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归对呼吸系统作用的研究概况

浙 江省 中医药研究院 (杭 州 3 1 0 0 0) 7章辰芳
.

孔繁智

摘 要 对当归 近年来 在呼 吸系统 的药理作用及 临床应 用方 面的研究作一概述
,

表 明当归有 抗

炎
、

平喘
、

抑制肺纤维 化等多种生理活 性
。

关键词 当归 呼吸系统 药理作 用

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的干燥根
,

历 代

被 尊为活血
、

养血之药
,

《神农本草经 》谓
:

当

归气味温
、

无毒
,

主呢逆上气
。

中医认为当归

主人血
,

血虚养之
,

血疲化之
,

故以其治疗
“
诸

病固夜甚
”
独树一帜

,

如
“
肺心病

”
夜间喘息发

作
,

入 暮潮热
、

盗汗
,

皆因精 血亏虚
、

肺病 及

心
、

肾虚不固所至
,

应用 当归可使血脉通
,

气

血和
,

从而改善或解 除症状川
。

当归的平喘作

用亦在哮喘病的治疗中获得肯定
。

近年来对

当归 的研究 已 比较深入
,

了解其 主要成分闭

有 阿魏酸
、

丁二酸
、

菜本 内醋
、

葵酸
、

尿啥陡
、

腺嗦吟等
,

具有消炎
、

平喘
、

缓解平滑肌痉挛
、

养血
、

生血
、

抗血栓形成
、

降低血粘度
、

扩张血

管 的作用
。

现将其对呼吸系统的作用归纳如

下
:

1 药理作用

1
.

1 抗炎
:

当归水煎剂对多种致炎剂引起的

急
、

慢性炎症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

摘除大鼠

双侧肾上腺后其抗炎作用仍 然存在
,

提示其

抗炎作用不依赖于垂体
一

肾上腺系统 ; 当归能

降低大 鼠炎症组织 P G E : 的释放
,

在 补体结

合实验 中发现它能降低豚 鼠补体旁路溶血活

性
,

可减轻某些有补体参与的炎症反应阁
,

但

不能拮抗组胺的致炎作用
。

当归对多种致炎

剂所 引起的急性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

组织

水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且 能抑制炎症后

期 肉芽组织增生
,

但不影响肾上腺及胸腺的

重量
。

1
.

2 对变态反应性炎症的影响
:

药理研究表

明
,

变态反应是一种病理性的免疫反应
,

大鼠

R C A ( 反 向皮 肤 过 敏 反 应 ) 及 豚 鼠 F C V

( F or s o m a n 皮肤血管炎 ) 为 I 型变态反应
,

大

鼠被动 A R T H U S 反应 为 皿 型变态反应
,

当

归对上述变态反应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一

般认 为 l
、

l 型变态反应为补体依赖性变态

反应
,

当归对 补体旁路的溶血活性有抑制作

用
,

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闭
。

阿魏酸钠对 I 一

W 型变态反应均有抑制作用
,

可能有益于调

整机体免疫功能阁
。

1
.

3 平喘
:

动物实验发现菜本内酷对豚鼠离

体支气管有松弛作用 ;对致痉剂乙酞胆碱
、

组

胺以及氯化钡所致的支气管平滑肌痉挛收缩

有 明显的解痉作用
。

给豚鼠 0
.

14 m L / k g 的

箕本 内醋其平喘作用与给 50 m g / k g 氨茶碱

相仿闭
。

在豚鼠肺溢流实验中
,

静注秦本内酷

0
.

8 m L / k g 能对抗 组胺 2 ~ 1 0 m g / k g 所引

起 的支气管收缩川
。

1
.

4 对肺纤维化的抑制作用
:

肺纤维化是多

种肺部疾患的后期表现
,

难修复
,

死亡率高
。

自由基对肺纤维化有重要影响
,

而当归具有

较强的抗 自由基作用阁
。

给肺纤维化模型大

鼠腹腔注射当归提取液后
,

病理切片 (并应用

,
A d d r e s s : Z h a n g C h e n f a n g

,

Z h e ji a n g A e a d e m y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t i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n e a n d M a t e r i a M e d i
-

e a ,

H a n g z h o u

章辰芳 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理专业本科毕业
,

研究 员
,

现在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从事中药药理 实验研究
,

曾先后参加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课题
,

省 中医药科研课题等科研项 目的研究工作
。

现 主要从事中药当归
、

黄蔑药理作用的实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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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图像分析肺泡炎及肺间质纤维化的程

度 )结果显示 当归治疗后肺泡炎及肺 间质纤

维化明显减轻图
。

1
.

