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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近 年来蛤纷的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总结
。

蛤蚜是脊椎动物爬行纲
,

有鳞目
,

壁虎科动物蛤蚁 的干燥体
。

主产于广西
、

云南
、

贵州
。

宋 《开宝本草 》最早收载入药
。

蛤阶
,

古名仙蟾
,

属补肺益肾
、

纳气定喘
、

助 阳益精之药
。

用于虚喘气促
、

劳嗽咳血
、

阳疹遗精
。

化学成分研究发现 种氨基酸
,

种微量元素
,

种磷脂成分
,

种脂肪酸
。

药理

作用研究发现 具有抗炎
、

平喘
、

抗应激
、

抗衰老
、

降血糖
、

促生长等作用
。

目前临床主要

用于壮阳固精
、

平喘止咳等方面
。

化学成分

蛤蚜维持动物体基本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结构物质和酶系统均应在其体内存在
,

同时蛤纷

作为药材
,

具有独特的药理作用
,

是 以其某些特殊的化学组成为物质基础的
。

虽然蛤蚜的化

学成分研究尚不完善
,

但也 已经能看到某些成分与药理作用的联系
。

水溶性 成分的研究 蛤蚜含有肌酸
、

肌肤
、

胆碱
、

肉硷类
、

种氨基酸和至少 种 微

量元素
、

蛤蚁肝中含有甲基对硫酮还原型谷胧甘肤
一甲基转移酶

、

谷胧甘肤蛤蚜蜕皮内层含
一
角蛋 白

、

外层含日一角蛋 白〔
, 〕

。

氨基酸分析发现 蛤蚜含量最高的 种氨基酸依次为谷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氨酸
,

