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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t
.

的干操成熟果实
,

以粒大
、

饱满 肉厚
、

紫黑色者

质优
。

其加工盐炙
、

酒炙能最大限度保持有效成分
。

近些年来
,

应用女贞子治疗复发性 口疮 ( 口腔溃疡 )

取得了较好疗效
,

现作一概述
。

1 临床应用理论依据

1
.

1 女贞子其味甘甜
、

微苦
、

无毒
,

性偏凉
,

其气平

而不寒不热
,

滋润而不腻
,

清补而不燥
,

补肝益肾
,

甘

苦而退虚热
。

本品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 : “
主补中

、

安

五脏
,

养精神
,

除百疾
,

久服肥健轻身不老 … … ” ,

列

为延年之上品
。

《 中国医学大辞典 》载
“
女贞察天地至

阴之气
,

阴中之阴
,

入肾经
,

为除热益精之良品
” 。

女

贞子能补阴益肝肾
、

又具除热而散火之功
。

.1 2 现代医学对 口疮病因尚不十分明确
,

认为多与

免疫功能异常
、

感染
,

营养缺乏等有关
。

祖国医学认

为病位虽在 口腔
,

其病机当根据全身情况识辨
,

病因

虽多
,

大凡经久不愈
。

此起彼伏者
,

多为机体内有潜

伏之火
,

此火多为阴之不足
, _

上炎之火薰于 口舌而生

疮
、

溃烂
、

疼痛
。

每因过劳
、

思虑过度
、

失眠
、

饮食失宜

而复发
,

阴虚火旺诸症叠起
。

阴之不复
、

虚火难以得

平
,

故当取效于女贞子
、

益精补肝肾
、

增强人体免疫

功能
,

补阴散火炎消痛止
,

其症可愈
。

1
.

3 从女贞子中分离出女贞子贰
、

齐墩果酸
、

甘露

醇
、

葡萄糖
、

硬脂酸
、

亚油酸和脂肪酸
〔 1〕 。

女贞子果实

中含有 15 种氨基酸
、

其中谷氨酸的含量为最高
,

女

贞子中含有成人必需的 7 种氨基酸
,

包括婴
、

少年必

需的组氨酸
。

药理实验表明
,

女贞子及其炮制品水煎

液 中含有 n 种微量元素
,

其中 4 种为人体宏量元

素
,
5 种为人体必需元素

〔2〕 。

1
.

4 女贞子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

采用酒蒸炮炙

品制成水煎液
,

含生药 1 9 /m L 可使小鼠免疫器官

胸腺
、

脾脏重量增加
,

明显提高小鼠血清溶血素抗体

活性
,

亦能升高正常小鼠血清 l g G 含量
,

且对抗 c y

的免疫抑制作用
,

说明该药具有增强体液免疫 功

能
〔 3〕 。

研究表明
,

女贞子所含齐墩果酸能增强巨噬细

胞和淋巴细胞的功能
“们 。

这种显著免疫增强作用的

实现是与女贞子所含多糖有关
〔的 ,

对免疫功能低下

引起的口疮有较好的疗效
.

1
.

5 女贞子具有抑菌抗炎作用
,

用 50 %女贞子煎

一

2 5 2
·

剂 以平板挖洞法进行抑菌试验
,

结果表明其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等均有抑制作用
。

女贞子水煎剂灌胃给

药
,

对二甲苯引起小鼠耳廓肿胀
、

乙酸引起的小鼠腹

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等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6〕 。

由此看出
,

女贞子不但能补虚健身增强人体免疫抗

病能力
,

且有清热散火抑菌消炎之功
。

2 临床应用

2
.

1 每次取女贞子 10 粒含于 口 中
,

使 口津浸演入

药中
,

待 10 m in 后
,

慢慢嚼碎
,

使药液充分浸润溃疡

面
,

再徐徐咽下
,

如法每日 5一 6 次为宜
。

2
.

2 以女贞子为主药
,

药量宜大 (2 5~ 30 9 )
,

配以

细生地 2 0 9
、

黄柏 5 9
、

紫草 1 0 9
、

竹叶 5 9 (称女贞子

汤 )
,

可以补阴之不足
,

增加机体自身修复能力
,

增强

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
,

且能抗炎
、

消肿
、

止痛
,

补阴退虚热
,

消除发病之本源
。

2
.

3 疗效分析

2
.

3
.

1 一般资料
:

54 例患者随机分为女贞子组 (实

验组 )
,

西药组 (对照组 ) 口服维生素 B :

10 m g
,

维生

素 C 0
.

29
,

甲硝哇 0
.

2 9
,

每 日 3 次
。

实验组 34 例
,

男

性 12 例
,

女性 22 例
,

年龄 n ~ 59 岁
,

平均年龄 35

岁
。

对照组 20 例
,

男性 7 例
,

女性 13 例
,

年龄 10 ~ 58

岁
,

平均年龄 34 岁
。

两组年龄
、

溃疡数目及直径大小

无明显差异
,

具可比性
。

2
.

3
.

2 疗效评定标准的
:

全愈为各型 口疮经治疗

后
,

间歇期延长
,

半年至一年不复发
。

好转为愈合时

间加快
,

间歇期延长
,

疼痛程度减轻
,

溃疡数目减少

和直径变小等 5 项指标
,

经治疗后具有其中 3 项以

上者
。

2
.

3
.

3 结果
:

两组各以 6 d 为一疗程
,

进行疗效判

断 (表 1 )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 % )

9 4
.

1

8 0
.

0

8 8
.

9

X
z
~ 6

.

8 3 P < 0
.

0 5

由表 1 中可见
,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
,

实验组有效率 94
.

