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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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鹜的药用研究进展及资源开发

山东潍坊教育学院 (青州 2 6 2 5 0 0)

山东省益都中心医院

王大科

赵 中海

斑鳌属昆虫纲鞘翅 目芫葺科
。

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 ( 1 9 8 5 ) 中规定的药用斑鳌有 2 种
,

即南方大

斑 鳌 人勿l a 占r i s p h a
le

r a t a p a ll a s
和 黄 黑 小 斑 鳌

M
.

icc ho iir L
. 。

由于这一类昆虫的成虫和幼虫体 内

均含有斑鳌素
,

药用功效基本相同
,

因此习惯上也把

芫善科昆虫通称为斑鳌
。

它是一类重要的药用昆虫
。

《神农本草经 》中就有
“

斑鳌能治疗痈疽
、

溃疡
、

癣疮
”

等病症的记载
。

《名医别录 》中又记录了
“

芫蓄
” 、 “

葛

上亭长
”

两种与斑鳌同功效的昆虫
。

《本草纲 目 》中也

详细地记述了斑鳌
、

地胆
、

芫普
、

葛上亭长等 4 种同

类昆虫的形态
、

生境
、

采集炮制方法
、

气味
、

主治及附

方等
。

指出
“

芫著青绿色
,

斑鳌黄斑色
,

亭长黑身赤

头
,

地胆黑头赤尾
,

色虽不同
,

功亦相近
” 。

它们的共

同功效是
“

消瘾病
” 、 “

治疥癣堕胎
” 、 “

傅恶疮瘩烂
” 、

“

破症痕
” 、 “

解疗毒
”

等
。

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
,

对

其所含有效化学成分不明确
,

但其临床疗效是相当

明确的
,

因此为现代药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

由于在临

床应用中发现斑鳌在治疗癌症和一些疑难杂症方面

具有独特的疗效
,

因此
,

对斑鳌的药用研究和对资源

的开发利用问题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

笔

.

2 8 0
·

者仅就部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

1 研究现状

1
.

1 斑鳌素的药化
、

药理及临床研究
:

斑鳌虫体中

所含斑鳌素为抗癌有效物质
,

其分子式为 lC
o H , 2 0 4 ,

化学成分为单菇烯类
。

该物质毒性很强
,
1 9 纯斑鳌

素可致 400 人死亡
〔 ,〕 。

近年来
,

我国对斑鳌素的临床

应用研究表明
,

斑鳌素及其衍生物等对治疗原发性

肝癌疗效显著
,

明显优于手术治疗或放疗
。

同时还能

治疗白细胞减少
、

慢性肝炎和神经性皮炎等症
〔幻 。

另

有资料证明
,

斑鳌素及其衍生物对乳腺癌
、

食道癌
、

肺癌
、

责门癌
、

肠癌及肝硬化等也有一定疗效
,

而且

还可用于治疗疥癣
、

消痕疡和利尿等
。

外用为皮肤刺

激药
,

有引赤
、

发泡
、

生毛之功效
,

并治恶疮溃疡
、

痈

疽拔脓
、

庆痣黑子等
〔̀ 〕 。

斑鳌素之所以对原发性肝癌

及某些其它癌症作用显著
,

是与它对肝脏和癌细胞

有较强的亲和性有关
。

其抗肿瘤的机制主要是抑制

癌细胞的蛋白质合成
,

降低癌毒激素水平及影响癌

细胞的核酸代谢闭
。

斑鳌虽对肝癌等癌症有明显的疗效
,

但其毒素

最后要经尿排出
,

因此它对泌尿 系统有一定的副作



用
。

、仁如 《本草纲 目》中所述
,

用斑鳌
“
以毒攻毒

” , “

但

毒之行小便
,

必涩痛不可当
” 。

为寻找斑鳌素的低毒

类似物
,

减少副作用
,

人们现已合成了斑鳌酸钠
、

去

甲斑竺素和 去甲斑鳌酸钠等多种斑鳌素衍生物
。

经

生理生化实验研究表明
,

这些衍生物毒性较低
,

但作

用较强
,

它们可以各种方式作用于癌细胞
.

斑鳌酸钠

不仅能提高肝癌细胞 内的
c A M P 水平和

c AM P /

c
G M P 的比值

,

而且能抑制
。 AM P 磷酸二醋酶的活

性
,

还能提高癌细胞的能量代谢和过氧化氢酶的活

力
,

降低癌毒激素水平
;

去甲斑鳌素和去甲斑鳌酸钠

能提高肝癌细胞的呼吸抑制率
,

增加酸性磷酸酶和

脱氧核酸酶的活性
,

对细胞有丝分裂也有干扰作

用
〔 3〕 ,

从而起到抗癌
、

抑癌的作用
。

1
.

