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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子的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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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用作中药黄药子的 3种植物黄独 D io so ce ra bul be f iL a r
、

鬼灯集 Ro
de g s rlae a

s
,’u -ll

of l ia B o t a
l
.

和毛脉寥 尸 o
yl g o n u

m
c iz i in e

vr
e (N a k a i ) O hw i在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方面

都有显著的差别
,

中药黄药子的正品应是薯莎科植物黄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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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子为常用中药
,

其名始出于唐
,

宋代

以后历代本草多有述及
。

现代医家认为其性

凉
,

味苦
,

有散结消瘦
、

清热解毒
、

凉血止血
、

抗癌 的功效
。

根据文献记载及药源和商品调

查的结果
,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 区所用黄药子

为薯锁科植物黄独 D动 s oc er a b ul 灰ef ar l
才 .

的

块茎
,

少数地区如西北使用虎耳草科植物鬼

灯集 R o d g e sr i a a e s e u l
olf

l i a B a t a l
.

的根茎和

寥 科 植 物 毛 脉 寥 乃 yl go
, u m 。 iil ine yr 。

( N a k a i ) ( ) h w i 的块根入药
。

这 3种植物分属

3个 不同的科
,

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均 有不

同
,

临床应用亦有差别
。

现总结如下
,

以利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
。

1 化学成分

1
.

1 黄独

1
.

1
.

1 街体皂贰
:

墨西哥产黄独的块茎含薯

我皂贰元 ( d io s g e n in ) 0
.

4 5%
,

约莫皂贰 元

( y a m o g e n i n ) 0
.

0 2%和克里托皂贰元 ( k r y p -

ot ge n ni )0
.

03 %
。

巴西样 品的珠芽 中含皂贰

元 5
.

77 %
。

云南师宗样品含贰元 1
.

69 %
,

楚

雄
、

丽江
、

蒙自
、

车里样品含量甚微
〔` 〕 。

1
.

1
.

2 二菇 内醋
:

自野 生黄独 D
.

bu bl eif ar

L
.

f
.

: P on at ne a
中得到 8 种去 甲基吠喃二菇

内醋
,

命名为 d ios bul b ni A 一H
,

确 定了其中

A
、

B
、

c 和 G 的立体结构
,

并得到 2 种贰类衍

生物 d io s b u lb in o s id e s D
,

F 〔2一 5〕 。

自 D
.

b u l b i

ef ar v a r
.

: a t iv a
中除得到 d io s b u lb i n D 外

,

还得到了 8
一 e p id io s b u lb i n E a e e t a t e 〔 6〕 。

国内

也有关于 d i o s b u l b i n B 存在的报道
〔, 〕 。

1
.

1
.

3 其它成分
:

自印度产黄独中分到 D
-

山梨醇
、

2
, 4

,

6
,

7
一

四轻基
一

9
,

1 0
一

二氢菲和 2
.

4
,

5
,

6
一

四轻基菲
〔`〕 ;
此外从其块茎 中还分得

豆街醇
、

p
一

谷幽醇和儿茶素等
。

自黄独珠芽得到的成分有与代谢有关的

山药素 I ( b a t a t a s in l ) 〔 9〕 。

从被可可球二袍

Bo
t yr od Pi ol di a ht eo b or m配 感染 的珠芽 中分

到防御性物质去甲基 山药素 W
,

该化合物具

有抗菌作用
〔 ’ 。〕 。

经理化分析
,

黄独半干燥块

茎 含 皂 贰
、

蹂 质
、

蔗糖约 22
.

5 %
,

还原糖

0
.

69 %
,

淀粉 2
.

5 % 〔” 。

黄独中含有的微量元

素 ( 拜g / g )
:

铁 1 5 4
.

8
、

锰 x l
.

3
、

镍 2 5
.

6
、

锌

2 0
·

5 〔 ] l〕 。

已证明 d i o s b u l b i n D 为澳洲产 D
.

b u l b i
-

ef
r a v a r

.

)rt ut n d “
中的苦味物质

,

含量 0
.

07

m g / g 〔 ’ 2〕 ;
分析 了 ( + )

一

儿茶素和其它多酚类

化合物的含量
,

以 ( + )
一

儿茶 素计
,

为 42 3一

4 2 7 m g / 1 0 0 9 (鲜重 ) 〔` 3〕 ;
研究了块茎淀粉的

性质
,

根据淀粉粒大小
、

酸度
、

灰分
、

溶解度
、

胶化温度等 9 项指标 比较
,

认为与玉米淀粉

质量相似
〔, 4

,
’ 5〕 ;
用 G C 法分析了脂肪酸的含

量
〔` 6, ; 测定 了象牙海岸

、

印度
、

波 多黎各
、

夏

威夷等地 6 个栽培品中 17 种氨基酸的含量
,

,
A d d

r e s s :
X u Z e n g l a i

,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l
a n t
尽

e s e a r

西
,

军吵尽
s
哭八

c a
de m y 呼争甲罗匹毯

徐增莱 理学硕士
,

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分类学及药用植物字
。 ”

八五
”

攻夭坝 日

,

N a nj ni g
_

_

“
常 用中药的品种整理 和质量研究

”
中

黄药子专题的主要完成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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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测定总蛋白质含量为 6
.

