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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概况

车今智,傅德贤* ,欧阳藩

X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0)

　　糖尿病是一种与遗传因素有关又与多种环境因素相关

的慢性全身性疾病, 是由于体内胰岛素的绝对或相对分泌不

足而引起的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紊乱。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类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加剧, 糖尿病的患病率呈上

升趋势, 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已经成为糖尿病人致残和早亡

的主要原因。因此, 寻找治疗糖尿病新药,特别是从传统药物

和植物药中去筛选新的天然活性成分是一条重要途径。本文

对各种植物药的作用方式综述如下。

1　促进葡萄糖转运及周围组织、靶器官对糖的利用

　　徐梓辉等[1]从薏苡仁分离提取薏苡仁多糖( coixan) , 用

coix an ip,在 50 和 100 mg / kg 的剂量时, 能降低正常小鼠、

四氧嘧啶糖尿病模型小鼠和肾上腺素( Adr )高血糖小鼠的

血糖水平( P< 0. 05, 0. 01) ,且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因为

Adr 能够促进肝糖原分解,肌糖原酵解,加速糖原异生, 从而

升高血糖, 因而可以推测 coix an 可能有抑制糖原异生作用,

从而达到使血糖水平降低的目的。

黄芪生脉饮与增液汤[ 2]可降低接受糖负荷后的血糖峰

值, 使回落迅速加快, 并能对抗 Adr 升高血糖, 增加肝糖原

合成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促进胰岛素分泌和增加组织对糖的

转化有关。仙鹤草颗粒( HAG )也有类似的作用[ 3]。

施红等[ 4]用石斛合剂对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其

具有显著降低血糖, 改善血黏度、血脂的疗效。并选用优降糖

(磺脲类 ) , 以及降糖尿(双胍类)作为阳性对照药物, 石斛合

剂对于四氧嘧啶及 Adr 诱发的糖尿病小鼠均有明显的降低

血糖作用, 其疗效均优于对照组,且无致低血糖危险。

采用玉米须水提物腹膜内给药 100 mg / kg , 7 h 后可使

链脲佐菌素 ( STZ )诱导的小鼠血糖水平从 ( 500±26) mg /

mL 降至( 361±41) mg / mL (P < 0. 05) ,且作用呈剂量依赖

性[5]。推测玉米须可能有抑制糖原异生作用。

佐藤修二报道, 用桑叶 50%甲醇提取物( M E)作大鼠小

肠管流实验, ME (相当于 0. 1%桑叶)共存时可迅速抑制蔗

糖吸收,中止加 ME 时, 立即恢复。显示桑叶成分对二糖类分

解酶( sucr ase)活性的抑制作用。饭冢幸澄等将桑叶水提,冻

干作实验材料,给药剂量为 100, 10, 1 mg / kg ,注入门静脉,

30～120 min 后外周静脉血葡萄糖分别降低 50% , 20% ,

7%。显示桑叶的提取物作用于淀粉消化的最后阶段,对二糖

酶(麦芽糖酶和乳糖酶)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能是抑制餐后

血糖的有效药物。

复方地骨皮对于正常和模型小鼠均具有明显的降糖、降

脂作用,并能增强其免疫功能[6]。其机制可能为药物促使机

体增加了对血糖的利用。

2　保护胰岛 B细胞, 促进胰岛素稳定分泌

　　成新法等[7]用 ST Z 致糖尿病大鼠模型, 采用超临界

CO 2 萃取的中药复方降糖灵 3 号药、8 号药降糖作用显著。

因为 ST Z 造模会损伤胰岛 B细胞,使大鼠胰岛出现核固缩

细胞及空泡状细胞, 而 3 号、8 号药组的核固缩胰岛细胞极

少,结果说明 3 号、8 号药组具有保护 B细胞的功能, 从而维

持胰岛素的稳定分泌, 达到降糖的作用。王思功等[3]采用

ST Z和 Adr 复制糖尿病模型。用仙鹤草颗粒( HAG, 0. 8 g /

kg ) 8 d 可使 STZ 糖尿病小鼠血糖水平明显降低, HAG 很

可能是通过促进 B细胞的再生而起降血糖作用。

郭健等[8]用四氧嘧啶建立高血糖大鼠模型, 并用中药血

糖安给大鼠 ig 7 d 后,测定大鼠的血糖值与血清胰岛素值。

糖尿病治疗大鼠的血糖值及糖耐量与糖尿病模型组相比有

明显降低( P< 0. 05) ,而正常大鼠的血糖值和血清胰岛素值

并无变化。可以推测,血糖安的降糖作用很可能是通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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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的胰岛功能来实现的。

