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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真菌蝉花的研究进展

王　琪1, 刘作易2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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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蝉花是一种传统的药用真菌, 除含有与冬虫夏草相似的活性成分外, 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生物活性。现从形
态特征、自然分布、人工培养及其所含的活性物质和功能等几个方面评述了药用真菌蝉花的研究现状, 且根据当前
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今后研究开发蝉花中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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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草属真菌中有不少的种属于药用真菌。除冬虫夏草

外, 作 为 药 用 真 菌 的 种 还 有 大 团 囊 虫 草 Cordy cep s

op h iog loissoid es (Eh r. ex F r. ) L ink, 蛹虫草 C. m ilitaris

(L. ) L ink, 古尼虫草C. g unn ii (Berk1) Berk1, 蝉花等。目

前对前 3 种虫草研究较多, 而对后一种研究较少。事实上蝉

花具有多方面的药用价值, 早在宋代《证类本草》上就记载它

具有主治小儿天吊、夜啼心悸, 祛风止痉, 治疗麻疹、目赤、多

泪的功效。《中华药物大全》和《中华药海》中仍然收录了这些

功能。药用蝉花, 又名蝉草、蝉茸和胡蝉等, 其药用部分是子

座及寄主昆虫的尸体 (菌核)。野外采到此菌后, 去掉表面泥

土, 晒干研成粉末即可药用。这种药用方式存在着资源有限、

人工采集困难、功能活性组份不明显、作用机制不清楚等问

题, 成为蝉花制剂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必须使用中

药现代化的观念和现代的制药技术进行规模化生产, 使蝉花

制剂的生产方式、剂型、纯度及使用规范等都与国际接轨。

1　蝉花的形态特征及分布

　　从中国传统观念上看, 蝉花包含了大蝉草 C. cicad ae

Sh ing 和蝉拟青霉 P aecilom y ces cicad ae (M iq. ) Sam son。这

都是由于人们长期一直认为大蝉草的无性型是蝉拟青霉之

故, 所以常把这两种真菌混用“蝉花”一词。大蝉草又名金蝉

花, 其子座一般单生、2 个或多个, 不分枝, 棒状, 褐色; 可孕

部顶生棒状, 柄柱状; 子囊壳埋生, 拟卵形; 子囊孢子断裂, 次

生子囊孢子柱状, 寄生的蝉若虫较大。在国内与大蝉草常混

淆的有 2 个种, 一个是小蝉草 C. sobolif era (H ill. ) Berk. &

B r. , 另一个是蝉草或蝉生虫草C. cicad icola T eng。小蝉草

的子座从寄主前端长出, 单生或 2～ 3 个成丛, 高 215～ 6

cm , 中空; 柄肉桂色, 干后深肉桂色, 粗 115～ 4 mm ; 头部棒

形, 肉桂色至茶褐色, 干后浅朽叶色, 子囊壳埋生, 长卵形; 寄

主为蝉的蛹[1 ]。而蝉生虫草的子座聚生至近丛生, 从成虫寄

主的整个腹部长出, 子囊壳斜埋在子座内 [2 ]。从这些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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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就能把它们与大蝉草区别开来。

