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综述与专论
·

益母草类中药的研究概况和进展

上海中医药大学生药学科组 (2 0 0 0 3 2) 是 志
带

周秀佳

摘 要 综述了有关益母草属植物的分类学
、

生药鉴定
、

化学成分
、

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等方面最

新的研究成果
,

并就以后的工作进行了展望
。

类御词 益母草属 分布 资源 生药鉴定 化学成分 药理作用

益母草为唇形科植物益母草 L eon u ru :

a rt em isia (L o u r
·

) S
·

Y
·

H u
的地上部分

,

为

中医妇科临床常用药
,

主治月经不调
、

胎漏难

产
、

行经腹痛及产后癖阻等症
,

素有
“

血家圣

药
” 、 “

经产良药
”

之称
。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

品
,

历代本草均有收载
。

国内外对益母草以及

同属植物的研究历史比较长
,

成果甚多
。

现将

其研究概况和一些新的进展综述于下
。

1 益母草属植物的分布及资源

迄今为止
,

全世界发表的益母草属植物

有 23 种
, 5 变种

,

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温带
,

少数种在美洲
、

非洲各地逸生
。

我国产 12 种
,

1 变种
,

2 变型
。

其中
,

益母草广布全国
,

药材

大多自产自销
;
其他种多分布于淮河以北

,

特

别是华北
、

东北
、

新疆等地
,

民间用作益母草

代用品
。

欧益母草 L
.

。a
rd iac a

原产东欧
、

西

亚
,

长期以来用 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和 胃部不

适
。

药用的还有五裂叶益母草 L
.

q ui nq ue lo
-

ba t u s
等

。

2 益母草的生药鉴定

国内对益母草的生药鉴定方面的工作最

早见于楼之岑与沈圆的研究
〔l〕 。

作者认为
,

楼
、

沈二人所用的实验材料并不是今天所谓

的细叶益母草 L
.

: ib iri cu
: ,

而是分布最广
、

最

为常见的益母草
。

后朱兆仪等对本属 习作药

用的 6 种
、

2 变种进行了茎
、

叶组织构造及叶

表面特征的观察
;
并用扫描电镜观察了 5 种

、

1 变种的果实表面
〔2〕。

国外有人测定了欧益

母草
、

毛益母草 L
.

vi u os us D es f
. 、

鬃尾草 L.

m a r r u bia st r u m L in n
.

(= C h a itu ru s m a rr u b i
-

as to m )的栅表比和气孔指数
,

三者有明显不

同
;
指出地上部分的非腺毛

,

特别是尊齿上的

非腺毛形状
、

长度在生药鉴别中有较大的实

际应用价值
〔3〕。

3 益母草的主要化学成分

3
.

1 生物碱类
:

生物碱类一直被认为是益母

草属植物的有效成分
,

从而用作质量控制的

指标
。

剩余铬原子吸收法是一种新的测定方

法
〔‘〕。

近期建立了水苏碱 (s t a eh yd r in e )R P
-

H P LC 分析法
,

并以之测定了国内 n 个地区

的商品药材中该碱的含量
〔5〕。

研究表明
,

益母

草全草中水苏碱含量较高
,

益母草碱较低
;
各

器官中以叶中最高
,

茎次之
,

根中甚少
;
在营

养期和花初期
,

生物碱成分含量高
,

果熟期含

量最低
〔2〕。

在普通储藏条件下
,

1 年内生物碱

含量无明显变化
,

2 年内有所下降
,

3 年后已

显著下降
〔6〕 。

3
.

2 二菇类
:

已报道的益母草属二菇类成分

有 1 0 余种
,

除一 种为赦桐 烷 型 (C le r o d a n e

di te rP e
no 记

s )外
,

其他均是半日花烷型双环二

菇 (la bd a n e d it e r p e n o id s )
,

如新近分得的益母

草中的前益母草素 (p r e his p a n o lo n e )〔
7〕、

益母

猛
A d d r e s s :

Ch a o Z hi
,

F a e u lty o f Ph
n o s y ,

Sh a n g ha i U n iv e r s
ity o f T r ad it io n a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n e ,

S h a n g h a i

男
,

1 9 9 2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 物系
,

1 9 9 5 年在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
。

现在上海中医药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

。

研究方向为生药资源与质量
。

究
” ,

论文在《中草药 》等杂志上发表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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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八
·

五
”

攻关课题
“

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



草素 (h isp a n o lo n e )
、

前益母草乙素 (p r e le o
-

he t e r in )
、

益母草乙素(le o he t e r in ) 〔
8〕 ,

波斯益

母草 L
.

P ers icu : L
.

