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药 葛 根 的 研 究 进 展

保定地区卫生学校 保定 。了 。。 石 昌顺

摘共 就葛根的资谏调查
、

不同生长季节对葛根素含量的影响
、

炮制
、

药代动力学
、

药

理与临床及制荆 个方面
,

绘述近 年来葛根的研究进展
。

葛根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 》
,

列为中品
,

原名葛
,

历代本草均有记载
,

今为常用生药
。

功效为解表退热
、

生津止渴
、

透疹
。

近年来葛根的应用有所扩大
。

现从资源调查
、

炮制
、

药

理
、

临床及制剂等方面作一概述
。

资滚调查

葛根属植物在我国共约 种
,

经考查 〕,

其中与药用葛根有关的共 种 , 对 种葛根侧

定了总黄酮
、

葛根素及大豆贰等异黄酮的含量
。

结果总黄酮含量 野葛根最高
,

依次是粉葛
、

峨相葛
、

越南葛
、

三裂叶葛
、

云南葛根
。

在液相色谱中
。

野葛和粉葛以葛根素的色谱为主
,

峨相葛的主要峰是葛根素和大豆贰
,

越南葛
、

三裂叶葛及云南葛根主要峰是大豆贰
,

其中云

南葛各种成分含量均低
,

且毒性大
。

顾志平等〔〕调查发现
,

野葛根分布广
,

资源多
,

总 黄

酮含量高达
,

峨嵋葛
、

三裂叶葛及云南葛含量分别是
、 、 。

云南

葛根有毒不可混入商品葛根中使用
。

目前
,

作为商品流通的葛根主要是野葛根
,

其次是粉葛

根
。

据报道〔。
,

对中国华南产粉葛根
、

日本产及韩国产野葛根三者的甲醇提取物的 含 量 进

行了实验比较
。

其结果
,

中国产粉葛根含
,

而日产和韩产的野葛根约含  
。

中国产

的粉葛根所含的异黄酮和三菇类与日产和韩产的野葛根也有明显差别
。

按所含成 分 的 量 判

断
,

日产
、

韩产的野葛根品质为优
。

不同生长季节对葛根案含 的影响

仲英等〔幻以山东益都产的葛根为原料
,

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了不 同生长季节 葛 根 素

的含量与其质量变化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月份采集的葛根素含量高达
,

月份含 量 最

低
,

为
。

炮制

葛根传统的炮制方法多用爆法
,

目前以葛根黄酮含量为指标
,

采用正交设计法对鼓烘制

葛根的烘制温度
,

烘制时间及鼓用量 因素进行了实验研究〔的
,

结果
,

用熬量 是 。 ,

℃烘制 工艺最佳
。

鼓供制法可代替传统的偎法
。

于少军 〕对葛根炮制前后的水 浸

物
、

醇浸物
,

总黄酮及 种无机元素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
,

上述成分的含量发生了变化
,

水煎液中的有效成分总黄酮含量炮制品高于生品
。

药代动力学

金昔陆等〔
,

〕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研究了葛根素在大鼠
、

狗体内的药代动力

学
,

结果符合三室开放模型
。

给 名志愿者单次静脉注射葛根素 的药代动力 学
,

符

合二室开放模型
。

药理与临床

心血管作用 段重高等〔 〕用激光普勒血流仪研究了葛根素对正常金地鼠脑微循环的影

响及实验性脑微循环障碍的作用
。

研究结果表明
,

葛根素无论对正常金地鼠脑微循环还是对局

。  !
, ,



部滴加去甲肾上腺素引起的微循环障碍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

主要表现为增加微血管运动的

振幅
,

提高局部微血流量
。

为葛根能防治脑血管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

杨国 君〔 〕证 明
,

葛根

素能明显缓解 心绞痛
,

改善缺血心电图
,

降低心肌耗氧量
。

葛根的另一有效成分有利

葛根贰元〔 幻可使狗的左心室作功指数降低
,

使冠状血管阻力下降
,

冠脉流量 增 加
,

有利于改善缺血心肌氧的供需平衡
。

亦有明显抗心律失常作用
。

对记忆的影响 刘干中等〔
, 〕用小鼠跳台法和大鼠操作式条件反射法观察了葛根醇提物

及总黄酮对动物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
。

结果
,

两者均能对抗东蓑若碱所致的 兮鼠记忆获得障碍

和 乙醇所 致的记忆再障碍
,

葛根醇提物尚能对抗东蓑若碱所致的大鼠操作式条件反射的

抑制
。

研究发现
,

东食若碱能降低小鼠大脑皮层和海马乙酞胆碱含量
,

并降低海马 乙酞胆碱

转移酶活性
。

上述作用提示 这可能是葛根能改善学习记忆作用的机制之一
。

对白血病细胞及黑色素瘤细胞的影响 大豆贰元〔
,

〕可 抑 制 白 血病细胞 一 的

增殖
,

使细胞由原始的早幼粒阶段发育为趋向成熟的中幼粒
、

晚幼粒以及成熟的杆状粒
、

分

叶核细胞
。

实验证明大豆贰元对 一 细胞周期移行 期阻断作用
,

是 一 细 胞 分 化

的诱导剂
。

但是大豆贰元单独处理 一 细胞
,

对细胞的诱导作用较弱
,

