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控生长的阻断作用, 将芦荟色酮开发成纯天然、低毒副作

用的抗肿瘤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芦荟色酮是一类重要的天然生物活性物质, 虽然在芦荟

中的含量很低, 但其所具有的抗炎、抗氧化以及抑制酪氨酸

酶等的活性不容忽视。就国外芦荟研究现状来看, 仅日本

Fukuoka 大学和美国的U nivera 公司在进行芦荟色酮的研

究工作, 总的来说国外对芦荟色酮的研究开展较少。我国国

内目前有北京工商大学植物资源研究开发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北京市中医药研究院和华南植物研究所等少数几家科研

机构在从事关于芦荟中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及药物活性等

方面的基础研究, 但还没有有关芦荟色酮方面的文献报道。

有关高效提取芦荟色酮成分, 并在药物活性试验的指导下,

制备及纯化具有抑制 EGFR 2T PK 活性的色酮单体并对其

进行抗癌活性实验的研究, 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同时, 由于

芦荟色酮在芦荟叶皮中的含量很低, 如何获得足够量的色酮

成分以开展进一步的药理活性研究, 已成为芦荟色酮研究的

重大障碍, 因此研究开发高效的分离纯化及制备方法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芦荟产品都以芦荟凝胶为原料, 芦

荟叶皮只作为垃圾处理, 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随着芦荟

产业的蓬勃发展, 芦荟使用量不断增加, 对芦荟叶皮的回收

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应用现代技术手段, 对芦荟叶皮中的

芦荟色酮进行开发研究, 可为减少污染、充分利用有限资源

以及综合利用芦荟开辟一条新路, 同时可为新型天然抗炎、

抗氧化及抗癌药物的研究开发提供一种新的潜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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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马兜铃酸的中药辨析

徐桂萍, 王丽霞, 彭黎前Ξ

(山东省烟台市中医医院, 山东 烟台　264000)

　　因服用含马兜铃酸的中药, 引起恶心、呕吐、水肿、少尿

而住进医院的病人, 通常被称为“马兜铃酸性肾病”, 受损肾

脏会硬化、缩小, 逐渐失去功能, 严重的还会因肾衰而死亡。

有报道认为马兜铃酸分别存在于木通、防己、青木香、马兜

铃、天仙藤等 10 余种中药。经查阅大量文献资料, 笔者认为

含马兜铃酸中药主要存在于马兜铃科马兜铃属植物中, 而不

包括其他科属的粉防己、木防己、川木通及白木通。

1　木通药材的辨析

目前所用木通药材, 主要有关木通、川木通、淮木通和白

木通 4 类。关木通为马兜铃科植物东北马兜铃A ristoloch ia

m anshu riensis Kom 1 的干燥藤茎[1 ]; 川木通为毛茛科植物小

木 通 C lem atis arm and i F ranch1 或 绣 球 藤 C 1 m ontana

Buch12H am 1 的干燥藤茎[1 ]; 淮木通为马兜铃科植物淮通马

兜铃 (宝兴马兜铃)A 1 m oup inensis F ranch1 或大叶马兜铃A 1

kaem pf eri W illd1 的干燥木质茎[2 ]; 白木通为木通科植物白木

通A kebia trif olia ta (T hunb1) Ko idz1var1austra lis (D iels)

R ehd1 或三叶木通 A 1 trif olia ta (T hunb1) Ko idz1 及木通

A 1 qu ina ta (T hunb1) D ecne1 的干燥木质茎[2 ]。其中使用最

广的为关木通, 其次为川木通, 淮木通、白木通仅少数地区自

产自销, 而历代本草所记载的木通科木通目前很少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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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通的科属不同, 其化学成分差异较大。关木通主要含

马兜铃酸、马兜铃内酰胺、木兰花碱、Β2谷甾醇、齐墩果酸、常

春藤皂苷元等成分[3 ]。其中马兜铃酸亦称木通甲素, 是关木

通的主要成分之一。木通甲素人体静脉给药 (> 1 m gökg)可

导致肾损害, 长时间给药 (< 1 m gökg)可在体内蓄积[4 ]。实验

研究亦证实小鼠 ig 给予关木通煎剂 (3 gökg) 1 周可导致急

性肾功能衰竭。

川木通主要成分为齐墩果烷型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及其

糖苷、脂肪醇、Β2谷甾醇; 木通科木通主要成分为木通皂苷、

豆甾醇等三萜化合物, 其中木通皂苷水解生成常春藤皂苷

元、齐墩果酸及葡萄糖与鼠李糖。目前尚未见此类成分的毒

性作用的报道。

2　防已药材的辨析

正品防己为防己科植物粉防己 S tep han ia tetrand ra

S1M oo re 的干燥根[1 ]。而木防己为防己科植物木防己Coccu2
lus trilobus (T hunb1) DC1 的干燥根[2 ] , 广防己为马兜铃科

