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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成分的代谢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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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国讼

摘 要 对 人参成分 的药 代动力学
、

代谢
、

代谢产物的药 代动力学 以 及人 参成分和代 谢产物的分

析方法等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评 述
,

并展望 了发 展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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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 尸“ n a x gl 二 en g C
.

A
.

M e y
.

作为

一 种名贵的 古老 中药
,

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

应用
。

国内外学者对人参成分的代谢途径
、

代

谢物的结构
、

药理及药代动力学作了多方 面

的研究
,

现就此作一综述
。

l 人参的化学成分

人参的化学成分复杂
,

迄今为止
,

已分离

到的人参的化学成分包括皂昔类
、

挥发油
、

有

机酸及醋
、

街醇及其昔
、

蛋白质
、

多肤
、

氨基酸

及腐胺
、

精胺等其它许多含氮化合物
、

维生素

类
、

微量 元素
、

木质素
、

黄酮类
、

糖类
、

糖蛋 白

以及其它许多成分川
。

其中皂昔类是人参的

主要活性成分
,

现 已分离到的人参皂昔有 30

多种
,

部分人参皂昔及其代谢物结构见 图 1
。

2 人参皂昔的药代动 力学

人参成分
,

特别是人参皂昔的降解及代

谢的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

对此
,

在

王 本祥川 和魏均娴川 的专著 中
,

以及刘 昌孝

和 肖培根的述 评川 中均 曾作过一些介绍
,

对

其他成分 的研究则尚缺少报道
。

早期 曾以 薄层扫描 法研究 了人参皂营

R g
, ,

R b
,

在 鼠体 内的吸 收
、

分 布
、

排 泄 和代

谢
。

发现肝脏不代谢 R g
l ,

R g
,

主要在 胃肠道

中降解 ,
6〕

。

给大 鼠 口 服人参皂 昔 R b
.

10 0

m g /k g
,

其吸收率极低
,

组织和血浆 中浓度均

小于 。
.

2 拼g / g
,

4 8 h 内原形药物 自尿中排 出

约占 0
.

0 5 %
,

24 h 内从粪便排出约 10
.

8%
,

在大肠中迅速降解
。

静脉注射 R b
、 s m g / k g

,

原形药物呈二级动力学消除币 相 半衰期很

长
,

尿 中排出 4 4
.

4 %
,

胆汁中排出较少
,

约 占

1 %左右
。

R b
,

的血浆结合率高川
。

化合物

人参皂昔 Rb,

Rb Z

Re

Rd( \ )

F Z ( V )

g y详 n o s
id

e \ 粗

X V

K物质 ( I )

l

20 (S )
一

原人参二醉( \ I )

人参皂昔 Re

Rg -

Rh一 (姐 )

F z ( X l )

20 (S卜原人参三醉 ( 份 )

Glc
:

件-D 毗喃蔺萄箱基

A r a ( f )
: 。一

L
一

毗叻阿拉伯粉基

R一 R: R ,

(二l
e Z

一 I
Glc H

一

Gl
c 6 一 IG l

e

G le Z
一

I G! c H G l e 6 1A r a ( p )

G le 2 1 G le H
一

Gle 6
一

I A r a ( f )

G le 2
一

I G le H
一

Gl e

一

G le H
一

G l c

一

G】e H
一

G】e 6
一

IGl e

一

G le H
一

Gle `
一

IA
r a (p )

H H
一

G l
e

H H
一

Gl
e ` 一

IA
r a (p )

H H
一

G ! e 6
一
I A r a ( f )

H H H

H
一

( )
一

G le Z
一

I Rh
a 一

G! e

H 一G l e
一

Gi e
·

H 一 G l e
一

H

H
一

O H
一

Gl c

H
一

O H H

A r 。 (p )
: 。一

L
一

毗喃阿拉伯摘基

Rha
: 。

L 毗喃鼠李特基

圈 1 人参皂普及其代谢物的化学结构

霍玉书等人用
3
H

一

R g ,

来研究 R g ,

的药代

动力学
,

发现用 R g l

灌 胃后 Z h 左 右吸收达

,
A d d r e s s :