当大豆贰元 与 乳

香的有效成分
一

‘
联合应用时

,

对 一 细胞的生长有明显抑制和分化诱导作用
。

大豆贰

元〔 “〕在 协 浓度范围内能够明显抑制黑色素瘤
。

细胞的增殖
,

受药物 作 用 的
。

细胞
,

克隆形成能力及体内成癌能力明显降低
,

其原理是大豆贰元能明显改变
, 。

细胞 的

形成
,

诱导小 鼠黑色素瘤
, 。

细胞的分化
。

眼科应用 葛根素纯品对 例 只眼睛视网膜动脉阻塞的患者进行治疗
,

其结果
,

除

例 眼无效外
,

其余 眼视功能均有提高〔 〕
。

制荆

葛根素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
,

目前用于临床的葛根注射液的配方中
,

只有加入高浓度的

丙二醇才能达到该注射剂要求的药物浓度
,

这样使药物的粘稠度较大
,

成本增 加
。

初 步 认

为
,

赖氨酸
、

精氨酸
、

烟酸胺
、

尹 等可作为葛根注射剂处方设计的助溶添加剂〔 〕
。

葛根

素注射剂无致突
、

致畸作用 〔 〕
。

目前作为商品流通的葛根主要是野葛和粉葛
,

但越南葛
、

三裂叶葛
,

峨嵋葛主要含大豆

贰
。

大豆贰元有明显抗心律失常作用
,

并且能分化 一 细胞和
。

细胞
。

初步认为
,

可将

越南葛
、

三裂叶葛
,

峨嵋葛提取大豆贰
,

再使其分解为大豆贰元
,

这样可使我国葛根的药用

资源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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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发 挥 发 油 的 成 分 分 析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  吴知行 杨尚军 巴图仑 周建明 吉 宁 余品华

草麦为胡椒科植物尸
。, “。 的未成

熟的果穗
。

产于印尼
、

菲律宾
、

越南
,

我国云南有

野生
,

海南岛有栽培
。

本品能温中 散 寒
,

下气止

痛
,

治疗 胃肠虚寒疼痛
,

头痛
,

龋齿痛等
。

果实含

胡椒碱及挥发油
,

但挥发油的组成 未 见 详细 报道

〔〕
。

现用 及 一 对革麦的挥发油作了分析
,

以了解其化学组成
。

材料和仪器

草麦由广州市药品检验所提供
。

仪器为 一 岛津 及 一 联

用仪 惠普
。

实验方法

挥发油的提取 用水蒸汽蒸馏法提 取 革麦挥

发油
,

溶于乙醚
,

以无水 ‘脱水
,

低温挥去

乙醚
,

得含少量乙醚的挥发油
。

挥发油的成分分析 用

弹性 石 英 毛细管柱
,

在 一 系统上对挥发油

进行分离和鉴定
。

载气为高纯氦气
,

柱前压
,

进样方式 分流进样 分流比
,

进

样口温度  
,

往温
“

“

一一一 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 ,
“ ,

质谱

分辨率
,

离子源温度  
 
!

,

电 离 方 式E l
,

电子能量7oeV
,

采用P B M 系统w ile v谱 库检索
。

用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相对含量
。

3 结果与讨论

作出草差挥发油的G C 一 M S 联用总 离子流图和

质谱图
,

对24 种成分的图谱进行检索并与标准图谱

〔2
,

3 〕对照
,

并能符合质谱裂解规律
,

才 初 步确定

其结构
,

其结果如下
: 3 ,

7 一二甲基一1
,

3

,

6
一辛三

烯 ( 0
.04% )

、

苯乙酮 ( 0
.
14纬 )

、

芳樟醇 ( 0
.
26

% )
,

1
,

7
,

7 一三甲基一双环 ( 2
,

2
,

1 〕一2 一庚 醇

( 0
.07% )

、
6 一十三磷烯 ( 0

.22% )
、

十三烷(1
.62

% )
,

6
一

榄香烯 ( 0
.
16 % )

、
a 一草澄茄油烯 (。

.
48

% )
,

( 一 ) 一日一榄 香烯 ( 0
.
94 纬 )

、

顺一 丁 香烯

( 0
.50% )

、

日一芹子烯 ( 5
.29纬 )

、

日一 金 合欢烯

( i
,

7 1
% )

,

日
一

草澄茄油烯 ( 4
.14纬 )

、
a 一 姜烯

( 8
.91鱿 )

、

十五烷 ( 10
.60% )

、

金合欢烯(0
.45

纬 )
、

a 一律草烯 ( 2
.29纬 )

、

顺式十氢化奈 ( 1
.
20

% )
、

( 一 ) 一l e P i d o z e n o l ( 2
.
2 7 % )

、

l
一十七

烯 ( 8
.
14 % )

、

十七 烯 ( 14
.20 % )

、

十 七 烷

( 12
.
10沁 )

、

l
一十九 烯 ( 1

.
5 2写 )

、

十九烧

( 1
.
17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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