“ %一 n
.

6 %
,

平

均为 9
.

79 %
“ 7, ;
根据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含

量评价
,

认为黄独具较高的营养价值
〔`幻 。

1
.

2 鬼灯巢
:

根状茎含矮茶素 ( b e r g e n i n )
、

7
一

甲氧基矮茶素
、

鬼灯巢醋 ( m et h y l
一

2
,

6
一

di
-

h y d r o x y p h e n g la e e t a t e )
、

麦角街醇
、

T 香酸
、

没食子酸
、

熊果贰
、

棚皮贰
、

件谷幽醇和芳樟

醇等
〔` g

·
2。〕 。

1
.

3 毛脉寥
:

含大黄素
、

大黄素甲醚
、

土大黄

贰及大黄素
一 8一氧

一
D

一

葡萄糖贰等
〔, ` 〕 。

4

2 药理作用

2
.

1 黄独

2
.

1
.

1 对 甲状腺 的影 响
:

实 验证 明
,

以含

2 %和 5%黄独块茎粉末的饲料喂养正常大

鼠
,

4 周后测定
,

对大鼠体重
、

基础代谢率
、

甲

状腺重量及含碘量均无影响
。

对抗甲状腺药

物硫脉嗜 陡 ( 2
一
t h i a u r a e i l )

、

磺胺毗 吮 ( s u l
-

af p y u di n e ) 造成 甲状腺肿大大 鼠的体重
、

甲

状腺重和含碘量
、

血清蛋 白结合碘均无影响
,

对 1% K C N s 造成的甲状腺肿也无具统计意

义的影 响
,

对 。
,

1 % K C N S 造成的 甲状腺肿

有治疗作用
。

食物中添加 2
.

5 %一 10 写的黄

独
,

碘剂治疗的各项指标均与正常者相近
。

黄

独对缺碘性食物引起的甲状腺肿大有明显 的

治疗作用
,

能使甲状腺重量减轻
,

甲状腺含碘

量和血清蛋白结合碘增加
,

对大鼠 自发性甲

状腺肿也有疗效
。

实验材料含碘 14
.

3 m g /

k g
,

并不 比一般食品高
,

故推测黄独 没有类

似甲状腺素和三碘甲腺氨酸的作用
,

也不可

能加强它们的效果和影响 甲状腺中有机碘的

形成
,

可能由于其中碘的结合形式不 同于一

般植物
,

易于被机体吸收
,

抑制垂体前叶产生

促甲状腺素而起到治疗作用
〔2 2〕 。

2
.

1
.

2 抑菌作用
:

以黄独水浸剂 (1
:

3) 实

验
,

在试管内对茧色毛癣菌
、

同心性毛癣菌
、

奥杜盎氏小毛癣菌
、

星形努卡氏菌等多种皮

肤病真菌有抑制作用
,

50 %煎剂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有抑制作用
〔
23j

。

.

2
.

1
.

5 抗癌作用
:

黄独对 5
1: 。 、

U
l ; 、

小鼠白

血病 6 15 有抑制作用
。

体外实验对肿瘤细胞
.

1 2 6
·

也有抑制作用
。

2
.

1
.

4 其它作用
:

黄独配剂和煎剂对蛙离体

和在位心脏均有抑制作用
,

对离体免肠平滑

肌有抑制作用
,

对未孕家兔和豚鼠子宫有兴

奋作用
,

出现强直性收缩与节律性收缩
,

对子

宫兴奋作用可被苯海拉 明所取消
,

配剂的上

述作用较煎剂快而强烈
〔24j

。

2
.

1
.

5 毒性
:

小鼠 口服黄独 4
.

5 9 k/ g 无中

毒表现 (含 d i o s b u lb in D 0
.

0 7 m g / g ) 〔, ’ 〕 。

有

记载小鼠腹腔给药 L D S。

为 2 5
.

4 9 9 / k g
,

口服

给药 L D
S。

为 79
.