S h a n g g u a n L ih u a ,

I n
s t i r u t e o f C h e m i s r r y ,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SC i e n e e s ,

Be ij i n g

上 官棣华 男
, 1 9 9 2 年毕业 于中国 药科大学

,

同年于 同济医 科大学 附属协和 医 院工作
,

1 9 9 8 年于中国协和 医科 大学医
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获硕士学位

,

现 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攻读博士 学位
,

研究方 向
:

生理活性物质的动态生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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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

并且具有较高的吸收率
,

生物利用度为

4 9%
。

在体内分布较广
,

在深外室有持久的贮

留 (人参长效作用的依据 )
,

并且脑 中有一定

的放射度 s[]
。

该法测定的是包括原形药物和

代谢物的浓度
,

而 T L C 法只能测定原形药物

R g
l

和 R b
、 ,

特异性强
。

S a n k a w a 等人用放射

免疫法测定 R g
l

的吸收率为 8
.

6% 川
。

以上

结果说明 R g
l

主要以代谢物的形式被吸收
。

J
o o 用放 射 标 记 的 R g

,

给小 鼠 口 服 1

m g
,

l h 后肝脏 丁醇提取 物中只 有 3
.

6%为

原形 R g l ,

其余均被代谢
。

另外在培养肝细胞

中加入放射性 R g
, ,

一段时 间后 只有 1 7
.

5 %

的 R g
l

未发生变化
,

据此 可推测肝脏能迅速

代谢 R g
l L, 。 :

。

3 人参皂昔的降解
、

代谢及代谢物的药代动

力学

3
.

1 酸碱水解
: H a n 研究 了单体皂昔 R g

, ,

R e ,

R b
, ,

R b
Z

在温和酸性条件下的水解 ( 0
.

1

m o l / I
J

H C I 3 7 C ) [ ’ ` ] :

R g
l

~ 2 0 ( R
,

S )
一

R h l

~ C : 5 一

O H
一
2 0 ( R

,

S )
一
R h

l

R e
~ 2 0 ( R

,

S )
一

R g Z

~ C
25 一

O H
一
2 0 ( R

,

S )
一
R g Z

R b
l

~ 2 0 ( R
,

S )
一

R g 3

~ C
Z: 一

O H
一
2 0 ( R

,

S )
一

R g 3

R b
Z

~ 2 0 ( R
,

S )
一

R g 3

~ C : 5一

O H
一
2 0 ( R

,

S )
一
R g 3

其中 R h
, ,

R g
: ,

R g
3

均为相应皂昔水解掉

C 20
一

位糖基后的产物
。

在较强酸性条件下人参皂昔发生完全水

解
,

侧链上发生异构化
、

水合及环化反应
,

产

物分别 为 2 0 ( R
,

S 卜原人参二醇
,

2 0 ( R
,

S )
-

原人参 三 醇
,

C 25 一

经 基
一

20 ( R
,

S 卜原 人参二

醇
,

C
2 5一

经 基
一

2 0 ( R
,

S 卜原人参 三醇
,

2 0 ( R
,

S )
一

人参二醇
,

2 0 ( R
,

S 卜人参三醇
。

它们各 自

的 C
1 7一

位侧链见图 2
。

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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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酸水解产 物的

C u i 等将 3~ 1 0 5 拜 g 人 参皂昔或 3 m g

人参提取物 (用 S e p P a k 纯化 )加人 3 m L 正

丁醇
、

0
.

