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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经验足以使我们相信
,

大黄的药用潜力和

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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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红景天资源应用与开发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

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 0 0 0 8 0 )

大连理工大学生化工程研究所

许建峰
‘

应佩青 苏
,

志国

摘 要 长白山珍稀药用植物高山红景天具有
“

固本扶正
”
之功效

,

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环境适

应药材
。

目前其野生资源已濒临枯竭
。

作者系统阐述了高山红景天资源概况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
、

人工栽培
、

组织培养及细胞大规模培养的概况
。

类键词 高山红景天 红景天贰 人工栽培 组织培养 细胞培养

高山红景天 R h o d i o la , a c h a li n e n s i : A
.

B o r ,

又 名库页红 景天
,

为景天科红景天属

R h o di ol a L 多年生草本植物
,

是长 白山珍

稀药用植物之一闭
。

红景天属植物全世界有

90 多种
,

分布于东亚
、

中亚
、

西伯利亚及北美

地区
。

我国有 70 多种
,

主要分布在东北
、

甘

肃
、

新疆
、

四川
、

西藏及云贵等省
〔2

,
3〕

。

其中高

山红景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东北长 白山区和

大兴安岭一带
,

野生资源极其有限
。

高 山红景天在传统中医中具有
“

固本扶

正
”

之功效
。

研究指出
,

高山红景天有抗缺氧
、

抗寒冷
、

抗疲劳
、

抗微波辐射等显著功 能
,

而

且还具有延缓机体衰老
,

防止老年疾病等功

能川
。

随着航天事业的兴起以及太空
、

深海
、

沙漠等特殊地区的开发
,

环境适应药物的开

发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

高山红景天正是一

种适用于特殊地区开发的
、

具有很大发展前

途的环境适应药物叫
。

由于高山红景夭在医药
、

食品等工业方

面的开发
,

野生植株大量被采挖
,

资源 日趋枯

, A d d r e s s :
X u Jia n fe n g ,

S t a t e K e y L a b o r a to r y o f B io e h e m le a l E n g ln e e r ,n g ,

I n
、t lt u t e o f C h

e
m

; e a
lM

e t a llu r g y ,
C h i n 。”e A

e a d e m y o f S e ie nc
e s ,

Be ijin g

许建峰 男
,

博士后
,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细胞
目

“

高山红景天细胞培养生长及产贰动力学
。 ”

现正
生产紫杉醇

”
的研究

。

·

2 0 2
·

及次生代谢途径的调控
。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基金资助项目

”
自生固定化东北红豆杉细胞培养连续化



竭
。

因此
,

人们依循传统农业栽培和现代生物

技术两个方向探索高山红景天开发利 用途

径
,

对于保护高山红景天资源
,

有效利用这一

珍稀中药材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

笔者对高山

红景天资源 的利用与开发情况 作一系统评

述
。

1 生境及资源概况

高山红景天生长于海拔 2 5 00 ~ 5 O00 m

的山地冰川
、

山梁草地或 山谷岩石上
,

常见于

十几平方米一片片密集生长
,

很少零星分布
。

它能在极其恶 劣而多变的自然 环境中生长
,

如缺氧
、

低温干燥
、

狂风
、

强紫外线照射
、

昼夜

温差大等
,

这就意 味着它 已从遗传上适应高

寒多变的恶劣环境
,

或具备其它植物所没有

的特殊适应性的物质
。

目前野生高 山红景天只有在前苏联阿尔

泰山区及我国吉林省安图县
、

抚松县
、

长 白山

朝鲜族自治县有少量分布川
。

由于前几年过

度采挖
,

因此资源严重缺乏
。

目前当地政府 已

严禁采挖
。

2 化学成分

目前 已从高山红景天中分离出 40 多种

化 学 物质
,

其 主 要 有效 成分 为红 景天 贰

(s a lid r o s id e )
、

贰元酪醇 (ty ro s o l)及超氧化物

歧化酶 (S O D )等生物活性物质叫
,

此外还 含

有脂肪
、

蜡
、

幽醇
、

淀粉
、

糠质
、

酚性化合物
、

黄

酮
、

有机酸
、

蛋白质和水溶性挥发油等川
。

高山红景天地上与地下部分在不同时期

所含红景天贰的量如表 1
。

所测试的材料为

采自长白山 4 年生植株
。

表 1 高山红景天中红景天试含里 (% )[ 剑

部位

地上部分

地下部分

花期

0
.

1 3 5

0 4 1 6

果全熟期

0
.

1 7 5

萌芽期

0
.

4 9 6

0
.

5 9 6

高 山红景天中含有人体所需 的 18 种氨

基酸
〔9〕

,

其中有 7 种是人体所必需的
。

总氨基

酸 含 量为 6
.

12 %
,

必 需 氨 基酸含量为 1
.

