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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抱子研究进展△

北京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研究 中心 ( 1 0 0 0 81 )

中国无锡三联 高科技开发公司

赵 东旭
`

杨新林 朱鹤孙

徐建 兰

摘 要 综述了近年来灵芝抱子研究方面 的状况
,

包括成分分析
、

药理作用
、

临床应 用以 及今后 的

研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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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ce ae )灵芝属 ( G a n 口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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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紫芝 G刁 “ 户on ic u m lL o y d 的

总称
,

具有扶正固本等功效
,

被 《本经 》称为上

品
。

近年来
,

对灵芝属真菌的化学成分及临床

作用的研究颇多 〔`
,

幻 ,

对灵芝 的生殖细胞—
抱子药用价值的研究也逐渐加强

。

笔者拟综

述灵芝抱子 的研究近况
。

1 化学组成

由于灵芝抱子 的外部包裹 了两层坚韧的

外壁
,

一般的物理化学方法又很难将其打破
,

因此也就限制了对其化学组成
、

生物活性成

分的认识
。

最近
,

一些有效的破壁方法的建立

促进了对灵芝抱 子中生物活性成分的提取
、

药用价值的研究 〔“
,
4〕 。

灵芝抱子 的化学成分可分为 以下几类
:

蛋 白质和氨基酸类
、

糖肤类
、

维生素类
、

胡萝

卜素
、

菌醇类
、

三菇类
、

生物碱类
、

脂肪酸类
、

内酷和无机离子等
。

灵芝抱子蛋 白质含量达

1 8%
,

其 中异亮 氨酸
、

亮 氨酸
、

赖 氨酸
、

撷 氨

酸
、

蛋氨酸
、

胧氨 酸
、

苯丙氨酸等机体必须氨

基酸的含量非常丰富
,

均高达 10 9 / k g 朗
。

维

生素类主要是维生素 E
,

其含量超过 60 m g /

1 0 0 9
,

另外也含有少量的维生素 C
。

灵芝抱

子 中富含多糖和寡糖
,

其 中二糖
、

三糖
、

四糖

分别是 1 9 4
、

1 6 7 和 2 5 0 m g / 1 0 0 9 〔 6〕 。

固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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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幽醇 〔 7〕 ;从赤芝抱子粉的酸性

提取物 中分 离到了一些三菇类化合物
,

它们

是赤芝抱子酸 A
、

B
、

C 和 E ( g a n o s p o r e i e a e id

A
、

B
、

C
、

E ) 和 g a n o d e r m a n o n t r o l 〔
8〕 。

三菇类

是灵芝子实体 中含量高而且种类颇多 的一类

有机化合物
,

其种类超过 1 00 种 〔 9〕 ,

但在灵芝

抱子粉 中尚未找到如此多的三菇类物质
。

由

于三菇类是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
,

因此
,

三菇

类化合物在灵芝子实体与抱子中的差 鼻 嗜示

了二者可能具有不 同的药用价值
。

灵 芝饱子 中的脂肪 酸类有二 十匹 记酸

( C
2 4

)
、

硬 脂酸 ( C
l ,

)
、

棕桐酸 ( C
1 8
)

、

二十二烷

酸 ( C
2 2

) 等 〔 7〕 。

内醋类属五环三菇 内酷
,

有赤

芝抱子内醋 ( g a n o s p o r e l a e t o n e ) A 和 B ` ’ 。 ’ 。

生

物 碱类有胆碱 ( e h o l in e )
、

甜菜碱 ( b e t a i n e )和

硫组氨酸甲基 内胺盐 〔7
, ` 1 〕 。

灵芝抱子 中的无

机元素有钙
、

磷
、

铁
、

镁
、

钠
、

锌
、

锗
、

硒等
,

其中

有机锗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防治有密切的关

系
。

2 药理作用

2
.

1 免疫效应
:

灵芝抱子粉醇提物的水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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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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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 9 9 0 年至今参加的 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委科技攻关
项 目有

: “
藻胆 体与类囊体 能量传递 的研究

”
、 “
水溶性富勒 烯及其衍生物 的生物学效应研究

” 、 “
灵芝抱子粉抗肿瘤成分 的分

离及 作用 机理研究
” 。

主要工作发表在 《植物学报 》 、 《植 物生理学报 》
、

《西北植物学报 》
、

《中草药 》 、 《色谱 》
、

《D ve el 叩 m en
t al 邑

R e p r o d u e t i v e B i o lo g y 》
、

《 P r o g r e s s in N a t r u a l cS i e n e e 》等学术刊物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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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4 期
.