中的波斯益母草素 A
、

B

(le o p e r s in A
、

B )〔
, 〕
等(图 1 )

。

前趋母草素 益母草素 前益母草乙京

益母草乙素
波斯益母草素

图 1 益母草属中二菇类成分的结构

从培养的欧益母草愈伤组织
、

悬浮细胞及再生植株中检测
、

分离

出前细叶益母草素 (p r e le o s ib ir in )
、

细叶益母草素 (le o sib ir in )
、

细叶益

母草 乙素 (le o sib ir iein )等半 日花

烷型二菇
,

这些成分曾发现在细叶

益母草中
,

却未从欧益母草植株中

发现过
;
而曾从欧益母草中分得的

赦 桐烷型 二菇 欧益母草 素 (leo
-

e a r d in )并没有被检测 到
〔, o

,

“〕。

推

测是因所用材料而致
。

但联想到有

人提出的二菇类成分在益母草属

植物的分类学及亲缘关系研究上

的意义
〔‘2〕 ,

确实是很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

3
.

3 似强心幽昔类
:

从欧益母草中得到 3 种

物质 L O
.

3 5
、

L O
.

4 3 和 L o
.

5 3
,

结构如图 2 〔‘3〕
。

C H
,

△
5 (6 )

图 2 欧益母草中似强心幽昔类的结构

3
.

4 苯 丙 醇 昔
:

从 灰 白 益 母 草 L.

g la u c e s c e n :
中得 到熏衣草叶昔 (la v a d u lifo

-

lio sid e )
、

毛蕊花昔 (v e r b a s e o s id e )
、

益母昔 A
、

B (le o n o s id e A
、

B )〔“〕(图 3 )
。

图 3 益母普 A
、

B 的结构

据研究
,

一些苯丙醇昔具有生物活性
,

因

此
,

在研究益母草属植物的药理作用时
,

应对

这类成分加以考虑
。

3
.

5 挥发油
:

益母草属植物中挥发油含量甚

《中草药 》199 8 年第 29 卷第 6 期

低
,

约 0
.

05 %一 0
.

1 %
。

用 G C
一

M S 分析了益

母草
、

细 叶益母草
、

大花益母草 L
.

m ac ra n -

th u :
中的挥发油

,

三者均含有较高的 1一辛烯
-

3
一

醇
、

反 式 石 竹 烯
、

泽 草 烯 等 成 分卿
。

L a w re n ce 等对欧益母草的分析也表明石竹

烯
、

藻草烯是油中的主要成分
〔, 5〕。

3
.

6 微量元素
:

益母草含有 Z n
、

C u 、

M n 、

Fe 、

N i
、

p b
、

A s 、

S e 、

G e 、

R b 等多种微量元素
,

其中 Fe 、

M n
、

Z n 、

R b 含量较高
,

尤以 Fe
可能

与益母草的补血养血功效有关
〔‘6〕。

3
.

7 环形多肤
:

从益母草果实莞蔚子中得到

环形 多肤环益母草宁 (eye lo le o n u r in in
,

e
6 5 -

H
o 5
N

1 3
0

1 8
)

,

溶于水
,

D r a g e n d o ff试剂反应阳

性 [l7 , (图 4 )
。

还 得 到 环 益 母 多 肤 (c y
-

c lo le o n u r ip ep t id e s )A
、

B 和 e
,

后两者互为异

构体
,

能抑制细胞的生长
〔‘8〕 。

3
.

8 其它
:

从欧益母草分离到 3 一轻基
一

4
一

O
-

「
a 一L 一

鼠李毗喃糖基
一

(l 一4 )
一

日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

基]桂皮酸
〔‘’〕 。

4 益母草的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
4

.

1 对子宫
、

乳腺等的影 响
:

益母草注射液

可明显 增强兔子宫肌的收缩力 (电场刺激

法 )
,

并分别与 1 5 一甲基 PG F
Z。

甲醋及磺酸前

列酮有协同兴奋作用
〔20j

。

由益母草
、

当归等
·

4 1 5
.

RlH



泛犯

显提高小鼠 L A K (淋巴因子活化杀伤细胞 )

的活性
,

还可提高其 N K (自然杀伤细胞 )的

活性
〔27}

。

和丹参等共同组成的复方调经益母

片
, 0

.

7 9 / k g 体重以上剂量可减轻大鼠的血

小板血栓湿重
;
降低小鼠血小板含量

,

延长其

出血时间和凝血时间 ;提示其活血化察作用

主要是对抗血小板聚集性和降低血小板含

量
,

抑制血栓形成
,

以及阻止血液凝固
,

促进

纤溶作用
〔2 8〕。

4
.

3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

用大鼠进行的

实验表明
,

口服益母草浸膏能缩短 巴比土酸

盐的起效时间 (与剂量成正相关 )
,

延长戊巴

比妥所致的睡眠
。

还能减低动物服用五甲烯

四氮哇后 自发运动原的活动性 以及致死

率
〔2 9 , 。

5 前景展望

我 国益母草资源丰富
,

分布广泛
,

各地一

般自产自销质量难以控制
。

故有必要用现代

分析方法
,

寻找高质量益母草的产地
,

在此建

立生产基地
,

以保证药材质量的优 良
、

均衡
;