2 9 N a O H 中
,

g O C 进行水解
。

2 4 h

后人参皂昔 R 。 水解成齐墩果酸
,

R g l ,

R e 则

大部分水解成 20 ( S 卜原 人参三醇 ( p tP )
,

还

有少量的 2 0 ( S 升人参皂昔 R h
l

和人参皂营

F
, ,

而 R b
, ,

R c ,

R d 则水解 为 2 0 ( S 卜原人参

二醇 ( p p d )
。

用含 5% N a O H 的正丁醇溶液

s o C 处理人参皂昔 R g
l ,

s h 后得到 2 0 ( S )
-

p p t
、

2 0 ( S 卜人参皂昔 R h
l

和 人参皂昔 F
, 。

用

5% N a O H 的正丁醇溶液 7 O C 处理 R b
l ,

5

h 后 得 到 2 0 ( S 卜人 参 皂 昔 R g 3

和 2 0 ( S )
-

p p d [ ,’
· ` 3 〕

。

K im 等 报道 用酸 和碱 水解 2 0 ( S 卜 p P d

组皂昔得到 2 0 ( E ) 和 2 0 ( Z 卜人参皂昔 R h
3 ,

继 续碱 水解得 到它 们的昔 元 20 ( E ) 和 20

( Z )
一

3件1 2件d ih y d r o x y d a m m a r 一 2 0 ( 2 2 )
,

2 4
-

d i e n e (侧链上脱水形成双烯 ) 仁
, `〕 。

一

8 6 6
-

C 20 一

位侧 链的结构

3
.

2 酶水解
:

酶水解发生在原人参二醉型皂

昔的 C
3 一

位 与 C 20
一

位糖 基部 分
,

原人参三醇

型皂昔的 C
6一

位糖基部分
。

K o
ha da 报道用粗

橙皮昔酶
、

抽皮昔酶
、

果胶酶水解 R b , ,

R b Z ,

R e 主要产物为 K 物质 ( e o m p o u n d
一

K
,

C
一

K )

和少量的原人参二醇仁, 5〕。

H a r u y o y o n g 用商业袖皮昔酶水解 R b
: ,

R a Z

得如下产物 [ ’ “〕 (表 1 )
。

表 l 人参皂普 R b : ,
R a :
及其

抽皮普醉水解产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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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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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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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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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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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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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X y l

一

G l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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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X y l

一

G l e

一

G l e

书-1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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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r ik ur a 研 究 了 R b
l ,

R b
Z

被 橙皮昔酶

水解的产物二` ’ 〕 (见表 2 )
。

表 2 人参皂普
一
R b :

及 其橙皮

昔酶水解产物 的结构

C 3一位糖基 C Z。 一位糖基

人参 皂昔 R b l
一

G lc
一

G lc
一

G lc
一

G lc

g y p e n o s id e 一

朋
一

G l e 一

G l e
一

G l e

人参皂昔 F :
一

G IC
一

G lc

K 物质
一

H
一

G l e

人参皂昔 R b
Z

被橙皮昔酶水解的产物与

表 1 中的 I
、

人参皂昔 F :

和 K 物质相同
。

O d a in 用橙皮昔酶水解 R g l

得到人参皂

昔 F
,
(失去 C

。 一

位糖基 ) 〔
` 8 ] 。

3
.

3 在胃肠道中的水解
:

在 胃中原人参三醇

型 人参皂昔 ( R g
, ,

R e ) 与在 0
.

1 m o l / L H C I

3 7 C环 境 中一样
,

C 20
一

位 水解
、

异构 化
、

以 及

C 24
一 ,

C 25
一

位双键发 生水合反 应
。

而原人参二

醇皂昔 ( R b
, ,

R b
Z
) 在 胃中只有轻微的降解

,

糖基部分相对比较稳定
,

双键上也没有发生

水合反应
。

但在 C
Z。一

位侧链上发生 了氧化反

应
,

反应后侧链结构如下仁’ 7一 ` 9 ] (图 3 )
。

的途径 降解
,

说 明连接在 C
3一

位和 C 20
一

位上

的寡糖的端基葡萄糖的解离速度比端基阿拉

伯糖快
,

反应过程是逐步解离端基葡萄糖
,

最

后形成带有各个人参皂昔结构特性的次级产

物
。

K a r ik u r a 对 R b
, ,

R b
Z

在大 鼠胃肠道 中

的降解途径作了深人研究并得到如下代谢途

径 [” 〕 (图 4 )
。

氮过权化切

个
多过气化钧

~ j 司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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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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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背一阵一的主要趁径

一
. , 次耍 泣径

蒸 丫 \ 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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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级化 产物 的 C 20 一位侧链结构

