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微机数据库检索及质谱标准 图对照鉴定
,

可

方便而准确地定性
。

4
.

2 c C
一

M S 联用技术应用于中草药脂肪油

化学成分的研究对于筛选富含药理活性脂肪

酸的植物资源是有意义的
,

特别是富含
a 一

亚

麻酸
、

E PA 和 D H A 等的植物资源
,

以满足人

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食品农业组织确

认的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 3 一系列脂肪酸

的需求
,

但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
。

4
.

3 《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1 9 9 5 年版一

部 )收载中药材
、

植物油脂 5 09 种
,

仅就种子

药材 45 种而言
,

只有少数利用该技术进行了

脂肪油的化学成分研究
。

因此
,

有待于科技工

作者进一步拓宽 G C
一

M S 联用技术的应用范

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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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及其有效成分药理作用的研究概况

广东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湛江 5 2 4 0 2 3) 王 晖
寮

吴 铁

摘 要 概述了近年来薄荷及其有效成分在中枢神经系统
、

生殖系统
、

键进透皮吸收等方面的药

理研究进展

关键词 薄荷 有效成分 药理作用

薄荷为唇形科植物薄荷 Me
n tha haP lo

-

ca ly x Bri q
.

的干燥地上部分
。

薄荷主要含有

挥发油 (称薄荷油 )
,

油中主要成分为 1
一

薄荷

脑 (即薄荷醇 )及少量薄荷酮等
。

华佗在其《丹

方大全》一书的鼻病方中多处提及薄荷入药

治病
,

现代临床应用更为广泛
。

近年来
,

国内

外学者对薄荷及其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

现综述如下
。

1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薄荷少量 内服可通过兴奋 中枢神经系

统
,

扩张皮肤毛细血管
,

促进汗腺分泌
,

增加

散热
〔1〕。

发现薄荷醇对戊 巴比妥的中枢抑制

作用具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

含 4
.

5%薄荷醇

的戊 巴比妥溶液可使小鼠的入睡时间明显缩

短
,

急性死亡率增加
,

但对睡眠的持续时间无

e d ie al C o lle g e ,

Zha n jia n g

王 晖 男
,

讲师
,

1 9 9 2 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药理专业
,

硕士学位
。

研究方向为定量药理学
、

皮肤药理学
。

近年来
,

作为
课题负责人先后承担了学院级青年科研课题

、

自选课题及厅级课题各 1 项
,

并作为主要参与者完成了 l项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

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
,

并参与了 1 本专著的编写(即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

由纱瑞元教授主
编 )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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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影响
,

而含 1
.

5 %和 0
.

5 %薄荷醇的溶液

对戊巴 比妥的中枢抑制作用无明显影响
〔幻 。

同属植物圆叶薄荷精油和欧薄荷精油能明显

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睡眠时间
。

在小鼠活

体测量中
,

欧薄荷精油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

制比圆叶薄荷精油更有效
,

但二者对大鼠的

条件反射无影响
,

在不同剂量都能降低大鼠

和小鼠的体温
〔3〕。

2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日本大耳白处女兔孕后第 6 天或第 9 天

宫腔内分别给予不同量的薄荷油
,

于第 12 天

处死
,

观察胚株变化
,

测定给药前及处死前

雌
、

孕激素和 H CG 水平
。

结果
:

给药组的血

浆孕酮 及雌二醇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

H C G 水平显著下降(P < 0
.

05 ) ;
给药组组织

切片镜下观察
,

家兔胎盘组织 皆有不 同程度

变性坏死
,

其中滋养叶细胞变性坏死显著
,

表

明薄荷油有抗早孕及抗着床作用
,

其作用机

理可能与加强子宫收缩无关
,

与对滋养叶的

损害有关
〔4〕。

3 抗病原体的作用

3
.

1 抗菌作用
:

体外试验表明薄荷煎剂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
、

白色葡萄球菌
、

甲型链球菌
、

福氏痢疾杆菌
、

白喉杆菌
、

伤寒杆菌等均有抑

制作用
〔5〕。

3
.

