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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成为药用研究现代化 的

重要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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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荟的化学成分及其研究

珠海市中医院 ( 5 1 9 0 1 5 )

珠海市卫生学校

万金志
奋

乔悦听

摘 要 对近年来开展的有关芦荟的药用成分组成的专题研究作一综述
。

关健词 芦荟 化学成分 蕙酿类 蔡酮类

芦荟为百合科芦荟属植物
,

其种繁多
,

已

知 的植物约有 36 0 种
,

大部分生长在地 中海
、

中东和中美洲
。

现在我国广东
、

广西
、

云南
、

海

南
、

福建
、

四川
、

贵州等地都有种植
。

常作为药

用报道 的芦荟 品种有库拉索芦荟 A lo ‘ v e re :

L
. 、

好 望 角芦 荟 A
.

fe ro x M ill
. 、

斑 纹 芦 荟

A
.

v e ra L
.

v a r c h i n e n s i : 及翠叶芦荟 A
.

ba r ba

d e n s i : M ille r 〔‘〕。

芦荟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

植物
,

应用范围涉及 内
、

外
、

妇
、

儿
、

皮肤
、

五官

等各科
〔2〕。

国外从 60 年代开始对芦荟进行 了

较深人
、

广泛 的研究
,

在不少 方面取得 了成

绩
,

其 成果广 泛应用 于医药
、

保健和 日常生

活
,

已形成一大产业
。

芦荟在我国的应用基本

保留在原有病症的传统用法上
〔3

,
4〕 ,

至于药学

基础研究 90 年代初还基本属于空白
。

由于芦

荟产品的研究开发及应用有着良好的社会经

济效 益
,

因此引起 了许多医 药专家 的极大关

注
。

针对该问题
,

作者于 1 9 9 0 年开始对芦荟

有关课题进行 了研究
,

先后对芦荟药用成分

的组成
、

生物活性物的提取
、

药理作用的实验

研究
、

临床应用
、

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 和探讨
,

多次到 福建
、

海 南
、

广 东
、

云

南
、

等地考察芦荟品种及资源
,

并建立了芦荟

科研种植基地
,

于 1 9 9 5 年获得我国首份芦荟

发明专利
。

现将部分有关芦荟现代研究资料

作一综述
,

旨在促进我国芦荟的研究
、

开发和

A d d r e s s :

W
a n Jin z h i

,

Z h u ha i H o s Pit al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

Zh u h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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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1 9 9 2 年美 国卡林 顿实验 室将 由芦荟 叶