98 9 k/ g
。

本草中的记载和国

内大量病例报道均认为黄独有较强的毒性
。

临床观察及动物实验表明
,

黄独的毒性主要

表现为引起肝肾损伤
,

对肝脏的损伤在短时

间内即表现出
,

对肾脏损伤则需较长时间才

能显现
。

损伤程度与给药剂量和时间密切相

关
;
常引起恶心

、

呕吐
、

腹痛
、

厌油腻食物等症

状并常引起中毒性肝炎
,

出现黄疽
、

肝肿大
、

肝功损害
,

严重者肝昏迷乃致死亡
〔 2 5〕 。

小鼠

口服 L D
S 。

为 2 5 0
.

3 9 / k g
,

酒当归可缓解它对

肝脏的损伤
〔:z6

。

2
.

2 鬼灯巢
:

根状茎提取物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
、

绿脓杆菌等有中度抑制作用
,

10 %浸出液

有广谱抗病毒作用
,

所含的矮茶素有镇咳作

用
。

2
.

3 毛脉寥
:

所含的大黄素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
、

大肠杆菌等细菌和须发癣菌
、

大小抱子菌

等真菌有抑制作用
,

有止咳及抗癌作用
,

内含

的大黄素甲醚有抗细菌作用
,

土大黄贰有降

血脂
、

降胆 固醇作用
。

3 临床应用

3
.

1 黄独
:

古代本草记载黄药子主治咽喉肿

痛
、

吐血咯血
、

咳嗽气喘
、

百 日咳
、

瘦瘤结肿
、

疮疖
、

无名肿毒
、

蛇虫咬伤等症
。

3
.

1
.

1 治疗甲状腺肿 (瘦症 )
:

以煎剂
、

配剂
、

浸膏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及与甲状腺有关的

囊肿
、

中毒症
、

功能亢进和肿瘤等
。

黄药子消

瘦汤对甲状腺囊肿治疗效果较好
,

特别适用

于 甲状腺肿合并症不能手术者或防止 甲状腺

术后复发效果也较好
〔:27

。



3
.

1
.

2治疗癌症
:

配剂对食管癌
、

胃癌
、

直肠

癌等消化道癌症有明显的近期疗效
,

对乳腺

癌
、

宫颈癌
、

鼻咽癌
、

上领窦癌
、

膀脱癌
、

肺癌

也有一定疗效
。

可以提高手术治疗甲状腺癌

效果
, 2%油剂治疗食道癌奏效快

,

开道作用

明显
〔 2 8〕 。

3
.

1
.

3 其它应用
:

治疗横纹肌肉瘤
、

百 日咳
、

顽喘
、

痢疾
、

宫颈炎
、

老年前列腺肥大型尿储

留
一

、

银屑病和乳腺增生等症
〔
293

。

民间还常用

于治疗吐血
、

咳血
、

便血
、

食物中毒时催吐等
。

以上应用中
,

有时也以珠芽代替块茎
。

黄

独在国外也有一些药用
,

印度民间用 以治疗

痔疮
、

痢疾
、

梅毒和溃疡
,

也用于治疗麻疯病

和肿瘤
。

3
.

2 鬼灯巢
:

制剂内服可治疗痢疾
、

腹泻
,

外

敷治疗子宫脱垂
、

湿疹
、

脱肛和痔疮
,

也有治

疗甲状腺疾病的报道
。

矮茶素可用于治疗慢

性气管炎和慢性胃炎
,

对胃溃疡和十二指肠

溃疡也有效果
〔̀ , 。

鬼灯巢属植物 民间用 以治

疗湿热下痢
、

久泻
、

血浊
、

带下
、

崩漏
、

吐血
、

便

血和疮毒等
〔30)

。

3
.

3 毛脉寥
:

水浸液对多种呼吸道及肠道病

毒有抑制作用
〔` 〕 。

临床上用以治疗扁桃体炎
、

肠炎
、

溃疡
、

菌痢
、

泌尿系统感染
、

跌打损伤和

风湿腰痛等症
。

4 小结

4
.

1 中药黄药子的正品 问题
:

根据文献考

查
,

用作黄药子的 3 种植物均有收敛止血作

用
。

除此之外
,

它们的化学成分类型
、

药理作

用
、

临床应用都有显著的差别
,

中药黄药子的

正品应是薯预科植物黄独
。

鬼灯架的作用与

适用范围与黄独显然有所不同
,

在陕西太白

山地区作
“

索骨丹
”

用
,

在陕西
、

宁夏一些地 区

又作
“

红药子
”

用
。

它和 同属作
“

岩陀
”

用的西

南鬼灯桨 R
,

: a m b u c

oif l i a H e m s l
.