人参皂昔在肠道 中的代谢主要是被肠道

微生物和 肠酶降解
。

很多学者研究了它们的

降解途径并得到了大致相近的结果
。

H a s e g a w a 等研究 了 R b
: ,

R b
: ,

R e ,

R e ,

R g l

等人参 皂昔在体外及人肠道 中被肠道细

菌的代谢
。

得出原人参二醇型皂昔大部分被

人肠道中的 口 腔拟杆菌 尸er vo t el la or i: 水解

成 l
,

l 及 C
一

K
,

而原人参三醇 型皂 昔在肠

道 中则主要被肠酶降解为人参皂昔 F l

和 20

( S 》 p p t
。

并得到如下的主要代谢途径 [ , o
,
2`〕 :

R b ,

~ R d~ F Z

~ C
一
K R b

Z

一 ” ~ 一~ C
一
K

R c
~ VI ~ l ~ C

一
K ( I 和 I 因为量少未能鉴定结构 )

R
e

~ R g z

~ F
I

~ VI R g l

~ F I

~ VI

其 中 R b
Z

和 R c 通过 I 和 皿到 C
一

K 的过

程较慢
,

另外还 可 观察到少量 R b
Z

和 R c 通

过 R b
Z

~ R d~ F Z

~ C
一

K
,

R e
一 R d一 F

Z

~ C
一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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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R b .

和 R b :
在大 鼠大肠中或

被粗橙皮普醉降解的途径

K a n a o k a 等 人在厌氧条 件下将 人的肠

道微生物与 R g
,

和 R b
、
共培养得到的降解途

径 为 [ , , 〕 :
R b

,

~ R d ~ F
Z

一 C
一

K ~ x H
,

R g l

~

R h
一

~ VI
。

O d a n i 将 R b
l

和 R b
Z

分别与正常大鼠盲

肠 内容物 的生理盐水悬 浮液及其无菌过滤

液
、

加热 除酶 的无菌过滤液以及 四环素处理

的盲肠内容物共培养
,

观察 R b
,

和 R b
Z

在大

肠中的降解 模型
,

发现除 R d 和 R b
; ,

R b
Z

的

氢过氧化物外
,

其他 R b
l

和 R b
Z

的代谢物 没

有在无菌过滤液中产生
,

但是在四环素处理

的盲肠内容物中产生
。

另外 R d 和 R b
, ,

R b
Z

的氢过氧化物在加热除酶的无菌滤液中也没

有产生
。

说明除 R d 和 R b
l ,

R b
Z

的氢过氧化

物外
,

其他 R b
,

和 R b
:

的代谢物是由四环素

耐药菌降解产生的
,

而 R d 和 R b
, ,

R b
:

的氢

过氧化物是被肠酶降解产生的 l[ 习
。

A k a o 等在 31 种人的肠道菌株 中发现
,

只有真杆菌属 E u b a c t e r i u m s p
.

A
一

4 4 菌株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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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
l

通 过 Rd 转化为 K 物 质
,

并从中分离出 皂昔降解模型 不同的原因 vl[ 〕。

R b
,

水解酶
。

R b
, 口 服吸收低

,

但其细菌代谢 有研究表明
,

植物来 源的 p
一

葡萄搪昔的

物 K 物质能被吸收卿〕 。

代谢 主要不在肝脏
,

而是被胃肠道细菌降解
。

人参皂昔在胃肠道降解后大部分产物极 人 参 皂 昔 在 胃肠 道 的代 谢 也 说 明 了 这 一

性变小
。

M at ao 报道将人参皂昔与新鲜的粪 点 oz[ 〕
。

便在厌 氧条件下 培养
,

R b
l

在 s h 内迅速 降 3
.

4 代谢物的药代动力学
:
H as eg

a w a 给人

解
,

而 R g
,

在 Z d 内缓慢水解 〔 ,幻
。

K a r ik k u : 口服人参提取物 1 5 0 m g 八 k g
·

d )
,

然后 检测

发现在肠 道中 R b
l

的降解 比 R b
Z

快
,

比较其 尿 中 R b
Z ,

R c ,

R d
,

l
,

l
,

K 物质
,

20 ( S )
-

降解途径
、

各产物的量
、

降解的时间以及各产 p tP
,

2 0 ( S ) p p d 的浓度
,

发现在 0 ~ s h
、

8 ~

物出现的时间
,

认为水解主要发生在 C
3 一

位
。

16 h 内均未检测到以上物质
,

在 16 一 24 h 的

R b
,

的主要 中间代谢物 为 R d
,

R b
Z

也部分降 尿中只 检测到 K 物质 (0
.