并对同属 植物进行有效成分含量比较
,

筛选

优良品种
,

扩大药源
。

益母草能够用于治疗痛经
,

但就目前所

进行的生物碱的药理实验而言 (收缩离体子

宫等 )
,

尚无很具说服力的证据
。

是通过别的

途径起作用
,

还是生物碱在体内代谢产物有

此功效
,

抑或是其他成分 ? 有待阐明
。

另外
,

其他成分如二菇
、

苯丙醇昔
、

挥发

油的研究
,

建立新的鉴别方法以区别同属药

材
,

根据其功能开发新用途
,

都是值得考虑的

新问题
。

我们相信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

益

母草这种千年
“

圣药
”

必将展现更广阔的应用

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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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环益母草宁的结构

中药组成的复方丸剂益母还红丹对小鼠子宫

发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小鼠卵巢排卵点明

显增加
;
对腹腔注射 PG F

Z。

引起的大鼠在体

子宫强烈收缩有显著的缓解作用 (抗痛经 )
,

并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

有显著的

抗炎
、

镇痛作用
〔2‘〕。

细叶益母草甲醇浸膏可

促进小鼠怀孕依赖性乳腺瘤 ( PD M T )和由之

引发的乳腺癌的发生
,

但抑制 由增生性泡状

瘤( H A N )引起的乳腺癌
,

使得 H AN 数 目减

少
,

体积缩小
;
另外

,

尚可抑制其子宫肌腺病
。

对动情周期
、

内分泌器官的重量和组织构造

等基本无影响
〔22j

。

进一步研究表明
,

水苏碱

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3:

。

细叶益母草

的挥发油能使离体兔子宫的自发运动减弱
,

舒缓子宫
;
尚有明显的利尿作用

,

而其水溶物

仅有轻微作用
;
在使用水溶物的同时

,

联合应

用挥发油
,

可使利尿作用增强
〔24J

。

4
.

2 对血液和免疫的影响
:

前益母草素是一

种血小板活化因子 (P A F )的拮抗剂
,

能竞争

性抑制血小板上的 PA F 受体
,

从而达到抗凝

目的
〔, 5〕。

对 C o n A 活化的 T 淋巴细胞有显著

的促进增殖作用
,

而单独使用不起作用
;
对 B

淋巴 细胞的分化则不显示增强作用
;
提示益

母草可能通过增强妇女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而起到调补之功效
〔26j

。

另益母草水煎剂可明
·

4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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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的研究与开发

黑龙江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哈尔滨 1 5 0 0 40)

哈尔滨市第九医院

于喜水
带

孙玉华

摘 要 对螺旋藻的生态特性
、

营养价值
、

药用价值
、

工业化生产及发展方向进行了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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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世界人 口仍面临着两大威胁
:

一是

食物的缺乏
,

二是疾病
。

科学家提出战胜饥

饿
,

开发新的蛋白质资源
,

战胜疾病
,

发明研

制新的药品
。

1 8 7 2 年德国藻类学者杜耳宾首

次发现螺旋藻的存在
。

人们发现螺旋藻具有

较小球藻藻体大
,

蛋白质优良
,

细胞壁薄
,

易

于消化
,

有较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
〔‘

,
“, ,

且具

有生产技术简单等优点
。

所以世界各地竞相

研究和生产
。

我国在螺旋藻的研究和生产方

面也有长足的进步
。

1 生态特性卿

螺旋藻属于颤藻科中的螺旋藻属
。

通常

所说的螺旋藻一般是指螺旋藻属中形体较大

的钝顶螺旋藻 SP i , 二zi n a Pla t e n s i s 和极大螺

旋藻 5
.

m a x im a 。

其藻体呈丝状螺旋形
,

极易

与其它微藻区分开来
。

一般为多细胞
,

呈圆柱

状
。

藻体由于藻红素和藻蓝素的含量不同而

呈不同颜色
,

如蓝绿色
、

黄绿色
、

紫红色等
。

螺旋藻属于浮游自养的原核生物
,

繁殖

方式为直接分裂
。

运动形式为旋转运动或颤

动
。

螺旋藻广泛分布于各种淡水和微碱性水

环境中
。

如在含有 N a HCO
3 、

碳酸盐和含铁量

较高的 p H 值为 7
.

1一 n 的湖中大量生长
,

抗咸能力强 (可达 5
.

6 9 / L )
,

培养的适宜温

度为 3 2 ℃ 一 4 0 ℃
。

2 营养价值

据文献报道
,

螺旋藻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58
.

5 %一71 %
。

且氨基酸的组成比例十分平

A d d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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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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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喜水 男
,

1 9 6 8 年毕业于

n g I n s t it u t e o f Ph a r m a e e u t ie a l I n d u s t r y ,

H a e r b

科大学
。

现就职于黑龙江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

黑龙江中药研究所
,

任所长
,

主任药师
,

兼职教授
。

长期致力于新药研究工作
,

尤其在中药现代化及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可喜成果
。

曾先后研究成功抗心律失常新药
气合律宁片

” 、

抗
等奖

。

被聘为省

“

吗特灵注射液
”

及
“

精制苦参
委医药卫生专家组成员

总碱
科学

艺) 。

并分别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二等奖及星火一

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

参加编写《中
医药学科专家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
,

研究生导师
。

在国
医药卫生学术文库》

。
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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