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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无研究进展

江西省 中医药研究所 (南昌 30 0 3 7 7 )陈 荣
’

杨 少华 唐晓玲

摘 要 综述了夏天无的化学成分
、

药理活性以及临床应用 等方面 的研究概况
,

共 引用文献 27 篇
。

夏天无作为一

味常用 民间中草药
,

有着很好的研究开发前景
,

应进一步深人开展临床和实验研究
。

关键词 夏天 无 化学成分 药理活性 临床应用

夏天无系婴粟科紫董属延胡索亚属植物伏生紫

荃 oC 勺d a l i s d e c u m be n s ( T h u n b
.

) P e r S
.

的块茎或全

草
,

又名一粒金丹
、

野延胡
、

洞里神仙
、

伏地延胡索
、

落水珠
。

早在清代赵学敏 《本草纲 目拾遗 》中便有本

药 (一粒金丹 )记载
: “
一名洞里神仙

,

又名野延胡
,

江

南人呼飞来牡丹
”

1j[
。

本品功能降压镇痉
、

行气止痛
、

活血去痕
,

用于治疗高血压
、

偏瘫
、

风湿性关节炎
、

坐

骨神经痛
、

小儿麻痹后遗症阁
。

并治跌打损伤
、

消痈

肿
、

便毒
、

凛疲
、

天蛇毒
、

鸦翅毒川
。

夏天无在 民间有

较多的应用
。

自 70 年代起
,

国内外学者对其化学成

分
、

药理活性进行 了较系统的研究探讨
,

并用本 品制

成新药制剂进行了临床观察应用
。

兹将该药有关研

究进展综述如下
。

1 化学成分

文献报道
,

从夏天无中分离得脱氢紫荃碱和普

鲁托品
,

d
一

四氢 巴马 汀及 2 个结 构未定 的生物 碱
;

从夏天无块 茎 95 % 乙 醇提 取部 分分离 得总 生物

碱
,

并从总碱中得到普鲁托 品
、

d
一

四氢巴 马汀和毕扣

扣灵
,

又从总碱部分 除去脂溶性 碱后
,

提取 得药根

碱田
。

以常法分得总生物碱
,

分离得 d
一

四氢 巴马汀
、

毕扣扣灵
、

球董碱
、

普鲁托 品
,

巴 马汀
、

一别 隐多品
、

小璧碱
,

药根碱川
。

从夏天无 的碱磨苯浸液中分得 4

种结晶
,

其 中 3 种为右旋四氢 巴马汀
、

毕扣扣灵
、

普

鲁托 品
,

并从 3 种结晶中求得该药的总生物碱含量

为 0
.

74 % 阁
。

用简便方法从夏天无总生物碱中提取

得原阿片碱川
。

采用新的分离法
,

从该药总生物碱中

分离出普鲁托品粗品
,

再经重结晶纯化即得精品川
。

从上饶产夏天无块茎 的季按碱部分共分得 6 个化

合物
,

鉴定 了首次从该植物中得到的蝙蝠葛林及阿

魏酸钠 的结构闭
。

2 药理研究

.2 1 对心脑血管 的作用
:

用夏天无生物碱对氯仿诱

发 的小 鼠室颤
、

氯化钙诱发 的大鼠室颤均有明显的

预 防作用
,

对乌头碱诱发 的大鼠心律失常有治疗效

果
,

并能显著对抗肾上腺素所致 的家兔心律失常
,

还

能降低蟾蛛离体坐骨神经干 的动作 电位振幅
,

均表

明其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川
。

夏天无提取物及其生

物碱对青蛙摘出心房标本显示 阴性变时作用与阴性

变力作用 〔 1。〕
。

夏天无总碱能显著对抗缺血性和复灌

性 心律失常 的效应
,

特别能明显抑制复灌期室颤的

发生率及严重程度 仁` ’ 〕
。

采用豚鼠离体乳头状肌和心

房肌标本观察夏天无总碱对其生理特性影响
,

结果

表明该 品能 明显延长功能性不应期
,

抑制肾上腺素

诱发 的自律性
,

但不降低兴奋性
,

对收缩性也无明显

影响
,

提示夏天无 可能具有抗 心律失常的作用
仁̀ “」。

用小 鼠心肌样本 86 R b 切连科夫 幅射测量法对夏

天无总碱及其有效单体普鲁托品应用研究表明
,

该

品能增加心肌营养性血流量达 26 % 左右〔 , 3〕
。

夏天

无生物碱具有增大犬冠状动脉血流量和降低血压的

作用
,

故对高血压偏瘫
、

脑血栓
、

脑血管痉挛
、

心肌梗

死可能有益 [ ’ `〕。

夏天无生物碱具有降低麻醉狗外周血管阻力的

作用
,

并发现其对外周血管有扩张作用
,

与胆碱受体

的兴奋有关 〔` 5〕。

夏天无生物碱可使麻醉犬脑与下肢

血流量增加
、

血管阻力减轻
,

血压轻度下降
,

提示其

有扩张脑血 管和下肢血管 的作用
,

并可对抗去甲肾

上腺素引起的脑血管与下肢血管的紧张状态 〔 1 6〕。

2
.

