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姜和生姜药理研究进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石家庄 05 0 0 0) 0李素民
`

杨秀岭 赵 智 樊德厚

摘 要 现 代药理研究证明
,

干姜和 生姜具有抗血小板 聚集
、

升 压
、

降血脂
、

抗炎
、

保 护 胃粘膜
、

抗

溃疡 和利胆 保肝等多方 面的药理作用
。

关扭词 干 姜 生姜 药理作用

干姜和生姜为姜科植 物姜 zZ’ n g i he r

娇
if ic n a le R o s C

.

的干燥 和新鲜根茎
,

在我国作

为药用已有悠久历史
,

祖 国医学认 为其 味辛

热
,

归脾
、

胃
、

肾
、

心
、

肺经
,

可温 中散寒
,

回 阳

通脉
,

燥湿消痰 〔幻 。

最近研究发现其具有抗

凝
、

升压
、

降血脂
、

抗炎
、

利胆保肝等多方面的

药理作用
,

笔者综述如下
。

1 对心血管系统影响

1
.

1 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

生姜的水提物能显

著减少血小板标记的花生 四烯酸 ( A A )生成

T X B
:

及 P G s 的合成
,

抑制环氧化酶的活性 ;

干姜水提物能强烈抑制血小板聚集作 用
,

并

存在剂量依赖关系
,

显著延长 白陶土部分凝

血活酶时间 〔幻 ,

减少小 鼠主动脉标记 A A 合

成 6
一

酮
一
P G F 和大 鼠肺匀浆 中标记 A A 生成

T X B
:

和 6
一

酮
一

P G F
I 。

的量 〔3〕 ,

对于 ( 1 6 0 拜m o l /

L ) 诱 发 的 兔 血 小 板 凝 聚
, 6一姜 醇 ( 6一 iz n -

g ibe or l) 的 抑制 效 果 明显 优 于 消炎 痛对 照

组 〔4 〕 。

以 A D P 引起的血小板凝聚为指标
,

6
-

姜醇对大 鼠大动 脉 P G I
:

的游离具有显著 的

抑制作用
。

给 7 名受试者服用生姜 5 9 d/
,

服

药后血清 T X B
:

呈显著下降趋势
` 5〕 。

1
.

2 升压及强心作用
:

生姜醇提物对麻醉猫

血管运动中枢及呼吸 中枢有兴奋 作用
,

也可

直接兴奋心 脏
,

并且 扩张血 管
,

促 进血 液循

环 〔的 。

给予大 鼠静注姜烯酚 5 00 拌g k/ g 后
,

血

压呈一过性降低后上升
,

以 后又持续 下降的

三相性作用
。

这种升压作用能被特拉哇琳所

抑制
,

降压作用能被切断迷走神经所抑制
。

正

常人 口 嚼生姜 1 9 (不咽下 )
,

可使收缩压平均

升 高 1
.

4 9 3 k P a ( 1 1
.

2 m m H g )
,

舒张压升高

1
.

8 6 6 k p a ( 1 4 m m H g ) 〔, 〕 。

1
.

3 降血脂 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
S h a r -

m a 研究了姜 50 % 乙醇提取物对胆固醇饮食

家兔的血脂和组织损害的影响 〔 8 , 。

结果表明
,

口 服姜提取物后
,

血 清胆固醇
、

L D L
一

胆固醇

分别 比 自然恢复组下降了 55
.

8 %和 52
.

6%
,

使总胆固醇 /磷脂 ( C / P ) 比值下降 24
.

7%
,

降

低了肝脏和动脉 中胆固醇
、

甘油三醋和磷脂

的含量
,

使其接近正常值
,

并使动脉壁的斑块

面积从 39
.

8 %下降至 1 3
.

5%
,

表现出了较强

的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

2 对消化系统作用

2
.

1 保护 胃粘 膜和抗 溃疡作用
:

大鼠 口服

10 %生 姜煎剂后
,

可明显保护经 0
.

6 m ol / L

H C I 灌 胃和束缚水浸所产 生的胃粘膜损伤
。

其保护机制可能是 由于生姜刺激 胃粘膜合成

和释放 具有细 胞保 护作用 的 内源性 P G 所

致 〔的 。

生姜具有抗盐酸
一

乙醇性 胃溃疡作用
,

经 口 服给予生姜丙酮提取 物 l o 00 m g k/ g ,

对胃粘膜损伤抑制率为 97
.