79 %
。

高山红景天中无机元素鉴定主要有钙
、

镁
、

磷
、

锌
、

铁
、

锰
、

铝等 20 多种川
。

已测定 4

年生高山红景天植株挥发油 中 20 余种成分

而谭药丽丽不莽第丽若栗毛 期

的含量巨8 :
。

另外
,

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法从高山

红景天的根茎粗提液中分离出 2 种不 同的

S O D 同功酶仁‘。」
,

即 C u 一

Z n 一

S O D
、

M n 一

S O D
。

总 S O D 活性可达 3 0
.

3 拼k a t / g 鲜重
。

关于红景天贰和贰元酪醇的提取分离主

要是参照 S a r a t ik o v
法〔1 ‘卫

,

但得率较低
,

后开

发了 一种简便的提取方法
,

使得率明显提

高 [l 2〕
。

红景天贰含量测定目前报道 已有分光

光度法 [ ’3〕
、

薄层层析
一

紫外法 . ‘〕及高 效液相

色谱法〔1 5 :
。

3 药理作用

关于高山红景天制剂抗缺氧
、

抗疲 劳
、

抗

微波辐射
、

抗毒
、

双向调节 以及对神经系统
、

对物质代谢影响和对 内分泌系统作用的研究

已有详述
〔3

,
5

,

16 〕
,

其中红景天贰的保护和适应

原样作用的机制推测可能是通过中枢神经系

统及 内分泌系统实现的
。

另据国外文献报道高山红景天的临床应

用 . 7卫:

l) 滋补强壮
,

对老年心功能衰竭和 阳

萎有治疗作用
,

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机能
; 2)

干燥根茎 的粉末或浸剂用于糖尿病
、

肺结核

和贫血
; 3) 对神经病和低血压亦有作用

。

最近又有研究指 出
,

利用从高山红景天

根 和 根 茎 中提 取 的 多 糖
,

对柯 萨 奇 B S

(C o x B S) 病毒感染细胞具有抵抗作用
,

可有

效地阻止 C o x B S 病毒在宿 主细 胞内的复制

过程 巨‘」
。

高山红景天多糖抗 C ox B S 病毒作用

可能有两种途径
。

一是对 C o x B S 病毒的吸附

具有防碍或阻止作用
;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病毒在细胞内的某一复制过程
,

而前者是

显著的呻 :
。

4 资源的应用

高山红景天有类似中医
“

扶正 固本
”

的
“

适应原
”

样作用
,

而且它的增强免疫功能可

强于人参
。

当疲劳机体不能 自然恢复时
,

服用

红景天制剂有显著效果而且无毒无成 瘾性
。

前苏联卫生部 已批准将红景天制剂用于医疗

目的
,

主要用于过度疲劳
,

在躯体神经紊乱
、

低血压等情况下也采用
。

一

2 0 3
-



目前国内外大都将高山红景天用作滋补

强壮药
,

用于消除疲劳
、

抵御寒冷以及治疗老

年性心衰
、

镇静
、

糖尿病等
,

效果良好且不产

生人参那种
“

躁热
” 。

国外还有将高山红景天

用做宇航员
、

潜水员
、

运动员等特殊职业的保

健药品
。

前几年在 国内市场上掀起一股
“

红景

夭热
” ,

已有多种以高山红景天为原料的 口服

液
、

茶及饮料问世
。

5 人工栽培

由于高山红景天野生资源匾乏
,

自 80 年

代初期
,

许多单位便组织人工引种栽培的研

究阮
‘9一 ’2 〕,

但由于高山红景天不耐高温
、

潮湿

气候以及易发病等原因
,

大面积栽培仍未获

成功
。

这 已成为高山红景天人工引种栽培必

须解决的两大间题
。

高山红景天适合在高寒
、

干燥的环境中

生长
,

当引种到 山下进行人工栽培时
,

如遇到

高温
、

潮湿天气
,

常会导致大面积死亡
。

目前

尚无 良策解决高山红景天不耐高温 的问题
。

高 山红景天在高海拔地区 自然条件下生长
,

抗逆性强
,

很少发病
,

但在人工引种栽培时
,

根茎腐烂较为严重
,

经鉴定为高山红景天根

腐 病
,

属 尖 镰 抱 菌 F us ar iu m
o

xy sP or u m

s ehlo o h t 引起
「2 2〕。

根据室 内抑菌试验结果
,

再进行田间药剂试验
,

结果表明
,

农药恶苗灵

(E r m ili n )是防治红景天根腐病的较好药剂
,

药效达 5 3 %
,

其次为福美双 (F
u m es u

n)
。

目

前对于红景 天根腐病防治工作及发病关键原

因还需深入研究
。

据报道沁 “二
,

利 用植物激素处理高山红景

天种子可有效促进种子的发芽
。

试验的结果

表明
,

播种高 山红景天种子前用 50 m g / L 赤

霉素加 劝 m g /l A B T 生根粉
, 1 00 m g / L 赤

霉素加 l()() m g /l
一

A B T 生根粉进行浸种
,

均

有促进高山红景天种子发芽的作用
。

田间播

种出苗率达到 70 %
,

保苗率达到 65 %
,

对照

为 23 %
。

另外
,

根据田间播种
,

出
、

保苗及幼

苗生长情况看
,

播种时间应以 8 月上旬为好
。

播后用 白布遮荫可防止强光直射和暴风雨拍

打
,

又可 以接受光照
,

这样既保持了床面湿润
·

2 0 4
·

又防止暴雨吹打和初霜危害
。

所以植物激素

处理高山红景天种子
,

是提高育苗的有效药

剂
。

掌握播种时期与白布遮荫是育好苗的重

要措施
。

6 组织培养与快速繁殖

利用植物组织培养及植株再生技术可实

现植物快速繁殖
。

研究表明
:

以种子为外植体

诱导的愈伤组织分化能力最强
,

以胚轴为外

植体诱导的愈伤组织不能分化
。

从不同激素

种类和浓度的组合对愈伤组织生长和分化的

效果看
,

MS 基本培养基附加 1
.