3 0 5
-



分在体 内能抑制小 鼠的迟发型过敏反应和对

绵羊细胞的初次抗体应答及鸡红细胞诱导的

循环抗体水平
,

在体外可抑制有丝分裂原刺

激小鼠脾淋巴细胞和人扁桃淋巴细胞的增殖

反应 〔` 2〕 。

2
.

2 对实验性糖尿病 的防治作用
:

采用抱子

粉醇提物的水溶部分对小 鼠中由四氧嗜吮引

起 的糖尿病的诱发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 该提

取物亦 能拮抗 正常小 鼠因 i p 葡萄糖或 肾上

腺 素引起 的血糖升高
,

改善 了糖尿病 小鼠的

葡萄糖耐量 t13
〕 。

2
.

3 抗癌作用
:

在以小 鼠或大 鼠为实验材料

的研究 中发现
,

体外给动物饲用破壁的抱子

粉后
,

胸腺 /体重比显著增加
,

血清凝 集素水

平增加
,

T 淋 巴细胞转化能力显著增加 ; 腹腔

巨 噬细胞吞噬能力显著提高并抑制 了动物移

植性 肿瘤 ( 5
1 8。
肉瘤夕的生长

,

提 高了血 液中

G S H
一

P X (谷胧甘肤过氧化物酶 ) 活力 〔3〕 。

动

物在饲用抱子粉后所表现高活性免疫能力可

能与抱子粉 中丰富的肤多糖 和高含量的维生

素 E 有关
。

最近发现灵芝抱子的醇提物在体

外具有直接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
。

灵芝抱

子醇 提 物在 l m g /m L 时对 人宫 颈 癌细 胞

H e L a 、

人肝癌细胞 H即 G Z
、

人胃癌细胞 S G C
-

79 01
、

人 白血病细胞 H L 60 和来 源于小 鼠的

白血 病 细 胞 L 1 2 1 O 均 具 有 较 强 的 杀 伤 能

力 〔1 4 ; 。

2
.

4 降低胆固醇作用
:

大 鼠在 口服灵芝抱子

粉并用高脂饲料后
,

抑制了血清 中总胆固醇

含量 的升高 〔3〕 ,

灵芝抱子粉降低胆固醇的作

用很可能与赤芝抱子内酷有关
。

2
.

5 提高机体耐缺氧能力
:

研究表明
,

昆明

种小鼠 口 服破壁抱子粉 6 0 0 m g / ( k g
·

d )
,

1 4

d 后在无氧环境下存活时 间显著延 长
,

说明

口 服抱子粉能明显提 高机体 的抗缺氧能力
。

推测 口服抱子粉能增加血液中红细胞和血红

蛋 白的含量
,

提高机体的带氧和含氧功能并

降低机体耗氧量
〔3〕 。

2
.

6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

抱子粉先用 乙醚脱

脂后用 乙醇 回流
,

得到的提取液浓缩至膏状

.

3 0 6
.

后制成水剂
,

称之为
“

抱醇水
” ,

它能使小鼠自

主 活 动 明显 减 少 并 可 延 长小 鼠 的睡 眠 时

间 〔` 5〕 。

另外
,

临床上用于治疗 内脏多动
、

精神

紧张等疾病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 6〕 。

3 临床应用

3
.

1 治疗皮肤病
:

灵芝抱子粉制剂能抑制免

疫 性 肌 炎 大 鼠肌 肉组 织 中磷 酸肌 酸 激 酶

( C P K ) 的下降及血清中 C P K 的升高
,

并使肌

炎症减轻 〔̀ 7〕 。

磷酸肌酸是脊椎动物肌 肉组织

中唯一能起暂时贮能作用的物质
,

在 C P K 作

用下能将其所贮存能量随磷酸基团迅速转移

给 A D P
,

以形成 A T P
,

从而 使 A T P 处于相

对稳定 的水平
,

也就保 证了肌 肉组织 中的能

量供应
,

保持 了肌 肉组织正常的生活状态
,

从

而促使 了肌炎症减轻 ; 临床试用于治疗皮肌

炎
、

硬皮病等 自身免疫有关疾病时亦取得较

好疗效 ; 另外在治疗多发性肌炎
、

红斑狼疮
、

银屑病方面的效果也较好 〔` 8 〕 。

3
.

