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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研究进展

姜　勇 ,屠鹏飞 

(北京大学药学院 天然药物学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综述了近年来中药远志在炮制、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面的研究进展 ,并对远志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

为远志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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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ies on Polygala tenuifolia
JIANG Yong , TU Peng-fei

　　 ( Depa rtment o f Na tural Medicines, Sch oo l o f Pharmaceutica l Sciences, Beijing Univ 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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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志为常见中药 ,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列为上品 ,被视

为养命之要药。 《中国药典》 ( 2000版 )收载了 2种基源植物:

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和卵叶远志 P . sibirica,药用部位

为根。本品味苦、辛、温 ,归心、肾、脾经 ,具有安神益智、祛痰、

消肿功效 ,用于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多梦、健忘惊悸、神志恍

惚、咳痰不爽、疮疡肿毒、乳房肿痛等 [1 ]。 现将远志近年来在

炮制、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方面的文献作一综述 ,以便为其

进一步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1　炮制

历代远志的炮制方法有去心、甘草制、姜制、炒制、酒制、

米泔水制、灯心草煮、复制法等等。 无论哪种炮制方法 ,远志

均需去心 ,但研究表明带心的远志不仅毒性和溶血作用较去

心之远志皮低约 50% ,而且镇静作用略强 ,祛痰作用并不减

弱 ,故远志并无必要去心 [2]。 高万山等 [3]探讨了远志经炮制

后内在质量和药理作用变化的情况和不同炮制方法之间的

关系 ,结果发现上海法制品优于药典法制品 ,药典的炮制方

法又优于江苏省的炮制规范。李光巍 [4 ]通过对远志炮制前后

的层析、药理活性比较发现 ,生品与炙远志在药理、层析上看

无显著差别。临床多用蜜炙、甘草水炙远志 ,其目的是为了减

轻对胃肠道的刺激作用。

2　化学成分

2. 1　皂苷类: 除 onjisaponin A～ G(其中 A, B, E, F, G的结

构已经确定 )外 ,最近彭汶铎 [5, 6]又报道了几种新的远志皂

苷 ,它们与 A～ G具有相同的苷元 ,但糖的位置、数量和连接

方式尚待确定。

2. 2　糖及糖苷类: Miya se[7, 8]从远志根中分离鉴定出 16个

新的寡糖多酯化合物 ,命名为 tenuifo lioses A～ P,它们是首

次从远志属中分离得到的五糖链的多酯类 (图 1)。 之后 ,该

作者还报道了 15种具有 2个或更多乙酰酯残基的双糖和三

糖的分离和结构鉴定 ,所有这些化合物的呋喃果糖残基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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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1或 2个肉桂酰酯基 [9]。 最近 , M iy ase[10]又报道了从卵