2 抗病毒作用
:

薄荷煎剂 10 m g / m L 在原

代乳兔肾上皮细胞培养上抑制 10 T CI D
。。

一

1 00 T C ID
S。
(半数组织培养感染量 )的单纯疤

疹病毒感染
,

增大感染量则无抑制作用
‘ 。

欧薄

荷水提取物经鸡胚试验证明
,

对单纯疙疹病

毒
、

牛痘病毒
、

se m h ki 森林病毒和流行性腮

腺炎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

但对流感病毒 A 和

B 无效
〔5〕 。

3
.

3 驱虫作用
:

薄荷油能驱除犬及猫体内的

蛔虫
。

野薄荷中的右旋
一

8
一

乙酞氧基别二氢葛

缕酮对昆虫如蚊
、

蛇等有较好的驱避作用
〔6 , 。

4 对平滑肌的作用

在离体状态下
,

薄荷醇对家兔
、

豚 鼠的回

肠
、

子宫活动的张力
、

强度
、

强度
一

张力差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
在 5 种激动剂的作用下

,

薄荷

《中草药》1 99 8 年第 29 卷第 6 期

醇也呈明显的抑制作用
。

对在体小鼠的墨汁

移动试验中
,

0
.

23 m g / 1 0 9 体重的薄荷醇与

对照组相比
,

墨汁移动速度并无明显的差异
,

薄 荷醇 用量加 倍后
,

墨 汁 移动速 度 降低
5 0 %

,

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

其作用似

乎涉及 M
一

受体
、

H
l一

受体和钙通道
。

如果薄荷

醇阻断 M
一

受体
、

H
l一

受体
,

则很可能是抑制了

鸟昔酸环化酶的活性
,

使 G T P 不能转变为
c G M P

,

蛋白激酶难被激活
,

从而使肠肌和子

宫肌抑制或松弛
。

氯化钡作为肠及子宫肌兴

奋剂
,

其作用与 C a Z十
相似

,

它有荷载慢内流

的作用
,

B a Z+
可 自由进出钙通道充当 C a Z +

的

作用
,

薄荷醇能抑制氯化钡的作用
,

可能是阻

滞钙通道所致
〔7〕 。

5 利胆保肝作用

薄荷醇与薄荷酮 2 60 m m ol /k g 给大 鼠

口服
,

有较强的利胆作用
。

给薄荷醇 3 h ~ 4 h

后
,

胆汁排出量约增加 4 倍
,

随后作用减弱
。

薄荷酮作用相似但较持久
,

服药 s h 后胆汁

排出量增加 50 % ~ 100 %
。

对四氯化碳造成

的大鼠肝损害实验模型
,

皮下注射薄荷注射

液
,

能使血清谷丙转氨酶活性明显降低
,

但未

恢复正常
,

肝细胞肿胀
、

气球样变性均较对照

组为轻
,

但坏死病变却较对照组为重
〔6〕。

6 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一

薄荷脑的抗刺激作用导致气管产生新的

分泌物而使稠厚的粘液易于排出
。

乌拉坦麻

醉的兔吸入薄荷醇蒸气 81 m g /k g
,

能使呼吸

道粘液分泌增加
,

分泌物比重降低
;
吸入 2 43

m g / k g 则降低粘液排出量
,

这可能是对呼吸

道粘液细胞的直接作用
。

薄荷醇能减少血液

与皂昔等的泡沫
,

用于支气管炎时
,

能减少呼

吸道的泡沫痰
,

使有效通气腔道增大
‘的 。

7 促透作用

新近发现
,

薄荷醇可增 加一些药物的经

皮吸收
,

可望作为一种新的透皮促进剂使用
。

在离体裸鼠皮肤上
,

薄荷醇可明显增加水杨

酸和 5
一

氟脉嗜咤的透皮吸收率
;
在正常人前

臂内侧皮肤
,

薄荷醇能使氟轻松和氯氟舒松

的经皮吸收增加
,

并存在 明显的量效关系
;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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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兔
,

薄荷醇使水杨酸经皮吸收入血量 明

显增加
,

其 C m a x 和 A U C
O
一

, 2

分别提高 1 5 1 %

和 87
.

