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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生药学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综述了蛇虫的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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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蛇虫为蛇科昆虫 复带虹 T ab an 。

阮vi tta tu 、 Mat s
.

或其它同属昆虫 的雌性全虫

体
,

为一味传统中药
,

始载子《神农本草经》
。

蛇虫具有逐寮
、

破积
、

通经的功效
,

用于治疗

症疲
,

少腹蓄血
,

血滞经闭
,

扑损寮血等症
赴‘飞

产

虹虫分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
,

尤以牧区为多
,

资源丰富
,

但野生采收困难
,

因此研究较少
。

国外的一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分类
、

生态及其

传播的疾病与控制等方面
〔2一 ‘〕。

美国 文献曾

报道通过 T LC 及 G C 对蛇虫表皮脂类 C
、

H

元素构成的分析
,

对相似 3 种蛇虫进 行分

类
〔5〕 。

日本曾报道关于虹虫的抗炎镇痛作田

及 3 种蛇虫 华虹 Ta ba
, u : m 翻 d a ri 二

, So h
,

n e r ,

土灰蛇 T
.

a m a e o u 、
w

a lke r 和微赤蛇 7
.

阳bi du
,
W ie de m an

n
的潜血反应流

’
一

: ,

未 见更

深入的化学及药理研究
。

目
‘

前国内的研究表

明
,

虹虫溶解血栓 的作用强于临床
_

!: 广泛应

用的中药水蛙
。

现将其研究进展综述奴 卜

1 生药学

虹虫属于双翅 目短角亚 目蛇科昆虫
,

终

有 3 个明显特征
:
又)头部额带具有数量

、

欠小

和形状不同的强度骨化的基脚
、

中脚
: 2、触角

短
,

分 3 节
,

第三节分为基 节和环节部分
;
洲

翅 的第三纵脉 (R
4 、。)分 2 支

,

即 R ;

脉和 R

脉
,

有的 R
4

脉基部有一 个极短的附脉
,

R ;

室

可开放
、

关闭
。

基于此特征
,

对浙江省药用的

3 种虹虫的原动物来源及其药材性状进行了

研究
〔幻

。

对药材中的 5 种蛇虫
:

姚虹
、

黄巨虹
、
、

土灰虹
、

华蛇
、

双斑黄虹作了性状比较
,

认为

其中华蛇为商品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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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记载的复带蛇不是商品主流
“的 。

2 化学成分

虹虫的化学成分研究较少
。

采用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对虹虫中的微量元素进行分

析
,

发现蛇虫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如 F e 、

Z n 、

C r 、

M n 、

M g
、

S r
等

〔‘。〕 ,

有人认为其抗癌抑癌

作用可能与锰
、

镁
、

锌的含量较高有关
〔“〕。

虹

虫中还含有蛋白质
、

多肤
、

胆固醇
、

多种氨基

酸 脂肪酸
、

街类及色素等
。

有研究表明
,

蛇虫

中的粗蛋 白为其溶栓的活性成分
,

是由等电

点及分
一

子量均 不同的几种蛋白质组成
〔川

。

关

于粗蛋白的化学组成与结构 目前我们正在作

共 步的实验研究
。

3 药理作用

3 d 对血凝
一

纤溶系统的作用
:

虹虫提取液

时 内毒素 (血栓诱发剂 )所致实验性 D IC (弥

漫性血管内凝血 )效果甚微
,

但病理组织学可

见其对肝出血性坏死病灶的形成有显著抑制

作甲
、

应用优球蛋白(e u
gl

o b ul in) 溶解时间法

对纤溶系统的作用进行探讨
,

见其对纤溶系

统具有活化作用
。

体外实验也表明
,

蛇虫提取

液 具弱的抗凝血酶作用
,

证实它不是预防血

怜的形成
,

而是具有溶解血栓的作用
〔133

。

3
,

2 对大 鼠出血时间
、

纤维蛋白原含量及血

小板聚集性的影响
:

蛇虫水提物连续给药 7 d

与对照组比较
,

大剂量组及常用量组均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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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延长大鼠出血时间
,

显著地减少血浆中

纤维蛋白原含量
,

大剂量组对血小板最大聚

集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虹虫对血液系统的

影响
,

主要是延长出血时间
,

其作用机理可能

与降低血浆纤维蛋 白原含量和抑制血小板聚

集性有关
〔, 4 , 。

3
.

3 对正常家兔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

蛇虫水

浸液可显著减少家兔血浆中纤维蛋 白原含

量
,

抑制血小板粘附性
,

降低全血粘度比和血

浆粘度比
,

并可降低血球压积
,

减慢血
.

沉速

度
,

说明虹虫水浸液具有抑制血液
“

浓
、

粘
、

凝
、

聚
”
的作用

。

同时
,

虹虫粗蛋白提取液也可

抑制血凝
,

表明粗蛋白组分可能是鱿虫活血

的成分之一临
〕。

3
.

