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 我们认 为应对其 抗肝癌 药理机 制进行 深

人
、

全面的研究
,

不但对指导利用丹参抗肝癌

治疗
,

而且对活 血化疲 中药在肿瘤临床治疗

中的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

总之
,

丹参可抑制肝癌细胞生长
、

诱导癌

细胞分化
。

在肝癌 临床治疗 中确能使症状及

体征消失或减轻
,

使癌肿缩小
,

增强抗癌药物

疗效
,

并缓解癌性疼痛
、

降低 门静脉高压
,

而

且丹参对肝癌有一定预防作用
。

至于丹参是

否具有促进肿瘤转移的作用尚待研究
。

参 考 文 献

1 彭 正顺
,

等
.

中国 中西 医结合 杂志
,

19 93
,

1 3 (6 )
: 3 20

2 饶荣 生
,

等
.

江西 医学 院学 报
,

1 99 3 ,

3 3 ( 1 )
:

37

3 张卫星
,

等
.

江苏 中医
, 1 9 9 7 , 18 ( l )

: 2 3

4 吴永芳
,

等
.

癌症
, 1 9 9 0 , 9 ( 3 )

: 1 9 7

9

l O

l 1

l 2

l 3

l 4

l 5

1 6

l 7

1 8

l 9

薛岳 明
.

11翻床荟萃
,

1 9 9 4 , 9 ( 17 )
: 8 0 9

鲍继 海
,

等
.

中国肿 瘤临床
一

与康复
, 1 995

,

2 ( 2 )
: 3 9

李校天
,

等
.

中华内科杂志
, 19 9 7 , 3 6 ( 7 )

: 4 5 0

武汉 市 医 学 科学 研 究所
,

等
.

新 医 药 学 杂志
, 1 9 7 7 , 6

( 12 )
: 3 3

王修杰
,

等
.

中华肿瘤杂志
, 1 9 9 6 ,

1 8 ( 6 )
: 4 1 2

袁淑兰
,

等
.

肿瘤
,

1 9 9 7 , 1 7 ( 5 )
: 2 6 8

严瑞琪
,

等
.

广西医 学院学报
, 1 9 8 6 , 3 ( l )

:

21

于 洁
,

等
.

传染病信息
,

1 9 9 4 , 7 ( 3 )
: 9 9

张振权
,

等
.

广西 医学
, 1 9 9 5 , 1 7 ( 3 )

:
1 7 9

傅乃武
,

等
.

中华肿瘤杂志
, 1 9 8 1 , 3 ( 3 )

:
1 6 5

李学汤
,

等
.

中医杂志
, 1 9 8 0 ,

2 1 ( 8 )
:
6 3 5

刘 明章
,

等
.

中国药理学报
, 1 9 9 1 , 1 2 ( 6 )

: 5 3 4

蔡伟 明
,

等
.

中医杂志
,

19 8 3
,

2 4 (9 )
: 3 6

杨宗一
,

等
.

中华肿瘤 杂志
, 1 9 8 7 , 9 ( l )

: 4 8

I r e n e ( ) L N g , 己 t a l
.

C a n e e r
,

1 9 9 4 , 7 3 : 2 2 6 8

( 1 9 9 8
一

1 0
一

1 2 收稿 )

紫金牛属植物研究近况

湖北 中医学院 中药系 (武汉 4 3 0 0 6 1) 赵 亚
’

刘合刚

摘 要 对 国内外近 5 年来在紫金 牛属植物 的化学
、

主要药 理和临床应 用方面 的研 究进展作一综

述
,

以利 于进一步开 发应用
。

关 键词 紫金 牛属 化学 成分 药理作 用 临床应 用

紫金牛科 紫金牛属 ( A dr is ia S w
.

) 植物

全世界约有 30 0 种
,

分布于热带美洲
、

太平洋

诸岛
、

印度半 岛东部及亚洲东部至南部
,

少数

分 布于大洋洲 ; 我国有 68 种
,

12 变种
,

分布

于长江流域 以南各地
。

本属植物多供药用
,

对跌 打
、

风湿
、

瘩咳

及各种炎症有 良效
。

近年来
,

对该属植物的研

究更加广泛与深人
。

笔者 主要就 国内外 近 5

年来 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

1 主要化学成分

1
.

1 苯酚类
:

此类化合物 国内研究不多
,

国

外研究主要有
:

越南于 1 9 9 6 年从短柄紫金牛

A r
d i s ia : i l v e s t r i: P it

.