1%
,

明显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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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及其活性组分对东食营碱

诱发大鼠遗忘症的作用

(徐汝 明摘译 陈泽乃校 )

〔P l
a n t a

M
e
d 1 9 9 6

,
6 2 ( 4 ) : 3 1 7〕

天麻 G
a s t r a d z’a th a t a B lu m e

的根茎提取物能促

进血液循环
、

治疗头痛
。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天麻的粗

提物具有镇静和镇痛作用
,

能增加心脑血流量
,

降低

血管阻力和诱导抗缺氧能力
,

临床用于治疗神经衰

弱及血管神经性头痛
。

已知天麻的水提物和主要成

分天麻素 ( g as t or id n) 及其贰元对轻基节醇均表现出

显著的清除自由基功能
。

作者就天麻的甲醇提取物

对东蓑若碱诱导大鼠遗忘症的作用及其活性成分作

了研究
。

购自台湾的天麻根茎 ( 10 k g )切碎后
,

甲醇 (3 又

S L )浸渍 2 周
,

提取液减压旋转蒸发至干
,

得 1 0 3 2 9

粗提物
。

将粗提物溶于水
,

依次以己烷
、

氯仿
、

乙酸乙

酷及水饱和正丁醇溶液分配分离
。

乙酸乙酚部分经

硅胶柱
、

S
e p h

a
d

e x L H
一
2 0 柱

,

可得对轻基节醇 ( 3 0 0

m g )
。

正丁醇部分经活性碳及硅胶柱层析分离
,

得天

麻素
,

即 4
一

(卜D
一

毗喃葡萄糖氧基卜节醇 ( 2 5 0 m g )
。

东蓑若碱是一个覃毒碱受体拮抗剂
,

能损害啮

齿类动物和人类的学习
、

记忆
,

因而可作为一个抗遗

忘药物的筛选模型
。

采用此模型
,

将天麻甲醇粗提物

及各分离部位对 S D 雄鼠作被动逃避实验
,

结果表

明
:

天麻甲醇提取物以 。
.

5
,
1

.

0 9 / k g 剂量 ; 乙酸乙

醋部位
、

正丁醇部位以 50
.

0 m g k/ g 剂量 ;天麻素以

5
.

0 ~ 5 0
.

0 m g / k g 剂量
;

对轻基节醇以 1
.

0 ~ 5 0
.

0

m g / kg 剂量给药 1 周
,

即可显著逆转由东蓑若碱引

起的避暗潜伏期的缩短
。

因而天麻素及其贰元是天

麻根茎中的主要活性成分
,

能明显地改善学习
、

记

忆
。

天麻素可能是作为介质
,

在通过血脑屏障时立刻

被分解出并对轻基节醇而起作用
。

其作用机制尚待

进一步研究
。

全缘叶花椒中抗 P A F 的叫噪生物碱

对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因子 ( P A F )活性的台湾植

物的研究表明
,

芸香科植物全缘叶花椒 z an t ho 母
l u m ￡n t e g r

ifo l艺ol u
m M

e r r
.

果实的甲醉提取物显示很

强的体外抗 P A F 作用
。

作者以生物活性为指导
,

从

中分得 3 个叫噪生物碱
,

均具有体外抗 P A F 的活

性
。

提取和分离
:
5 00 9 全缘叶花椒的新鲜果实用甲

醇提取
,

真空抽干
,

再用氯仿
一

水 ( 1
:

1) 分配
,

氯仿部

位 ( 95
·

0 9 )用硅胶柱层析
,

展开剂为氯仿
、

氯仿
一

甲

醉 ( 10 0
:

l ~ 1
:

1) 及甲醇
。

氯仿
一

甲醇 (2 o
:

1) 部位

用硅胶柱层析
,

正 己烷
一

乙酸乙酷 (5
:

l) 展开
,

得 3

个组分
,

经重结晶或 T L C 分得 1
一

经基吴英次碱 ( l
-

h dy
r o x y r u t a e e a r p in e ,

I ) 1 6
.

3 m g
,

吴 英次 碱 ( l )

.3 5 m g 和 1
一

甲氧基吴英次碱 ( l )3
·

5 m g
。

结构鉴定
:

通过与已知物对照光谱数据确定 I

和 互的结构
,

将 l 用重氮甲烷进行 O
一

甲基化确定 l

的结构
,

并通过 N O E 进一步证实
。

l 首次从天然植

物中得到
。

活性测定
: 3 个叫噪生物碱的体外抗 P A F 作用

通过比浊法测定
。

I ~ l 对由 A A 诱导的血小板聚

集的抑制作用 比由胶原蛋白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的抑

制作用强
,

其中 I 显示最强的抗 P A F 作用
。

作者以

阿司匹林作为对照物
,

A A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可被

阿司匹林 (2 o 阳 / m L )完全抑制
。

由于以上生物碱对

由胶原蛋白诱导的血小板聚集也有抑制作用
,

所以

它们的抗 P A F 机制可能与阿司匹林不同
。

(陈聪颖摘译 陆 阳 校 )

〔P l a n t a
M

e d 1 9 9 6
,
6 2 ( 2 ) : 1 7 5〕

女贞子治疗 口疮
,

不但能迅速促使溃疡面愈合
,

明显缩短痊愈时间
,

且能改变全身情况
,

提高人的总

体抗病能力
,

改善控制感染因素
,

使临床症状和全身

状况的恢复较快
,

避免复发
,

治疗效果显著
。

本品系天

然植物
,

药源较广
,

无毒副反应
,

应用方便
,

如能改进

药物剂型
,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口疮治疗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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