5%
,

其有效成分

为姜烯 〔 6〕 。

同时生姜对胰酶
、

2 种淀粉酶的活

性也表现出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

生姜有抑制血栓烷素 A
:
( T X A

Z
) 的合成

和 促 进 前 列 环 素 ( P G I
Z

) 合 成 的作 用
。

而

T X A
:

及 P G I: 分别对 胃粘膜起 损伤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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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另外 1 0 %生姜煎液可 明显减轻由无水

乙醇及大剂量消炎痛所致的 胃粘膜损伤
,

还

有促进慢性胃溃疡愈合的趋势和促进 胃排空

及收缩作用 〔̀ 。〕 。

干姜醇提物经化学分离得姜酚和挥发油

两种成分
,

姜酚可通过激动 M
、

H
;

受体而发

挥 收缩肠管效 应
,

但对 A c h
、

组 胺无拮 抗作

用
。

挥发油对 M
、

H
l

受体无激动作用
,

却能非

竞争性地 拮抗 A hc 和组胺对 M
、

H
,

受体 的

激动效应
,

干姜醇提 物的复杂的药理作 用系

由姜酚和挥发油相互协调
、

共同作用所致
。

故

干姜醇提物表现类似受体部分激 动作用
,

即

它既可激动 M
、

H
l

受体
,

又可拮抗 A c h 和组

胺对 M
、

H
l

受体的激动作用
〔“ 〕 。

2
.

2 保肝利胆作用
:

生姜的辛辣 成分 姜酚
、

姜烯酚对 C CI
;

和半乳糖所致的肝损害均有

抑制作用 〔`幻 。

生姜精油对 C C I
;

所致的大
、

小

鼠肝损害有预防和治疗作用
,

并能降低 C 1C
4

所致肝损害小 鼠的 B S P 滞流量
。

生姜密封存

液能够促进实验损伤性肝脏修复功能
。

生姜

的丙酮提取液在十二指肠给药后
,

对大 鼠有

很强利胆作用
,

柱层析表 明其主要成分是 6 -

姜酚和 1 0
一

姜酚 〔` 3〕 。

3 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生姜精油对 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
。

实验表明
,

生姜精油可显著抑制小 鼠自发活

动
,

延长戊巴 比妥钠的睡眠时间
,

明显对抗戊

四氮惊厥和镇痛作用
,

并能降低酵母 致热体

温 ` 14j
。

生姜乙醇提取液静脉注射时
,

可使家

兔皮层脑 电图由低幅快波转为低 幅慢波
〔
15j

。

干姜浸剂对小 鼠自发运动具有抑制倾向
,

能

延长环 己巴 比妥的睡眠时间
。

半夏浸剂与干

姜浸剂合用有协 同作用
〔 , ` 〕 ,

干姜的醚提物和

水提物都有明显镇痛作用
〔` 7 〕 。

4 抗炎作用

生姜精油能 明显抑制组胺和醋酸所致小

鼠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加
,

显著抑制二 甲苯

所致耳廓炎症
,

明显抑制肉芽组织增生 ; 6一姜

醇对环脂氧化酶呈现浓度依赖性抑制
,

不仅

对炎症
,

而且对变态反应有效 〔。 。

干姜的醚提

一

4 7 2
.

物和水提物都有明显的抗炎作用 〔` 7 , 。

干姜及

其挥发性成分使幼年小鼠胸腺明显萎缩 ;
使

大鼠肾上腺 中 V it C 的含量显著降低
,

这些

作用与强的松相似 “ 8 , 。

鲜姜注射液对大 鼠蛋

清性及甲醛性足肿有明显抗炎消肿作用 〔 , ’ 〕 。

5 抗氛化作用

干姜醚提取物能减慢整体小 鼠的耗氧速

度
,

延长常压密闭缺氧小鼠的存活时间
,

延长

断头小鼠的张 口动作持续时间 `2。〕 ; 可抑制家

兔脑组织的脂质过氧化物 M D A 的生成
,

并

能 提 高 脑 组 织 中 S O D 的活 性 和 N a 一 K + -

A T P 酶的活性
,

清除体内 自由基所造成 的神

经细胞膜的脂质过氧化损伤
,

脑水肿减轻而

迅速复苏 〔川
。

生姜的提取液 (水蒸气蒸馏法

制备浓缩液
,

含挥发油
、

姜辣醇等成分 )可 明

显提高小 鼠肝脏 S O D 活性
,

并能降低肝脏脂

质过氧化物 ( L P O )含量
,

提示浓姜液有抗氧

化作用
。

王桥研究了生姜的石油醚提取物对

4 种氧 自由基体系的抗氧化作用
,

结果表 明

醚提 物可抑 制 O
:

氧化 红血球 的速度 和程

度 ; 对小 鼠肝微粒体 L PO 有一定抑 制作用
,

且随浓度的增大
,

抑制作用增强
,

当醚提物浓

度达 4 9 / L 生姜 时
,

抑制率 为 8 6
·

9 1%
。

另

外
,

生姜醚提物也可抗 H
Z
O

:

氧化
,

保护红血

球
,

是一种有效的
·

O H 清除剂 〔22j
。

6 其它作用

生姜和干姜还具有抗病原体
、

抗衰老 〔。 、

镇 咳
、

止呕
、

解毒 〔” 一 25)
、

防晕
、

抗 肿瘤和增强

免疫 〔, 6〕
等作用

。

7 毒副作用

干姜 浸剂 的 L D
S。
折 合生 药是 3 3

.