　　蝉拟青霉又名雌蝉花, 属半知菌类或有丝分裂孢子真

菌, 其孢梗束自虫体头部丛聚成束长出, 浅黄色, 长 115～

610 cm , 前端膨大, 呈纺锤形。它的主要鉴别特征是分生孢子

梗上的分枝多局限于顶部, 瓶梗粗而短, 密集, 分生孢子较

大, 常弯曲。Petch (1942)和M ains (1958)认为它是小蝉草的

无性型, 但通过分离培养、扫描电镜观察和核糖体基因的

IT S 序列分析研究表明小蝉草的无性型不是蝉拟青霉而是

蝉白僵菌B eauveria sobolif era [3 ]。

　　据《证类本草》记载:“蝉花, 所在皆有, 七月采, 生苦竹者

良, 花出土上”。有报道指出蝉花一般生长在针阔叶混交林

地, 森林覆盖率为 6513% , 大多分布在海拔 700～ 950 m , 坡

度为 30°～ 40°的向阳山坡上, 呈明显的垂直分布状态。蝉花

在我国多分布于长江以南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 且多在低洼

地带。在滇藏高原仅见于金河江、怒江、澜沧江和雅鲁藏布江

等河谷地带, 这表明它适宜在温热地区生长。自然界中大蝉

草很稀少, 常采到的是蝉拟青霉及其寄主山蝉若虫的干燥

体。根据蝉花的历史产区 (浙江省衢州、台州, 宁波) 的1 467

份抽样调查, 药材蝉花主要也是蝉拟青霉 [4 ]。

2　蝉拟青霉的活性成分及其功能

　　《中药大辞典》中记载蝉拟青霉含有糖原、甘露醇、多种

生物碱及麦角甾醇等。通过对蝉拟青霉中营养成分的研究表

明蝉拟青霉含甘露糖 2118% , 多糖 21173% [5 ]。蝉拟青霉中

所含的氨基酸 (表 1)、多糖、甘露醇均与冬虫夏草相近, 且重

金属A s, H g, Pb 的含量均比冬虫夏草低, 其中 H g 在蝉拟

青霉中未检出, 说明蝉拟青霉比冬虫夏草更具安全可靠性。

通过蝉拟青霉与冬虫夏草的成分比较, 可以看出蝉拟青霉与

冬虫夏草具有相似的活性成分, 故蝉拟青霉很有可能具有与

冬虫夏草相似的药用价值, 为蝉拟青霉今后作为冬虫夏草的

替代品提供了理论基础。

表 1　蝉拟青霉和冬虫夏草水解液中氨基酸含量

Table 1　Am ino ac id in hydrolysates of P. cicadae

and C. s inens is

氨基酸
含量ö%

蝉拟青霉冬虫夏草
氨基酸

含量ö%

蝉拟青霉冬虫夏草

天冬氨酸 2. 076 9 1. 712 2 亮氨酸 1. 237 3 1. 059 1

丝氨酸 0. 739 5 0. 798 5 苏氨酸 0. 886 4 0. 806 3

谷氨酸 2. 401 1 2. 052 1 酪氨酸 1. 071 3 0. 206 1

甘氨酸 1. 337 4 1. 062 4 苯丙氨酸 0. 804 7 0. 618 9

丙氨酸 1. 758 7 1. 217 6 赖氨酸 1. 211 1 0. 830 1

半胱氨酸 0. 170 3 0. 152 1 组氨酸 0. 495 9 0. 809 3

缬氨酸 1. 476 3 1. 254 4 精氨酸 1. 565 5 1. 402 5

甲硫氨酸 0. 044 0 0. 065 3 脯氨酸 1. 033 7 0. 950 9

异亮氨酸 0. 787 7 0. 724 1 总　量 19. 097 8 15. 721 9

　　1982 年日本学者U kai 等自蝉花中分离出半乳甘露糖

(galactom annan) , 编号为C23。它是一种水溶性多糖, 相对分

子质量27 000, 由D 2甘露糖和D 2半乳糖构成, 二者比例为

4∶3。以 20 m gökg 的剂量对小鼠 S180肉瘤的抗肿瘤作用, 结

果抑制率为 47%。1989 年藤多哲朗从蝉花培养滤液中提取

分离到抗生素成分 ISP21 (m yriocinöthermozy mocidin ) , 相

对分子质量为 401, 在分子内有 Α2氨基酸部分和不饱和脂肪

链部分, 其结构式见图 1。在器官移植和自动免疫疾病方面,

免疫抑制作用是一种极重要的治疗手段。近年曾发现环孢子

菌素A (C sA )有较强的免疫抑制作用, 但临床发现C sA 对肾

副作用较大, 而 ISP21 也具有显著的免疫抑制作用, 但对肾

副作用较小, 因此, ISP21 将有望开发为免疫抑制药物 [6 ]。

图 1　ISP-1 的结构

F ig. 1　Structure of ISP-1
有研究表明天然蝉花及其人工培养物的烯醇提取物能

明显延长小鼠自主活动及戊巴比妥钠和水合氯醛所致小鼠

的睡眠时间; 提高阈下催眠计量戊巴比妥钠的小鼠入睡率;

延长中枢兴奋药士的宁和戊士氮所致小鼠惊厥的潜伏时间;

对化学刺激和热刺激引起的疼痛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对正常

体温的大鼠, 或人工致热的大鼠的体温有明显的降温和解热

作用。给药后 1～ 2 h 内, 作用非常显著[4, 7 ]。表明蝉拟青霉人

工培养物的主要成分、药理作用与天然蝉花类似。蝉拟青霉

还有较强的抗紫外辐射作用 [8 ]。金丽琴等通过对蝉拟青霉的

研究, 发现蝉拟青霉能激活大鼠肺泡巨噬细胞, 具有增强大

鼠免疫能力、改善脂类物质代谢和保护脏器组织的作用, 很

可能是预防机体动脉硬化、冠心病的良好保健药品 [9 ]。还有

研究表明蝉拟青霉总多糖能提升大鼠外周血白细胞 (WBC)

数, 减少脂质过氧化物 (L PO ) 的生成, 维持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 ) 的含量, 具有增强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并对肺泡巨噬

