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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花的研究进展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北京 1 0 0 0 4 4)

河南省商 压地 区卫生学校

赵德修
令

赵丽 丽

摘 要 综述舌莲花的生药学
、

化学 以及药理学研究
,

勺进一步研究开友该亚属植物资源
,

寻找新

药提供参考
。

关镇词 雪莲花 生药学 化学 成分 药理活性

雪莲花是高山地区的民间药 用植物
,

用

作散寒除湿
、

活血通经
、

抗炎镇痛等
,

民间用

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妇科病等
。

经药理实验

证明
,

雪莲花具有抗癌
、

扩张血管
、

降血压
、

抗

疲劳等作用
。

雪莲花属菊科风毛菊属植物
,

有

数个 品种
,

虽可同等入药
,

但有品质优劣之

分
。

现将雪莲花的生药学
.

化学和药理学研究

归纳如下
。

1 雪莲花的生药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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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花是我国高山地区民间常用的一类

名贵药用植物
,

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

雪莲花性

温
.

味微苦
,

入肝
、

脾
、

肾三经
。

具有散寒除湿
,

活血通经
、

强筋助阳
、

抗炎
、

镇痛
、

收缩子宫等

功能
,

民间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妇女小腹

冷痛
、

闭经
、

胎衣不下
、

麻疹不透
、

肺寒咳嗽
、

阳萎等症
L 3 ` , 。

雪莲花原生植物种类较多
.

虽

然据中药文献记载均可同等入药
,

但其品质

有优劣之分
。

如雪免子为 一大体型的雪莲
,

产

量大
,

质量较好
;
绵头雪兔子 (又称绵头雪莲

花 )也是一种较大体型的雪莲
,

产量大
,

质量

较好 ; 水母雪兔子 ( 又称水母雪莲花 )为一种

小体型的雪莲
,

质量一般
;
三指雪兔子 (又称

三指雪莲花 )也为一种小体型的雪莲
,

质量一

般
; 鼠曲

` ’犷兔子 (亦称鼠曲风毛菊 ) 又是一种

」
、

体
J毅的雪莲

,

质量较差
L`飞。

2 雪莲花的化学成分

雪莲花次生代谢物 中的主要成分为黄酮

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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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糖贰的分离和鉴定
。

雪莲花次生代谢产物

中
,

黄酮类化合物成分的研究较多
,

其次就是

菇类及其衍生物的研究
。

如贾忠建等分别从

新疆雪莲和雪兔子中分离
、

鉴定出 件旅烯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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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从新疆雪莲

中分离和鉴定出一些大分 子的菇类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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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种新的倍半菇内醋生物

碱
,

经鉴定为 1 3
一

脯氨酸取代的二氢去氢 广

木 香
一

内 酷
,

命 名 为 大 苞 雪 莲 碱

( i n vo l u e r a t i n e ) 和一 新倍半菇 内酷
,

命名 为

雪莲内酷 ( x u e l i a n l a e t o 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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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治中等还

从新疆雪莲中分离和鉴定出具有较好止血作

用的紫丁香贰 (
s y r i n g i n ) 以及正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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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亚属几种雪莲中
,

新疆雪莲和水

母雪莲的化学成分较多
,

其次是雪兔子
,

如雪

兔子中街体成分
〔 l3J 和木脂素的研究

仁,` 〕 。

其主

要成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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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邱林刚和郑尚珍等也分别研究了雪免子的

化学成分
,

如伞形花内醋 ( u m b e l l i fe r o n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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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头雪莲花和变种丛株

雪兔子的化学成分也有报道
,

如东 蓑若素
,

具

有抗炎
、

镇痛
、

祛风
、

祛痰及抗肿瘤作用
。

伞形

《中草药》 1 9 9 6 年第 27 卷第 6 期

花 内酷有抗菌
、

降压
、

镇静
、

解痉及抗肿瘤作

用
。

对轻基苯乙酮有明显的利胆作用
。

秋水

仙碱有细胞毒活性
.

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

有镇痛等作用
〔 , ’ ,

2 3 。

本文提到的同亚属其它 几个种
,

如 鼠曲

雪兔子
、

懈叶雪莲花 以及三指雪免子的化学

成分研究至今未见报道
。

3 雪莲花的药理学研究
3

.