5 9 /

k g ,

毒性很弱 〔27j
。

小鼠静脉注射鲜姜注射液

的安全系数为临床用量 (肌注每次 Z m L ) 的

62 5 倍 以 上
,

无 局部刺 激性
,

溶血实 验呈 阴

性 〔`的 。

对雄性小 鼠腹腔注射 3 种姜醇的 L D 50

均大于 1 0 0 m g / k 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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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中提取药用咖啡因方法的研究进展

安徽农业大学茶 叶系生 化室 (合肥 2 3 0 0 2 6) 黄继抄
宋

摘 要 阐述 了近年来从茶 中提取药用咖啡 因方法 的研究 进展
,

包括升华法
、

溶剂法
、

吸附法和超

临界 C O :
气提法

。

关键词 茶 咖啡 因 提取方法

咖啡因亦称咖啡碱
,

属生物碱类物质
,

化 华罐 内的真空度 为 50
.

“ k P a ,

处理 Z h
,

挥

学名为 1
,

3
,

3
一

三 甲基
一

2
,

6
一

氧 嚷吟
,

分 子式 发物经导管进人冷凝罐冷水冷却
,

保持 30 ℃

为
:
C

8
H 10 0

2
N

4 ,

溶点 2 35 ℃一 2 3 8
`

C 时大量升 一 60
`

C
,

从冷凝罐的底部取出固体冷凝物 (粗

华
。

咖啡因味苦
、

无臭
,

易溶于乙 醚
、

氯仿
、

二 咖啡因 )
,

加少量水溶解
,

漂去焦油
,

经结晶纯

氯甲烷
,

能溶于乙醇
、

丙酮
、

醋酸 乙酷
,

难溶于 化后可得纯咖啡 碱
,

10 k g 茶叶下脚料 可制

乙醚和苯
,

是重要的 医 药原料
。

茶叶 中约含 得 1 8 0 9 咖啡因
,

得率 1
.

8 %
。

陈友仁等设计

2% ~ 4% 的咖啡因
,

是医用咖啡 因的重要来 了新的咖啡因提取装置
,

升华罐与冷凝罐直

源
,

因此
,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技术的研究一 接连接
,

升华罐底部用远红外加热炉加热
,

冷

直倍受重视
,

咖啡因提取方法的研究 已取得 却分离罐由分离罐体
、

收集网
、

环形集水槽
、

显著进展
。

水冷却夹套进出水管
、

烟道和搅拌驱轴组成
。

1 升华法 该装置不仅可 以完成从茶中提取咖啡因的加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升华法制取天然咖啡 热升华
,

而且能直接将升华物冷却
,

分离出咖

因的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和改进
,

并 申请 了专 啡 因结晶
,

提取时间短
,

产量高
,

纯度好
。

该装

利 〔1一 7〕 。

叶春园等把茶叶末投人 备有搅拌器 置提高 了咖啡因的提取率
,

避免了污染
。

R a -

的升华罐中
,

用 U 形加热管 中的电热丝把机 m as w a m y 采用静电沉淀法 回收粗咖啡 因
,

经

油加热到 ( 1 3 0士 1 0) ℃
,

用油泵把热油打人升 浓缩
、

结晶纯化得纯咖啡因
。

毛小源对结晶箱

华罐的夹层中
,

搅拌
,

用真 空泵抽气
,

保 持升 进行了改进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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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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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h u i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i v e r ` i t y

,

H e fe i

黄继珍 安徽农业大学茶叶生化教研室 主任
,

副教授
。

从事 茶叶至物化学
、

食品化 学
、

茶的 综合刹 用 及汉加 丁等 专
、
l卜古

向研究多年
,

发表论文多篇
,

其中《脆咖啡碱速溶茶的研究 》论文被安徽省评定为 1 9 9 1~ 1 9 9 3 年度优秀学术论文
。

对以茶
、

银
杏

、

葛根等植物为原料
,

从 中分离提 取茶多酚
、

咖啡碱
、

茶色素
、

茶籽皂 素
、

茶多 搪
、

银杏黄酮
、

葛根黄酮等 天然生物活性物质
有独特见解及方法

,

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天然 药品的开发与研究也有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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