2 对平滑肌的作用
:

夏天无主要成分普鲁托品能

直接松弛平滑肌
,

能拮抗胆碱和氯化钡对肠肌的痉

挛性收缩
,

亦能拮抗 乙酞胆碱对离体猫睫状肌的痉

认
A

督
s

矍概翱乍粉刃播谋育显瑞髻彝瞿黯
究院中医 内科学 专业

,

获医学硕士学位
。

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文献

检索中心
、

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 主任
,

研究 员
。

从事中医药科技信息研究
,

获得科研成果 5 项
,

获奖成果 3 项
,

主编专著 10 部
,

发表科技论文 50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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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
,

其解痉作用虽比阿托品弱
,

但无阿托品样的瞳孔

散大
,

眼压升高等副作用 . 下〕
。

夏天无对大鼠离体肠

平滑肌有兴奋作用 二̀“ 〕 ,

对大 鼠离体肠及子宫均有兴

奋作用 j 〕
。

2
.

3 对血小板功能的影响
:

夏天无总碱体外实验和

体内给药都能明显抑制 A D P 诱导的大 鼠血小板聚

集
,

并明显抑制血栓的形成和血小板粘附
;夏天无总

碱 iv o
.

3 m g k/ g 对大 鼠实验性血栓形成有 明显 的

抑制作用
,

抑制率为 3 1
.

3 % ;
提示上述作用可能是

该药治疗脑血管栓塞等疾病有效的机制之一 , 9」
。

用

夏天无总碱分别与生理盐水
,

6
一

氮基己酸对照
,

对小

鼠血凝时间进行对 比
,

证 明夏天无生物碱溶 液有延

长凝血时间的作用川〕
。

2
.

4 抗炎作用
:

夏天无总碱对角叉菜胶和鸡蛋清引

起的大 鼠足趾肿胀
、

对 二甲苯 引起 的小 鼠耳 壳肿胀

和大 鼠滤纸片肉芽肿均有抑制作用
,

但对醋酸提高

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无抑制作用 20[ 〕
。

3 临床观察

3
.

1 脑梗死
:

采用头穴
、

体穴交替注射 中药夏天无

的方法
,

治疗动脉硬化性梗死 64 例
,

结 果痊愈 18

例
,

显效 2 7 例
,

好转 16 例
,

无效 3 例
,

显效 率 为

70
.

3 %
,

有效率 9 5
.

5 % ; 64 例 中有 36 例经 西医治

疗 效果不 明显而改用或加用本 品穴注后显 效率为

7 7
·

8 %
,

有效率为 1 0 0 % [川
。

3
.

2 周围神经损害性瘫痪
:

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致

迟发性周围神经损害— 肢体瘫痪 10 例
,

采用 中

西 医结合疗法
,

即肌注夏天无注射液
,

穴注 iV
t B

I

等
,

口 服中成药健步虎潜丸及西药肌昔
、

V it B l

等
,

1

个月为 1疗程
,

结果大多数患者经过 1 个疗程的治

疗
,

手足麻木等感觉 障碍基本恢复
,

10 例患者经过

4 个疗程的治疗
,

除 1 例右足趾轻度下垂
,

走路微跋

外
,

其他 9 例彻底痊愈 z2[ 〕
。

3
.

3 腰椎间盘突出症
:

采用夏天无复合液硬膜外腔

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62 例
,

结果治愈 28 例
,

好转 30 例
,

无效 4 例 (如伴有间歇性跋行患者 )
,

总

有效率达 94 %
,

随访时间为 4 个月至 3 年呻〕。

3
.

4 坐骨神经痛
,

关节腰腿等疼痛
:

应用夏天无注

射液进行穴位注射
,

治疗坐骨神经痛 48 例
,

并随机

与普鲁卡因穴位注射作对照 30 例
,

结果治疗组痊

愈 8 例
,

显效 25 例
,

好转 9 例
,

无效 6 例
,

总有效率

8 7
.

5 %
,

显效率 68
.

75 % ;
对 照组 痊愈 2 例

,

显效 5

例
,

好转 15 例
,

无效 8 例
,

总有效率 7 3
.

3 3 %
,

显效

率 23
.

33 % ; 两 组显 效率有 非 常显著 性 差异 (尸 <

0
.

01 户
4〕 。

应用复方夏天无片治疗坐骨神经痛 4 例
,

风湿性关节痛 4 例
,

颈椎病 4 例
,

肩周炎 2 例
,

腰腿

痛 4 例
,

慢性软组织劳损 2 例
,

均获得 良好疗效 ;
其

中治愈者 6 例
,

占 30 %
; 显效 8 例

,

占 4 0 % ; 有效 4

例
,

占 2 0 % 〔2 5 1
。

3
.

5 中小学生假性近视
:

夏天无眼药水治疗中小学

生假性近视获得 良好疗效哪
,

2 , 」
。

4 结语

民间中草药夏天无虽长期以来有较广泛的临床

应用
,

但缺乏系统 的观察和总结
。

自 70 年代起
,

国

内外学者利用现代实验手段
,

对该药药理
、

药化等方

面进行 了较深人的研究
,

其成果令人瞩 目
。

但 目前对

临床病种的样本观察研究尚显不足
。

据文献记载
,

夏

天无 应用广泛
,

疗效 良好
,

是一 味有 开发前 景的中

药
,

应进一步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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