1 抗炎作用
:

新疆中药厂研制的雪莲风湿

灵胶囊和复方雪莲胶囊具有 良好的消炎
、

镇

痛作用
。

这两种中成药都是以黄酮含量为质

量标准来设计工艺
〔 , ” 〕 。

动物实验证明
:

黄酮

对大鼠关节急性炎症及小鼠疼痛反应 皆有明

显的对抗作用
,

并有较强的镇痛作用
〔 ’ 〕 。

雪莲

中不仅黄酮有抗炎镇痛作用
,

而且总生物碱

对蛋清引起的大 鼠后躁关节急性关节炎症也

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

作用强度与水杨酸钠相

似
仁 乙 J

3
.

2 抗 肿瘤 作 用
:

大 苞雪莲 中两 种黄 酮

jac co s id in 和粗毛豚草素对腹水型肝癌细 胞

D N A 合成的 I D
一
卜 。

分别 为 7 0 和 1 1 6拌g / m l
,

一

般 认为对 D N A 代谢的 I D 、 、

在 l一 0 0拌g /m l

者为有效药物
〔 ’ 9〕 。

雪莲 总碱对 ;-I
: 。2
癌细胞

D N A 合成的 ID
`

为 51
.

7“ g /m l
,

也具有极强

的抑制作用
` ’ 叼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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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

雪莲总碱和雪莲

乙 醇提取物 均 可降低家免 皮肤血管 的通透

性
.

作用较强
;

`

雪莲总碱 可使离体兔 耳血管收

缩
,

其作用可被
a 一受体阻断剂酚妥拉明所阻

断
。

故总碱的血管收缩作用可能是通过
Q 一

受

体而发挥作 用的
。

雪莲乙醇提取物对血管则

呈现扩张作用
;
雪莲总碱和总黄酮均能降低

麻醉家兔和麻醉犬的血压
; 雪莲总碱对离体

兔心脏有抑制作用
,

可使其收缩幅度变小
.

心

率减慢
,

甚至停搏
;
雪莲总碱对家免心电图表

现为心率减慢
.

T 波变凸
,

可持续 1 0m in
〔2 `〕 。

3
.

4 对平滑肌的作用
;
雪莲总碱对组胺

、

毛

果芸香碱和乙酞胆碱引起的离体家兔肠平滑

肌痉挛有显著的解痉作用
,

能部分地对抗组

胺引起的豚鼠离体气管环的收缩作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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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除自由基及抗疲劳作用
:

从新疆大苞

雪莲花中首次提取到多糖
。

用氮蓝四哇比色

法测得新疆大苞雪莲花多糖清除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的半清除浓度为 22
.

0拌g / m l
,

95 %可

信限为 1 9
.

9 ~ 2 4
.

1拌g /m l
,

多糖 i p 2 5 m g / k g

·

d x s d 可降低小鼠耗氧量 34
.

4 %
,

ip 同样

剂量 x 6 d 使小鼠游泳时间延长 1
.

69 倍
。

雪

莲花 中的粗毛豚草素和金合欢素 ( a ca ce t in )

也具有清除自由基和抗氧化能力
〔
22J

。

3
.

6 终止妊娠及收缩子宫的作用
:

从水母雪

莲花中分离出多糖单一组分
,

对小 鼠有 明显

终止妊娠作用
。

大鼠用药后
,

子宫收缩振幅
,

频 率和张 力都增 加
,

其强度与剂量成 正相

关
〔2 3〕 。

4 保护与开发 , 莲植物资源

由于雪莲生长环境特异
,

人工栽培困难
,

加上盲目采挖
,

致使目前雪莲资源 日益匾乏
,

雪莲物种濒临灭绝
。

为合理开发利用雪莲植

物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
,

必须开展

保护与开发雪莲植物资源的研究
。

为此应用

细胞培养工业化生产某些重要次生产物的研

究
,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重视
。

致谢
:

本 文 承植物研 究所马忠武研 究 员

修改
,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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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前胡研究进展

江西中医学院药学系 (南昌 3 3。。。 6 ) 刘 勇
.

摘 要 对中药前胡近

临床应用
。

关镇词 前胡 资源

10 年来的研究进行综述
.

包括植物资源
、

商品药材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

化学成分 临床应用

前胡为常用中药
,

《名医别录 》列为中品 具有化痰止咳
,

宣散风热的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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