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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对石解属植物的研究作了综述
。

关健词 石解 化学成分 药理 临床

石解是一种常用中药
,

以新鲜或干燥茎

入药
,

有益胃生津
、

滋阴清热的功效
。

我国约

有 种石解属植物
,

主要分布于华南及西南

地区
,

目前供作药用 的石解属植物有 多

种
。

国外对石解的研究也很重视
,

现从化学成

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几方面对石解的

研究进行综述
。

化学成分

年曾对 种石解属植物的化学成

分作 了综述  
,

发现所含成分差别很大
,

仅

种含有石解碱类成分
,

其中仅 种含有石解

碱
。

表 列出了 年后石解

属植物小分子成分的研究结果
。

近年来
,

石解

多糖的研究逐渐引起人 们的重视
,

石解生理

活性的强弱与其多糖的含量有一定关系
。

对

种石解 个样品的多糖含量测定结果表

明
,

传统认为质重
、

嚼之粘牙
、

味甘
、

无渣者为

优品
,

其多糖含量较高
,

加工品
“

枫斗
”
的多糖

含量最高
。

从 铁皮石解

分离到 种多糖 黑

节草多糖 一 皿
,

它们为一类
一

乙酞葡萄甘

露聚糖
,

由几个 卜
一 一

甘露毗喃糖基和

一个 各
一 一

葡萄毗喃糖基重复构成主

链
,

支链可能由 件
一 一

葡萄糖基和其它

戊糖基组成 并连接在主链葡萄糖基的
一 ,

或
一

位上
。

这 种多糖的分子量分别为
, ,

和 只
。

从兜唇石解

的茎中提

取分离到了 种多糖
一

一
一 ,

分子量

分别为  
、

和
。

为一类

各 连接的
,

含
一

乙酞基的毗喃型的直

链
一

葡萄甘露聚糖
,

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嘟」
。

对 种不同树种栽培 的和石生的金钗石斜
‘

茎和叶同一部位的提取物的

研究发现
,

各溶液的色泽
、

物理性状
、 、

及 之间均有明显差异
。

杏树和喜树上栽

培的金钗石解茎 中存在多量的生物碱成分
,

是其它树种栽培 的和 石生的石解 中所 没有

的
。

含量测定表明
,

绝大多数有效成分在茎的

上段含量最高 在茎中部氮有机物含量最小

茎的下部有效成分的含量有高有低
,

与中
、

上

部呈相似分布
,

仍可药用  〕
。

药理作用

石解对半乳糖所致的白内障晶状体中醛

糖还原酶
、

多元醇脱氢酶的活性异常变化有

抑制或纠正作用 〕
。

人体及动物 实验均 证

明
,

石解多糖具有增强 细胞及巨噬细胞免

疫活性的作用
,

是一种前景可喜的中药免疫

增强剂
。

石解煎剂对孤儿病毒
, ,

所致

的细胞病变有延缓作用 对小 鼠腹腔 巨 噬细

胞的吞噬功能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

石解具有

抑制大鼠肾脏微粒体
一 斗一 酶

、

逆

转录酶及 聚合酶等的作用  〕
。

鼓褪石

解
‘

的乙醇提取物及从

中分得的 个单体毛兰素
、

毛兰菲

及鼓褪菲 均 有

不同程度地抑制小鼠肝癌及艾氏腹水癌的活

性  〕
。

金钗石解中提取的两种菲类化合物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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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抗人体肺癌
、

人体卵巢腺癌和人体前髓细

胞白血病的作用
,

家兔实验表明
,

石解能显著

提高 水平
,

从而起到降低 的作用
,

农 石解属植物的化学成分

一植物学名 化学成分 参考文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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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脑单胺类神经介质水平的调节角度
,

作为

类似单胺氧化酶的抑制剂起到抗衰老作用
。

铁皮石解能改善 甲亢型 阴虚小 鼠的虚弱症

状
,

并能对抗阿托品对兔唾液分泌的抑制作

用[zl 〕
。

大鼠试验表明
,

石解有明显拮抗肾上

腺素的收缩肠系膜血管作用
。

另外
,

在有石解

存在的条件下
,

较高浓度 (3
.
5 又 1丁

‘
m ol / L )

的苯肾上腺素
、

5

一

H T 的收缩血管作用 被明

显减弱
,

这更充分证明了石解的扩张血管作

用 〔
22j

。

对石解的浸膏以豚鼠离体肠管进行实

验
,

细叶石解 D
.
hanc、kii R olfe

. ,

重唇石解
. 634 .

D
.
he rc
oglos su , R ch b

.
f
.
能兴奋肠 管

;罗河

石解 D
.
10人。入en s。 T

a n g e t
w

a n g 对肠管活动

的影响不明显;铁皮石解
,

流苏石解 D
.
fi m
-

b
ria tu

m H oo k
、

细茎石 解
、

黑毛石解
、

迭鞘石

解 D
.
de nn ea nu m Ce rr

.
先使肠管抑制

,

数分

钟后恢复到给药前水平
,

钩状石解使肠管收

缩幅度稍降低
,

束花 石解 D. ch ry
s
an uh

“
m

W all

, e x

Li
nd

l

.