4 镇痛和抗炎作用
:

对小鼠进行热板法和

醋酸扭体法的实验表明
,

虹虫水浸液可以提

高小鼠热板反应痛闹值
,

降低小鼠醋酸扭体

反应次数
,

其镇痛机制是否是通过改善血液

循环而达到
“

通则不痛
”
的效果

,

有待进一步

研究
。

药理实验亦证明其具有抗炎作用
〔,”) 。

4 临床应用

目前
,

虹虫临床应用采用中西医结合的

配方
,

用水蛙
、

郁金
、

虹虫等制成消栓通胶囊
,

是脑血栓
、

脑溢血
、

脑动脉硬化
、

脑栓塞患者

理想的特效药 (17 〕。

用大黄度虫丸 (大黄
、

度

虫
、

水蛙
、

虹虫等 )治疗以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和静脉曲张综合征为主的病人
,

取得 良好疗

效
〔l8)

。

应用化症回生丹 (人参
、

蛇虫等 35 味

中药组成 )治疗肝硬化
、

肝癌
、

子宫肌瘤疗效

显著
〔川

。

应用荡胞汤 (朴硝
、

桃仁
、

获等
、

丹

皮
、

大黄各 9 9
,

人参
、

桂心
、

芍药
、

JI!丰卜
、

细辛
、

牛膝
、

当归
、

陈皮
、

蛇虫
、

水蛙各 6 9 ,

附片 4
.

5

g )治疗痛经
、

月经不调
、

血痕等妇产科病 症

疗效甚好t2O , 。

蛇虫粉单味内服治疗癖血型内

痔出血有效率达 78
.

5 %
,

未发现副作用
〔川

。

虹虫是一味较好的逐寮通栓中药
,

现在

需要弄清楚的是虹虫溶解血栓有效成分的化

学结构及其作用机理
,

并应用现代医药技术
,

将其开发为高效的治疗血栓病的新药
。

参 考 文 献

1 江苏新派学院编
.

中药大辞典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
,

1 9 8 6
.

1 6 5 4

2 E m m e t tr E
, e t a l

.

Pr o e e n t o m o l so e
w

a s h
,

1 98 6
,
8 8 (3 )

:

4 8 5

3 A ile s M C
, e t a l

.

J M e d E n to

mo l
,
1 9 9 2

,
2 9 (2 )

:
1 60

4 王遵明
,

等
.

中药材料及其成分制荆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 9 7 6
.

3 9 5

厂 H oP Pe K l
, , e t a l

.

J M e d E n to m o l
,

1 9 90
,
2 7 (4 )

:
4 8 0

6 难波恒雄
,

他
.

生桑学推 i叔 日)
,
1 9 8 2

,

3 6 (4 )
:
3 9 2

7 渡边武
,

他
.

菜学耗 i忐 2 9 5 4
,

74 (2 )
:
15 7

s 来复根
.

浙江药学
,
1 9 8 6

,
3 (4 )

:
1 3

9 姜 波
,

等
.

中药材
,
1 9 9 2

,
1 5 (3 )

:
2 1

1 0 龚跃新
.

中药通报
,
1 9 8 8

,

1 5 (1 1 )
:
3 7

2 1 胡玉清
,

等
.

中国药学杂志
,

2 9 8 9
,

2 4 (1 1 )
:
6 5 0

1 2 姜 波
.

虹虫的生药学研究及质童评价
:

〔学位论文〕
.

长春
:

长春中医学院
,
19 9 2

13 赵 杰译
.

国外医学
一

中医中药分册
,
19 84

,

6( 5)
:

46

1 4 陈育尧
,

等
.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

1 9 90
,

1 0 (3 )
:
2 6 0

1 5 赵国荣
,

等
.

中草药
,
1 9 9 3

,
2 4 (2 )

:
8 7

1 6 张殿增
,

等
.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
,
] 9 9 2

,
5 (3 )

:
1 3 5

1 7 吴万臣
.

发明专利公报
,
1 9 9 2

,
8 (7 )

:
13

1 8 盖世昌
,

等
.

中医药学报
,

1 9 84
,

(3 )
: 4 3

1 9 梁颂名
.

新中医
,
1 9 8 5

,

1 7 (1 1 )
:
4 3

2 0 汤叔良
.

江苏中医
,
1 9 8 9

,

(8 )
:
2 9

2 1 曹 旭
.

湖南中医杂志
,
1 9 9 3

,
9 (3 )

:
13

(1 9 9 6
一 1 2 一1 1 收稿)

(上接第 4 2 2 页)

为膨蟆菊用于临床治疗炎症提供了依据
。

膨蟆菊为多年生草本
,

在广西分布很广
,

且价格低廉
。

因此
,

蜂蟆菊有可能成一种较有

前途的抗炎中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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