叶的 9 5 %甲醇提取液

中分离 出两种新 的间苯二酚衍生物
,

结构分

别 为
: 2

一

甲基
一

5
一

(顺
一

1 4’ 烯
一

十 九烃 基 卜间苯

二酚 ( I )和 5
一

(顺
一

1 4 `

烯
一

十九烃基卜间苯二

酚 ( l ) ; 同 时
,

从 越 南 产 大 叶 紫 金 牛

A
.

g烤 a
nt 确 z故 tS a p f 的 根 中 也 分 离 到 后

者 〔` 〕 。

1 9 9 7 年 D a v id 等从菲律宾 A
.

i二 a h i
-

g e sn i 、 E lm e r 茎和叶的 甲醇提取液 中分离到

1 种新的具 细胞毒性作用的链烯基苯酚化合

物
:

紫金 牛酚 a( dr i se
n o n e)

,

呈透 明油状
,

分

子式 为 C
3 。
H

4 0
0

。 ,

具 n 个不饱和 键
,

其结构

证 明为
:

顺
一

1
,

1 6
一

二 ( 3气经基
一

5仁 甲 氧基 ) 苯

A d d r e s s :
Z h a o Y

a ,

H u b e i C o l l 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 n e ,

W u h a n

赵 亚
,

1 9 9 2 年考人湖北 中医学 院中药系
。

1 9 9 5 年参加
“

湖北省家种与野生射干质量 比较
”

课题研究
,

所撰论 文获
“

湖北
省 1 9 9 6 年度大学生 优秀科 研成果

”
三等奖

。

1 9 9 6 年始于 湖北中医 学院攻读药用植物硕士学位
。

主要从事 湖北 省药用植物资
源的 开 分 刹 田 研穷

_

钡 曰 专宪 亨 音 只笆

.

2 2 8
·



酚基
一

1 0
一

十六碳烯
一

l
,

1 5 二酮 ( l ) 〔
2〕 ( 图 l )

。

C H

H :

丫

少
H

图 1 苯酚类

1
.

2 皂昔类
:

印度于 1 9 9 3 年进行抗 H I V 研

究 时
,

从 紫金 牛 A
.

夕口户on ica lB
.

中分离 出 3

种新 的皂 昔 vI 一 vI
,

均具 齐墩果 酸型昔元 ;

1 9 9 6 年又从 紫金牛地上部分 的甲醇 提取液

中首次分离到皂昔 vII 〔3 , 。

张清华从四 川产九

节龙 A
.

P .fu ill
a A

.

D C
.

的正丁醇提取液中分

离到 2 个新 的三 枯皂昔 为 九节龙皂 昔 a 、

b

(】)

I ~ 皿 的结构

( a r d i p u s i l l o s id e a 、

b )
,

均为针状结晶
,

m p 分

别为 2 3 9 ℃ ~ 2 4 l C
,

2 7 9 ℃一 2 8 1
’

C
〔4 〕 。

用

薄层扫描法测 a 、

b 在 5一 8 月份含量逐渐增

高
,

以 8 月份含量最高 〔” 。

1 9 9 1 年汪茂田等

从湖北产朱 砂根 A
.

c
er

n at a iS m S
.

的根中分

离 到 1 种 新 的 三 掂 皂 昔 即 朱 砂 根 皂 昔

( a r d i e r e n i n ) 〔6〕 (图 2 )
。

九节龙皂昔
。
一 ar a

Z己 gl
u 』二1

r
ha

J二
一 ’

进二乙 gl u 三二三 xy l

2
aar卜农su1

九节龙皂昔 b 一
凡HH凡cH,巩

匕子

R z

C HO

C HO ( C H, ) 2

C氏
C H ( )

WV班项

皂甘W一顶
朱砂根皂昔 一 。 。

!
l

g lu

图 2 皂普类化合物的结构

1
.

3 香豆素类
:

岩白菜素 (b er ge in n ) 为紫金

牛属植物的主要有效成分
。

国外对此类成分的

研究主要有
: 1 9 9 5 年 日本的 iJ

a 等将 日本产朱

砂根全株经脱脂后用甲醇提取
,

得两种新的岩

白菜素衍生物
: 1 1

一

O 香草酞岩 白菜素 (姗 )和

1 1
一

O
一

(3
` ,

4 `
)
一

二甲基没食子酞基卜岩 白菜素

( 仄 )
,

同时还获得 3 种已知的化合物
:

岩 白菜

素
、

1 1
一

O 没食子酞基岩 白菜素和 1 1
一

O
一

3
,

5
-

二 甲氧基
一

4
一

经基苯甲酞岩白菜素 〔7〕 。

iP a c e nt e

于 1 9 9 6 年从紫金牛 中也获得岩 白菜素
、

异岩

白菜素和三甲氧基异岩 白菜素 〔3〕 。

贾晓斌等于

1 9 9 6 年用 H P L C 法测得紫金牛药材 中岩白菜

素含量为 0
.

3 2 %一 0
.