2 治疗肌无力症
:

萎缩性肌强直又名强直

性肌营养不 良
,

是一种较少见 的家族遗传性

疾病
,

主要临床表现有肌强直或咀嚼力弱
,

逐

渐发展 为四肢无力
,

过去曾有人注射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
、

强的松
、

胰岛素
、

葡萄糖等
,

但效

果均不显著
,

而且有时出现一些副作用
,

后来

改用注 射赤芝抱子粉 制剂 ( 4 0 0 m g / d )取得

了满意的疗效
,

且无副作用 〔 , g〕 。

4 毒性实验及致突变试验

给小 鼠 口 服灵芝抱 子粉
,

L D
S。

大于 1 0
.

0

g k/ g 体重
,

属实际无毒级 ; 三项致突变试验

( A m e s 、

微 核
、

精 子 畸 形实 验 ) 结 果 均 为 阴
`

性〔 5〕 。

5 展望

有关灵芝抱子的研究虽说 已有 近 20 年

的时间
,

但 总的来说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水

平
。

主要原 因是
:

灵芝抱子粉 的收集 比较 困

难
,

不易得到大量 的材料以供研究 ; 另外对使

用灵芝 抱子是否需要破 壁还存在认识 问题
。

长期以 来
,

研究及 临床使用的抱子均是未经

过破壁处理的
。

最近我们较好地解决 了抱子

破壁这一难题
,

并对破壁与不破壁抱子进行



了一些初步的 比较研究
〔 3

, `弓 ,
2 。〕 。

现 已发现破

壁抱子粉 中的还原糖和多肤较不破壁抱子粉

易于提取
,

且从前者得到 的含量明显 高于 后

者
。

更为重要的是
,

破壁抱子醇提液 比不破壁

抱子具有更强的体外毒杀癌细胞的活性
。

这

些结果表明抱子破壁技术将为灵芝抱子的研

究及利用提供一种有力的手段
。

为 了更好地研究和开发灵芝抱子这一宝

贵的电药资源
,

觅待开展的工作是
:

l) 开展更有效的抱子粉收集方法的研

究 以便于大量收集抱子粉
;

2) 加强对新破壁方法的研究以利于充

分利用抱子的有效成分
;

3) 虽说抱子制剂 已用于 临床实验
,

但

所有的制剂均是抱子的粗提 物
,

因此有必要

对其进 行纯化
,

尤其在抱子对肿瘤细胞 的直

接毒杀作 用方面
,

对其 有效成分 的纯化
、

分

析
、

鉴定将为进一步 的模拟
、

化学合成新的抗

肿瘤药物奠定基础 ;

4) 更深入的药理研究对于完善有关灵

芝抱子药用价值的认识是十分必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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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参属植物化学成分与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 0 0 4 3 3)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新药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

李 医明
’

蒋山好 朱大元

摘 要 对玄参属植物 的化学成分进行整理
,

发现其主要为环烯醚菇
、

苯丙素昔
、

三菇皂 昔和有机

芳酸 4 种类型 ;对该属植物及所含成分的药理 活性从抗菌
、

抗炎
、

保肝
、

抗血小板 聚集和抗肿瘤作

用 方面进行归纳
,

认为环烯醚菇
、

苯丙素昔等成分可以说明该属植物 的部分药理 活性
。

关健词 玄参属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玄 参 属 ( S c r
op h u

la ir a L
.

) 是 玄 参 科

(S “ 妒 hu la ir ac ea 。 ) 的一个大属
,

世界上共有

20 0 种 以上
,

分 布于欧
、

亚大 陆的温带
,

地 中

海地 区尤多
,

美洲只有少数种
,

我 国约有 4 0

种 lj[
。

玄参属植物有许多作为民间药物治疗

各种疾病
,

如玄参 5
.

n i n

即oe n s is H e m s l
·

的

根是我国的传统中药
,

有清热解毒作用
。

其它

如 穗 花 玄 参 5
.

: p i c a t a F r 、

北 玄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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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8 年于中国科学 院上海 药物研 士学位
。

现在中国科学

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生命有机 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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