成分也相

似
,

有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报道
,

却没有具体的

研究资料
,

其效果也不清楚
,

故可能只应把它

当作黄药子的混淆品种
。

毛脉寥的作用与黄

独
、

鬼灯巢均有差别
,

少数地区 (甘肃文县 )作

何首乌用
,

在西北和华北地区为中药
“

红药

《中覃药》 19 9 5 年第 2 9 卷第 2 期

子
”

的来源之一
,

陕西太白山地区为
“

七药
”

的

常用种类
.

凡此种种都说明以它作黄药子还

需慎重对待
。

4
.

2 黄独的化学成分
: 4 。一 60 年代文献多

称含街体皂贰
,

70 年代前后报道含二裕内醋

类化合物而未提及皂贰
,

仅从文献作初步分

析
,

早期报道可能并不足信
。

推测这可能是由

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

首先
,

所用实验材

料的原植物鉴定未必准确
,

薯预属 主要为雌

雄异株植物
,

花期短而营养体形态非常相似
,

很容易混淆而造成种类鉴定错误
;
其次

,

化学

成分的定性可能有误
,

使用试管反应或点滴

反应方法定性
,

易将二菇内醋类化合物误认

为街体化合物
,

因为许多用于鉴定街体化合

物的试剂
,

如三氯化锑等与二菇类化合物反

应也呈阳性
,

同时黄独本身亦含少量贰类成

分
,

更易造成误差
。

在使用多种层析方法研究

黄独化学成分的文献中
,

并无一例提及含 街

体皂贰即是证据之一
。

此外
,

从植物化学成分

与亲缘关系的角度看
,

含 街体皂贰是薯菠属

植物的一个原始特征
,

该类成分只存在于最

原始的根状茎组中
,

其它组中并不存在
。

黄独

组属于较进化的块茎类群
,

它与不含 街体皂

贰的薯菠组
、

复叶组等处在同一条进化线上
,

与根状茎组截然不同
,

因此 犷早期关于黄独含

街体皂贰的报道当属误报
。

黄独的有效成分尚不能确定
。

已知的 20

余种小分子化合物中约半数是未在其它植物

中发现过的二菇内醋
,

该类化合物具有广泛

的生理活性
,

很多种都有抗癌作用
。

黄独在临

床上常用于治疗癌症可能与此有关
。

di os b u l
-

bi ns 至今未见有药理学研究
,

值得今后注意
。

黄独中的水溶性多酚类化合物
,

则可能是止

血
、

抗癌
、

抑制真菌作用的有效成分
。

黄独的

含碘量并不高
,

它能够治疗地方性 甲状腺肿

的原因尚待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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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细胞中小果碱的产生及其生物合成研究概况

云南大学生物系 (昆明 6 5 0 0 9 ” 王 东
’

李启任

摘 要 从愈伤组织的诱导
,

影响细胞生长和 小璧碱合成的因子
,

提高细胞生长和小巢碱含量的

方法及小粟碱的生物合成途经方面作了综述
,

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

,

关键词 小粱碱 细胞培养 生物合成

小巢碱 ( b e r b e r i n e ) 又称黄连素
,

是节基

异喳琳生物碱中原小璧碱型的一种
。

它广泛

地存在于小璧科
、

毛莫科
、

防己科
、

芸香科
、

婴

粟科及鼠李科等的多种植物体 内
〔` 〕 ,

传统上

小璧碱就作为一种广谱抗菌
、

消炎及健 胃药

而广为应用
。

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从植株中来

提取小桨碱
,

由于需求量大
,

过度采挖造成野

生资源的枯竭 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 另外栽

培上存在着一定困难
。

因此
,

寻找新的药源成

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
。

众多的研究者将注意

力放到了利用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技术生产

小璧碱的研究上
。

现结合我们的工作
,

将有关

组织和细胞中小粟碱的产生及其生物合成途

径的研究进展概述如下
。

1 培养细胞中小案碱的产生

1
.

1 愈伤组织的诱导
: 1 9 6 7 年首先从欧洲

小巢 B e

ber ri : v ul g a ri : L
.

的愈伤组织中分离

到了小璧碱
。

其后从不同植物的不同器官中

也诱导产 生了愈伤组织
〔, 一 5〕 ,

其中小壁碱的

含量有的 已达到或超过了原植 物体中的含

量
〔,

,
5 〕 。

1
.

2 影响细胞生长和小粟碱合成的因子
:

许

帝
A d d r e s s w a n峨

~

D些乓
,

p兮
p竺 t

, 2 7 岁
,

顿士
,

讲帅
。

m e n t o f B i Y u n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王
工程

。

东
已在

主要从事

,

K u n m i n g

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 3 篇
。

理和植物生物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

研究方向为植物次生代谢细胞

.

1 2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