5 1% 〔8〕 。

张艺等于 1 9 9 5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3 期

年也用 H P L C 法对 24 种紫金牛属植物 中岩

白菜素的含量做 了测定
,

结果表明岩白菜素含

量 高 于 1%的 植 物 依 次 为
:

贵 州 产 红 凉伞

A
.

。 er n a t a v a r
.

b i c o l o r 、

四川产朱砂根
、

紫金牛

及云南产酸苔菜 A
.

: ol a n ac ea
,

有较大的资源

利用价值 〔 9〕 (图 3 )
。

图 3 香豆素类化合 物的结构

一

2 2 9
·



1
.

4苯醒类
:

是本属植物中研究最多最早的

一类
。

雷帕酮 (r ap a no ne )与恩贝素 (e m b e l in )

为 许 多 本 属 植 物 具 有
。

1 9 9 1 年 Cho w从

A
·

el l P it i` a中也分离 到雷帕酮
,

并发现其在

脱水 乙酸 中与 毗吮反应时
,

生成没有料到 的

苯并毗吮四 乙酸 〔 , o〕 。

Y o s h i y a s u 于 1 9 9 2 年从

紫金牛根 茎的 甲醇 提取液 中分到 紫金牛醒

( a r d i s i a g u i n o n e ) X
、

XI 〔` ’ 〕
,

于 1 9 9 5 年从 日本

产多 枝紫金 牛 A
.

: i eb ol id i 的 叶中又分 到紫

金牛醒 x l 一 XVI
,

均为新 的 1
,

4 苯醒衍生物
,

且都为 5
一

脂氧化酶抑制剂 〔 12 〕 ( 图 4)
。

, C H =

eR’HHcH,cRHaCH
H

bR’oHoHH砒OHOH
H

众
)

O

R a R a
,

X O C氏

xl O C H ,

l (X : H:

0

O C凡
0 H

C凡

邸丫了
cH

Z ,
czH

=

洲 CzH ,

丫丫
H

、 丫 /
、
U H 、 产

、 双

0 O H

R

Xlll H

XW C H 3

图 4 紫金牛配的结构

1
.

5 其他
:

卢 文杰等 1 9 9 5 年于块根 紫金 牛

A
.

。 o卿 m b l’fe ar M e z
.

v a r
.

t u be

fer ar 中分 到正

二十四脂肪酸乙醋
、

肉豆范酸十八烷基醋
、

三

十烷醇和三十烷酸 〔` 3〕 。

对 A
.

iw a h ig e sn i: 作

了生化指标的测定 〔` 4〕 。

2 临床应用及药理研究

越南民间常用短柄紫金牛叶的水煎剂治

疗 胃痛 〔 1〕 。

印度民 间用紫金牛煎汤治疗咳嗽

和 子 宫 出 血 〔 3〕 。

泰 国 妇 女 常 用 百 两 金

A
·

cr is P a A
.

D C 的 根 治 疗 痛 经
,

缅 甸 则 用

A
.

h u m ill is 全株治疗月经失调 〔 , `〕 。

酸苔菜的

根 为印度传统治疗腹泻及抗风湿的 良药
〔` 5〕 。

有报道
,

泰国曾用 A
.

cl ol ar at 抗麻风病
,

其树

皮在 印度还 常用 于退热
、

治腹泻和溃疡 〔` 6 , 。

有人 以紫金牛为主
,

配伍其他药治疗黄疽
、

急

性 肾小球肾炎和高血压
,

疗效显著 〔` 7〕 。

鲜紫

金牛治疗 口舌糜烂也有很好 的疗效 〔` “ 〕 。

·

2 3 0
·

1 9 9 7 年
,

H o r g e n
等从菲律宾的 A

.

iw a h

i g e n s i : 中获得链烯基苯酚 C
3。
H

4。
O

。 ,

具细胞

毒性
,

对体外培养 的人类胸腺癌
、

肺癌
、

结肠

癌
、

表皮样癌和荷尔蒙依赖性前列腺 素癌细

胞群均具有一定的毒性作用 〔 2〕 。

1 9 9 6 年 P ia e e n t e 等发现
,

岩 白菜素和异

岩 白菜素具有 良好的抗
一

H IV 病毒作用
,

其 中

异岩 白菜素效果更为显著
。

研究还发现
,

在三

经基苯 甲酞 的 C
3 、

C
l

和 C
S

位有取代基 团能

增强抗
一

H I V 病毒效果 〔3〕 。

1 9 9 2 年至 1 9 9 5 年
,

Y o s h i y a s u 等先后从

A
.