亮 氨

酸
、

赖氨酸
、

精氨酸的含量也较高
。

上述 种氨基酸含量均为尾部高于躯干部
。

蛤蚊中人 体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比较丰富
,

约 占总氨基酸含量 的  
,

尾部含量高于躯千部〔
,

〕。

谷氨酸是人体非必需氨基酸中消耗量最大的 种
,

是脑细胞的重要营养物质〔们
,

与甘氨 酸 一

道是人体内重要解毒物质一谷胧甘肤的合成底物 , 赖氨酸是人体内必需氨基酸 中的 种
,

它

的缺乏能影响到人体的全面生长情况
,

被营养学家称为
“
第一缺乏氨基酸

” 〔们
。

这些氨基酸

和必需氨基酸总量的含量丰富
,

可能是蛤纷
、

尤其是蛤蚜尾滋补强身作用的物质基础之一
。

微量元素分析 蛤蚁含量 一 巧 种微量元素
,

其中铁
、

锌
、

铭
、

钡等元素含量较丰富〔 一 〕
。

蛤蚜体中锌含量达
一 ‘ ,

尾部中则高达 又 一 “ 〕,

是人体内锌含量 的

倍
。

锌是人体内多种酶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

在体内是 复制
、

转录所必需 的

聚合酶和 聚合酶 以及合成核酸所必需的胸腺嗜吮核昔激酶的组成成分
,

并对垂体促性腺

激素的分泌
,

垂体组织 及血液内促生长激素的含量及性腺的功能均有影响
。

皋丸内含有大量

的锌
,

抗体缺锌时
,

精子的生成及运动能力降低〔 〕
。

据研究发现 阳虚病人有血锌 水 平 下

降现象〔〕
,

因此认为
,

蛤蚁所含锌等元素或其配合物是其补肾助阳的物质基础之一
。

此外
,

锌亦是体 内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组成成分
,

能阻断某些 自由基反应
、

稳定细胞膜
,

减少 自由基

及过氧化作用对组织的破坏
。

结合临床发现
,

癌症病人及衰老过程中均有锌缺乏倾向
,

由此

认为
,

锌也可能与衰老及癌变的发病机制有关
。

蛤阶
,

尤其是蛤蚊尾中含有如此大量的锌元

,  ,

,



索
、

亦可能是其增强机体免疫机能
,

治疗癌肿及疑难杂症的物质基础之一
。

银元素在蛤蚜中含量也很丰富
,
头部含量达

一‘ ,

平均值为 。一 ‘。银是人体

骨骼牙齿的正常组分
,

并主要富集在骨化最旺盛的地方
。

蛤纷补肾助阳之临床功效不仅与 其

富含锌有关
,

且与其高含量的银
、

铁
、

钙
、

钡
、

镁等元素密切相关
。

上述元素的相关关系 及

在临床上的协同作用 与中医
“
肾主骨

”
的理论是吻合的〔幻

。

对其脂溶成分的研究 蛤纷中含有丰富的脂类物质
,

包括磷脂
、

糖脂及各种简单脂
,

简

单脂中主要研究了胆固醇
、

甘油脂肪酸
、

踢醇脂和各种脂肪酸
。

蛤蚜中的磷脂成分至少有 种〔幻 磷脂酞乙醇胺 脑磷脂
、

磷脂酞胆碱 卵 磷 脂
,

溶血磷脂酞胆碱
,

神经鞘磷脂
,

磷脂酸
。

其中磷脂酞乙醇胺的含量最丰富
,

占总 磷 脂 量 的
,
磷脂酸和溶血磷脂酞胆碱的含量次之

。

磷脂是动物和人体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
具

有溶解和清除某些过氧化脂质
,

调节内分泌体系
、

延缓衰老的作用
。

磷脂也是生 殖 腺 和 精

液的主要成分
,
具有改善和加强男性生殖腺营养

,

调节和增强性功能的作用
。

蛤 纷 含 有 丰

富的磷脂成分
,

其含量达 以上
,

这对进一步阐明蛤纷补肺益肾
,

助阳益精功 效 的作用

机理有重要意义
。

对于蛤纷体内脂肪酸成分的研究
,

种报道为 种〔〕,
另 种报道为 种〔 “〕

。

种报道一

致表明含量最丰富的 种脂肪酸依次为 亚油酸
、

棕搁酸
、

油酸
,

亚麻酸和花生 四 烯 酸 的 含

量也较丰富
。

脂肪酸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占
,

其中人体必需脂肪酸一亚油 酸 和 亚 麻

酸占  
,

这些成分在体内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体
、

前列腺素可促使平滑肌收缩
,

调节人体

血压并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
。

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增强机体的组织再生能力和抗病力
,

是蛤

纷补益功效的活性成分
。

药理研究

通过动物实验显示 蛤纷提取物是抗炎
、

平喘
、

抗应激
,

免疫调节
、

抗衰老
、

激素样作用

等方面有较明显的功效
,

在促进生长发育
、

降血搪等方面也显示一定作用
。

抗炎作用 蛤蚜 乙醇提取物的水溶性和脂溶性成分均能对抗大鼠甲醛性躁关节肿 胀
,

降低冰醋酸所致小 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

并能对抗二甲苯所致小鼠鼠耳肿胀
。

说明蛤

纷具有抑 制炎症前期血管通透性增加
、

渗出和水肿等作用 〕
。

平喘作用 蛤蚜体及尾的乙醇提取物在整体动物实验中
,

对氯化乙酞胆碱所致的哮喘有

明显的平喘作用 尸 。 , 对磷酸组 织胺 一
,

氯化乙酞胆碱
‘
所致的豚鼠离体气 管

平滑肌收缩
,

亦均显示直接的松驰作用 〕
。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蛤蚜提取物 能显著增加小 鼠脾重 尸 , 能 使