2 士 0
.

01 产g /m L )
。

解为 R d
,

以及 R d 降解非 常快都证 明这一 给大 鼠 口服人参总皂昔 1 9 / k( g
·

d) 检测血

点
。

C 20
一

位端基糖的不同也可能是其他人参 浆及尿中以 上物质的浓度 z0[ 〕
,

结果见表 3
。

表 3 人参皂普及其肠道细菌代谢物 的-

样品

血

6 h

2 4 h

尿

0~ 2 4

24 ~ 4 8

体积

( m I
J

)

2
.

9士 0
.

2

3
.

4士 0
.

3

( m L )

9
.

3士 2
.

3

6
.

5士 0
.

9

R b Z R e R d C
一

K 2 0 ( S )
一 P P t 2 0 ( S )

一 p p d

(拜 g / m L )

N D N D

N D N D

( 尸g / d )

8
.

0士 0
.

1 9
.

0士 0
.

1

N D N D

N D

N D

0
.

9士 0
.

0 5

5
.

1士 0
.

3

0
.

5士 0
.

0 2

1
.

5士 0
.

0 5

0
.

8士 0
.

0 3

N D

0
.

4士 0
.

1

0
.

7士 0
.

0 7

N D

0
.

6士 0
.

0 1

7
.

4士 0
.

1

N D

3
.

8士 0
.

2

3
.

7士 0
.

2

2
.

2士 .0

3
.

0士 .0

3
.

0士 0
.

1

N D

N D N D

N D N D

代谢产物 的回 收率用 H P L C 法侧定
,

人尿
、

鼠血和鼠尿样 品的最小检侧限分 别为 。
.

1
, 0

.

3 和 0
.

2 杯g /m L
,

总皂昔中含

R b : 17
·

6%
,

R b : 14
.

6%
,

R e 18
.

9%
,

R d 7
.

9%
,

R e 5
.

7%
,

R g l 3
.

0 %
,

N D
:

未侧出
。

H a s e g a w a 推测 R b
l

自肠道 的吸收率低 收
。

口服 R b
, ,

K 物质的 A U C
O _ 2 ; 卜

为 1 1 6 0

和 /或被肠道细菌代谢转化成 K 物质的比例 n g
·

h /m L
,

只 有 口 服 K 物 质 的 六 分 之

较高
。

没有检测到易被弱酸水解产生的成分 一勿〕 。

g y p e n o s id e x VI
、

2 0 ( R
,

S卜人参皂昔 R g 3 ,

说 W
a k a b a y a s h i 的 研 究 中 给 小 鼠 口 服

明人参皂昔很少被 胃液降解
,

而代谢物 F Z ,

K R b
l 、

K 物质各 Z m g / m o us e ,

24 h 内血浆 中

物质则是人参皂昔吸收的主要形式脚〕。 ’

均未检出 R b
, ,

口服 R b
l

后 8 h K 物质的血

A k a 。 用酶免方法测定给大 鼠 口服 K 物 浆浓度达 高峰
,

为 (8
.

5 士 0
.

4 )拜g /m L
,

口 服

质后 的药物代谢 (检测 范围 0
.

1 ~ 1 0 0 n g / K 物质后 Z h 血浆 浓度达高峰
,

为 ( 10
.

3士

t u b e )
,

发现 口服 K 物质 5 6
.

2 m g / k g (相 当 1
.

0冲 g /m L [ , , 〕。

于 R b
, 10 0 m g / k g )

,

15 m in 后血浆中出现 K 综 上所述
,

一些人参皂昔的原形药物在

物质
,

且很快达到 高峰 ( T 。
二

一 30 m in
,

C ~
二

胃肠道 的吸收率低
,

而其 胃肠道代谢物 由于

一 5 2 0 n g / m L )
,

维 持很 长 时 间 ( 达 10 h 以 极性降低
,

成为其主要吸收形式
,

并且在体 内

上 )
,

A U C
。一 2 4 卜

为 3 1 2 0 n g
·

h / m L
,

说明 K 存 留时间长
、

消除慢
。

物质从 胃肠道吸收很快
,

消除慢
。

口 服 R b
l 4 人参皂普代谢物的药理活性

2 0 0 m g k/ g
,

4 h 后血浆 中出现 K 物 质
,

7 h 对人参皂昔代谢物药理活性的考察证明

达高峰 ( C 。
:

一 8 5 n g /m L )
,

高浓度维持很长 它们在 体外有很强 的抗肿瘤 和免疫刺激 活

时间 ( 达 1 5 h )
,

2 4 h 后血浆中仍 能检侧 出
。

性
。

W
a k a b a y a s h i 报道

,

R g l ,

R e 及其肠道细

因为 R b
,

吸收率低
,

经较长时间被 胃肠 道细 菌代谢物 2 0( S 卜 p tP 口服后具有很强的抗肿

菌转化为 K 物质
,

然后在胃肠道的下段被吸 瘤 细胞转 移活性
,

静脉注射后 只 有 20 ( S )
-

·

8 6 8
·



pP t具有很强的抗转移活性
,

R g , ,

R e 则没有

这些活性
。

说明 R g
】 ,

R e 口服抗转移活性是

由代谢物 2 0 (S )
一

p tP 介导的孙〕
。

原人参二醇

组皂昔的代谢物 K 物质在体 内和体外均具

有抗肿瘤细胞转移活性
,

而其相应的皂昔在

体外则没有孙
·

2 , 〕
。

1 , e 报道了 K 物质
,

皿
,

皿

的体外抗原毒性卿〕
。

对人参皂昔代谢 物的药理作用研究目前

还 只 限于抗肿瘤和免疫方面
,

对代谢 中枢神

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等方面的药理作用研究

尚未见报道
。

5 人参皂昔的分析方法

人参的成分复杂
,

服用后体内含量极低
,

因此分析方法的灵敏度是制约人参成分代谢

研究的关键
。

5
.

1 G C 及 G C
一

M S 法
:

该法灵敏度高
,

C u i

等用它检测运动员尿 中的原人参三醇
,

可检

测到采样前 10 d 曾经服用过人参的运动员

尿 中 的 原 人 参 三 醇 的 含 量 为 2 ~ 35 n g /

m L阳〕 。

但 G C 的缺点是样品制备费时
,

需要

将皂昔水解和衍生成可挥发物
,

并且 只能检

测到原人参二醇和 原人参三醇
。

.5 2 H P L C 法
:

有很多优势
,

分离效果好
,

准

确
、

快速
、

样品制备简单
,

在人参皂昔的分析

中应用较多
。

根据不同的 目的和要求
,

正相
、

反相色谱都有应用
。

由于人参皂昔化学结构

中缺乏发色团
,

其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受到一

定限制
。

U V 法用 2 0 3 n m 检测限为 1 0 0 n g
,

用远紫外级 乙睛与磷酸盐缓冲液作线性梯度

洗脱
,

在 5 拼m C
l s

柱上用 1 9 8 n m 检测
,

灵敏

度比 2 0 3 n m 提高了 1
.

5 倍 [2 , 〕
。

以葱酿
、

2
一

抓

蕙酿
、

叔丁 基葱酿为光反应试剂
,

用光反应荧

光 ( P R F ) 检 测
,

检 测 限分 别 为 5 0
,

5 0
,

3 5

n g 30[ 〕 。

没有见到荧光衍生化将检测限降低到

L O n g 左右的报道
。

5
.

3 蒸发光散 射检测器 ( E IS D )
:

是一种通

用型检测方法
,

H P L C
一

E L S D 法用于人参皂

昔 的 分 析 灵 敏 度 和 分 离 效 能 方 面 优 于

H P L C
一

U V 法
,

检测 限分别为 ( n g )
:
R g l 5 0

,

R b 4 0
,

R e 6 5 [川
。

《中草药 》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1 1 期

5
.

4 离子色谱
一

脉 冲安培检测 ( I C / P A D )
:

是

目前 H P L C 检测人参皂普的最灵敏的方法
,

检测限 ( n g ) R e o
·

8
,

R g , 1
.