叶远志中分得了 6个新的蔗糖酯类 sibirico ses A1～ A6 (图

2)和 4个已知的这类化合物。此外 ,还有 Ikeya[11, 12]报道的 5

个新苯丙烷类蔗糖酯 tenuifo liside A～ E(图 2)和 1个已知

化合物 β -D-( 3-O-sinapoyl) -fructo furanosyl-α-D -( 6-O-sina-

poy l) -g lucopy ranoside。

2. 3　 酮类: 从远志根提取物的乙醚或氯仿层中分离出了

大量含有荧光性的 酮类化合物 [12～ 14] ,其中包括 7个新的

酮类化合物: 7-羟基 -1, 2, 3-三甲氧基 酮 ( onjixanthone

I)、 1, 3, 6-三羟基 -2, 7-二甲氧基 酮 ( o njix anthone II) [12]、 3-

羟基 -2, 8-二甲氧基 酮、 3-羟基 -1, 2, 7-三甲氧基 酮、 1, 7-

二甲氧基 -2, 3亚甲二氧基 酮、 6, 8-二羟基-1, 2, 4-三甲氧

基 酮、 6, 8-二羟基 -1, 2, 3-三甲氧基 酮 [14]。另外还有 3个

新的 酮碳苷类化合物 po lyga lax anthoneⅢ [12] , sibirica xan-

thones A和 B [10]。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8′ R9 R9′

A H 3 2 5 1 1 1 1 H H

B H 3 2 5 H 1 1 H H

C H 3 2 5 H H 1 H H

D H 3 2 5 1 H 1 H H

E H 3 2 5 1 H H H H

F H 3 2 6 1 1 1 H Rham

G H 3 2 6 1 H 1 H Rham

H H 3 2 3 1 1 1 H

I H 3 2 3 1 H 1 H

J H 3 2 3 1 1 1 H

K H 3 2 3 H H 1 H

L H 3 2 4 1 1 1 H Rham

M H 3 2 4 1 H 1 H Rham

N H 5 2 5 1 1 1 H

O H 5 2 5 H 1 1 H

H 5 2 5 H H 1 H

图 1　 Tenuifolioses A～ P的结构

2. 4　生物碱 ;金宝渊从远志根中分离得到了 7个生物碱 ,经

鉴定是 N 9-甲酰基哈尔满、 1-丁氧羰基 -β -咔啉、 1-乙氧羰基 -

β -咔啉、 1-甲氧羰基 -β-咔啉、 per lo ly rine、降哈尔满和哈尔满 ,

均为从该属植物中首次得到。其中 1-丁氧羰基 -β-咔啉为首

次报道的新化合物 [15]。

2. 5　其它成分:除上述各成分外 ,从远志中分得的成分还包

括树脂、脂肪油、 3, 4, 5-三甲氧基桂皮酸、四氢非洲防己胺 [16]

以及一个新的乙酰酚酮苷 sibiricaphenone[10 ]。

tenuif ol iside

A: R= R1= R3= H, R2= 3, 4, 5-t rimeth oxycin nam oyl ,

R4= p-hydroxyb enzoyl

B: R= R1= R3= H, R2= sinapoyl ,

R4= p-hydroxybenzoyl

C: R= R1= R3= H, R2= 3, 4, 5-trim ethoxycinnamoyl,

R4= sinapoyl

E: R= R3= R4= O Ac, R1= sinapoyl, R2= feruloyl

sibiricose

A1: R= R1= R2= R3= H, R4= sinapoyl

A2: R= R1= R2= R3= H,

R4= 3, 4, 5-t rimeth ox ycinnamoyl

A3: R= R1= R2= R3= H, R4= p-h ydroxybenzoyl

A4: R= R1= R4= H, R2= R3= sinapoyl

A5: R= R1= R3= R4= H, R2= feruloyl

A6: R= R1= R3= H= R4, R2= sinapoyl

图 2　 tenuifolisides A～ E和 sibiricases A1～ A6

的结构

3　药理活性

3. 1　祛痰镇咳作用:采用酚红法和氨水引咳法测定 4个新

的远志皂苷的祛痰和镇咳作用 ,结果发现多数具有比较明显

的祛痰和镇咳作用。其中皂苷 3D可能是远志祛痰作用的主

要活性成分 , 2D和 3C则为镇咳作用的主要成分 ,作用甚至

强于等剂量的可待因和咳必清 [6]。

3. 2　镇静和抗惊厥作用: 远志根皮、未去木心的远志全根和

根部木心对巴比妥类药物均有协同作用。大鼠口服远志提取

物后 ,在血和胆汁中发现了能延长小鼠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

的活性物质 3, 4, 5-三甲氧基肉桂酸 ( TM CA)、甲基 3, 4, 5-

三甲氧基肉桂酸 ( M-TMCA)和对甲氧基肉桂酸 ( PM CA) ,

提示远志水提物中含有 TMCA的天然前体药物 [17]。

3. 3　抗衰老作用: 采用 D-半乳糖致衰小鼠 ,观察远志水煎

剂对衰老小鼠红细胞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肝组织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 ( GS H-Px )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远志水煎