黄小红等[ 9]用地骨皮的粗提取液 40 g / kg 对小鼠 ig , 连

续 3 d。地骨皮对于正常小鼠的降血糖作用不明显, 而对四氧

嘧啶病理组小鼠有降低血糖作用( P< 0. 05)。杨新波等给四

氧嘧啶中毒小鼠枸杞多糖 100 mg/ kg, 高血糖水平明显降

低; 预防给药 100 及 50 mg / kg ,可使四氧嘧啶中毒小鼠的血

糖接近正常或维持在较低水平。推测可能是其对四氧嘧啶造

成的胰岛 B细胞损伤进行修复即保护胰岛细胞来达到降低

血糖的目的。

苦瓜的鲜汁冻干粉对于药物性高血糖小鼠有显著的降

血糖作用,而且其冻干粉对于正常小鼠的血糖无影响,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降血糖制剂。其降血糖活性物质包括一种生物

碱和一种类似胰岛素样的化合物, 可以增加血清中胰岛素含

量[ 10]。大蒜素可显著提高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的血清胰岛

素水平, 降低血糖。病理学观察证实,大蒜素可促使病鼠胰岛

细胞增殖, 使细胞内分泌颗粒增多[11]。

宫司进之等制备了大花紫薇与桑叶提取物的混合物, 发

现此混合物对四氧嘧啶糖尿病大鼠的血糖升高有抑制作用。

陈福君等报道了自桑叶中提取的桑叶总多糖( T PM )在 50,

100, 200 mg / kg 的剂量下, 对四氧嘧啶小鼠有显著的降血糖

作用(P < 0. 01)。T PM 还可以提高糖尿病小鼠的糖耐量, 增

加肝糖原而降低葡萄糖, 以及提高正常大鼠血浆中的胰岛素

含量。TPM 的降血糖作用的机制可能是促进胰岛 B细胞的

分泌来实现的。

兰艳玲等以消渴丸作对照, 观察到益肾消渴方(人参、黄

芪、黄芩、泽泻、茯苓等)高、中、低剂量组均有与消渴丸相似

的降低正常小鼠、大鼠血糖值作用(P < 0. 005, 0. 01) , 高剂

量组能显著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小鼠血糖值 (P < 0. 01)及

升高血清胰岛素 (P < 0. 01) , 说明该药有促进胰岛素分泌,

使受损的胰岛功能得以恢复的作用。周庆伟[12]等研究发现

天芪胶囊(天花粉、黄芪、山茱萸、黄连、地骨皮等)对正常大

鼠血糖及胰岛素含量无明显影响, 但可降低四氧嘧啶糖尿病

大鼠血糖、三酰甘油,升高血清胰岛素含量( P< 0. 05)。

山茱萸的干燥成熟果肉中含有熊果酸,能降低高血糖动

物全血黏度和血小板凝集,故认为山茱萸可能对 I型糖尿病

人有治疗效果[ 13]。

3　抑制 A-糖苷酶活性

　　A-糖苷酶通过水解 A-1, 4 糖苷键从有关多糖的非还原

端切下葡萄糖。人体对淀粉、糊精、蔗糖等碳水化合物的利用

吸收依赖于小肠刷状缘上该酶的活性。A-糖苷酶在血糖代谢

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桑叶多糖, 是一种有效的 A-糖苷酶抑制剂[4]。Lee等[ 5]

研究发现桑叶的甲醇提取物和水提物对四氧嘧啶高血糖小

鼠表现出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能阻止从饮食中摄入的淀粉和

葡萄糖的高血糖反应。认为其作用机制可能是抑制了 A-糖苷

酶的催化反应。此外, 从桑白皮、桑叶和桑椹中分得一些多羟

基生物碱也具有很好的抑制糖苷酶活性 ,可以降血糖。另外,

从五味子、虎杖和知母中分离出的化学成分,都有抑制 A-糖

苷酶活性的作用,从而能够降血糖[ 14]。

4　结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植物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如促进葡萄

糖利用、保护胰岛 B细胞、促进胰岛素稳定分泌和抑制 A-糖

苷酶活性等来达到防治糖尿病的目的。而且很多植物药不是

从单一环节,而是从多方面、多靶点综合产生药效的。由此可

见,从植物中寻找治疗糖尿病的有效成分是一种防治糖尿病

的有效途径 ,随着各种植物药用机制逐渐清晰, 必然引起国

内外人们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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