强的松龙和环磷酞胺组小鼠的脾脏重量显著回升 尸 , 逆转强的 松 龙 所 致的白 细

胞数量下降 尸 , 加强 白细胞的运动能力
,

加强豚 鼠肺
、

支气管和腹腔吞噬细胞的

吞噬功能 , 提高正常小鼠免疫后血清中溶血素含量
,

提高小鼠中血清溶菌酶活性
,

并能显著提

高小 鼠对静注碳粒的廊清指数
。

蛤蚜尾提取物尚能提高小 鼠 血 清中抗体效价和淋巴细胞的

转化率 尸
。

提示 蛤蚜具有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功能活性和具有非特异性免疫增 强

作用的功效
。

〔 一 〕

蛤蚜蜂王浆对正常小鼠静脉注射碳粒的廊清指数无影响
,

显著对抗泼尼松所致碳粒廊清

速率的抑制 , 不影响正常小鼠溶血素的生成
,

但显著对抗环磷酞胺所致溶血素生成的减少 ,

不影响正常小鼠 淋巴细胞醋酶染色阳性率
,

而显著对抗可的松所致的 淋巴细胞醋酶染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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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减少
。

提示蛤纷蜂王浆对于正常机体的免疫功能影响不大
,

而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机

体具有较好的恢复作用 〔的
。

桂圆与蛤蚜配伍具有与蛤蚜相一致的免疫增强作用〔 〕
。

抗应激作用 蛤纷提取物
,

桂圆蛤纷提取物及蛤纷党参膏对小鼠遭受低温
、

高温
、

缺氧

等应激刺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

此作用是否与垂体一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有关尚需进一步

探讨
。

〔
, ,

〕

抗衰老作用 实验观察了蛤蚜提取物对 月龄大鼠心肌组织胞浆中的铜锌超氧化 物歧

化酶
、 一 和过氧化氢酶 活性

、

谷眺甘肤 含量
,

以 及 心 肌

组织中线粒体内锰超氧化物歧化酶
一 、

谷胧甘肤过氧化酶 一 活性
,
过

氧化脂质 含量的影响
,

结果显示蛤纷能显著提高上述自由基代谢酶活性及 的

含量
,

同时降低  含量 , 蛤蚊尾部作用大于体部
。

蛤蛇作用随用药时间延长而明显增强
。

另据报道
,

五加参蛤纷精具有抑制大鼠和小鼠肝匀浆和血清内过氧化脂质的生成作用
,
并可

拮抗
‘
诱导的过氧化致死作用

。

提示 蛤纷提取物对人体抗衰老机能可能有增强作用
,

这

方面工作尚待继续
,

〕
。

激素样作用 蛤蚜提取物 具有双相性激素样作用
。

其雄性激素样作用 可 使

正常小鼠攀丸显著增重
,

可使去势动物前列腺和精囊增重
。

蛤阶蜂王浆也显示相 同 雄性 激

素样作用
。

的雌性激素样作用 可使未成年雌性小 鼠的子宫
、

卵巢 显 著 增 重 尸

,

使阴道 口开放时间提前
,

使未成年雌性大鼠出现动情期 , 虽未能使去卵巢大 鼠 出

现动情期
,

但 高剂量组有部分动物出现动情前期和子宫重量增加 尸 故 认 为

具有直接作用于雌性大鼠附性器官 子宫和阴道 的雌性激素样作用
,

但其完 整 作 用

可能要通过卵巢
。

蛤蚜体与蛤蚜尾的性激素样作用
,

前者弱于后者
。

实验未发现 有 促

性腺激素样作用和蛋白同化激素样作用〔
, , ,

,

〕。

其它药理作用 蛤纷 乙醇提取物对四氧嗜吮造成的高血糖小鼠的血糖水平有一定降

低作用
,

差异十分显著
,

提示其有降血糖功效〔“〕
。

蛤蚜与党参配伍可明显增加小鼠体重
、

脾

重
、

红细胞及血红蛋白含量 , 显示其对动物的造血机能有一定作用
。

蛤蚜醇提物的脂溶 部分

能降低正常大鼠肾上腺内维生素 含量
,

并可明显使幼年大鼠胸腺萎缩 尸 〔工幻 ,

说