明显抑制肠管的活动
,

小 鼠

灌胃给药可降低胃肠推进运动[23 〕
。

粉花石解

D
.
lo dd

ige sii R ol fe 茎的甲醇提取物有拮抗

由花生四烯酸和胶原蛋白引起的兔血小板凝

集的作用[4j
。

石解与金银花等中药组成的复

方制剂
“

肝药灵
”

对四氯化碳造成的小 鼠急性

亚急性肝损伤及 D
一

氨基半乳糖引起的大鼠

中毒性肝炎
,

皆能明显降低 SG P T
、

s G O T 等

酶的活性
,

使 T P
、

A L B 升高
,

并有效地减轻

肝脏的病理损害
,

对肝脏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
242。

此外
,

石解的糖类成分不仅对动物和人

体有生理活性
,

而且它是植物组织培养的一

种重要调节剂
。

铁皮石解 多糖促进滇紫草

On os m
a P anic ulatum B ur

.et Franeh 细胞合

成紫草素
,

其最适浓度为 0
.
05 % 一 0

.
1 %

,

大

于最适浓度紫草素的合成逐渐受到抑制
。

铁

皮石解寡糖素有利于西洋参细胞的生长和皂

贰含量的提高
,

尤其能增加 R
:
组皂贰的含

量
。

诱导马铃薯试管结薯的效果比较试验表

明
,

加入 10 m g/L 铁皮石解寡糖素时
,

试管

结薯的数量略超过 50 0 m g/L 矮壮素的效

果
。

铁皮石解寡糖素还能促进西洋参和人参

愈伤组织的生长和皂贰的合成
,

其促进西洋

参愈伤组织皂贰合成的最适浓度为 10 m g/

L ,

皂贰产率为 14
.
53 m g /f las k

,

明显高于对

照 8
.
22 m g /f lask ;其促进人参愈伤组织皂贰

合成 的最 适 浓 度为 s m g/L
,

皂 贰产率为

10
.
48 m g /flask

,

明显高 于对照 6
.
65 m g /

flask [25〕
。

3 临床应用

石解对眼科疾病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

对

半乳糖性白内障不仅有延缓作用
,

而且有一



定 的治疗作用
,

其保持晶状体的百分率为

36
.
8% [ls 〕

。

用石解
、

麦冬等组成的处方中药
“

清睛粉
”

有滋阴散热
、

疏风清热
、

通络散结
、

退璐明目之功效
,

用其联合翼状裔肉切除
、

羊

膜移植手术对 62 例 81 只眼进行治疗
,

经 5

一 23 个月的观察
,

除 1 例复发外其余均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26 〕
。

对 54 例(64 只眼 )因外伤

晶体破裂
,

皮质溢于瞳孔区
,

前房及白内障术

后晶体皮质仍有残存的患者
,

口服石解
、

菊花

等 7味中药的煎液
,

促使皮质吸收
,

获得了较

好的效果
。 “

石解夜光丸
”

由石解
、

人参等 25

味中药组成
,

对治疗白内障
、

青光眼
、

视神经

炎等有较好疗效
。

临床治疗各种慢性葡萄膜

炎引起的低眼压 32 例
,

共 35 只眼
,

除 2 例回

升不明显外
,

都有明显的眼压回升田〕
。

脉络

宁注射液系 由石解
、

金银花等药材提取加工

制成的复方制剂
,

有清热养阴
、

活血化疲等功

能
,

临床治疗闭塞性周围血管病 350 例
,

疗效

达 90肠以上[
, 8

]
。

采用由石解
、

玄参等组成的复方
“

清咽

宁
”

冲剂治疗 2 000 例慢性咽炎患者
,

有效率

达 95
·

3
%

,

且服用方便
,

无副作用
。

停药后约

4
.
1% 病人的慢性咽炎症状复发

,

再次服药仍

可获得满意的疗效咖〕
。

加减
“

益胃汤
”

是董建

华教授的临床经验方
,

由石解
、

沙参等组成
,

对胁痛厌食
、

腹胀和泄泻的 4 例患者
,

用此方

均收了较好的疗效[s0 〕
。

4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

国内外在新药研

制开发中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

研

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传统中药及天然产物的开

发和利用方面
。

对石解的研究应注意化学和

药理研究的紧密结合
,

进一步分离提取一些

新的天然活性成分
,

发现 已知化合物的新的

药理活性和药用价值
,

探索活性成分的作用

机理和构效关系
。

石解的化学合成方面是 目

前研究的弱点
,

应当加强对以活性成分为先

导化合物的结构修饰和改造
,

特别是酶学等

生物技术在化学合成方面的应用都将具有良

好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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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葱实滤液各 1 m L
,

用 95 % 乙醉定容于 25 m L 和

50 m L 容量瓶中
,

摇匀
,

用 U V
一
2 6 。(日本岛津)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 200 ~ 400 nm 处测定两者的紫外

吸收光谱
,

用 95 % 乙醉为空白
。

结果葱实在 203
.
2 、

2 3 2

、

2 7 8

.

0 n
m 波长处有最大吸收

,

而韭子在 202
.
6

nm 处有最大吸收
。

综上所述
,

葱实与韭子多种鉴别方法
、

效果都很

明显
,

能为医药工作者提供可行的鉴别方法
。

( 1 9 9 7

一

0 4

一

1 6 收稿)

《中草药》1 9 97 年第 28 卷第 10 期 6 3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