5 m g /I
J

6
-

B A
、

。
.

2 m g / L N A A 最有 利于 愈伤组 织分

化
,

而 附 加 3. o
mg /I

、

6
一

B A
、

0
.

3 m g /I
J

N A A
,

最有利于愈伤组织 生长
。

M S 基本培

养基的生根效果最好
。

利用种子诱导愈伤组

织
,

然后分化成植株的方法
,

可作为快速繁殖

高山红景天的有效手段呱
’4 习

。

7 细胞培养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单位从事高山红景天

细 胞 大规模 培养 的研究
,

如 沈 阳 农业大

学比
2 5 ) 、

大连理工大学
仁26 一 2 9二

、

中国 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

连理工大学
,

从 1 9 9 1 年起就开展 了高山红景

天细胞大规模培养的研究
,

系统研究 了高山

红景天细胞悬浮培养的动力学规律及过程调

控
,

得到最大生物量为 17 9 / L
,

相应的红景

天贰含量为 0
.

8 %
,

与野生植株的含量相当
。

另外
,

探索了红景天贰生物合成的途径
:

认为

贰元酪醇是经由莽草酸途径生成的
,

在此基

础上又研究了前体及真菌诱导物的加入对红

景天贰生物合成的调控作用
。

通过两种调控

机制组合运用最终使得培养细胞中红景天贰

含 量达到 1
.

7 %
,

已大大超过野生植株的含

量
。

最终 已在气升式反应器中实现了大规模

培养
,

为高山红景天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开辟

了新的有效途径
。

8 结语

高山红景天野生资源濒于枯竭
,

必须进

行严格保护
。

人工繁殖与细胞大规模培养将

是今后其资源开发与应用 的两条途径
。

针对



高山红景天种子成熟度差
、

发芽率低的情况
,

需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组织培养快繁技术以获

得大量高 山红景天苗
,

同时在环境适宜的高

海拔山区开辟种植基地
,

并进行科学 田间管

理
。

而细胞大规模培养则着重研究培养细胞

代谢途径的调控及培养过程的优化
,

以使红

景天贰产量能大幅度提高
,

同时要降低培养

成本
,

最终使其产生商业应用价值
。

此外
,

对

以红景天贰为代表的有效成分的药用价值还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

总之
,

在今后的几年内
,

通过众多研究者

的共同努力
,

高 山红景天资源将在食品与医

药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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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病及丹参的防治作用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 25 4 医院药剂科 (天津 30 01 42 ) 张 广明
命

蒋芝荣

摘 要 介绍高原缺氧及高原病引起的人体生理
、

病理改变 ; 丹参及丹参素改善微循环
,

抗氧化损

伤
,

保护缺氧心
、

脑细胞的基础研究概况及进展
,

以期为将丹参及制剂应用于防治高山病的发生
、

发展提供有益的依据
。

关键词 高原病 丹参 丹参素

高 原病 (M o u n t a in S S ie k n e s s ,

MS )是高

原地 区 (海拔 3 0 00 m 以上 )的特发病
、

常见

病
,

是高原缺氧时机体生理代偿 (失代偿 )所

致组织和器官负荷加重 (病理改变 )而 出现的

临床症候群的统称
。

M S( 急性 )主要包括
:

高

原病的急性反应
、

肺水肿
、

脑水肿
; (慢性 )包

括
:

心脏病
、

红细胞增多症等
。

M s 的诱发因

素很多
,

如低气压
、

寒冷等恶劣的气候环境
,

但主要致病因素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

即高原

缺氧
。

故也可认为 M S 是缺氧性疾病的一种

表现
。

笔者将介绍活血化察中药丹参在抗缺

氧损伤基础及临床研究方面取得 的进展
,

以

期为临床 M S 的防治提供依据
。

l 高原缺氧对血液
、

微循环的影响及丹参的

味黯
es

督魏曝霍戮箫霹豁叭毙忠戳
‘

军茗臻留毅尖琴霎撞薪爵戮
助教

,

主研心血管药理 , 9 9 。年

后在解放军第 25 4 医院药剂科
,

主管药师
,

主研丹参及其制剂药理及临床应用
。

撰写的科研论文
“

异丙卡因抗心律失常及其
机理的研究

”

及
“

丹参及其活性成分药理作用研究的新进展
”

分别荣获西北药学会及哎华北药学》杂志二
、

三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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