0
,

但分离人参二

醇型皂昔
,

因为保 留时间长
、

峰较宽
,

检测 限

近为 5 0 n g 左右
。

该法用 C a r b o p a e P A I 或

H P L C
一

A S 4 A 阴 离 子 交 换 柱
,

以 1 m ol / L

N a O H 为流动相仁3 2 ]
。

5
.

5 放射标记
、

放射免疫以 及酶免疫分析
:

Y 0 0 n 等报道 用高碘 酸氧化 的方法 将 B S A

结合到人参皂昔 R f 的糖基部分作为抗原去

免疫兔子获得抗血清
,

用酶免疫分析
,

工作曲

线范围 0
.

0 1一 1 0 n g八u b e 〔3 3 〕。

A k a o 等报道

将 B S A 连到 K 物质的不饱和 侧链的 26 位
,

件D
一

半乳糖昔酶结合到饱和侧链的 26 位
,

用

双抗体法分析 K 物质
,

工作曲线范围 0
.

1 ~

1 00
n g八 u b e如 〕。

但酶免疫分析方法一次只 能

分析一种皂昔
,

且结构相近的皂昔之间存在

交叉干扰
。

由于灵敏度不能满足体 内药物分析的要

求
,

所 以对人参皂昔代谢的研究还 只局限在

几个含量较高的皂昔上
。

寻找灵敏度高的衍

生化试剂
,

开发柱前或柱后衍生化反应
,

开发

新的灵敏的电化学或荧光检测器等都可能进

一步提高灵敏度
。

6 展望

随着分 析灵敏度的提高
,

可望藉此找到

人参 的各种药理作用的的真 正的药效成分
,

同时也能促进人参成分作用机制的研究以及

相关领域研究的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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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栽培在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及发展战略

中国 医学科 学院

中国协和 医科 大学
药用植物 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9 4 ) 杨世林

’

张本刚 陈 君 李先恩 魏建和

摘 要 针对 目前我国 中药材 生产中存在 的问题
,

就 中药材栽 培在资源 可持续利用中的重要作用

进行 了论述
,

同时对 中药可持续发 展战略提 出几 点建议
:

( 1) 建 立药用植物种质基因库 ; ( 2) 建立常

用栽 培中药材 种质资 源库
;
( 3) 制定 中药材种 子种苗 质量 标准

; ( 4 ) 加强 中药材种质资 源和优 良品

种的选育研 究
;
( 5) 建立 中药 材 良种繁育 基地

;
( 6) 建立 中药材规范 化

、

规模化 生产基地
;
(7 ) 建设绿

色 中药材生 产基地
;
(8 ) 加强 中药材野 生变家种技 术的研 究

;
( 9 )加 强生物技 术在 中药材栽培 方面

的应用研 究
; ( 1 0 )综合发 展

,

多学科结合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中药材 栽培 资源利 用

中医 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
,

是我 国医药

的宝贵财富
,

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

为

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

同

时也是世界医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长期

的临床实践中总结 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

在防

病治病中确有其独到之处
。

直至 目前
,

中医 中

药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发展潜力
。

我国共有 12 807 种植物
、

动物和矿物可

做 药用
,

其 中 n 1 4 6 种为植 物
,

它包括 3 83

个科
,

2 3 0 9 个属
,

有近 3 0 0 种中药材 以栽培

为主
,

种植 面积为 5 6
.

67 万 h m
“ ,

产量达 3 5 0

万 t ; 1 5 8 1 种药用动物
,

包括 4 1 5 科
,

8 6 1 属 ;

另外还有 8 0 多种药用矿物
。

目前有记载的方剂近 10 万个
,

单方
、

验

方有 6 00 0 多个
,

但经过研究整理
,

发现组成

这些方剂的也就是临床应用的常用中药只有

8 0 0 多种
,

并以植物药为主达 7 0 0 多种
,

其中

有 3 0 0 多种以栽培为主
。

长期以来药材主要

以野生为主
,

随着人 口的增加和用药量增长
,

有限的野生资源 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

由

于药材是一种特殊商品 ; 人们出于对健康的

渴望
,

认为野生药材远 比家种药材的质量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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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 n g S h i l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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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i e i n a l P l a n t

U n i o n M e d i e a l C o lle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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