植物广防己A 1 f ang ch i Y1 C1W u ex L 1D 1Chow et S1M 1
Hw ang 的干燥根[1 ] , 汉中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异叶马兜铃

A 1 heterop hy lla H em sl1 的干燥根, 理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

穆坪马兜铃 (宝兴马兜铃)A 1m oup inensis F ranch1 的干燥

根, 川 防 己 为 马 兜 铃 科 植 物 川 南 马 兜 铃 A 1 aus2
trosz echuan ica Ch ien et C1Y1Cheng 的干燥块根。

粉防己的主要成分有汉防己碱、去甲汉防己碱、黄酮苷、

酚类、有机酸、挥发油等; 木防己含有木防己碱、异木防己碱、

木兰花碱、木防己胺、木防己宾碱等多种生物碱 [2 ] , 并不含马

兜铃酸。

广防己的主要成分为木防己素、马兜铃酸、木兰花碱、

Β2谷甾醇等; 汉中防己、理防己、川防己虽系地方习惯用药,

但经科学研究证明汉中防己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实验均与广

防己相同, 川防己、理防己的化学成分与药理实验与广防己

相似, 故均可作广防己类药用。

3　其他含马兜铃酸的常用中药

马兜铃为马兜铃科植物北马兜铃 A 1 con torta Bge1 或

马兜铃A 1 d ebilis Sieb1et Zucc1 的干燥成熟果实[1 ]; 天仙藤

为马兜铃科植物马兜铃或北马兜铃的干燥地上部分 [1 ]; 青木

香为马兜铃科植物马兜铃的干燥根 [1 ]; 寻骨风为马兜铃科植

物绵毛马兜铃A 1 m ollissim a H ance 的根茎或全草[2 ]。

4　结语

411　中医药学认为, 是药皆有毒, 许多药物具有肾毒性, 过

量使用必定对肾脏产生毒性作用, 引起或加重肾损伤。建议

在中成药处方中含马兜铃酸的中药, 应注明此类药材名称,

并明确说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慎用, 以免造成药物不良反

应。同时还要提醒病人勿擅自服药或擅自加大剂量, 要在医

生指导下服药。

412　木通、防己的科属不同, 其化学成分和功效也各不相

同。临床医生应了解当地所用木通和防己的品种及来源, 在

处方上写清楚, 一药一名, 区分使用。药房调配缺药时, 一定

要请医生更改, 药剂人员不得自做主张互相代替。中药应当

按用量合适、用法合理的原则使用, 才能在临床上呈现安全

有效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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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技术在中药指纹图谱研究中的应用

王夏炎Ξ

(绍兴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　绍兴　312000)

　　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以其丰富的资源, 独特的疗

效, 不良反应小而受到世人的瞩目。同时, 西药的研制难度越

来越大, 周期越来越长, 投入越来越多, 迫使许多国家将目光

转移至中药, 这给中药走出国门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中药

的化学成分复杂, 质量难以控制, 是传统中药制剂的痼疾, 这

也成为中药跨出国门的“瓶颈”。

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 包含许多个化学成分, 其疗效是

整体协同的结果, 因此对其物质基础的反映, 不能仅仅从一

个或几个成分进行说明, 需从整体性上进行阐述。中药指纹

图谱具有整体、宏观和模糊分析等特点, 可以通过对中药整

体特性的描述, 采取适当模糊的处理方式, 达到整体质量控

制的目的。目前, 美国 FDA、英国草药典、印度草药典、德国

药用植物学会、加拿大药用植物学会均接受指纹图谱的质量

控制方法, 这表明指纹图谱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控制中成药、

天然药物质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 为实现中药质量标准

现代化并与国际接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下发了中

药指纹图谱研究要求, 首先要求对中药注射剂进行指纹图谱

研究, 并正在抓紧进行指纹图谱库的建立工作, 以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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