5防治呼吸窘迫综合征 (R DS )的作用
:
以

黄蔑
、

当归等为主要成分 的
“ 9 1 2 ” 液对复制的

家兔 R DS 模型的作用表明肺大体及光镜下

癖血
、

水肿等病 理改变 明显减 轻
,

肺 系数下

降
,

p H 升高
,

P a C O
Z
( 动脉 C O

:

分压 k P a ) 均

有明显改善
,

表明
“ 9 1 2” 液有治疗作用 l0[ 〕。

L 6 对肺血管 的扩张作 用
:

孙仁 宇 ll[ 〕等 报

道
,

大 鼠分别 吸人低氧
、

高 C O
Z

或高氧 与低

C O
:

的混合气 体
,

均能引起肺动脉压不 同程

度的升高
。

静注 当归提取液后
,

上述气体的升

肺动脉作用减弱
,

若用心得安阻断 件受体
,

当

归缓解肺动脉升压作 用消失
,

表 明当归可能

通过兴奋 件受体而起作用
。

罗兰等 lz[ 〕报道当

归注射液对去 甲肾上腺素诱发的肺动脉高压

( P A H ) 有缓解作用
,

亦提示当归可能通过兴

奋 各受 体对 低 氧 性 P A H 起 保 护作 用
。

郑

凌川 〕等 报道大 鼠经注射 当归提取液 后吸人

10 %低氧
,

肺动 脉压上升 的幅度 明显低于用

当归前 ( P < 0
.

0 5 ) ; 肺 血管阻力 也较 前降低

(尸 < 0
.

05 )
,

证实 了 当归对肺动 脉高压模 型

大 鼠及肺动脉的扩张作用
。

2 临床应用

2
.

1 对肺动脉高压缓解 的 即 时效应
:

28 例

肺动脉高压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C O P D )患

者滴注 当归注射液后肺 动脉平均压
、

全血低

切 变率 比粘度
、

红细胞压积均较前 明显 降低

(尸 < 0
.

0 5 )
,

其 中 10 例患者血浆栓素 A
:

的

含 量 从 ( 2 1 0
.

6 8 士 5 7
.

6 6 ) n g /m L 降 至

( 1 3 6
.

5 5士 4 8
.

5 4 ) n g /m L ( P < 0
.

0 5 )
,

提 示

当归具有扩张肺血管作用
,

这可能与其改善

血液 流变学异 常
、

血栓素 A
:

与前列环 素间

的平衡失调有关 l[’
, ` 5 〕

。

2
.

2 治疗哮喘
:

当归喘痛宁胶丸的主要成分

为菜本内醋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服用后

有明显 的平喘效果
,

在 3 18 例 哮喘病人中的

应用
,

其 平喘 的总有 效率为 84
.

2 %
,

部分病

例 用 药 前 后 F E V
I
(第 1 秒 时 间肺 活量 )

、

·

3 1 2
·

P a O
Z
(动脉氧分压 k P a )及 P a C O

:

均有 明显

改善
。

当归喘痛宁胶丸起效需 8 ~ 24 h
,

但持

续时间较久 〔̀ 6〕 。

箕本 内酷作为当归挥发油中作用较强的

抗胆碱 (解痉 )有效成分
,

组成 当归精油丸 的

主要部分
,

应用其对 51 例 哮喘患者进行治

疗
,

总有效率 90
.

2%
,

无明显副作用
,

治疗后

肺功 能及血气分析对 比
,

F E V
I
(% )

、

V C ( L )

P a C O
:
( k P a )

、

P a O
:
( k P a ) 有显著变化

,

证明

该药可促进通气 功能及改善缺氧
,

止喘效果

缓慢而稳定
。

因其对豚 鼠肺组织 中 c AM P 含

量无明显影响
,

认为其止喘
、

解痉作用不通过

各肾上腺素受体
,

而是 直接作 用于 支气 管平

滑肌 [ 6〕
。

2
.

3 改善肺功能
:

梅其炳等报道临床上 50

例肺气肿和早期肺心病患者经 口服当归浸膏

治 疗 后
,

第 l 秒 时 间 肺 活 量 由治 疗 前 的

4 3
.

3 %增加到 5 5
.

8 % ( P < 0
.

0 1 )
,

最大通气

量 由 5 3
.

S L 提高到 61
.

S L (尸 < 0
.

05 )
。

当归

用于重症肺心病的治疗可 降低病死率
,

促进

缺氧的恢复 l[ ’ 〕。

2
.