明蛤纷提取物具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
。

蛤纷蜂王浆不但能增加子鼠体重
,

还可明显增

加血清总蛋 白含 量 尸 〔‘“〕
。

桂圆肉与蛤纷合用除能增加正常子鼠体重外
,

尚能 对 利

血平化小鼠体重下降有非常显著的对抗作用
,

提示该配伍对促进生长发育
,

增强体质有益
,

病后体虚者可能更佳〔’ 〕
。

五 加参蛤蚜精与硫喷妥钠有协同作用
,

与咖啡因有拮抗作用〔 “〕
。

毒性 实验报道
,

蛤纷醇提物小鼠腹腔注射的 为  〔 〕
。

小鼠的口 服

最大耐受量为 大于 〔“ 〕
。

桂圆与蛤蚁提取物小 鼠的口服最大耐受量 大于

〔‘ 〕
。

五加参蛤纷精静脉注射
。。为 士 〔“〕

。

另外
,

实验研 究 证 明

蛤阶的眼和脑是无毒性的〔 〕
。

临床应用

目前蛤纷的临床应用主要是继承了传统医学用法
,

用于补肾
、

壮阳
、

固精或平喘止嗽两方

面
。

金纷片由金樱子
。

蛤蚜
、

淫羊蕾等味中药组成
,

用于治疗肾阳虚引起的阳萎
,

遗精
、

早

泄
,

性欲减退
、

夜尿
、

小便余沥
、

白带过多
。

精神萎糜
、

腰膝酸软等以及计划生育
、

术后症

候
,

总有效率达  以上
。

以蛤蚜为君药配 以其它草药治愈男科病患者包括不射 精
,

无 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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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顶尖
,

向前弯曲
,

壳表类白色

裹

二
旧本镜蛤 或 薄片镜 蛤 ‘

名称 形状 壳顶 放射胁

外观性状特征

壳表颊色 铰合齿或主齿 闭壳肌痕

毛蜡壳 长卵形 突出
,

向内弯曲 铰合齿 枚 前闭壳肌痕近三角形
后闭壳肌痕近四方形

泥蜡壳 近球形 凸出
,

向 内弯曲 铰合齿 枚 前闭壳肌痕三角形
后闭壳肌痕 四方形

魁虫甘壳 斜卵圆形 澎胀 铰合齿 枚 前闭壳肌痕类三角形
后闭壳肌痕类四方形

文蛤壳 近扇形 突出

30 ~ 34 条 类白色
,

被棕褐色

毛茸状表皮

18一21 条
,

具 白色
,

被褐色表
显著的结节 皮

42~ 48条
,

平 白色
,

被棕色表
滑

,

无明显结节 皮

无 黄褐色
,

光亮如漆
,

主齿3枚 前闭 壳肌痕半月形
后闭壳肌痕卵圆形

青蛤壳 近圆形 突出

顶部常具尖齿状花纹

徐色
,

棕黄色 主齿3枚

近圆形 尖
,

向前弯曲 类白色 主齿3枚

圆形 尖
,

略偏前方 类白色
,

黄白色 主 齿3枚

前闭壳痕肌长半月形
后闭壳肌痕椭圆形

前闭壳肌痕半月形
后闭壳肌痕类圆形

前闭壳肌痕长半月形
后闭壳肌痕卵圆形

致谢
: 青岛海洋大学生物 系杨得渐教授指导

。

(
1 9 9 4

一0 1
一

3 2 收稿 )

(上接第270页 )

曳
,

死精虫等多例
。

蛤蚜配 以冬虫夏草
、

川贝母
、

海缥峭
,

冰糖治疗老年人
‘

赞性喘息性支气管

炎125例
,

显效40%
,

总有效率达56% 〔23
,

2 4 〕
。

从蛤纷的化学成分研究看
,

尚未深入至某些特效成分的研究
,

但从其药理的动物实验研

究看
,

蛤蚜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
,

除性激素样作用和平喘作用外
,

尚有抗炎
、

抗应激
、

抗

衰老
、

降血糖
、

调节免疫功能等诸方面作用
,

蛤纷的这些药理研究结果
,

可望将其开发成一个

具有多方面用途的补益
、

治疗药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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