2 %
〔幻 。

薄荷醇对水杨酸的促透作用强

于月桂氮罩酮
,

而两药合用时的促透作用并

不 比分别使用时的效果好
,

在合用浓度较高

时
,

甚至表现促透作用降低
〔的 。

以双氯芬酸钠

为模型药物
,

以抛物线法在体外透皮吸收试

验装置上
,

对薄荷醇促透作用 的量效关系进

行研究
,

发现在 。~ 0
.

384 m ol / L 浓度范围

内
,

随着浓度增加
,

渗透系数逐渐增加
,

但当

浓度增大到 0
.

5 12 m ol / L 时
,

渗透系数反而

降低
。

薄荷醇可使柴胡的生物利用度明显增

加
,

达峰时间提前 1
.

6 倍
,

吸收相半衰期缩短

近三分之一(10 , 。

薄荷脑尚具有显著促进扑热

息痛透皮吸收作用
,

机制与改变皮肤表皮结

构密切相关
〔, ‘〕。

薄荷的毒副作用十分少见
,

其主要成分

薄荷醇既可内服
,

又可外用
,

临床应用十分广

泛
,

尤其是近年来发现薄荷醇具有显著的透

皮促进作用
,

使一些药物的入血吸收量增加
,

可为薄荷醇的开发利用开辟一条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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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止痛中药配伍浅探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 5 。。14) 李晓丽
夸

宋振华

有毒中药是指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 比较接近或

相当
,

用药时安全度小
,

易引起中毒反应的药物
。

它

们虽具有毒烈峻猛之性
,

却是 中医药宝库中的一支
“
奇兵

” ,

是
“
治病攻邪

”

的良药
。

善用毒药者
,

多能取

效于顽病病疾
,

不善用者
,

则祸见须臾之间
。

有毒止

痛中药是有毒中药之一
,

目前对其应用和研究亦 日

见增多
,

许多顽固性疼痛经加用毒剧止痛药治疗
,

疗

效显著
。

但因其毒性
,

多数医者仍不敢放胆用之
,

而

中药配伍的优越性就在于通过药物合理的有机结

合
,

以达 既提高药物疗效
,

又 削弱其毒副作用之 目

的
。

笔者就有毒止痛中药配伍作一 探讨
,

拟为临床合

理用药提供参考
。

1 中药配伍之论述

关于中药配伍
,

古人早有论述
: “

药有个性之特

长
,

方有合群之妙用
。 ”

试观历代医家创制之名方之

所以能流传千百年而不衰
,

皆因药物配伍之精当
。

而

药与药相互之关系
,

每因配伍不同而作用有异
,

对此

《本经》中总经
,

除
“

单行
”

者外
,

归纳有
“

相须
、

相使
、

相反
、

相恶
、

相畏
、

相杀
”

等
,

并谓
“

当用相须
、

相使者

良
;
勿用相恶

,

相反者 ;若有毒宜制
,

可用相畏
、

相杀

者
,

不尔
,

勿合用也
。 ”
既指出药物配用具有协同

、

拮

抗之性能
,

复阐明临床运用之宜忌
,

还为使用有毒中

药指明了正确的配伍方法
。

2 有毒止痛中药的合理配伍与实践

有毒止痛中药止痛作用明显
,

若经合理配伍
,

既

能提高止痛疗效
,

又 可防止毒药过量而产生的毒性

作用
,

治疗多种顽固性疼痛定收缓解剧痛
、

顿起沉病

之效
。

在此方面
,

古人的应用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

如

仲景用乌头类药物止痛善伍甘草应用
,

在其《金匾要

略》中用附子止痛有 13 方
,

配伍甘草者占一半之多
。

.

李晓丽 女
,

1 98 7 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系
及中药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

曾在国家和省级刊物发表专业
药减毒增效的实验研究

” 。

·

4 2 4
·

1 9 9 7 年在山东中医药大学获硕士学位
。

现从事中医教学
余篇

,

现正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乌头配伍防己
、

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