4 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
:
以黄蔑

、

当归为

主药的化癖汤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 1 10 例
,

除 口服外还采用静注浓 当归注射液
,

两者均

取得较好疗效
,

无毒副作用 18[ 〕。

3 结语

当归在对慢性支气管炎或支气管哮喘的

治疗 中可以发挥其抗炎
、

平喘
、

增强免疫功能

及对肺纤维化 的抑制作用
,

今后应更深人地

研究 当归的作用机制及给药方式等问题
,

以

提高其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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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甘草化学成分的研究进展

新疆师 范大学生物系 (乌鲁木 齐 8 3 0 0 5 4) 惠寿年
`

董阿玲

摘 要 概述了近年来对 甘草化学成分分离
、

定量方法等研究的现状
。

关健词 甘草 化学成分 分离 定量方法

我 国是世界上认识和研究甘草最早的国

家
。

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 》中即有记载
,

并

将它列为上品
,

此后历代本草对甘草 皆有记

载
。

1 9 7 7 年
,

《中国药典 ))( 一部 )正式将乌拉

尔甘草 G ly 卿 2丫人i z a u ar l e n s i s F i s e h
. 、

光果 甘

草 G
.

g la bar L
. 、

胀 果甘草 G
.

i” j Za at B at al
.

作 为药用甘草植物收载 l[]
。

此后
,

我国学者对

甘草属药用植物从系统分类
、

生态资源
、

化学

成分
、

质量评价以及 生产加工等诸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
。

据现有资料报道
,

国内外已从

甘草 中分离得到 1 0 0 多种黄酮类化合物
,

60

多种三枯类化合物 以及香豆素类
、

18 种氨基

酸
、

多种生物碱
、

雌性激素和多种有机酸等
。

1 化学成分

近年来
,

我国学 者对 甘草的化学成分进

行 了大量的研究
。

舒永华等从内蒙产的乌拉

尔甘草中提取
、

分离 出 7 个皂昔元
,

其 中 4 个

化合物鉴定为 已知成分
,

2 4
一

轻基甘草内酷为

首次报道的新成分 2j[
。

张如意等 自乌拉尔甘

草 中分离出两个新 的皂昔类化合物
,

经鉴定

分 别为
: 3月

一

经基
一

1 1
一

氧 化
一

齐墩 果
一

1 2
一

烯
一

30
-

梭 酸
一

3
一

O
一

p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醛酸基 (1 ~ 2卜件

D
一

葡萄毗喃糖醛酸昔
,

命名为乌拉尔甘草皂

昔 甲 ( u r a l s a p o n i n A ) ; 3各经基
一

1 1
一

氧化
一

齐墩

果
一

1 2
一

烯
一

30
一

竣酸
一

3
一

O
一

日
一

D
一

葡萄毗喃糖醛酸

基 (1 ~ 3卜件D
一

葡萄毗喃糖醛酸昔
,

命名为乌

拉尔甘草皂昔乙 ( u r a l s a p o n i n B 笋
3 〕

。

刘 勤 等 于 1 9 8 9 年首 次 报 道 自黄 甘 草

G
·

e u yr c a
rP

a 的根及根茎 中分离到 4 个黄酮

昔
,

经鉴定 3 种为 已知成分
:

甘草昔
、

异甘草

昔 和 夏 佛 托 昔 ; 一 种 为 新 成 分
:

黄 甘 草 昔

( g l y e y r o s id e )
,

结 构 推 定 为 芒 柄 花 素
一

7
一

O
-

〔D
一

各D
一

吠喃芹糖基 (1 ~ 2 )〕
一

各D
一

毗 喃葡萄

糖昔 〔̀ 〕 。

赵玉英等对甘肃产的胀果甘草的化学成

分进行了分离
、

鉴定川 ; 曾路等则研究了云南

甘草 G
.

y u 元n a n e sn i: 的化 学成分
,

并分离 得

云 南 甘 草 皂 昔 元 A
、

B 和 F ( gl y y u n n a n sa
-

p o g e n i n A
、

B
、

F )
、

云 南 甘 草 次 皂 昔 元 D

( g l y y u n n a n p r o s a p o g e n i n D )等 1 0 种新的三

枯类成分困
。

高东英等又从 中分得经基查耳

酮和后莫紫檀 素 ; 胡金锋等分离鉴定到新成

分
:

甲基化英 迪紫檀 素
、

5
一

轻基
一

7
一

氧基 二氢

黄酮
,

后者命名为云甘宁 ( g l y y u n n a n i n ) [
, 〕

。

柳 江华等从 刺果 甘草 中分离 到 件谷 幽

醇
、

刺果酸甲醋等 5 个单体
,

其 中刺果甘草素

( p a l l id i f l o r i n )为一新的天然产物 〔 8〕
。

李强以甘 草昔及其昔元为指标
,

对 内蒙

A d d r e s s
:
H u i Sh o u n i a n

,

eD P a r t m e n t o f B i o l

惠寿年 新获 师范大学生物 系
,

副教授
,

植物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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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n ji a n g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

W u lu m u q i

硕 士点导师
。

从事新疆地产 药用植物开发利用研 究方向的硕 士研究生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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