2 对斑鹜体内微量元素的研究
:

斑鳌体内含有脂

肪
、

蜡质
、

蚁酸
、

色素和多种微量元素等
。

其中对微量

元素的测定和研究
,

对揭示斑鳌的抗癌作用机理也

有重要价值
。

文献报道
,

斑鳌体内含有 17 种微量元

素
,

总量为 10
.

53 m g / g
。

其中具抗癌
、

抑癌作用的元

素 M
n
和 M g 的含量较高

,

分别达 。
.

41 和 27
.

7 拜g /

g
。

初步认为
,

斑鳌的抗癌作用可能与 M n 和 M g 的

含量较高有关
。

相反
,

其中的致癌元素 N i
、

C
r 、

A s 、

C d

和 B e

等含量都极低
;

其它有害元素 H g
、

P b
、

S n 等含

量也很低
,

因此不影响药用
,

也无致癌作用
。

值得一

提的是
,

把斑鳌除去头
、

足
、

翅者与未去者分别检测

其微量元素
,

结果表明
,

前者的抗癌成分 M g
、

Z n 、

C u

等元素的含量均 比全虫高
,

而有害元素 P b 未检出
,

从而可使抗癌作用增强
。

临床研究也证实
,

使用去除

头
、

足
、

翅的斑鳌
,

不仅降低了毒性
、

而且还能提高治

疗效果 尤其对因缺乏 Z n 、

M g
、

C
u
而致癌的患者

,

应 用夫足
、

头
、

翅斑蛋治疗
,

具有扶正
、

抗癌的双重作

用
「3〕 。

这一 研究结果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斑鳌炮制方

法
,

净选去除头
、

足
、

翅后入药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

2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随着对斑蜚的药理研究的不断深入
,

斑鳌的临

床应用也越来越多
。

利用斑鳌及其衍生物配制成的

一些中成药
、

化学药和生化药等也相继间世
,

疗效显

著
.

如
:

鹅掌风药水
、

癣药玉红膏
、

斑蛰素
、

斑鳌素片
、

斑鳌素注射液
、

斑鳌素乳膏
、

去甲斑鳌素
、

去甲斑鳌

素片
、

斑鳌酸钠片
、

复方斑鳌酸钠片
,

去 甲斑鳌酸钠

等
〔咯〕 。

由于过去对能产生斑鳌素且能采集入药的斑鳌

的种类知之较少
,

加之对我国的药用斑鳌资源也缺

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和开发
,

因而使得药用斑鳌社会

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与已知野生资源的逐渐减少所造

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

因此
,

除了人工合成一些类

似药物以代替和补充不足外
,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

大

力开发 自然药源是一条根本途径
。

要确定某一芫普科昆虫是否有药用价值
,

主要

取决于该种芫菩所含斑鳌素的多少
,

同时还必须考

察该种芫菩的资源分布多寡状况
.

经过几年的系统

调查
,

现已摸清了我国南北六省区的芫普科昆虫资

源的种类 (4 属 35 种 )与分布
,

同时对分布广
、

数量

多的优势种 (3 属 19 种 )的斑鳌素含量进行了测定
。

结果表明
,

在调查区域内有 3 个属 16 个种的芫育科

昆虫斑鳌素含量 超过 了《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

( 198 5) 中写 明的斑 鳌 素含量 的 规定 (不得 低 于

。
.

35 %始能入药 )
。

其中有苹斑芫曹 入勿 la俪
,
ca “ d

a

P a l la s 、

丽 斑 芫 普 M
.

sP
e c i os a

aP ll a s 、

眼 斑 芫 普

M
.
e ic h o “ 1 L i n n a e u s 、

草原 斑芫著 M
.

介以
。 v i G

e r -

m a r 、

腋 斑 芫曹 M
.

a x i all “ 5
B i ll b e r g

、

大 斑 芫 著

M
·

P h a le r a at P a ll a s
和中华豆芫普 EP ic a二 t a c h i n e n -

5 15 L a p o r t e 、

短翅豆芫著 E
.

aP t e ar K a s
az b 等 8 种昆

虫的斑鳌素含量超过或接近 1%
,

有的超过 1
.

5 %
。

还有资料报道除与上述种类有相同者外
,

四 点斑芫

替 材
.

( 5
.

s t r
.

) 叮u a
j irP

二 , c t a t a L
.

的斑鳌素含量也

接近 1%
〔 2 ,

幻 。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

药用斑鳌的入药

种类可以 明显扩大
,

它为今后开发更多的药用昆虫

资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

也为缓解供求矛盾找到了出

路
。

我国地域辽阔
,

药用斑鳌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
,

只要科学地进行开发利用
,

定会有广阔的前景
.

另

外
,

大力开展斑鳌的人工饲养是解决供求矛盾的又

一有效措施
。

目前
,

有些部门已经成功地开始了人工

养殖
,

并达到了一定规模的生产
.

这不仅为今后实现

产业化生产
,

增加药源
,

又为保护和合理持续利用自

然资源指明了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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