细胞具有激活作用[10 ]。

3　毒性

　　通过急性毒性试验, 小鼠分别 ig 大蝉草或蝉拟青霉提

取物 60 gökg, 观察 72 h, 两组动物均无死亡。给药后动物仅

活动减少, 24 h 后均恢复正常; ip 大蝉草或蝉拟青霉的LD 50

为 (1412±211) gökg 和 (1215±211) gökg。亚急性毒性试验

中, 蝉拟青霉提取物 9 gökg ig 28 d, 大鼠心、肝、脾、肺、肾无

明显异常改变[7 ] , 表明蝉拟青霉对机体的毒性甚微。蝉花除

具有上述的疗效以外, 许多文献表明此菌还具有清热祛风、

活血通络、镇惊止痉、缓解肌肉僵直、清炎利喉、化痰止咳、消

肿止痛、治疗夜啼心悸等功效, 但对其相应的功能组份尚未

明确, 并仍然停留在以原药为试验材料的水平上。因此, 该菌

是具有开发和应用前景的药用资源菌。

4　人工培养

　　由于蝉花生长需要特定的生态环境和寄主昆虫, 故资源

稀少, 再加上长期采挖, 自然产量逐年减少, 资源日趋枯竭,

已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近些年来, 虫草及其类似物的利用都

是通过深层发酵而获得, 此法生长周期短, 污染少, 产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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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研究表明蝉花及其人工培养物具有同样的特点, 因此

通过人工驯化培养, 进行工业化生产, 就为这一名贵药材的

开发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蝉拟青霉能利用多种碳源, 就产孢而言, 葡萄糖最理想,

用果糖作碳源则菌丝体产量较高。KNO 3 是最好的无机氮源,

而N aNO 3 和硫脲则不能利用。该菌对碳源量的要求较敏感,

当碳源量维持在 2% 的正常生长发育水平上, 提高或降低N

源对孢梗束生长和产孢量影响不大; 但将N 源固定在正常生

长水平上, 将碳源从 2% 降低到 015% , 发现不产生孢梗束或

极少有孢梗束产生。反之, 将碳源提高至 20% , 则孢梗束多而

不易老化。此菌生长最适温度为 24 ℃～ 26 ℃ , 但孢梗束形

成则要求较低的温度。菌丝生长最适 pH 值为 5～ 6。蝉拟青

霉能在多种培养基上生长, 尤以玉米粉琼脂、萨氏麦芽糖琼脂

和酵母蔗糖琼脂更佳。液体振荡培养和静置培养常用的液体

培养基有马铃薯2蔗糖液、R ichard 液、Czapek 液、胨2葡萄糖2
酵母膏液、麸皮2玉米液、麸皮2豆饼液、玉米2豆饼液、可溶性

淀粉2酵母膏液、玉米粉2酵母膏液。在马铃薯2蔗糖液、R ichard

液和Czapek 液 3 种培养基上, 静置培养 14 d 后, 液面形成白

色菌膜并不断加厚, 有的产生大量的分生孢子, 有的在厚菌被

上长出直立分枝的孢梗束。其中, R ichard 培养基液面上形成

孢梗束多而壮, 孢子也丰富, 干物质质量为 213 g, 分生孢子总

数达到 319×1011。固体培养可采用煮熟的小麦、大麦以及玉

米、豆饼、麸皮、谷壳 (3∶1∶4∶5) , 湿热灭菌 40 m in, 接种量

为 1%～ 3% , 置聚乙烯薄膜或浅盘中培养。接种后第 3 天, 基

物表面出现灰白色茸毛状菌丝体, 由于分生孢子的聚积, 出现

枯草黄色粉质状的外貌。10 d 后开始产生孢梗束。初期孢梗

束乳黄或浅黄色, 多头, 成块状或珊瑚状, 逐渐伸长成柱状、掌

状, 近顶端多次分枝。孢梗束成丝或单生, 有明显趋光现象, 通

常采收期为 40 d [8 ]。

5　发展前景

　　临床证明蝉花具有一定药理作用, 在长期的入药史中常

作为明目药物, 具有退翳障, 明目之功效, 主治目赤肿痛、目

赤流泪, 是一种较珍贵的明目药物。眼病主要分为先天性和

后天性, 后天性眼病多与外伤、病菌感染等有关。因此, 病原

菌在引起眼病的众多因素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蝉花之所以长

期作为退翳明目的原药, 很可能是该菌产生了抗真菌或抗细

菌抗生素, 或是产生特殊的活性成分能治疗赤眼和流泪, 因

此, 搞清楚蝉花的明目活性组份和作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如能开发出现代的蝉花明目制剂定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

　　目前, 国内外对蝉花仅作过一些药物化学和药理研究,

尚无人工培养的高科技产品面市, 应针对性的分离纯化如明

目、镇惊等功能组份, 开发生产现代剂型的蝉花新中药制剂;

综合开发利用菌丝体做功能食品; 还可利用无性孢子开发生

产绿色的微生物农药, 这不仅对创造原创性知识产权具有十

分重要意义, 同时也具有潜在经济价值,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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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中药研究

方晓阳, 盛　伟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安徽 合肥　230026)

摘　要: 肿瘤的治疗除了传统的放疗、化疗、手术切除等以外, 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细胞凋亡疗法”正逐步变

成现实。同时,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 传统中药能够明显的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利用传统中药从肿瘤细胞凋亡角度

治疗癌症, 不仅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方法, 而且为传统中药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目前,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中药

研究主要集中在 2 个领域: 单味药与复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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