剂可使衰老小鼠 RBC中 SOD、肝组织 GSH-Px活性明显升

高 ,提示远志水煎剂对衰老小鼠具有抗衰老作用 ,且最佳用

药时间为 30 d[18]。

3. 4　抗痴呆和脑保护活性: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远

志具有益智、聪耳明目、抗健忘等作用。斋藤等使用促进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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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 ( SAM )进行了记忆、学习试验 ;矢部等进行了远志对神

经细胞营养因子作用的试验 ,均证明远志水浸膏对脑有保护

作用。 饭冢进为探讨远志的脑保护活性 ,对 KCN低氧脑障

碍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发现几种酰基糖具有缩短正向反射消

失持续时间的作用 ,表明远志脑保护作用出现的部分原因与

酰基糖有关 [19]。 此外 ,远志根的水提液对 P物质和脂多糖

( LPS)刺激鼠星形胶质细胞分泌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 F-α)

和白细胞介素 -1( IL-1)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进而产生对 CNS

的抗炎活性 ,因而可防治各种脑病 [20 ]。

3. 5　促进体力和智力作用:给大鼠口服远志 4. 28 g /kg ,研

究对穿梭行为及脑区域性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服药后 5～

9 d,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次数均增多 ,间脑中辅酶Ⅰ

( N AD+ )浓度显著增高 ,海马、尾纹核和脑干内的辅酶Ⅰ 和

还原型辅酶Ⅰ ( NADH)浓度均增高 ,表明远志具有促进动物

体力和智力作用 [21]。

3. 6　多巴胺受体活性: 从远志中提出一种多巴胺受体的配

基: 四氢非洲防己胺。此化合物在体外可抑制 [3H ]SCH23390

和 [3 H]螺哌隆与大鼠纹状体膜的结合 ,它还能抑制 [3 H]哌

唑嗪和大鼠脑皮质细胞膜结合 ,但不能改变 [3 H] QNB及

[3H]muscimo l对膜的结合。 Scatchand plo t分析显示这些抑

制作用是通过竞争性和非竞争性混合机制而实现的 [16]。

3. 7　降压作用:通过大鼠麻醉后左颈总动脉记录平均动脉

压 ( M AP) ,以及尾袖法测定清醒大鼠和肾性高血压大鼠

( RV HR)收缩压的方法 ,研究远志皂苷 ( tenuifolic saponin,

TS)对血压的影响。结果证明 TS有降压作用 ,此作用与迷走

神经兴奋、神经节阻断 ,以及外周 α-肾上腺能 , M-碱能和 H1

受体无关 [22]。

3. 8　对平滑肌和心肌的药理作用: 远志皂苷 H对离体兔加

肠 ,胸主动脉条 , Langen-dor ff心脏 ,豚鼠气管条和动情期未

孕大鼠子宫平滑肌均具兴奋作用 ,但对心肌具抑制作用 ,其

中对子宫的作用可能部分地与前列腺素合成酶有关 [5 ]。

3. 9　抗突变、抗癌活性 : Amse实验发现远志的水溶性提取

物对黄曲霉 B1诱发的回变菌落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

TA98菌株回变菌落数有明显抑制效应 ,但对 TA100菌株无抑

制效应。说明远志的水溶性提取物只对抗碱基置换的突变因

子 [23]。另据报道远志水提液在 2. 5 mg /mL浓度下对 Yac-1、

K562、 L929表现出明显的细胞毒效应 ,提示远志体外实验有抗

癌作用 [24]。

4　结语

综上所述 ,远志不论在炮制、化学成分还是在药理活性

方面的研究都已经比较系统、比较深入。但我们发现 ,关于化

学成分和比较新的药理活性研究 ,大多数都是国外研究者所

做工作。 药典中虽然收载了远志的流浸膏和酊剂 ,但都只是

简单的粗提物 ,功效成分尚未明确 ,质量缺乏可控指标 ,并且

这两个品种应用的只是远志的一个祛痰作用。自古以来远志

主要是作为安神益智药应用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只有近几年

日本学者的零星报道 ,故深入地研究这方面的药理作用和活

性成分 ,必将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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