中所得的分成两部分
,

一部分是叶片切 口 渗

出的黄色汁液
,

另一部分是黄色汁液渗完后

留下的凝胶
〔5〕。

前者主要含有慈酿及其昔
、

禁

酮
、

树脂
、

有机酸 ;后者 主要含糖类 (单糖
、

多

糖及聚合体 )
、

蛋 白质
、

草酸钙
、

纤维等
。

1 慈酿类

葱酿类是芦荟叶渗 出液 中的主要成分
,

在渗出液的干燥物 中约 占 9 %一30 写
。

该类

物质种类很多 〔6〕 ,

多呈酸 性
,

溶于水
,

水溶液

显淡黄色至黄色
,

带有荧光
,

当调节溶液偏碱

性时呈橙黄色
,

在空气 中长时 间放置后逐渐

被氧化颜色加深
。

该类物质主要由大黄素 (e -

m o di n) 及其昔类组成
,

芦荟大黄素可 由芦荟

汁低温干燥物用 乙酸 乙酷提取粗 品
,

后经硅

胶柱层析 (石油醚
一

乙 酸乙醋 )洗脱精制得到
。

来 自各 实验室报道 的葱醒类物质 还有芦荟

昔
、

7
一

经基 芦荟大黄 素昔 (7
一

hy d r o x y alo in )
、

大 黄酚 (e h r y s o p ha n o l)及其昔
、

蕙酚 (a n thr a -

n o l)
、

高那特芦荟素 (h o m o n a ta lo in )
、

芦荟皂

草 (alo e s a p o n o l) I ~ W
、

脱 氧 赤 虫 胶 (d e -

s o x ye r yth r o la e e in )
、

虫漆 酸 D 甲醋 (la e e a ie

a e id D m e th yl e s t e r )
、

4
,

5 ,

8
一

三经基
一

2
一

甲基

葱酮 (h e lm in th o s p o r )等
。

芦荟所含的葱酿类

还 有 以二 聚体形 式 存在 的
,

如 a s ph o d elin
、

b ia n th r a q u in o id p ig m e n t B 等 (图 1 )
o

高那特芦荟索 脱载赤虫胶 虫漆胶 D 甲殆 4
,

5
,

8 一三经签 一 2 一 甲荃慈跪

CH
。

芦荟皂草 n
芦荟皂草 瓜

CH

芦荟皂草W

图 1 芦荟中的葱醒类化合物

2 茶酮类 3 糖类

主要包括 芦荟苦素 (a loe si n )
,

异芦荟苦 糖类是芦荟叶凝胶部分除去水分外的主

素 (i so al o es in )及其昔元部分形成的衍生物
。

要成分
,

芦荟凝胶 干燥后所得固形物 中有大

芦荟苦素和异芦荟苦素可以 由芦荟汁浓缩液 约一半以 上是糖类
,

经分 析所含单糖有甘露

用正丁醇提取后经硅胶柱分离精制而得
。

由 糖
、

阿拉伯糖
、

鼠李糖
、

果糖
、

葡萄糖等
。

芦荟

乙醇中重结晶得到的芦荟苦素为 白色针状结 所 含糖类 中具 有重要生物 活性 作用 的是 多

晶
,

而异芦荟苦素为丝状结晶
,

在空气 中会逐 糖
。

多糖是芦荟叶中凝胶的构成部分
,

经作者

渐氧化变黄
。

芦荟 中所含蔡酮类成分及其化 实验测试
,

新鲜凝胶 中含多糖量约 0
.

27 % ~

学 结构如 图 2 川
,

其 中化合物 VI 是最近首 次 0
.

5 %
。

芦荟原汁干燥物中含多糖约为 18 %

分离得到
〔8〕。

一 30 %
,

其多糖的含量 随芦荟 品种和采收季

.

1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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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

生长地区不 同而异
。

新鲜的凝胶显示假塑

行 为
,

降解后经测定主要成分为甘露聚糖
。

芦

荟叶中所含 的多糖经色谱和波谱分析确定其

组成之一是 由线性 件(l ~ 4 )
一

D
一

甘露糖基单

元连接而成的聚合物 〔5〕 ,

该聚合 物并 与蛋 白

质结合形成糖蛋白
。

G 1u H 二

起-c
6’ 一 0 一 P 一 c o u m a r oy ee G lu

H

犷
、

向
C H

版
H

。
“

丫丫丫
长丫

“ltt
忑

。

丫

“
’

“

聊
C

H 厂
盆一

“
:

芦荟苦素 I 异芦荟苦素
6七 0 一 P 一

香豆院
一 芦荟苦素

_ T
一。
少

r

uloyt
H

谬
C H

俨
V 2’一 。 一 阿魏欧 一芦荟苦素 2

.

5 一 二甲基 一 8 一 c 一 尽一D 一 毗喃有萄糖

7 一
经墓对氧蔡用

图 2 芦荟中的蔡酮类化合物

4 蛋 白质和氨基酸 6 无机物

经分析测定芦荟 叶中所含蛋白质 的总量

约 占总固体量 的 9 %
。

其蛋 白质一部分与多

糖结合成为糖蛋白
,

一部分以酶的形式存在
,

已发现的酶 有
:

缓激肤酶
、

拨基肤酶
、

纤维素

酶
、

淀粉酶
、

过氧化氢酶和氧化酶
。

芦荟 叶中

还含有游离氨基酸
,

已发现的有精氨酸
、

天冬

酞 谷氨酸
、

半胧 氨酸
、

赖氨酸
、

丙 氨酸
、

酪氨

酸
、

色氨酸
、

蛋氨酸
、

亮氨酸
、

领氨酸
、

苯丙氨

酸和苏氨酸
。

夏季芦荟叶 中的游离氨基酸含

量较高
。

5 有机酸

芦荟 叶中含有丰富 的有机酸
,

主要有柠

檬酸
、

酒石酸
、

苹果酸
、

丁二酸
、

肉桂酸和琉拍

酸
,

其 中柠檬酸大量 以其钙盐的形式存在
,

并

主要存在于 叶肉凝胶 中
,

其量往往可达凝胶

干燥物重量的 30 %
。

芦荟还含有一系列脂肪

酸
,

经检测到的有己 酸
、

辛酸
、

癸酸
、

月桂酸
、

十三烷酸
、

肉豆范脂酸
,

十五烷酸
、

棕桐酸
、

十

七烷酸
、

硬脂酸
、

油 酸
、

以 及壬烯二酸和花生

四烯酸
。

除了以上所述芦荟凝胶 中含有多量的钙

外
,

芦荟还含有众多的无机元素
,

早期发现有

钠
、

钾
、

铝
、

钡 和锌
,

后又发现的有硼
、

铜
、

铁
、

锰
、

钥
、

钻
、

钦
、

铬
、

磷
、

镍
、

钒
、

银
、

铭等
。

目前对于芦荟所含化学成分已有较多的

了解
,

但对各类成分的药理作用了解不多
,

对

各类成分化学生物活性的稳定性研究不多
,

然而许多临床上成功的应用 已经预示着芦荟

在治疗上的价值
。

随着对芦荟化学成分和药

理作 用的了解
,

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芦荟产 品

将会 出现
,

在我国应用 了上千年的传统中药

芦荟将呈现 出新的生命
。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 民共和 国药典
.

一部
:
1 9 95

:

13 8

2 A r y a y e v N A
, e t a l

.

J A m Ph a r m A s s ,

1 95 6
,

4 5
:
2 2 9

3 王 宫
.

福建 中医药
,

1 9 9 1 ,

2 2 (1 )
:
4 4

4 孟友 曾
.

陕西新医药
, 1 9 7 9 ,

8 (2 )
:
4 5

5 比 耳
·

H
·

麦卡纳利
.

1 9 8 6
,

CN 8 6 1 0 4 4 6 8 A

6 Y a g i A
, e t a l

.

C he m Pha r m B u ll
,

1 9 7 7
,

2 5 (7 )
; 1 7 7 0

7 袁阿兴
,

等
.

中草药
,

1 9 9 1 , 1 6 (5 )
:
2 92

8 袁阿兴
,

等
.

中草药
,

1 9 9 4 ,
2 5 (7 )

: 3 3 9

9 陈 丹
,

等
.

中国中药 杂志
, 1 9 9 6 ,

2 1 (6 )
:
3 5 9

(1 9 9 8
一

1 0
一

2 6 收稿 )

‘欢户剖, , 之 ‘心‘之
尸

今巴心之‘之‘之‘之‘之佗吧
户

, 之
洲

甲生‘之‘乙戈之佗之‘赴分创生个色今主, 之讹
碑

今之佗e议‘心 佗之甲乙勺之
令

冬
议叫

尹

令乙侧乙佗。, 之叹沁‘4
洲

, 之‘之‘心

敬 告 读 者

本 刊编辑部 尚存 部分过刊精 装合订本
,

包 括
:
1 9 9 1 ~ 1 9 9 4 年 (5 0 元/ 年 ) ; 1 9 9 5 ~ 1 9 9 7 年 (10 2 元 / 年 ) ; 1 9 9 8 年 (1 20 元 ) ;

1 9 9 6 年增刊 (5 0 元 ) ; 19 9 7 年增 刊 (4 5 元 ) ; 1 9 9 8 年增 刊 (5 5 元 )
。

欢迎来 函来 电订购
。

《中草药》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

1 5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