: ie b ol d l’i 中分离到的紫金牛醒 X ~ X W和

密 花酿 ( m a e s a n i n ) 均为 5
一

脂氧化酶抑制剂
,

对豚 鼠多晶型核 细胞液的 5
一

脂氧化酶有很

强的抑制性
,

其中 X 的抑制力最强 〔, `
,
` 2 〕 。

张清华等于 1 9 9 5 年证 明九节龙皂昔均

有 明 显增 强 巨 噬 细 胞 的 吞 噬活 力 和 增 加

S R E C 数 目
,

即二者均有提高免疫功能的作

用
,

并对 51
8。
和 E S C 及 B 1 6

黑色素瘤有不同程

度的抑制肿瘤生长作用 〔 5〕 。

田振华于 1 9 9 7 年证明朱砂根的醇提取

液能显著降低小 鼠毛细血管通透性
,

明显抑

制大 鼠蛋清足肿胀
,

并对 甲型
、

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显著抑菌作用 〔` 9〕 。

3 小结

近年来
,

随着光谱解析技术的提高
,

从本

属植物中发现越来越多具 生物活性 的成分
。

特别是紫金牛酚对多种人类癌细胞群具细胞

毒性作用
,

岩 白菜素和异岩 白菜素具抗艾滋

病毒作用
,

对寻找抗癌和抗艾滋病方 面的药

物无疑是个新启示
。

多年来
,

国外尤其是 日本

对本属植物研究较多
,

涉及近 20 种
。

我国紫

金牛属植物资源丰富
,

来源广泛
,

目前对化学

和 药理的研究仅 限于 10 种以 内
。

今后
,

在本

属植物 中寻找已知活性成分的来源和寻找新

的活性成分方面必将大有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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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虫夏草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人 民解 放军第 2 54 医院药 剂科 ( 天津 3。。 1 4 2) 郭海平
’

杨智敏

摘 要 国 内研究表 明
,

冬 虫夏 草及活 性成分 对免疫 及血液 系统有调 节作 用
,

对 肾脏
、

肝脏
、

心脏

损伤有保护和 防治作用
,

并有抗衰老
、

抗应激作 用
。

关键词 冬 虫夏草 药理 作用

冬 虫 夏 草 OC 八为
夕e
eP

s i n e n s i、 ( B e r k
.

)

S as S
.

简称虫草 ( C S )
,

为麦角菌科真菌 寄生

在鳞翅 目蝙蝠蛾科昆虫蝙蝠蛾幼虫上的干燥

子座和 虫体
,

系名贵传统滋补强身中药
,

有保

肺
、

益肾
、

止血
、

化痰等功效
。

近年来在其药理

研究方面又有 了一些新的进展
,

现综述如下
:

1 对免疫及血液 系统的作用

1
.

1 对免疫及造血功 能的影响
〔 1〕 :

C S 水煮

醇提液给小 鼠 i p l ~ 3 9 / k( g
·

d) X 3
,

能提

高免疫及造血功能
,

使其外周血及脾脏淋 巴

细胞增殖
,

特别是 T 辅助细胞增殖与对照组

相 比差 异显著 ( P < 0
.

0 5 )
,

T H

/ T
S

比例升 高

并使脾 细胞产生 白细胞介素 2 能力增 强
,

使

天然杀伤细胞活性增高
,

并能促进造血细胞

增殖
,

C S 组脾结节生成单位产率较对照组平

均增加 2 2
.

7%
,

保护与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提

示 C S 对免疫或造血功能 障碍低下
、

癌症 等

是有效的辅助治疗
。

1
.

2 对 人外周 血 11
, 一

2
、

I L
一

ZR 及 I F N
一

了 的

调节作用 〔2〕 :

虫草多糖 ( e o r d y e e p s p o l y
s a e e h

-

ir d e ,

C P )可单独或协 同 P H A 诱导 -II
一

ZR 的

表达
,

促进可溶性 IL
一

ZR 的生成
,

但对 P H A

诱 生的 I L
一

2
、

IF N
一

7 活性有选择性抑制作用 ;

其协同或抑制作用均呈剂量依赖性
,

提示 C P

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

1
.

3 对巨噬细胞免疫活性的增强作用 〔3 j :

采

用不 同浓 度的 C S 水提液 与 J 7 7 4 巨 噬细胞

一起做细 胞培养
,

观察细胞吞噬活性 的变异

情况
。

结果
:

细胞吞噬活性在 1 0 0一 3 Q。 拜g /

m L 范围内显著增强
。

与对照组 比较
,

细胞活

性分别增强 1
.

2 7一 2
.

58 倍 (尸 < 0
.

0 5 )
。

1
.

4 对红细胞变形性 的影响 〔 4〕 :
C S 水提物

在体外对剧烈运动后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有

明显改善作用
,

并有浓度依赖关系
。

随着浓度

增加
,

其改善作用增强
。

在乳酸模拟试验中
,

乳酸的加人引起低的红细胞变形能力
,

C S 对

此有一定的改善和 预防作用
。

C S 水提物还能

显著抑制脂质过氧化
,

对运动后膜脂质过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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