

并用此模 型对 14 种

传统抗衰老中草药进行了筛选
。

结 果 如 ( 表 ) 所示
,

锁阳等 9种中草 药 对 N G F受体结合不

同程度 的有促进作用 ( 图 3一 B )
,

提 示 其 中可能含有N G F 受体结合的激动剂 , 其 余 5种中

草药对N G F 受体结果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 图 3一 A )
,

这种情 况有 2种可能性
:
一是其

中含有N G F 受体的专一性激动剂
,

二是含有N G F受体的专一性抑制剂
。

进一步筛选分离出这些中草药中可能含有的 N G F 受体激动剂无疑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而分离出其中可能存在的 N G F受体抑制剂
,

对 N G F神经分子生物学研究及 对一些已被证明

与 N G F或 N G F 受体过度表达相关的神经组织肿瘤的研究及防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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